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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篇

《珠海客家史》
填补珠海客家文化研究空白

□珠海传媒集团记者 陈奕樊 洛报
融媒记者 魏巍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客家人，在
珠海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
重要的角色。在珠海，现有117座
客家村落，加上改革开放新迁入参
加特区建设的新客家人，客家人总
数已超过珠海全市人口的1/4。

近百年来，客家人为珠海革命
和建设树起了一座座不可磨灭的丰
碑，尤其在改革开放和珠海经济特
区建设中，客家人以开拓进取、百
折不挠、团结奋斗的精神和干劲
儿，在珠海社会各领域中产生了深
远影响。

近年来，珠海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客家文化建设，举办各类客家
文化活动，成立珠海市客家文化研
究会，启动《珠海客家史》编纂工作，
重新挖掘记忆深处的客家故事，让
客家文化更加璀璨夺目。

□珠海传媒集团记者 陈奕樊 洛报融媒记者 魏巍

今年6月，《珠海客家史》（村落篇）新书正式发布。《珠海客
家史》是一套系统叙述珠海客家人600年来的创业史、奋斗史、
发展史的丛书，由“村落篇”“人物篇”和“企业篇”构成，填补了研
究珠海客家史的空白。

历时两年创作，长达50余万字的“村落篇”，背后饱含诸多
艰辛与不易。“客家人口总数已超过珠海全市人口的1/4，编纂
《珠海客家史》没有前例可循，难度相当大。”珠海市客家文化研
究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骆伟声说。

《珠海客家史》编纂团队的骨干力量，由一大批六七十岁甚
至八十岁高龄退而不休的老领导、老专家、老同志组成。为了确
保著述历史的真实性，编纂团队组织动员了1500人的采访团
队，进乡村、下海岛，对珠海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通
过踏勘访问，从族谱、碑刻、祠堂、古桥、古道、摩崖石刻、牌坊、墓
葬等载体与口述采访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有影响力的历史信
息资料。

《珠海客家史》统一体例，围绕开村时间、村名由来、历史沿
革、姓氏迁徙、风土民俗、发展历史、经济形态、传统文化、名人乡
贤等9个专题展开，对117座客家村的自然、人文风貌及客家文
化传承状况等进行翔实记录。为便于读者阅读，该书还借鉴测
绘、摄影等现代技术，专门绘制了客家村落分布图。

修史的意义在于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记住乡愁、守望精神
家园。《珠海客家史》通过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让读者感受
到珠海客家文化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作为一部叙说珠海地区
历史的著作，它既是地方史志领域的新成果，也是珠海文化建设
和乡村建设的新成果。

“目前出版的‘村落篇’是第一部，接下来我们还要写‘人物
篇’，记述珠海客家人为当地社会经济各项工作发展作出贡献的
代表人物。第三部是‘企业篇’，展示珠海客家人创办的企业，它们
对发展珠海经济、推进城市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骆伟声说。

40多年来，珠海一直挺立在改革开

放的时代潮头，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一

面旗帜。作为大湾区极点城市，珠海肩

负着服务港澳、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的重大政治责任。如今，这颗“海上明

珠”愈加熠熠生辉。

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珠

海5.0产业新空间趁势而上，“产业立柱项

目”建设稳扎稳打，“盘根计划”全面铺开。

“天空之城”积蓄势能，“云上智城”

雄心勃勃，珠海切实担起珠江口西岸都市

圈“头雁”责任，激活“雁阵”效应，把蕴藏

的强大潜力转化为加快发展的强劲动能。

在新时代，珠海客家文化展现了新

的图景和样貌：做艾饼、品咸茶、听竹板

山歌……今年2月，斗门区白蕉镇虾山

村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客韵虾山”

客家文化体验活动，来自全市的20个亲

子家庭在活动中走遍虾山村，感受别样

的客家文化。位于珠海市斗门区白蕉

镇虾山村是地道的客家村庄，客家文化

旅游资源丰富。从2016年开始，虾山

村连续举办“食乐虾山”客家美食文化

节，吸引了数万名各地游客进村体验劳

作、品尝美食，感受客家文化。

为推动珠海客家文化传承发展，2022

年4月19日，在珠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珠海市客家文化研究会正式挂牌

成立。研究会以挖掘、研究、保护、传承和

弘扬客家文化为主要职责，为珠海填补了

广东省三大族群（客家、广府、潮汕）之一

的客家文化研究的历史空白。

2022年10月，珠海启动《珠海客家

史》编纂工作。今年6月，《珠海客家史》

（村落篇）正式出版，未来，“人物篇”“企

业篇”将陆续释出。

授予斗门区虾山村、八甲汉坑村等

为“客家文化示范村”，让客家文化与乡

村振兴同频共振；开展“‘植’此青绿 共

建珠海客家文化林”的植树活动，助推

百千万工程；举办客家美食节、成立客

家书画院、开展乡村城市主题联动，为

市区三家餐饮企业颁授“客家饮食文化

传承创新基地”牌匾，进一步推广客家

文化……在珠海，客家文化的影响愈加

广泛深远，愈加光彩照人。

回顾百年近现代史，在珠海大地上涌现了一批

批客家名人，如繁星点点，光芒璀璨。

被徐悲鸿誉为“中国艺术界卓绝之天才”的人

民艺术家古元，是珠海那洲村客家人。古元先生的

不少作品因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独特的民族与地

域特色，成为新兴版画的经典，彰显强烈的爱国主

义情怀。

晚年的古元，身在北京、心系故乡。他曾回到那

洲村，画下《家乡的大榕树》，写下“情系乡土 饮水思

源”的书法作品。1993年11月，满怀对故乡的浓郁

情思，一幅题为《珠海朝晖》的大幅黑白木刻问世，后

来，他将这幅版画献给了自己的故乡珠海。

中国华南地区甘蔗事业奠基人之一的古桂芬教

授，是珠海外神前村客家人。古桂芬从小在秘鲁长

大，新中国成立前就回到了祖国，倾力支持岭南大学

建设。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古桂芬草创开辟岭

南大学农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亲自建房子、安顿

学生。因任务繁重，古桂芬带病工作，最终因操劳过

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食华丰，路路通。”这句朗朗上口的华丰方便面

广告语，成为不少“80后”“90后”的儿时记忆。1982

年，客家人熊毅武在珠海平沙创立华丰食品生产公

司，引进了一套日本原装方便面生产线，主打产品为

华丰三鲜伊面。1989年，产品“三鲜伊面”获得中国

食品博览会金奖，熊毅武也被外界封为“中国方便面

大王”。

珠海客家人邱石娇是“万山赤脚医生十姐妹”之

一。50多年前，她和其他姐妹响应祖国号召，足迹踏

遍南海，一边手把渔网、迎风逐浪捕鱼，一边上山采

草、身背药箱为渔民治病，在大海上救死扶伤。

生长于斯的客家人始终保持着爱国爱乡、敢于

战斗、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东坑、杨寮、那洲、正

坑、八甲汉坑等客家村，成为中共抗日游击队的革命

根据地，村民踊跃参军，抛头颅、洒热血，捐钱捐物支

持抗日斗争。在万山群岛战役中，桂山岛客家村民

不分男女老少，全力配合桂山舰登陆作战，救护伤

员，掩埋战士尸体。

无数客家人为珠海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树立起一座座精神丰碑，为后人所仰赞。

具有成百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是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形载体，也是珠海

城市文明演进的重要基石。通过明清时期移

民大迁徙，迁居珠海地区的客家人，随地寄

籍，开村落业，聚族而居，与珠海共荣共生。

根据《珠海村情》记载，客籍村落多达117

座，本地客家人口达到36万，加上建市以后

迁入的客家人，目前新老客家人总数已突破

70万，超过珠海人口的1/4。

客家素以突出的族群特征而著称。明清

以来，海岛海匪猖獗，海患横行，珠海客家人

的首要任务便是确保村落安全，山川、河道、

林木等自然资源成为抵御外敌的天然屏障。

香洲区拱北街道夏湾村始建于清朝末

年，位于炮台山脚下。第一批来夏湾村定居

生活的客家人，秉持“以山为障，环山而建居

所”的理念建立村落。

外神前村位于港湾大道凤凰山麓，宋代

古官道东线穿村而过。康熙年间，毛氏先祖

建立里神前村在前；后来，古氏先祖以其为

邻，又建立了外神前村。如此，两村互为依

托，形成一道防守海匪侵扰的屏障。

迁居珠海的客家人，其文化既保留有原

乡的特色，又有充分利用海洋性地理环境的

禀赋，因而比山居的客村更显“夷风”，带有浓

郁的海洋气息。

明代洪武初年，浪白澳（今珠海南水岛）

成为古代珠海对外贸易中心。繁忙的贸易往

来，加速了各地人员在浪白澳的流动与交

流。从河源到此谋生的客家人，靠在海边捕

鱼、上山砍树烧炭运往澳门贩卖为生。为方

便生活，客家人在浪白澳附近几经寻找，最终

选定四面环山的屋场安家，金湾区南水镇屋

场村由此建立。

在城乡关系重构的今天，一座座传统村

落已成为传统文化传承与重塑的重要载体。

珠海客家村落更是在珠海文明演进过程中生

长起来的一朵奇葩，在珠海地域文化大树上

结出累累硕果。

0101 客家村落，结出累累硕果 0202 客家名人，光芒璀璨

0303 传承发展，影响愈加深远

珠海红色农会会址珠海红色农会会址：：小托村曰有吴公祠小托村曰有吴公祠
（（珠海市客家文化研究会供图珠海市客家文化研究会供图））

珠海市香洲区新貌珠海市香洲区新貌 （（珠海市客家文化研究会供图珠海市客家文化研究会供图））

珠海白石小学学生展示客家竹板山歌
珠海传媒集团记者 梁冠贤 摄

斗门区虾山村举办美食嘉年华活动
珠海传媒集团记者 梁冠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