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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野下客家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与客家研究”研讨会综述

柴 可
( 赣南师范学院 客家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

2011 年 7 月 23 至 25 日，以“新发展阶段: 社会

建设与生态文明”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会 2011 年年

会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由赣南师范学院承办的

“社会学与客家研究”分论坛与大会同时举行。此

论坛作为国内首次以“社会学与客家研究”为主题

的学术会议，有其特殊的意义: 对于从事客家研究的

学者，这是促进客家研究与社会学联系的契机; 对于

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客家”将成为社会学研究

的可贵试验田。
本论坛收到包括大陆、香港地区学者提交的论

文 20 余篇，与会代表分别围绕三个方面的议题进行

深入的学术讨论。
一、社会学与客家研究结合的意义

赣南师范学院副院长陈勃教授代表本次论坛的

主办单位致欢迎辞。他在致辞中指出未来社会学与

客家研究结合的四个点: 一是纵横交错，意在研究客

家社会的空间分布，以及它与客家社会变迁的关系;

二是承前启后，旨在关注当下客家社会和未来客家

社会的发展; 三是动静结合，即客家研究既要运用社

会学的理论和概念，也要丰富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

四是内外兼修，客家研究的方法应该突破单一性，体

现现代性。
赣南师范学院研究生部周建新博士认为将社会

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到客家研究中来，可以更好地

充实和丰富客家研究的内容。一方面社会学视角强

调关注客家社会的现状，对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客家

传统社会的变迁具有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社会学的

研究方法对客家研究存在的问题更具有解释力。
二、对传统客家社会的研究

客家地区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资源对学术研究

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传统客家社会的形成一直是

客家研究的重点，此次论坛同样体现并延续了这一

特点。
传统客家社会的维系和发展与人口迁徙、民间

信仰、宗族力量等因素密切相关。人口迁徙是客家

民系形成的动力之一，而历代人口迁徙常受到户籍

制度的约束。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何朝银博

士从户籍制度影响身份形成的影响角度，研究流寓

民的差别性户籍制度对客家民系形成的影响。认为

更改户籍存在着对经济利益的考量。赣南师范学院

客家研究院温春香博士则通过对福建平和县“城隍

妈”信仰仪式的研究，揭示地方文化传统自身的延

续性，认为地方文化传统并没有因为“国家”的进入

而被取代。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凌焰以村落中的庙

堂祭典为研究个案，从传说文本与祭典仪式入手，探

讨民间信仰与客家传统社区维系和发展的关系。厦

门大学历史系周雪香教授以宋代宗教信仰政策与定

光古佛信仰形成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对民间信

仰的合法性建构历程进行解析。加拿大英属哥伦比

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罗碧诗( Eliza-
beth Lominska Johnson) 研究员对香港客家社区关门

口村宗教社会中两性的角色与身份进行研究，指出

该地区的宗教实践具有较高的性别包容性和角色互

补性，这对宗教实践的持续起到一定作用。赣南师

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邹春生博士通过对清代

赣南五世同堂家庭的早婚现象的研究，分析明清时

期基层社会的婚姻行为，认为在宗族社会中，以早婚

为重要手段的人口增殖并不是为了老有所养或增加

劳动人手，而是为了争夺宗族治理权、维护家族利

益。上海大学王天鹏博士以客家古村落江西赣县白

鹭村的生育观为研究对象，认为正是由于传统的孝

道思想，所以当地并没有形成“新型生育观”。
从传统习俗、仪式的变迁背后寻找隐藏在社会

最深处的结构并找到这些结构得以延续的促进机

制，是理解社会现象的途径之一。赣南师范学院客

家研究院钟俊昆教授通过对江西省赣州市七里镇仙

娘庙功能变迁的研究，指出庙会功能的多元化是客

家民间信仰多谱系、实用化特征的表达，是乡村政权

与客家民间文化的互动的结果。南昌市民俗博物馆

梅联华研究员则从客家民居的变迁角度关注客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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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赣南师范学院历史

文化与旅游学院李晓方博士以明清时期《瑞金县

志》为考察中心，详细解析地方县志的族谱化现象，

对普遍认同的公共历史记述的产生过程进行反思，

指出地方县志的族谱化是方志发展的内在理路与明

清时期宗族观念的强化、地方官绅之间的互利合作

关系等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
三、对当代客家社会的关注

从客家研究的成果看，关注客家传统社会的成

果很丰富，而对当下客家社会的关注比较少。但此

次论坛中，不少学者就对当下客家进行了关注，这是

客家研究实现承前启后意义的必要尝试。
对当代客家社会的关注集中在文化的重构、地

区教育、经济产业发展等方面。福建省委党校刘大

可教授研究客家民间信仰活动背后的精神价值，指

出合理吸收民间信仰中的积极因素，是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实现乡风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赣南师

范学院客家研究院罗勇教授则通过对闽西培田村落

文化的分析，探讨客家文化传统与乡村和谐的关系，

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和谐建设的灵魂。南昌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刘桂莉教授研究赣南客家围屋与客

家文化传承之间关系。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郑

紫苑博士以客家迎故事为研究对象，探讨当代乡村

环境中传统民俗活动所具有的文化认同意义。赣南

师范学院民俗学研究生柴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比分

析近代和当代客家文化建构的过程。赣南师范学院

客家研究院陈文红副教授关注农村妇女继续教育问

题，对江西龙南县新妇女学校的办学经验和存在的

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

院李茂博士通过对江西省的调查，研究跨国劳务运

作的组织机构、运行模式、特点及其功能。赣南师范

学院客家研究院吴良生讲师关注传统客家酒酿技艺

的保护与传承模式，对传统技艺的产业化模式提出

思考。
在本次论坛上，学者们还围绕“客家研究的学

科归属、客家研究面临的困惑、客家研究多学科交叉

方法运用”等问题进行讨论。周建新博士认为: “一

方面客家研究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科和研究者的

关注; 另一方面客家研究又进入了一个瓶颈期，而瓶

颈期的 突 破 需 要 多 学 科 背 景 的 研 究 者 的 共 同 努

力。”陈文红副教授指出: “客家研究最初学科背景

是历史，以民系论为依据，后来基于人类学学科背

景，以族群论为框架，当前需要引入社会学研究，主

动吸纳社会学的理论观点。”李晓方博士认为: “客

家研究不必要对接具体学科，学科是西方概念。学

术研究本身并没有这么明显的分际，客家研究要打

破学科的人为的牢笼，从问题出发以后，自然会寻找

到方法。”邹春生博士认为: “罗香林著作之所以传

世，原因在于第一他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学科方法，

第二他解决了当时最困惑的客家族性与来源问题。
相比较现在的客家研究，之所以很难出经典之作，问

题就是我们没有解决当下客家研究的最大困惑。”
钟俊昆教授则认为: “相比较于坚持学术本位产生

的分歧，客家研究者更应该关注现实，了解、记录现

实中客家人的生活状态与需求，为客家人踏踏实实

地做些事情。”这一观点激起不少学者的争鸣，如刘

大可博士强调: “客家研究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基

于自己的学科本位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再走向学科

综合的道路。”温春香博士从历史主义与本质主义

的角度回应多学科特别是历史学学科视角在客家研

究中的必要性。罗勇教授则指出: “客家研究本身

就是包容性很强的学科，不能框定在某一学科之内，

客家研究不会排斥任何方法，多种学科都可以找到

发挥的舞台，客家研究可以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
民俗学家，也可以出社会学家。”周建新博士指出新

形势下的客家研究要做到“六要”: “要立足学科本

位、要秉持学术立场、要深化理论研究、要树立文化

自信、要提升研究品味、要打造研究精品。”
平等、自由、开放、激烈、深入的论坛吸引了包括

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单位的

学者前来聆听，他们对此次论坛的反思和批判精神

给予很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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