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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摇篮”的文化传播与建构
———以《赣南日报》为中心的分析

□周建新，柴　可

［摘　要］　赣南地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被誉为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但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前，“客家”在这一地区却是一 个 陌 生 的 概 念。这 种 对 比 形 成 的 背 后 是 地 方 政 府、大 众 媒 体、市 场、学

者和民众对赣南地区客家文化的积 极 建 构。基 于 此，研 究 以 大 众 传 媒 的 文 本 分 析 为 研 究 路 径，描 述 该 地

区客家文化的建构历程，体现不同参与主体的建构行为，为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大陆地区客家文化的

发展过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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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
南地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被誉为客家

民系形成 的 摇 篮，在 这 一 地 区，客 家 文 化 事

象随处可 见，比 如 城 市 街 区 标 志 物、村 落 中

的祠堂、客 家 风 味 菜 馆 以 及 当 地 的 许 多 民 俗 活 动。

此外，当地媒体对客家文化的表述 和 宣 传 也 是 一 个

重要事象。现在，客家文化 已 是 赣 南 地 区 的 特 色 之

一，并一度成为当地社会发展的突出主题、新闻媒体

宣传的主流话语、商家市场营销的特色资源、学术研

究的重大课题。但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前，“客家”对当地人来说却是一个陌生的

概念。这种对比形成的背后是“客家”作为一个象征

符号和一种文化资本，逐渐成为一种“地方 性 知 识”

的过程，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大众媒体、商家市场、学

者和民众积极建构客家文化的过程。本文试图对这

一过程的细节进行放大，探讨当 代 客 家 文 化 的 建 构

历程，从而回答在近二十年中赣 南 地 区 的 客 家 文 化

是如何建构起来、并一度成为赣 南 地 区 发 展 的 主 题

的？

在研究对象上，本文选 取《赣 南 日 报》这 一 纸 质

媒体。《赣南日报》是赣南地区 影 响 力 最 强、覆 盖 面

最广、发行量最大、历史 最 悠 久 的 纸 质 媒 体，对 当 地

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关注度很高，对 参 与 客 家 文 化 建

构的主体行为活动有全面的记 录，是 反 映 不 同 时 段

客家文化发展状态的一个缩影。因此，笔者以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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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赣 南 日 报》中 出 现 的 关 于 客 家 文 化 的 文

本为研究重点，对赣南地区客家文 化 的 传 播 和 建 构

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文以内容分析法为主。内容分析法可以分为

描述性分析和推论性分析。描述性中主题分析方法

非常重要，它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解释，研究文本所

表达的主题是什么。推论性分析则假定一个文本的

特征是与文本背景特征相关联的，并 认 为 特 定 文 本

提供了一个隐藏在其后的社会现 实 的 真 实 图 像，因

而从文本推论到文本背景是有效的。

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

１．确定和选择内容分析的文本

本文以《赣南日报》自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４年中与客家

文化有关的报道为文本。在 资 料 搜 集 过 程 中，笔 者

对所有包含“客家”一词的文本进行了搜 集 整 理，再

依据具体研究的需要，提取所需要的文本进行分析。

２．分类

本文中的分类工作一是按文本出现的时间顺序

进行年度阶段的划分；二是对文本体裁进行分类；三

是对文本的主题进行分类。

３．对资料进行分析

本文的分析过程如下：（１）从时间阶段上对文本

的数量、版面、体裁、内容的变化上进行分析，把握其

纵向发展脉络。（２）对 “客家风”专栏进行详细的内

容分析，检索“客家风”专题从何时开始推出，主要从

哪些方面对客家文化进行描述及其原因。（３）提 取

不同时段描述同一文化事象的文 本 进 行 对 比 分 析，

对比“客家”符号使用前后的不同。

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研究资料的搜集、分类工作

都由笔者担任，因此在对１５年的报纸进行检索的过

程中难免会有疏漏之处。考虑到对客家文化进行报

道的文本多在新闻版和文化栏目 内 出 现，因 此 我 们

在工作过程中尽量做到对头版内容和文化类专版内

容的详尽检索，在分类过 程 中，增 加 客 观 分 类 依 据，

减少主观 判 断 因 素，以 克 服 研 究 方 法 本 身 的 不 足。

就研究对象而言，虽然报纸具有时效性强，普及面广

的优势，但是也存在一些 不 足，比 如，只 有 具 有 一 定

文化水平的群体才能阅读。

二、文献回顾

族群认同是学 术 界 研 究 的 热 点 之 一，在 族 群 认

同理论研究 上，已 有 文 化 论、原 生 论、工 具 论、边 界

论、民族—国家建构理论等不同观点，从目前的研究

成果来看，多 数 研 究 已 突 破 了 文 化 论、原 生 论 的 观

点，而更多地支持边界 论、工 具 论、民 族－国 家 建 构

论，认为：族群是由其本 身 组 成 人 员 认 定 的 范 畴，人

们可以通过一些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标志来表示对自

己族群的认同，对于边界的产生 应 强 调 的 是 情 境 和

场景而不是原生的因素，而在具体的情境和场景中，

国家－民族建构的背景又不可 忽 略，最 终 强 调 族 群

的建构性、场景性和可 操 作 性。这 些 观 点 体 现 在 许

多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个案研究中。如王明珂对羌

族族群认同的研究认为，一方面，当代羌族的确是在

国族主义下的近代建 构；另 一 方 面，羌 族 之 存 在，自

有其近代以 前 之 历 史 基 础 或 延 续 性。［１］海 力 波 通 过

对黑衣壮族群建构、生 成、发 展 的 过 程 进 行 研 究，从

侧面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自我建构、族群认同、文

化表征三个 层 面 的 复 杂 关 系。［２］菅 志 翔 通 过 对 保 安

族的研究，认为在决定族群归属的各种力量中，国家

和族群所在社会的力量是强大 的，保 安 族 之 所 以 成

为保安族，主要的并不是人们自主的选择，而是一种

国家构建。［３］巫 达 从 族 群 内 心 情 感 来 解 释 布 尔 日－
尔苏人的族群性，认为其族群性是在历史记忆、族群

互动、传统的重新解释等等各种因素下“建 构”出 来

的。［４］这些研究 者 着 重 分 族 群 被 他 者 标 签 的 过 程 和

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

与上述研究 个 案 相 比，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来 的

客家认同具有相似性，在大陆客家地区，客家认同浪

潮的出现离不 开 政 府、学 者、地 方 精 英、媒 体、市 场、

民众的参与，但是客家认同也有其独特之处。首先，

客家认同没有国家民族识别的影响；其次，客家认同

已超越了省界、国界，成 为 一 种 国 际 性 的 文 化 景 观；

再次，客家 认 同 意 识 从 政 治、经 济 层 面 转 向 文 化 层

面，并通过与客家同乡的交流，从文化血缘意义上的

族群认同上升、扩大至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

这些特点引来了许多学者对客 家 认 同 的 关 注，比 如

万建中认为，“客家作为汉民族 内 部 的 一 个 族 群，原

本并不存在，经过一番学术叙述和处理以后，却似乎

变得实实在在起来，这在民族文 化 研 究 史 上 堪 称 为

族群建构的神话叙事。”［５］（Ｐ１０４～１１１）黄志繁通 过 对 赣 南

地区客家文 化 发 展 的 思 考 认 为“赣 南 的‘客 家 文 化

区’的形象是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以 来 政 府、民 众、社 会

和学界共同建构的结果。”［６］周建新指出，“客家文化

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结构和意义共同建构的过程，并

用‘在 路 上’突 出 客 家 文 化 建 构 的 动 态 和 发 展 状

态。”［７］河合洋尚 认 为“客 家 文 化 是 与 全 球 时 代 政 治

经济空间的生产相结合起来并被科学家、政治家、开

发商等代理者塑造出来的概念。”［８］Ｎｉｃｏｌｅ　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
对不同客家地区的历史、客家认 同 在 不 同 语 境 中 的

构造方式和符号表述方式进行 了 研 究，并 认 为 客 家

并不是一个给定的概念，客家认 同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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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对其研究不能忽略谁被标签为客家这一事象。［９］

这些学者多有历史学、人类学学科背景，受族群认同

中边界 论、工 具 论、国 家－民 族 建 构 理 论 的 影 响 较

大，对于客家文化的形成过程、表述方式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认为客家文化的定义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建

构的过程。如此等等。

上述研究为理解客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

思想资源，但是对于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来 大 陆 地 区

客家文化的建构过程进行详细分 析 的 并 不 多，这 为

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三、分析过程

（一）对不同阶段的文本进行分析

笔者对《赣南日报》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３年所有版面

中出现的含有“客家”一词的文本进行整 理，共 得 到

２８６个文本。① 将文本数目按年份排列，用直方图显

示（图一），可知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３年，文本数量的整

体趋势是不断增多的。而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９年两年是

文本数值增长 很 明 显 的 两 个 年 份。在１９９４年 之 前

的四个 年 份 中，文 本 数 量 比 较 一 致，均 是 个 位 数。

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８年 五 个 年 份 中，除１９９５年 外，文 本

数目均为 十 位 数。１９９９年 的 年 份 中 文 本 数 目 则 更

多，每年都在３５个以上。笔者以此数目的变化为依

据，分三个阶段对 文 本 进 行 分 析，分 别 是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３年。

图１　文本数目的年份分布直方图

１．第 一 阶 段（１９９０～１９９３）的 文 本 分 析。１９９０

年以来，最早出现“客家”一词的是一张名 为 客 家 女

的图片，刊登于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６日 的 第 三 版 中 间 位

置，图片中的女子头戴头 帕，表 情 恬 淡，图 片 下 方 有

“客家女”三个字，无其他的文字 说 明。该 材 料 仅 仅

显示了有“客家女”这样一种称谓，而人们 并 不 能 从

图片中得到更多的关于赣南地区 客 家 文 化 的 信 息。

可以说，１９９０年的时候《赣南日报》中对“客家”的报

道在数量和内容都很少，即当时对 于 客 家 文 化 的 关

注度非常低。

这种状况在１９９１年的《赣南日报》中有所改变。

就新闻版面的报 道 来 说，在１９９１年５月 份，对 在 上

海举行的“首届客家学研讨暨客家联谊会”进行了报

道，这一报道出现在头版右下角，从报道的内容可以

了解到，赣南地区行署的相关部 门 是 会 议 的 协 办 者

之一，参加会议者在发言中将赣 南 地 区 的 客 家 人 和

客家研究情况亮相于会议，并意识到“开展客家学研

究，无疑将促进我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在非新

闻体裁中，１９９１年 内 也 开 始 出 现 了 含 有“客 家”“赣

南客家”词汇的文章。这些文章集中在《赣 南 日 报》

副刊“八境 台”专 栏 里 推 出 的“这 方 山 水 这 方 人”版

块，“编者按”（编者 的 话）提 到 “一 方 水 土 养 育 一 方

人。赣南风情独异，文化璀璨，民风淳厚。特设此栏

目，登载有关赣南民风、习俗以及其他具有赣南文化

色彩的东西”。此后在这一版块中，“客家”“赣 南 客

家”一类的词汇逐渐被运用。

１９９１年中最 早 对 出 现“赣 南 客 家”这 一 词 汇 的

文本是“这方山水这方人”版块刊登的《赣南客 家 的

“坞堡”》一文，该文章 刊 登 于１９９１年２月３日 的 第

三版右下角处，文章对“赣南客家”的由 来 进 行 了 简

要的介绍，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文 章 写 道“西 晋 末

年，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一部分汉族人便合族迁

徙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唐宋时期，这部分人继续迁移

到闽、粤、赣三省，明代中叶以后，又转向开发三省毗

邻的山区，赣南是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这就是赣南

客家的由来”。该文本首次明确 提 出 赣 南 客 家 是 由

中原汉族人南迁而来的，同时对坞堡的历史由来、分

布地区、建筑形态、坞堡 内 的 生 活 特 点、坞 堡 形 成 的

社会文化原因进行了介绍，并在 最 后 提 出 了 坞 堡 作

为文化遗产的学术价 值 和 旅 游 价 值。现 在 看 来，这

篇文章在当时是较有先见性和 文 化 建 构 特 点 的，因

为它首次明确提出“赣南客家”，并对赣 南 客 家 历 史

渊源，建筑文化进行了 介 绍，而 且 日 后 的 发 展 证 明，

坞堡这一文化遗产的确有巨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旅

游开发价值。但是《赣南客家的“坞堡”》并没有明确

的显示“赣 南 地 区”是 客 家 人 的 主 要 聚 居 地 这 一 信

息。随后出现“客家”一词是出自“这方山水这方人”

专栏的《赣南客家情歌》（１９９１－０８－０７）一 文，虽 然

仅仅在文章开头提到了一次“客家”（原文为“源远流

长的赣 江 两 岸，祖 祖 辈 辈 居 住 着 客 家 人”。现 在 看

来，这种提法是不严谨的），下文就没有提到客家，只

是对情歌的内容、作用进行了分析，但是将赣南地区

的山歌冠以“客家”之名尚属 首 次。同 年１０月５日

专栏中刊登的《赣南：客家人的重要摇篮》则 明 确 地

提出了赣南地区是客家民系形 成 的 重 要 摇 篮 之 一，

并提到赣 南 地 区 的９５％以 上 居 民 属 于 客 家 人。在

１９９１年 的 三 个 文 本 中，《赣 南：客 家 人 的 重 要 摇 篮》

① 由于２００４年的文本数目非常多（粗略统计有３５９个），不 便

放在一起分析，只在下文对２００４年客家风专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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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分量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它 明 确 地 向 受 众 传

达了这样的信息：赣南地区的大多数人都是客家人。

这篇文章位于第三版的左下方，是 竖 排 形 式 的 文 字

排版，这一排版形式一方面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另

一方面对于习惯了横向排版的人 们 来 说，却 不 便 于

阅读。总体来说，这个版块中三个含 有“客 家”一 词

的文本中都具体涉及“赣南客家”这一名 词，而 且 分

别是从建筑、山歌、客家摇篮这三个 文 化 事 象 对“赣

南客家”进行表述，事实证明，这三 个 文 化 事 象 对 后

来赣南地 区 客 家 文 化 发 展 所 起 的 作 用 是 不 可 替 代

的。

总体来说，在这一阶段出现的１５个文本进行分

析：在头版的共有６个文 本，均 是 新 闻 体 裁，这 五 个

文本的内容涉及政府机构、学术界 对 赣 南 地 区 客 家

文化的关注、文艺界对客家文化的利用、企业对客家

特色产品的开发。现将文本标题列出（表１）。

表１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新闻类相关文本标题表

新 闻 类 相 关

文 本 标 题（６
个）（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涉及政府机构及学术界 对 赣 南 地 区 客 家 文 化 的 关 注

的３个文本
《首届客家学研讨暨客家联谊会在沪举行》１９９１．０５．２１
《赣南中华客家研究会日前成立－该会首次学术研讨会

在赣州举行》１９９２．０１．２１
《台湾〈客家〉杂志刊出赣南专号》１９９２．０７．２７
■涉及文艺界对客家文化的利用的２个文本：
《〈赣南客家歌舞〉赴省参赛荣登榜首》１９９３．１０．２８
《赣南，群众文艺创作好戏连台》１９９３．１２．０４
■涉及企业对客家特色产品的开发的１个文本：
《赣州市客 家 食 品 厂－加 紧 生 产 满 足 节 日 市 场 需 求》
１９９３．０１．２０

从《赣南中 华 客 家 研 究 会 日 前 成 立———该 会 首

次学术研讨会在赣州举行》所报道的内容中，可以推

论出以下文本背景。１９９２年初，在政府相关机构的

组织参与下，赣南地区成立专门的客家文化研究会，

研究会的性质是由地方政府领导下的学术性群众团

体，研究会的成 员 包 括 政 府 官 员、专 家、学 者。该 文

本的副标题强调了首届学术研讨 会 的 召 开，最 后 一

段则强调了当地高校领导参加会议这一事件。半年

后刊登在头版的《台湾〈客家〉杂志刊出赣南专号》一

文可以看作是对学术会议成果的后续报道，内容为：

“台湾学术刊物刊出了在赣州首次召开的 赣 南 中 华

客家研究会成立暨首届学术研讨会消息和８篇论文

摘要、发表了赣南客家研究者写的３篇论文，及赣南

古迹、名胜和客家围屋建 筑。”文 本 涉 及 的 参 与 主 体

有政府机构、专家、学者、高校机构，涉及行动有成立

研究会、召开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这一阶段中，非新闻体裁的９个文本以散文、书

评、图片形式对客家文化进行了诠释，虽然这些文本

并非完全以客家文化为主题，有的 只 是 在 文 本 中 简

单提 及“客 家”二 字，但 至 少 表 明，人 们 已 开 始 从 建

筑、源流、节日民俗、山歌 等 文 化 事 象 来 关 注 客 家 文

化了（表２）。

表２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非新闻类相关文本标题表

非 新 闻 类 相

关 文 本 标 题
（９个）（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以客家文化为主题的４个文本：
《赣南客家的“坞堡”》１９９１．０２．０３
《赣南：客家人的重要摇篮》１９９１．１０．０５
《客家人扫墓》１９９２．０３．３１
《难忘的龙南围屋》１９９３．１１．０３
■仅在文本中提到“客家”二字，主 题 并 非 客 家 文 化 的４
个文本：
《赣南客家情歌》１９９１．０８．０７
《赣州话：一个奇特的方言岛》１９９１．０７．１３
《客家韵 味 的 幽 默 之 作—读 中 篇 小 说〈那 永 恒 的 家〉》
１９９２．０２．１２
《赣南的畲族与瑶族》１９９３．０１．１８
■其他

名为《客家女》的摄影图片１９９０．０６．１６

从文本的数量 和 分 量 来 看，客 家 文 化 在 这 一 阶

段的建构还处于酝酿期，民众和 市 场 的 参 与 活 动 很

少，学术机构、政府部门 的 建 构 行 为 则 较 为 积 极，涉

及的参与主体活动内容单一，各 主 体 对 客 家 文 化 的

利用处于初始阶段。

２．第 二 阶 段（１９９４～１９９８）的 文 本 分 析。１９９４

年首次出 现 了 超 过 半 个 版 面 的 关 于 客 家 文 化 的 文

本，刊登于６月２５日周末第三版的《客家———汉民

族一个独特的民系》一文以大篇幅的版面，醒目的标

题，厚实的内容描述了客家这一民系的形成原因、文

化特色、历史贡献和精神素质，值得一提的是文章所

在的栏目“客家风情”也是首次出现的。在这一文章

刊登三周 之 后，７月１６日，同 一 栏 目 又 刊 载 了《赣

南———客家人的大本营》一文，文章提出赣南是与粤

东、闽西相提并论的全国三大客家人聚居地之一，并

对赣南地区客家人的形成历史、方言、名人等进行了

描写。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用“客 家 风 情”这 一

栏目为形式，较大篇幅的刊登关 于 客 家 文 化 的 报 道

是以往未 曾 出 现 过 的。１９９４中 另 一 个 值 得 注 意 的

现象是，这一年的报纸中出现了 对 客 家 籍 诗 人 的 人

物专访，同时对于都唢呐、擂茶、山歌的表述，都强调

了其客家特色。

为了便于分析，将 这 一 阶 段 出 现 的 重 要 文 本 和

专栏以表格形式列出（表３）。

出现在头版的文本有《宋 韵、客 情、风 采》《客 家

擂茶》《〈长长的红背带，献给客家母亲〉获文华新剧

目奖和编导奖、词作奖》《客家山歌迎嘉宾，载歌载舞

颂文明》，这些文本侧重于当地政府机构、文艺部门、

企业对客家文化的解读和运用。《宋韵、客情、风采》

是以１９９４年１２月 赣 州 宋 城 文 化 节 为 主 题，但 文 本

内容涉及客家唢呐、客情等，表明当时已经有意识地

将客家文化纳入地域文化发展 内 容 之 中。从《客 家

擂茶》的图片附文中可知，该图片来自某茶艺馆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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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家擂茶茶道表演，而且表演吸 引 了 众 多 休 闲 者

和游客前来观赏，这是商业运用客 家 文 化 吸 引 顾 客

的一个侧影。《长长的红背带，献给客家母亲》（由当

地文化部门组织创作的大型客家歌舞）和《客家山歌

迎嘉宾，载歌载舞颂文明》表明，文 艺 部 门 正 以 文 艺

表演的形式对客家文化进行发掘和宣传。

表３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相关文本标题表

年份
文本

个数

重 要 的 新 闻 类 标

题

重 要 的 非 新 闻 类

标题
年度出现的专栏

１９９４　 １２
《宋 韵 客 情 风 采》
１９９４．１２．１９

《客家—汉民族一

个 独 特 的 民 系》
１９９４．０６．２５
《赣南—客家人的

大本营》１９９４．０７．
１６
《痴 心 只 为 客 家

情———访 台 湾 诗

人 黄 子 尧》１９９４．
１２．１７

“这 方 水 土 这 方

人”栏目
“客家风情”栏目

１９９５　 ６
《客家擂茶》１９９５．
０１．２５

“客家风情”专栏

１９９６　 １２
《狮城举办世界客

属第１３次恳亲大

会》１９９６．０９．２４、

１９９７　 １３ 对歌舞剧《长长的

红 背 带—献 给 客

家母亲》的专题报

道１９９７．０５．１４
《客 家 山 歌 迎 嘉

宾，载歌载舞颂文

明》１９９７．１２．１９

《历届世界客属恳

亲 大 会 概 况 》
１９９７．０５．２４

“客家风”专栏

１９９８　 １５

《好一朵艳丽地山

茶 花—于 都 客 家

唢 呐 掠 影》１９９８．
１１．２８

在非新闻体裁的文本中，《客家———汉民族一个

独特的民系》和《赣南———客 家 人 的 大 本 营》对 赣 南

与客家的关系进行明确的诠释，前文已有涉及，不再

赘述；《痴 心 只 为 客 家 情———访 台 湾 诗 人 黄 子 尧》、

《浓墨淡彩总相宜———记客籍画家李凌云》以客家人

物为主题对客家文化进行了侧面的宣传；《狮城举办

世界客属第１３次恳亲大会》《历届世界客 属 恳 亲 大

会概况》对世客会进行了描述和宣传；从《赣 州 三 学

者参加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看出，当地学者参

与学术活动，促进学术界对赣南地 区 的 客 家 文 化 的

关注。

第二个阶段的 文 本 数 量 多 于 第 一 个 阶 段，对 客

家文化的报道角度增多。政府对发展客家文化与地

方经济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特别突 出 的 是 文 艺 部 门

以客家文化为素材，将表现文化以 文 艺 的 形 式 搬 上

舞台，达到纪录、表现、交流、宣传的目的。但其他参

与主体的活动仍然比较单一。

３．第三阶 段（１９９９～２００３）的 文 本 分 析。１９９９年 对

客家文化的报道，不仅文本数量多、客家文化元素丰

富，而 且 在 版 面 面 积 也 增 大 了，特 别 是“客 家 风”专

栏，经常以全版面的形式刊登大 量 的 关 于 客 家 文 化

的文章，在１９９９年一年中，《赣 南 日 报》分 别 于２月

２７日、５月２９日、７月１１日、８月２８日、１０月１７日、

１２月１８日推出 了 共 计６期 的“客 家 风”专 栏，其 中

五期是全版面的形式，仅有一期是半个版面的形式。

同时这一 年 还 出 现 了 以 客 家 图 案 为 标 志 的 征 文 广

告，该征文活动由某卷烟厂赞助，虽然征文内容不是

客家文化而是各种新闻事件，但 在 征 文 文 稿 旁 都 会

有“客衍五洲，四海一家”的广告宣传语，其中特意突

出“客”“家”二字，这个征文 活 动 持 续 至２００２年，即

从１９９９到２００２年，报纸头版都不间断的出现着这

一征文活动图标。

在第三个阶段出现在新闻版面的文本有５１个，

以下将对这５１个文本 进 行 简 要 分 析。依 据 文 本 的

主题内容将之分为以７个类别，将 文 本 数 目 做 一 统

计（表４）。

表４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新闻类文本分类及其数目表

文本主题（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文本数目（个）

旅游开发及其他客家文化的商业产品开发 １２
客家文化的考察交流活动 １１
文艺节目专题 ８
人物专访 ６
发展客家文化的政策建议 ３
世客会相关报道 ４
其他 ７
总计 ５１

这一阶段出现的文本数量大，内容丰富，题材元

素广泛，具体表现在：（１）关于市场对客 家 文 化 运 用

的报道增多，从文本中可以了解到，市场对客家文化

的运用 集 中 在 旅 游 项 目 的 开 发 上，也 有 客 家 山 歌

ＭＴＶ的制作 和 以“客 家”为 名 称 的 其 他 商 业 产 品。

这些文本的宣传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对某一旅游景点

进行描述，而是以丰富多样的形 式 从 各 个 侧 面 对 其

进行宣传。以对龙南围 屋 的 报 道 五 个 文 本 为 例，两

个文本是 报 道 其 他 电 视 媒 体 对 龙 南 围 屋 开 发 的 关

注，一个文本是对龙南围屋被列 为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单位的报道，一个是对龙南客 家 围 屋 迎 接 黄 金 周

的报道，还有一个是对龙南客家 风 情 游 的 宣 传 方 式

的报道，即在飞机航班的杂志上刊登宣传广告。（２）

客家文化的考察交流活动同样也在数量上和方式上

更加丰富，从文本内容 可 获 知，在 这 一 阶 段，文 化 交

流考察活动 和 学 术 会 议 活 动 非 常 频 繁，１９９９年１１

月马来西亚客家文化考察团赴赣考察、２０００年４月

马来西亚客家联合总 会 访 问 团 赴 赣 考 察、２０００年６

月“客家与赣南”研讨会在赣 南 地 区 召 开、２００１年１

月赣南 客 家 联 谊 会 代 表 团 赴 港 联 谊、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赣台客家文化研讨会在赣南地区举行。（３）对 音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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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围屋女人》的一系列报道，突出其客家元素。《围

屋女人》是由赣南采茶歌舞剧团创作演出的音乐剧，

获得了许多国家级殊荣，在头版出 现 的 关 于 音 乐 剧

《围屋女人》的报道中，均强调了其内容是“发生在南

方客家围屋里的一个故事”，是一部“用客 家 山 歌 演

绎的、弘扬母爱、赞美客家女人的音乐剧”。（４）出现

了以发展客家文化，打好客家牌的 政 策 建 议 为 主 题

的文本。２０００年７月 份，在 新 世 纪 开 启 的 背 景 下，

《赣南日报》在 头 版 刊 出 了“迈 向 新 世 纪，建 设 大 赣

州”的专题系 列 文 章，其 中《风 云 际 会———迈 向 新 世

纪，建设大赣州未来篇》对打造客家摇篮赣州的城市

特色进行了初步论述，随后出现的《打好客家牌》《弘

扬客家文化、发展客家经济》等报 道，均 提 出 在 促 进

赣州经济文化发展中，客家文化会大有作为的观点。

（５）出现了赣州申办第十九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并

获得申办资格的相关报道。

在第三阶段的 发 展 过 程 中，各 个 参 与 主 体 空 前

活跃，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开发程度也达到了最高峰，

建构客家文化与当地的社会经济 发 展 融 为 一 体，已

成为参与主体行为的写照。

（二）对“客家风”专栏的分析

“客家风”是《赣南日 报》从１９９６年 推 出 的 一 个

专栏，在这之前推出过“客家风情”栏目，但并未成为

专栏。从首次出现的“客家风”专栏的编者按中可以

看出这一专栏的性质以客家文化 为 主 题，集 合 了 丰

富多样的文本，对客家文化的建构 起 了 不 可 忽 略 的

作用。一方面，专栏营造出生动的、贴近生活的文化

氛围，使读者在享受阅读的乐趣的 同 时 对 客 家 文 本

的内容进行了解和熟悉；另一方面，向报纸专栏投稿

的门槛相对较低，这鼓励了许多有文学爱好的读者、

地方文化工作者的写作积极性，他们向“客 家 风”专

栏进行投稿，关注当地具有客家特色的文化事象，也

是积极建构客家文化的一种行为表现。

“客家风”专栏自１９９６年推出，至２００４年 间 共

有２４９个关于客家文化的文本。① 从媒体报道的角

度看，专栏刊出的频率、专栏版面的设计方式都说明

了媒体对这个专栏的重视程度。首先从专栏刊出的

频次的变化上来说，“客家风”专栏在《赣南日报》副

刊中的分量 是 逐 渐 增 加 的（表５），这 一 数 据 的 变 化

是“客家风”专栏受重视程度渐增的表现。

表５　“客家风”专栏历年刊出期数统计表

年份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刊出期数
（期） ０２　 ０２　 ０４　 ０６　 ０４　 ０６　 ０９　 １１　 １９

以下将从两个角度对“客家风”专栏文本内容进

行分析，一是对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４年的专栏内文本内容

进行类别分析，以了解这些文本 是 从 哪 些 方 面 对 客

家文化进 行 描 述 的。二 是 单 独 对２００４年 的“客 家

风”专栏内容进行分析。

对“客家风”专栏进 行 分 析，将 文 章 的 主 题 内 容

分为十个类别，分别是：（１）人物类的文章；（２）文 物

遗迹类文章；（３）服饰和饮食；（４）与世客会相关的文

章；（５）介绍民居建筑类的文章；（６）以方言、俗语、地

方戏为主题的文章；（７）姓氏宗族村落故事和历史迁

移故事；（８）风俗节 庆 习 俗 文 章；（９）其 他 类 别；（１０）

综合类的文章。通过对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４年的“客家

风”专栏内的文本内容的分类分析，获得如图二所示

的数据分布，其中以风 俗 文 化，包 括 以 节 庆 民 俗、婚

葬礼仪民俗、具有地方特色的习 俗 为 主 题 的 文 章 最

多，其次是以服饰和饮 食、方 言 曲 艺 为 主 题 的 文 本。

可见，民俗、名人、服饰饮食、方言是进行客家文化建

构的重要元素。

图２　“客家风”栏目文本内容类别数目分布图

对２００４年一年内 的“客 家 风”专 栏 内 容 的 分 析

分类依 据 不 变，经 过 统 计，２００４年 的“客 家 风”专 栏

内有效文本８５个，内容的分类如下图三所示。可知

２００４年“客家 风”专 栏 与 世 客 会 相 关 的 文 章 明 显 增

多，这为２００４年赣 州 市 举 办 世 客 会 的 背 景 相 吻 合。

此外，在２００４年“客家风”专 栏 的 文 本 中，体 现 出 客

家精神特质的文本有２４个，占总文本数目的２８％，

这里所指的体现出客家精神特质的文本是指在文中

显示的客家人在精神文化层面 所 具 备 的 特 点，在 这

些精神特质多出现在 迁 徙 史、名 人、民 居 建 筑、方 言

俗语为主题的文本中，多强调其 积 极 正 面 的 特 性 和

客家文化特有性，如客 家 人 重 视 教 育、进 取 精 神、宗

族意识强烈等。这种精神元素的提取能够提升文化

自信心，对客家人的文化认同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

是建构客家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

图３　２００４年“客家风”栏目文本内容类别数目分布图

①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３日后，“客 家 风”专 栏 更 名 为“客 家 摇 篮”专

栏，但内容风格未变，此次统计中包括栏目更名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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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赣南擂茶”到“客家擂茶”的转变

在对所获得的 文 本 进 行 考 察 的 过 程 中，笔 者 注

意到对赣南地区的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事象的

表述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方式是 不 同 的，其 中 比 较

突出的是 对 如 擂 茶、米 果、唢 呐 的 描 述。在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年第一个 阶 段 的 文 本 中，这 些 事 物 多 是 以“赣

南擂茶”“黄元米果”“于都唢呐”的方式进行表述，而

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对这些事物 的 描 述 多 凸 显 了

“客家”符号，转而成为“客家擂茶”“客家米果”“客家

唢呐”。从下面这个表格的内容可 以 明 了 地 看 出 这

一变化（表６）。

表６　相关文本标题举例

相关文

本标题

《擂茶》１９９０．０６．１６

《黄元米果》１９９１．０９．１４、
《上犹包米果》１９９３．０１．４

《于都唢呐》１９９１．１１．０８

《客家擂茶》１９９５．０１．２５
《饮擂茶》１９９６．０２．２０
《奇特的客家擂茶》２００１．０６．０２
《飘香的擂米茶》２００２．０３．２０
《韧韧的黄馃》１９９９．７．１０
《黄元米果金灿灿》２０００．７．２２
《打黄元》２００１．９．２２
《米馃飘香》２００２．６．８
《唢呐声声客家情》１９９４．１２．１０
《好一朵艳丽的山茶花—于都客

家唢呐掠影》１９９８．１１．２８
文本内容是否

用“客家”符

号表述

否 是

四、结语

《赣南日报》对客家文化的报道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点，一是对政府行为的报道，这些报道多以新闻体

裁形式出现在头版、醒目 位 置。二 是 对 客 家 文 化 的

商业开发的报道，主要是以客家为 品 牌 的 企 业 进 行

活动和对客家旅游资源的开发活动。三是对学术界

的研究的报道。四是文化氛围的渲染，如设置专栏、

进行征稿活动等。通过这 些 报 道，赣 南 地 区 客 家 文

化的建构过程也体现了出来：地方 政 府 挖 掘 客 家 文

化，热衷于打“客家牌”，主要是利用海外客籍华侨华

人这个跨国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 同 和 家 乡 情 结，以

客家认同为纽带吸引客家富商前往投资。学者们对

客家文化进行学理上的定义和论 证，从 历 史 维 度 和

现实关怀层面对客家文化的形成 进 行 论 证，将 传 统

的婚丧节庆、饮食习俗、方言小调定义为“客家文化”

的组成部分。于是客家联谊会、恳亲会、文化节等各

种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 文 化，被 客 家 地 区

的政府和文化精英们重新发明出 来，同 时 商 家 市 场

也巧妙利用客家文化的种种资源，在餐饮业、旅游业

等行业寻找商机。从而使“客家”概念的使用频率日

益上升，各个参与者对客家文化的 使 用 技 术 日 益 娴

熟，了解客家文化的民众日益增多，也是在这一过程

中，赣南地区的客家文化得以建构起来。

总体来说，从１９９０到２００４年，赣南地区的客家

文化的建构的各个主体不断凝聚力量，至２００４年赣

州市举办第十九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达到一个高潮

阶段，它蕴 含 着“客 家 情 潮”（客 家 人 的 乡 情 联 谊 潮

流）、“客家学潮”（客家文化学术研究潮流）、“客家商

潮”（发展客家地区的经贸洽谈潮流）。至此，赣南地

区“客家摇篮”的地位已确立，或者说，在举办过世客

会之后，客家文化在赣南地区已经成功建构了起来。

至于２００４年及２００４年之后赣南地区客家文化的发

展有何特点，仍有很大 的 研 究 空 间，笔 者 期 望，本 文

能够说明从大众传媒角度研究人类学族群认同的可

行性，并为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以 来 大 陆 地 区 客 家 文 化

的发展历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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