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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赵晨熹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多年来形成的风气，以洛

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国家风文化源起和形成之

地，同时也是客家家风文化的发源地。

“河洛地区家风文化的初步形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

期。”洛阳客家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安锋介绍，西周初年，周

公营洛邑，制礼作乐，建构了基本的社会规范。后来东周

时期的孔子崇尚周公思想，到洛阳“入周问礼”，创立儒家

学派，儒家思想开始在家风文化中得到体现。

西晋之后，客家先民数次南迁，开疆拓土，谋求生

存，因此家规更加严格，把河洛家风文化也带到了南

方。“因南迁队伍中的一些大家族都是知识分子，熟读

儒家伦理，所以客家家风文化的形成受儒家思想影响

深远。”安锋说。

客家人传承了河洛地区良好的家风，形成了极具

特色的客家家风文化，并通过匾额、族谱、山歌、童谣、

谚语等载体进行记载与传承。

客家家风文化的核心有两个：第一个是“孝”，客家

人把“孝以敬先，孝以德行，孝以顺重”这三个层面的

“孝”深深根植人心；第二个是“义”，南迁家族面临新环

境，生存艰难，迫切需要家族用义气凝聚全族，客家先民

正是恪守着“义”的精神，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支撑着

客家民系生生不息。此外，客家人还崇尚“家国一体”理

念，并传承了儒家思想中的勤俭持家、开拓进取精神，这

既是对儒家传统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在客家人被迫

南迁的大背景下锤炼形成的新的客家精神。

时至今日，客家家风文化的时代价值也愈加彰显，

对个人成长、民族凝聚、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客家家风文化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洛报融媒记者 李晓楠

昨日，由洛阳日报社等十四家媒体

共同策划发起的“客家之源 万里寻踪”

十四城联动大型融媒体报道活动的第三

场直播走进 辕（huán yuán）关，洛

阳客家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于春斌以《见

证客家先民南迁路—— 辕关》为题，带

大家重走客家人“回家的路”。

辕关是东汉时期为捍卫洛阳城所

设的“洛阳八关”之一，位于今偃师、登封、

巩义三地交界处的 辕山上，此处道路

险阻，有弯道十余个，回环盘旋。如今的

辕关建筑遗址，为清代重修。建筑正中

是弧形关洞，洞额大书“古 辕关”四字，

苍劲有力。关南侧有石阶，拾级而上，可

达关顶，关顶原建有大殿，后毁于战火。

因何设关？于春斌介绍，东汉末年政

局不稳，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

断，国势日趋衰弱。此时的朝廷里，早已

是人心惶惶。汉灵帝为稳政权，根据洛阳

中间为川、四面环山的地形特点，特在

辕、函谷、伊阙、广成、大谷、旋门、孟津、小

平津八关分派重兵把守。八关之中， 辕

关尤为险要，既是古代兵家必争的军事重

地，又是洛阳通往汝州、许昌、襄阳等地的

要衢与捷径。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客家先民首次南

迁。当时，南迁的中原汉人中不乏公卿大

夫、世家大族，他们南迁的主要目的地是

江东。从当时的汉魏洛阳城向江东迁徙，

辕关为捷径要冲。

在离 辕关不远的偃师名山缑山上，

还有不少有关客家姓氏的故事，于春斌以

缑山上的升仙太子碑为例进行讲解。据

介绍，升仙太子碑是武则天由东都洛阳去

登封封禅时撰写的，记述周灵王太子姬晋

升仙的故事。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王氏出自

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

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

氏。”据此，不少专家认为现在的大姓王姓

便源于姬晋，而缑山则是王姓发源地。随

着时间推移，王姓迁徙到全国各地，成为

现在的客家民系中的一大姓氏。

西晋末年，洛阳城中动荡不安。于春

斌说，那时的客家先民为了尽快出城，并

不会苛求离城关隘。“洛阳八关”中，除了

正在进行战事的关隘，其余均可能是客家

先民离城南迁的见证。因此，此次直播于

春斌还为线上的观众们介绍了位于汉魏

洛阳城西南的伊阙关。

伊阙关地处龙门西山与香山之间的

峡谷，即今天的龙门石窟景区一带，位于

隋唐洛阳城正南方向。隋唐之交，为讨

伐王世充，李世民亲率重兵北据邙山，派

将军史万宝率兵“自宜阳南据龙门”，从

伊阙关处入手，方才顺利攻取洛阳。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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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

时期，洛阳一带是唐军和叛军激烈交战、

反复争夺之地。”于春斌说，彼时不论是官

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纷纷南下避难，

伊阙关成为众人离开洛阳城的主要关隘。

“洛阳这些古关的一砖一瓦，山上的

一草一木，仿佛都在无声诉说客家先民南

迁的历程。”于春斌说。

2024年10月22日 星期二 首席编辑／小勇 校对／江华 组版／陈晨 联系电话／65233675

A02

“客家之源 万里寻踪”十四城联动大型直播活动第三场——

古关见证客家先民南迁历程

客家家风文化
与河洛文化的渊源

世客会临近，
连日来，我市各接待
酒店陆续布置店
堂 ，营 造 浓 厚 氛
围。在涧西区牡丹
城宾馆和友谊宾馆
的大堂入口处、休息
区、前台旁，世客会
相关宣传展板已摆
放到位。

洛报融媒记
者 赵晨熹 通讯
员 赵乐 摄影报道

新郎昌宁波与新娘刘海燕于公
元2024年10月22日喜结连理。愿修
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特此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