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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洛阳，是华夏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全球一亿多客家人的祖根地。

1700年前，客走他乡。如今，客家回家。10

月24日至26日，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将在

洛阳举行。一场盛会、千年深情，一次重聚、无限

精彩。洛阳广邀四海客亲回到根亲祖地，感受华

夏文明的历史荣光，探寻历久弥新的精神家园，体

会同根同源的血脉深情。

洛阳申办世客会大事记

●2022年6月26日凌晨

当地时间6月25日下午（北京时间6月26日凌
晨），在加拿大万锦市举行的世界客属第31届恳亲大
会主席团会议上，主席团通过决议，确定由中国洛阳
市于2024年举办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

●2023年11月9日晚

2023年11月9日晚，世界客属第32届恳亲大
会在江西省龙南市世界客家民俗文化城正式闭幕。
现场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标志着第33届世客会正
式进入“洛阳时间”。

●2024年3月26日

2024年3月26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批复同意
洛阳市委市政府于10月24日至26日在洛阳市举办
2024年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

●2024年9月24日

2024年9月24日，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新
闻发布会在洛阳举行，就世客会筹备、主要活动、开幕式
策划组织和大会会徽、吉祥物设计等回答记者提问。

出河洛游子归 千载圆梦祖根地客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洛阳

正是这个摇篮的中心。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从史

前、夏商周、到北宋时期，都是中华文

化的中心。有学者认为，夏商周时期

形成的河洛文化是根性文化，影响了

中原文化，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华文

化。河洛地区，永远是客家人的心灵

故乡和精神家园。

洛阳，作为客家人的故土原乡，至

今仍存有许多古迹遗址与人文景观，

它们与时光相伴、与岁月相随，无声地

叙说着客家先民南迁的悲壮故事。

走进汉魏洛阳城遗址，曾经矗立

于此的高大城阙、巍峨宫殿早已化为

烟云，只留壮观的建筑基址诉说这座

古城曾经的繁华与兴盛。

泱泱太学，教育之源。洛阳太学

遗址位于今洛龙区佃庄镇太学村，这

个村子也因此而得名。文明的传承离

不开教育，太学就是当时全国最高教

育机构。

熹平石经，浩瀚工程。在洛阳博

物馆，一块静静陈列在展室的石头不

时吸引游人驻足。石头冷硬，字藏深

意，它就是曾矗立在洛阳太学的熹平

石经残碑。一片一块、一字一句都见

证了当时文化的繁盛。

悠悠伊阙关，漫漫客家路；走过万

安山，难忘故土情。“中原客家先民南

迁圣地纪念碑”巍然屹立，“大谷关客

家之源纪念馆”重塑河洛“根亲地

标”……无数与客家人相关的遗址遗

迹如星斗般散落在洛阳的田野与山川

之间，如同历史的低语者，默默诉说着

客家与河洛的渊源，无声见证着文化

的传承与弘扬。

千百年辗转迁徙，客家人跨越千

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筚路蓝缕、拼

搏创业，但文化的根脉始终在传承，家

国一体、宗族等观念也无形中渗透在

客家社会中。客家先民在重建家园的

过程中，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观念发

扬光大，并与爱国融为一体，成为客家

文化最重要的内涵之一。

客家精神，忠孝为本、爱国爱乡，

崇文重教、耕读传家，艰苦奋斗、自强

不息，成就了客家人英才辈出、群星

闪耀，也使客家文化成为中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故土原乡 精神家园

客聚神都 共襄盛会

1700年前，客走他乡。如今，客家回家。

10月24日至26日，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

会将在洛阳举行。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华

人盛会之一，是海内外客属乡亲联络乡谊和进行跨

国跨地区交往的重要载体，也是各国各地区客家人

开展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

在外为客，回洛为家；万里归鸿，千年圆梦。洛

阳盼着客亲回家，感受血脉相连的故乡情深，体验

古都新韵的精彩蝶变。

近年来，洛阳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锚定“两个确保”，深入落实

“十大战略”、持续推进“十大建设”，聚焦“建强副中

心、形成增长极”，坚持以创新引领发展，扭住“三项

重点工作”，用好“三个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

迈上新台阶。

创新引领、迎“风”而上，老工业基地“华丽转

型”，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构

建，洛阳经济总量稳居全国城市50强，创新引擎动

力澎湃，产业体系转型重塑，城乡融合焕然一新。

青年友好、活力满满，千年古都潮流时尚，洛阳

聚焦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大力实施产业平台聚才、

青年就业创业、青年安居保障、社交消费赋能、城市

活力提升五大工程，加快打造吸引青年、留住青年、

成就青年的青春活力之城。

汉服融城、沉浸文旅，古都洛阳“全网刷屏”，

“汉服热”持续升温，洛邑古城火爆出圈，3.0版国家

遗址公园再现“盛世隋唐”，应天门雄壮巍峨，九洲

池琼楼朱阁，高品质古都文化体验区打造文旅新名

片。家乡处处胜景如画，高光时刻不断。

回家的“钥匙”，点亮回家的路。为了迎接回家

的客亲，洛阳设计了“城市钥匙”作为来宾赠礼。“城

市钥匙”设计包含牡丹、黄河、洛河及天堂、天宫（明

堂）、天门（应天门）、天枢、天津（天津桥）、天街、天

阙（伊阙）“七天”建筑等洛阳元素，象征开放与包

容。我们希望通过这把“城市钥匙”，让每一位客家

人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与亲切。

放眼千川江海阔，东方风好正扬帆。千百年客

家文脉，五十载世客盛会。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

大会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眼下洛阳正在进行最

后的准备工作，全力“迎”客、聚“客”、留“客”，努力

为广大客亲倾心奉献一场充满河洛风韵、客家风

情、国际风采的精彩盛会，打造一届弘扬客家文化

的盛会、一届亲人回乡圆梦的盛会、一届深化交流

合作的盛会。

各位客亲，盼您回家，携手再奋进、同心谱华

章，共赢美好未来，共创河洛辉煌。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洛阳东周王

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在沿洛

河东西绵延30公里的范围内一字排开，清晰描绘出

一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回望历史，客家先民第一次南迁就是从汉魏

洛阳城出发，扶老携幼、栉风沐雨，踏上漫漫征程。

西晋末年，诸王争权，同室操戈，骨肉相残，致

使洛阳“苍生惨灭，百不遗一”，史称“八王之乱”。

诸王还招引少数民族内迁，匈奴、鲜卑、氐、羯、羌

“五胡”围绕京都内外、大河南北你争我夺，混战不

休，引发“永嘉之乱”。

当时，战乱、灾荒、疾疫交相攻逼，皇帝领着高

官、士族逃离京城洛阳，中原人民开始大量南迁，

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汉人大规模迁徙浪潮。此

次南迁也是客家民系形成史上时间最早、人口众

多、整个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影响极为深远的一次

南迁。南迁人口往往由“衣冠族”率领，成员大多

为其家族、宾客、奴婢及一些没有能力自保的散

户，因而又称“衣冠南渡”。

唐中后期的战乱和五代纷争，引发了北方汉

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南迁，其中一支移民即为客家

先民。客家先民第三次大迁徙，发生在两宋之交

至明代中叶，客家民系逐步走过孕育、形成、完善

的路程。

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客家先

民南迁时思念不能复返的家乡，在他乡取故乡之

名聊以慰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遍布全国的“洛

阳”。也正是因“作客他乡”的历史，所以逐渐有了

“客家人”的名字。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数个洛阳镇、几

十个洛阳村，还有许多以洛阳命名的江河、建筑，

如洛阳江、洛阳河、洛阳溪、洛阳湖及洛阳桥、洛阳

台、洛阳亭、洛阳阁等。这些“洛阳”镌刻了客家人

绵延不断的乡愁印迹，也正是洛阳“客家祖根地”

的有力证明。

天下客家 根在河洛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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