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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语言是文化的代码，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世界上的文化总是处于不断的变迁过程中，作为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和重要载

体的语言，其发展变化势必受到文化变迁的影响。在同一个国家共同体中，语言的地域分支就形成了地域方言。客家

方言是传统社会客家族群情感维系的纽带和身份界定最为重要的区别性特征，客家方言与客家文化、客家族群的形成

与发展密不可分，客家方言对于客家族群而言，有着独特的情感价值和文化意义。在提高客家人族群认同的过程中，

客家的方言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客家族群则通过这一文化来进一步巩固族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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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Language	 is	 the	code	of	culture	and	 the	embodiment	of	national	spirit.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are	

always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expression	and	carrier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language	are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changes.	Within	 the	

sam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regional	 branches	of	 language	 form	 regional	dialects.	Hakka	dialect	

is	 the	bond	that	maintains	 the	emotions	of	 the	Hakka	ethnic	group	 in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distinctive	feature	for	defining	their	 identity.	Hakka	dialect	 is	 inseparable	from	Hakka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akka	ethnic	group.	For	 the	Hakka	ethnic	group,	Hakka	

dialect	 has	unique	emotional	valu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process	of	enhancing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Hakka	people,	Hakka	dialect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nd	the	Hakka	ethnic	group	

further	consolidates	their	ethnic	identity	through	thi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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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客家族群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大族群之一，最具特色的是对于客家文化的坚守，对于自己的族群文化有着高度认同和族群凝聚力 [1]。

而维系其认同的工具则是客家方言，这一语言是他们沟通交流的工具，同时也是加强族群情感的纽带。客家方言作为客家族群最重要的

文化表征之一，在传统共同体的生活形式中作为动态的文化边界发挥着聚合内族群、排斥外族群、界定该族群的一大标志 [2]。客家方言

对于该族群来说不仅具有较高的情感价值，还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客家方言体系不断流失或融入民族国家

的文化建构之中，客家方言也面临巨大的传承危机，客家人对于族群认同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一、客家方言与族群认同

（一）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主要分布于广东的梅州、惠州、深圳、河源、韶

关，江西的赣州，福建的龙岩，以及台湾省的新竹、苗栗、桃园

等地，范围主要包括粤东、粤北、赣南、闽西和珠江口东岸等地

区，并被广泛运用于中国南方1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200多个县市及海外，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洲等

80余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约有6500万人使用客语 [3]。

客家方言作为客家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且具丰富的文化底

蕴，与中古汉语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一枚璀璨的明珠。在提高客家人族群认同的过程中，客家的方言

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客家族群则通过这一文化来进一步巩

固族群认同 [4]。

（二）族群认同

客家人南迁后，客家方言作为汉语言的一大地域变体，在通

用汉语言文字系统的情况下，中原文化的精神内涵较为完整的传

承了下来，客家方言在与其它民族或族群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取得

的规则共识。在这一过程中，客家族群或被同化，或同化他人，

族群间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客家族群的语言文化规则开始融入其他

民族的语言秩序 [5]。这种分野在时间的推移与空间的移动下演变得

越来越分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深刻的影响着客家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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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代的客家语言与文化传承，传统的客家方言与文化的

传承模式随着客家族群乡土共同体的解构而没落，而新的传承模

式正逐渐兴盛起来 [6]。客家方言往往被视为是客家历史与情感共同

体的记忆文本，而随着网络技术手段的更新，语言从时间线上的

横向延伸转移到空间的网状扩散，从时间的历时性过渡到空间的

共时性。当研究地视角从宏大的“客家文化”聚焦到年青一代的

社会主体时，他们作为“双语者”或者“多语者”，在不同的社

会互动语境下的语用态度是值得探讨的。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技

术手段可以构建客家族群虚拟社区，可以让个体与乡土社会有新

的联结，社会主体的文化认同与情感维系得以新的延续 [7]。

二、客家方言文化的客家族群认同的意义

客家方言既是族群成员思维和信息传递的工具，也是交流文

化的工具，更是客家历史和文化的记录、保存和传承。从族群认

同的视角出发，客家方言在客家群体的认同中具有独特的意义与

价值。

( 一 ) 从客家方言中表现出的客族认同

客家方言是在继承中原古音的同时，又以古代汉语为基础，吸

纳了南部少数民族的语言，经过长时间的语言接触和语言的交融，

才逐渐形成的。所以，客家方言不仅保存着古代汉语的一些特征，

而且还带有闽粤方言和百越语的一些特征 [8]。客家话中的特色词和

普通话有明显的区别，即“形同”“意同”，这一差别为建立客家

族群认同提供了一道屏障。非客籍人士，对客家方言不甚熟悉者，

往往会误读、误用。而从其形成的历史源头来看，他们是对客家历

史和生活的记录，与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习俗等有着紧密

的联系，是他们对自己族群认同的一种切实的实践 [9]。

使用客家话，增强了客家人的归属感。客家族群在举行祭

祖、修谱等重要的家族大事，都要依照宗族制度进行，其中一个

重要的规定，就是要讲客家话，这条规定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客

家话是客家人祭祖、处理宗族大事的“法定”用语，非客家话无

法参与，甚至不会讲客家话的人，会被拒之门外 [10]。传统的家族

活动，让客家族群的子弟聚集在一起，缅怀祖先、寄托哀思、教

育后代、期待未来，共同商议家族事务，这是族群团体归属感的

具体表现。客家族群在语言上的严谨规范，既折射出客家人坚强

的态度与立场，更是一种符号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在家庭领域

内学习、运用客家方言并获取客家方言的能力，增强并促进了客

家族群的自我身份和群体身份认同。

（二）客家方言反映客家族群态度

客家族群对客家话的学习与继承，体现了他们的民族心态。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客家人经常要唱诵一些谚语和童谣。它以

客家方言为主，浅显易读，以小见大，让孩子们在轻松的笑声中

接受教育。客家童谣大多以天真戏谑的口吻，叠字押韵的创作方

法，以生动的形象引领孩子们了解周围的事情。客家人常说“人

怕无志，树怕无皮”“好人不翻旧事，好狗不食旧屎”“子弟不读

书，好比没眼珠”“月光华华，细妹煮茶，阿哥兜発，人客食茶”

等，这些浅显顺口的谚语，在无形中教会孩子如何做人 [11]。这些

谚语和童谣都是用客家话来表现的，因此，从小就让客家的儿童

接受了客家语言文化的熏陶，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母语情结。客家

孩童在长大之后，仍能深切地感觉到儿时的回忆，并对自己族群

的语言与文化表达出积极的肯定。

（三）客家方言折射出的客家族群的融合

客家的语言文化渗透到客家族群的社会生活中，反映了客家

族群客籍族群化化的过程。客家方言在祭祖、民俗活动等方面都

有很严格的要求 [12]。客家族群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民俗节庆

是客家传统社会生活的实践与空间载体，他们把重要的民俗节庆

与节令习俗相结合。每年开春，闽西都要举行“迎春牛”活动，

举行迎春神和祭牛的典礼，然后由祭司喊出“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五谷丰登”的吉祥语言，在村子里巡游。“迎新春牛”是一项

由男女老少共同参加的独特节日，这样的民俗活动，都是以客家

方言为“标配”，不然很难表现出客家人对家乡的崇敬之情 [13]。

时至今日，全球众多的客家团体，仍然沿用客家方言。

客家民歌、采茶戏等是反映客家社会和客家生活的丰富多彩

的民间艺术形式，音韵和谐，辞采优美，其创作与表现均建立在

客家方言之上，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有着很好的客家群众基

础。近年来，客家山歌、客家采茶戏的创作与演出层出不穷，客

家人民也在创作、欣赏、推广这类艺术的过程中，取得很好的传

承效果 [14]。这也显现出客家人民在以客家方言为基础的民间文艺

活动中的活跃，显示出他们对本族群文化发展的关怀和热情。

三、凝聚族群意识、保护客家方言文化的有效路径

（一）政府是保护客家方言资源的重要力量

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元文化在社会并存。因

此，想要将古老的客家方言进行保护与传承，需要当地政府的支

持。客家地区当地政府可以借助网络短视频平台、官媒等进行宣

传，有利于在当地形成保护客家方言文化的良好氛围。而且，通

过发布短视频等相关客家方言内容，让更多人了解客家方言文化

的魅力，唤起客家族群年轻一代对学习客家方言的兴趣。此外，

政府还可以通过推动客家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将客家方言文化打

造成为旅游业的一张靓丽的明信片。

对于老一辈的客家方言使用者，政府应组建相关组织，通过

采访使用客家方言语言的群体，结合网络信息平台，建立起属于

客家方言的语言数据库，定期整理与收集，这样便可以将客家方

言相关语言数据、语言使用情况等永远保存下去 [15]。并且，还应

该针对客家方言文化提供相关的基础设施场地，建设方言应用课

堂，让老一辈的客家方言使用者作为老师，对年轻人进行教学。

还可以创新客家方言的使用途径，由政府为主导，编排客家方言

的歌曲，在网络上进行免费播放，从而唤起更多外地客家族群对

客家语言的记忆，助推海内外客家族群广泛应用客家方言，形成

属于客家，也是中国传统的独特语言文化传播。

（二）凝聚各民族之力，做好客家方言的保存与传承工作

一是要加强对孩子们的语言意识、语言能力的培养。幼儿阶

段是学习语言最敏感、最易掌握的阶段，在家里营造客家方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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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的氛围，而把普通话当作是对外待客和社交的语言。在家庭成

员之间进行交谈时，就用客家方言相互交谈，这样就能为幼儿创

造一个使用客家方言的良好语言环境。

二是在客籍家庭中，应注意对子女进行客家方言文化教育。

从儿童早期开始，就开始教授客家方言，比如小学，每周上一堂

“客语兴趣班”，让老一辈的的客语人士，和小朋友一起用客家方

言交谈。开设“第二课堂”，开展客家方言的教育和客家方言文

化的展示，组织“客家民间曲艺进学校”等活动，展现客家方言

的艺术韵味，提高学生对客家方言的学习与运用的信心。

三是利用科技资讯，加速客家方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能说

地道的客家方言的老一辈客家人日渐衰老，因此，这一工作已刻

不容缓。目前，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计划”，

反映出国家对“方言”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各省的基层语言文

字部门都应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四是营造一个宽松的语言环境，鼓励年轻一代的客籍人士在

家中及日常生活中运用客家方言，并有意识地将客家方言传承下

去。充分利用与客家方言有关的“非遗”传承人，如客家民歌、

客家谚语等，在民间进行推广、表演和教学，使客家方言得到更

好的传播。在族群认同的视域中，创造有利的环境，重视各个年

龄阶层客籍人士的角色，推动客家方言的保存和传承。

（三）将方言保护与族群意识凝聚相结合

客家方言作为客家人身份的外在标记，是维系客家人身份认

同的文化载体，客家语系与客家身份认同，具有较强的耦合性，

因此，要重视对客家方言的传承和民族意识的凝聚。

一是要加大对客家方言文化的搜集、整理。语言文化的调查

需要系统专业的知识做支撑，邀请语言学界的专家对客家方言进

行系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对客家方言的字音、词汇、句子、话

语以及相关的熟语、故事、诗文、歌谣、曲艺、戏剧等展开全面

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同时收集跟这个方言相关文本资料 ( 如地方

志、论著、工具书、手稿等 ) 和图像资料 ( 如语言文化活动或相关

物品的照片 )，并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把这些材料根据各自的媒体

类型和技术指标要求保存好。

二是在充分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实体和网络平

台，对客家方言文化资源进行集中的展示与推广。利用现代资讯

科技，建立以“客家风情”、“客家论坛”为代表的网络平台，用

以交流和传播客家方言文化，提升客家族群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三是鼓励和引导客家族群主动参与到客家语言文化的创作和

制作中来，用一个个优秀的客家方言类作品使客家文化“活”起

来。加大对客家方言文化的研究、发掘和创作，为其注入新的要

素，使其保持创新，用新的形式来促进客家方言的传播，并把客

家的民族意识集中起来。

（四）推进客家族群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融合

客家方言是以中原古代汉语为基础，通过长时间的语言交流与

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是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客家方

言在内的各种文化元素，既构成了客家族群文化，又是中华民族灿

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共有的文化元素，又是族群认同、民族

认同的重要依据。客家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具

有广泛性、坚定性和自觉性的民族认同感。客家人的命运和整个中

华民族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就必须要融合客家族群，以及全体中华儿女。

四、结语

客家族群的形成有着较为漫长的历史，而客家方言是重要的

族群符号。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客家方

言通过各种渠道、方法，构成了一种内外一体的语言机制，对族

群认同产生了影响。我们在继承和发展客家方言时，不能把自己

限制在“族群认同”的小圈子里，而要看到它和“中华民族”一

致性的文化，并将对客家族群认同的理解与实践，以及对中华民

族与国家的认同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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