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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碩二 鍾祈慧 

摘要 

本次文化營主要是由嘉應學院主辦，活動為期六天，主要是透過實地考察、學術

講座、圓桌討論等，以豐富對“客家”社會的感知，更好地認識客家文化，進而

推動海峽兩岸客家研究的發展。 

一、 旅行的開始，同行的朋友 

7 月 20 日早上八點多，我與交大四位同學在桃園機場與其他參與此次營隊

的營員會合，包含聯合大學、中原大學、東南科技大學、臺灣大學客家研究

中心、嶺東科技大學等師生，一起從桃園搭機到香港再轉乘巴士到梅縣。 

歷經五個多小時的車程，當巴士快駛近梅北時，散落在高速公路兩旁的客家

建築群，搭配著金黃色的黃昏以及正在勞動的農人，美麗的出現在我眼前，

沿途的風光令我目不轉睛的捨不得眨眼，深怕一眨眼就會錯過。到達嘉應學

院時已經是晚上七點多了，晚宴結束後，放下行李我與同行的朋友，一起到

梅州街上走走，感受這個城市的氛圍，旅行也就這麼開始了。 



 

圖說：夏令營開幕式 

二、 途中的風景 

(一) 梅江區 (7 月 21 日) 

原訂今日是要去參訪中國客家博物館，由於適逢周一休館，於是臨時改

地點去參觀與客家無關的千佛塔，千佛塔是為保護南漢文物千佛鐵塔而

修建的，是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們爬了好幾個階梯才到達千佛

塔，很是辛苦，但從千佛塔向下眺望，梅州市的美，盡收眼底一覽無遺，

很值得。參觀完千佛塔後，我們驅車前往有客家風情式的 “清明上河

圖” 梅城老街，老街的風貌保存著中西混合式的客家民居，反映了民

國時期工商業逐步興起的過程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情況。穿梭在老街的巷

弄間，讓人不禁想像，當年老街商業興盛的風華；與現在老街沒落，有

著強烈的對比。接著我們則在泮坑三山國王廟停留了一下午，這是梅城

附近居民信奉的一個主要的神廟，祀奉著騎著老虎的三山國王，俗稱

“泮坑公王”它是由附近熊氏村民於清初在潮州經商時帶回來的香火

建成的，相傳對於出門在外的人特別靈驗，因此民間有“判坑公王保外



鄉”的說法。 

學術演講：客家建築文化-宋德劍老師。 

 

 
      圖說：梅城老街街景        

 

  圖說：泮坑三國王廟 

(二) 梅縣區(7 月 22 日) 

今日我們參訪的主題為客家圍龍屋的特徵以及客家風水文化。千年古鎮

-松口，松口有著豐富的客家人文資源。松口港是歷史上嘉應川客家人赴



臺、出洋的始發港。素有“華僑之鄉”之稱。許多海外華僑致富回鄉，

修建精緻的圍龍屋，裝置豪華，美輪美奐。松口又有“山歌之鄉”之稱，

俗稱：「自古山歌松口出」、「松口山歌特出名」歌仙劉三妹的故事在民 

間廣為流傳。松口又是明末反清復明志士的集中地之一，其中李氏修建

的大圍龍屋世德堂門前對聯就隱含了這個思想，世德堂為三堂四點金圍

龍屋，內有 200 多間房子，24 個門樓，72 個天井，上中下三堂屋頂不

見瓦，是宮廷建築的特色。世德堂大門一關，就像是一座軍事堡壘，易

守難攻。世德堂內的幽靜讓人難以想像它曾經背負如此重要的責任(反清

復明)。承德樓建屋人梁氏炯昌公，是廣東嘉應州三角安定壹折桂窩人氏。

二十世時任暹羅（即現泰國）華人華僑僑領人，同時亦經商做生意。承

德樓於一八八五年奠基至一八九六年完工歷時十年時間，占地面積 3780

平方米，雙層土木跑馬樓結構，三堂二橫一圍龍，八廳八井十八堂，樓

上樓下共有八十三間房間，分前園圍風水池塘和後園圍風水果樹，整層

呈橢圓形。圍龍屋是中國五大特色民居之一，它不但結構獨特，工藝精

緻，用料講究，而且實用性非常的高，防禦性非常的強。在結構上它結

合了北京的四合院寬敞、連貫、集中的優點，保存了福建土樓的許多防

禦功能，主要以居住條件為主，防禦安全為輔的建築風格。走進承德樓

剛辦過囍事的紅字尚未拆除，但卻有種有種庭院深深深幾許的感覺，也

許是因為屋內中間的庭院的樹木長的非常茂密的關係。中國客家博物館

由主館客家博物館和分館黃遵憲紀念館、大學校長館、將軍館組成。客

家博物館內主要是收藏、陳列、展示、傳承客家文化。主館主要是透過

客家建築特色、客家生活場景及用具、客家文化藝術包括山歌、茶文化

等等來展現客家。另外，客家扁額館也是值得一看的地方。 

    學術演講：臺灣客家人的宗教信仰的特色-林本炫老師。 



 

 圖說：松江 

      

 圖說：經歷過松口古鎮興衰的      圖說：承德樓祖堂 

    松江大酒店 

 

圖說：丙村仁厚溫公祠 



 
  圖說：承德樓庭院 

 
    圖說：承德樓前與師長合照 

 
圖說：世德堂 



 

圖說：中國客家博物館入口意象 

(三)興寧(7 月 23 日) 

今日參訪主題為客家傳統文化的再造、客家古民居的利用、鄉村旅遊文

化的開發、客家傳統資源整合。第一站我們去看了南口鎮僑鄉村橋鄉村

保存大量完好的圍龍屋，僑鄉村的圍龍屋大體可分為三個建造時期，早

期以明嘉靖年間的老祖屋為代表，如老祖屋、蘭馨堂、品一公祠等，是

客家人大家庭聚居的大型集合式住宅，這些圍龍屋規模較大，但祖堂窄

小，房屋低矮，顯得非常擁擠；過渡時期以清中葉的上新屋為代表；後

期以清代末年“南華盧”等僑屋為代表，由於人多田少謀生艱難，當時

僑鄉村許多人漂洋過海到東南亞及歐美各國謀生，在外事業有成的華僑，

都回到家鄉買田買地建大屋，大多稱為某某盧，當地人把它們叫華僑屋。

南口僑鄉村的氛圍，使我仿佛置身於金門，因為為金門也和南口有著一

樣的僑鄉文化，在海外拼博的華人，事業有成後，返鄉興建華宅，反饋

鄉里。接著我們前往今晚住宿的地點新坡李潔之將軍府(慈恩盧)慈恩盧

由法國設計師設計，整體裝飾綜合中西繪畫雕刻藝術，慈恩盧建成後，

李潔之將軍的母親帶著孫輩在這裡居住了 8 年時間。現在的慈恩盧被打

造成一座融匯客家文化、中西建築、和將軍文化特色的鄉村風情客棧。



我們當晚就住在慈恩盧，屋內的格局非常有客家特色，但可以感受到它

是被刻意打造出來的。卸下行李後，我去了本日最後一個考察點神光山

是一個以神光山自然景觀為主，以宗教文化為特色，集歷史文化、客家

文化和遊覽、登山健身、休閒娛樂為一體的城區型森林公園。但實際上

我在神光山的時候實在無法觀察到它與客家有什麼關係，回臺灣後我上

網搜尋也找不到神光山與客家到底有什麼關係。在回慈恩盧的路上，意

外的美麗插曲－磐石圍，這座坐落在江西龍南縣楊村鎮東水河邊的圍屋

因大門前左側臥有一塊很大的烏石頭，所以取名為烏石圍，又名盤石圍。

烏石圍建于明代萬歷年間，最多時可住 70 余戶。該圍屋前方後半圓形，

在眾多風格迥異的客家圍屋中，可以説是獨具特色，特別珍貴。圍屋正

面左右兩角對稱，建有高達 15 米的方形炮樓，炮樓的四面墻上分布許

多槍眼和炮洞，圍屋堅固異常，具有較強的防禦能力。盤石圍真的是一

個美麗的插曲，穿進窄巷，走了許久，才看到這個被樹林包為的美麗建

築物。屋內正好有一群人在打牌，屋主也很熱情向我們介紹盤石圍的歷

史與建築特色。在盤石圍最為驚喜的是能見到庭堂內高掛的新丁燈的師

傅，師傅已經高齡 80 多歲，但他對這種傳統的傳承還是很重視，希望

能夠將新丁燈的傳統製法一代傳一代。 

學術演講：全球化時代客家傳統資源的挖掘-周雲水老師。 

 

圖說：南口鎮僑鄉村－南華又盧 



 

     圖說：南口鎮僑鄉村－洋樓 

 

     圖說：新坡李潔之將軍府(慈恩盧) 

   

圖說：盤石圍                        圖說：盤石圍廳堂中的新丁燈 



(四)深圳(7 月 24 日-7 月 25 日) 

本日參訪的主題是客家民俗的展示。龍崗鶴湖新居為廣東興寧客家人羅

瑞峰創建，是全國最大圍龍屋之一，鶴湖新居繼承了中原府第式建築，

贛南客家四腳樓和粵東興梅客家圍龍屋的傳統，同時融匯了當地廣府民

系“斗廊式”（一天井、兩廊、一廳、兩房）住房的優點，它是客家人

開拓深圳東部地區的歷史見證，為研究深圳歷史、文化、民俗、建築等

提供了重要依據。鶴湖新居內主要展示了許多關於客家人的歷史文化和

風俗習慣，房間還分為客家生活起居、農耕文化、婚俗、生活用具、生

產用具等諸多主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鶴湖新居內有很多客家名

人的介紹，而這些名人多半是一些文人志士，這讓我想起客家人總是強

調「崇文重教」。接著下午在甘坑客家小鎮考察，位於深圳市龍崗區布

吉街道甘坑社區，由北大研究院進行總體規劃，以客家文化為內涵，以

客家風韻建築為載體，打造集文化旅遊、田園休閑、生態度假、文化展

示、科普教育為一體的多元複合型旅遊區。並以「老客家」和「新客家」

作一個新的詮釋。甘坑客家小鎮，將原始住在甘村的村民進行遷村，改

造後的鎮內建築物都是由蒐集到客家老建築，一件一件的重新打造的。

最後一個參訪點赤灣少帝陵，是廣東省內所發現的唯一的皇寢陵。為深

圳市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趙日丙是南宋的最後一位皇帝，于祥興

元年(1278 年)被陸秀夫、張世傑在廣州灣擁立即位，時年僅 8 歲。祥興

二年(1279 年)地宋兩軍在廣東新會崖山海 面決戰，宋軍戰敗。二月初六

酉時，陸秀夫抱帝日丙投海而死。據趙氏族譜載："後遺骸漂至赤灣，有

群鳥飛遮其上。山下古寺老僧偶往海邊巡視，忽見海中遺骸漂 蕩，上

有群鳥遮居，設法拯上，面色如生，服式不似常人，知是帝骸，乃禮葬

於本山麓之陽。"這便是赤灣宋少帝陵的由來。 

學術演講：深圳客家源流與民居建築特色-張衛東、劉麗川老師。 

 



 

圖說：鶴湖新居建築特色 

 

圖說：鶴湖新居前與師長合照 

 

圖說：甘坑客家小鎮中的耕讀堂 



 

圖說：甘坑客家小鎮中尚未組合建築物 

三、旅程的結束? 

    即使這趟旅程結束已經有好些日子，但在我心中仍無法忘懷那份感動，久久

揮之不去。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到大陸客家原鄉，在此之前我僅能透過課程的學

習與相關的經驗，想像著大陸的客家原鄉。在梅州「客話」是我與這個初識的城

市最緊密的連結，它使我在這個陌生的異地仍然感受到親切。這和我在臺灣的經

驗完全不同，在臺灣只有在客家庄才會有此情景，但在梅州任何地方都能聽到人

們用客話交談。幾天下來的參訪行程，看到了許多客家的古民居，也在此與當地

的居民做了一些簡單的訪談，訪談中有著悲歡離合的故事，也有讓我們感到驚訝

與遺憾的事，像是在慈恩盧旁的古民居，當時婆婆和家人坐在門前挑菜，我們稱

讚婆婆的家很漂亮，很有客家建築特色，婆婆回答說：「哪裡漂亮，我們家又破

又舊很醜的」。當下我才發現，其實他們並沒有文化自覺的意識。所以，我猜想

當地人應該覺得我們很怪，總是一直在拍他們覺得很舊很醜很普通的建築物吧。

回想這次的旅行，我們總是在馬不停蹄趕赴下個參訪地點，所以，礙於時間的限

制未能多停留一些時間，好好的認識與觀察當地的客家文化，實在有些可惜。雖

然旅行結束了，但在梅州客家原鄉初體驗的一切一切還是耐人尋味。最後，題外



話，由於這次暑假去了２次大陸發現許多有趣的標語像是圖一、圖二，所以我得

到一個結論在大陸，農村談衛生，鄉村講經濟，城市要文明。 

 

圖一 攝於深圳蛇口 

 

圖二 攝於湖南香爐山苗寨 

 

四、 參考資料 

2014 年海峽兩岸青年學生廣東客家文化營《活動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