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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陇县客家人文化自觉初探
*1

陈太红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仪陇县客家人应对客家文化有文化自觉，清楚客家文化的起源、形成过程、特色及发展走向。仪陇县

客家文化起源于清代初年广东省乳源县、乐昌县以及赣南和闽西等地客家移民的迁入，受仪陇县地理环境、文化传

统、经济结构和日常生活影响，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其文化特色是历代客家人在地空间所形成的丰富、无穷尽的生

产和生活经验，这些经验是发展以顾客体验为焦点的客家文化创意生活产业的基因，依托客家文化发展饮食文化体

验、生活教育体验、自然生态体验、文化娱乐体验、节庆活动体验等文化创意生活产业时，仪陇县应从个体、社会

和世界三个层面进行准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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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

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

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

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

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

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
［1］6

本文探讨仪陇县客家人的“文化自觉”，就是要求生活在仪陇县特定地域的客家人对客家文化要

有自知之明，清楚客家文化的起源、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走向，既不能复古，也不能照搬其他客家文化地区的

文化发展模式，而是仪陇县客家人自主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并满足当代人的文化需求。

一、仪陇县客家文化的起源

清代康熙五年(1666)，时任仪陇县县令柳天植为县城金城山顶建雨华寺所撰写的碑文记述道:“自崇祯甲戌……十余年，人

民凋耗过半矣。国朝定鼎初，十三家寇云涌蜂起，盘踞川郡，尤其者为仪邑，丁壮驱之入伍。老弱男女，身膏原野，其逃在山

谷者，又值岁比不登，人相食，继之以虎灾……自顺治辛卯岁，关中刘候来宰是邑，公署荡然，侨寓民家，茕茕终日。为保聚

计，仅得十余户，环列而居。时招徕方切，讲约读法无暇也……刘候及瓜去，以军兴旁午，未遑改观。甲辰冬，余待罪斯土。

幸全川底定，得招莱开垦……视昔之第屋数椽，隐见蘙荟中者，相悬盖万万矣!”
［2］35－36

由柳县令的碑记可知，明末清初的仪陇因

战争和虎灾导致土著居民所剩寥寥无几，尽管自顺治六年(1649)起，“广加招徕，给以荒田，永口为业”［
2］43

以来，经顺治十年(1653)

“准开垦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再经康熙三年(1664)“准四川寄寓外省流民，各督抚造册移送川省，

给口粮、舟车、差官护令复籍”
［2］43

，仪陇仍然人烟稀少，遍地荒凉。后经康熙、雍正出台系列招民垦田的惠民、便民、安民政

策，地处丘陵、土地肥沃、森林繁茂、山清水秀和寒暑皆宜的仪陇遂成为客家人选择安居乐业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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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仪陇客家人现存的家谱考证，仪陇的客家人主要来源于广东韶州的乳源县，其次是乐昌县以及赣南和闽西，姓氏有朱、

梁、何、丁、林、张、温、孙、郑、许、陈、谭、彭、黄、饶、刘、吴、余、潘、吕、杨、缪等 20 多个，以螺心溪(今仪陇乐

兴乡)为中心，分布在丁字桥、周河、马鞍、杨桥、石佛、武棚、大寅、磨盘、芭蕉、九龙、保平、凤仪、双庆、日兴、碧泉、

大风等 29 个乡镇。
［3］10－17

历经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朝，客家移民把中原文化和粤北、赣南、闽西当地少数民族融

合形成的客家文化带到了仪陇的山地丘陵。最先的移民及其后裔，本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训，发扬“耕读传家”

的客家精神和优良传统，在仪陇县繁衍生息三百余年，同湖北、湖南移民和仪陇土著居民一道开荒种田、栽植布艺，促进了仪

陇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社会发展。

二、仪陇县客家文化的形成过程

从粤北、赣南和闽西移居仪陇的客家先民及其后代子孙，基于生产和生活之间交流交往，文化互相之间的影响尤其明显，

这种文化的“人为·为人”的特性，充分体现了由人所创造的用于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文化，最终是要为人

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因此，在客家人和两湖移民、当地土著居民及其后裔杂居的大寅、磨盘、芭蕉、九龙、保平、日兴、碧

泉等地的客家语言，在客家人移居仪陇近 200 年后的 19世纪中晚期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四川话逐渐代替客家话，到 1949 年时，

只有个别老人尚能讲客家话，比如在清明节拜祭祖宗时宣读祭文。时至今日，在乐兴、丁字桥、周河等客家人聚居区的客家人

尚能用客家话对内交流和交往，甚至在朱德老家马鞍一带尚有部分客家人能讲客家话。除生产和生活的语言发生变化外，在岁

时习俗、婚嫁习俗、丧葬习俗、生育礼俗、寿诞习俗、说酒辞令、饮食娱乐等方面也受到当地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结构

和日常生活等影响，体现了传承和创新的特点。以饮食文化为例，在仪陇客家人生活地区的客家水席，因食材来源于当地，受

当地气候、人文等因素影响，在继承闽、粤、赣地区客家菜“肥、咸、熟”特征基础上，主要采取蒸、炖、煎、炸等手法(不同

于川菜主要以炒为主的手法)，菜品色泽鲜亮、油重味浓，因盛菜的器皿不用盘只用碗，每席上菜十碗，所以当地人又称十大碗，

主要菜品包括品碗(也叫当朝一品碗、千层碗)、龙眼肉、夹沙肉、粉蒸肉、咸烧白、黄花炖鸡、膀、藿香鱼和墩子肉。这与闽、

粤、赣地区传统客家菜如梅菜扣肉、盐焗鸡、客家酿豆腐、猪肚包鸡、酿苦瓜等有所不同。
［3］136－141

三、仪陇县客家文化的特色

认识和把握仪陇县客家文化的特色，不仅要认识仪陇县客家文化在客家话、岁时习俗、婚嫁习俗、丧葬习俗、生育礼俗、

寿诞习俗、说酒辞令、饮食娱乐等方面，与客家人聚居地周边其他地区文化的差异，与其他地区客家文化的差异，关键是要找

到仪陇县客家文化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优势。我们在传承和创新仪陇县客家文化时，必须注意仪陇县承载客家文化的地域空

间，是从 17世纪中后期直到今天生活在仪陇县的客家人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继承和创新了仪陇县的客家文化。仪

陇县的客家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的元素，也有闽、粤、赣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更有仪陇县客家人世代繁衍生息留下的丰富

的、无穷尽的经验，因此，仪陇县在坚持在地化打造客家文化特色时不能脱离仪陇县客家人的时空隧道另辟蹊径，移植其他地

区的做法。

彰显仪陇县客家文化的特色必须坚持在地化打造的思路，就是要在仪陇县客家人过去和现在生活的地域发展文化创意生活

产业，确立“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地区发展目标。仪陇县应怎样依托客家文化发展创意生活产业呢?应将客家文化和体

验经济融合发展，挖掘历史和现实存在的客家文化，找到承载客家文化的特定地域空间，为本地居民和外来客商提供客家饮食

文化体验、生活教育体验、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体验、建筑体验、宗教文化体验、文化娱乐体验、工艺文化体验、节庆活动体

验和休闲农业体验。在饮食文化体验方面，除客家水席外，还应挖掘散落在当地客家人的名特小吃，打造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

饮食文化产业；在生活教育方面，依托当地的中小学、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包括仪陇客家人移民史、客家话、岁时习

俗、婚嫁习俗、丧葬习俗、生育礼俗、寿诞习俗、说酒辞令等教育；在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体验方面，主要开展以朱德故居所

在地的琳琅风景区、客家人生活的柏杨湖等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体验；在建筑体验方面，除琳琅风景区的丁家大院和朱

德故居外，重点应开展乐兴乡客家建筑体验；在宗教文化体验方面，应将客家人在清代集资建在马鞍镇老街的“龙母宫”作为

客家宗教文化体验项目；文化娱乐体验方面，仪陇县客家民歌有山歌、嫁歌、丧歌等，大多是客家人的口头创作，在格调、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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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语言上继承了《诗经》十五国风的风格，受到唐诗律绝和竹枝词的影响，同时吸取南方各地和四川民歌的因素，大量运用

比喻、双关、起兴、重叠、直叙、对比、对偶、顶针、夸张、拆字等表现手法
［3］112－113

，特别是山歌和嫁歌是为客人提供娱乐体

验的绝佳项目；在工艺文化体验方面，仪陇客家人的篆刻和剪纸是较好的项目；在节庆活动体验方面，建议打造一年一度的客

家文化节，通过节庆活动营销仪陇的客家文化；在休闲农业体验方面，应选择农业有特色、自然景观资源丰富、生态具有保存

价值的客家人生活地区发展休闲农业项目。

四、仪陇县客家文化的发展走向

认识和把握仪陇县客家文化的发展走向，就是要给仪陇县客家文化准确定位，明确仪陇县客家文化在四川、中国甚至全球

的多元文化发展进程中自己的位置和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今天，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生产、贸易、消费和投资都出现全

球化现象；交通的便捷压缩了空间距离，人们的流动加快，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更加容易，甚至出现混杂和融合；通讯和信

息化的发展为人们及时提供了资讯；人们对工业的标准化生产所制造的制式化器物产生了厌倦，希望得到不平常的经验，向往

具有殊异性的体验活动。这些变化带来产业思维的变革，消费者主导市场成为今天产业发展必须首先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

我们应从个体、社会和世界这三个层面对仪陇县客家文化的总体发展目标进行准确定位。

仪陇县客家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仪陇县依托客家文化和客家文化扎根的特定地域空间，打造具有深度体验及高质美感的

客家饮食文化体验、生活教育体验、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体验、建筑体验、宗教文化体验、文化娱乐体验、工艺文化体验、节

庆活动体验和休闲农业体验等文化创意生活产业，以实现从文化宝藏中创造国民财富与就业机会，从文化内容中提炼出美感经

验深度体验，丰富当地居民与国内外游客生活与消费的品质。
［4］10

为此，仪陇县客家化建设应在个体、社会和世界这三个层次设计总体目标。

个体目标就是要培养仪陇客家人了解、认同、践行和传播当地客家文化，让仪陇客家人成为客家文化的追求者和践行者。

对具有丰富客家文化和拥有良好自然环境的仪陇来讲，将仪陇客家人培养成客家文化的追求者和践行者，是仪陇县发展创意生

活产业软环境的主要环节，是仪陇县客家文化区最根本的基础建设，是仪陇县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最终体现。文化创意

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从市政设施和环境景观上着手，还必须注重软环境建设，培养当地居民了解、认同、践行和传播客家

文化，让每一位客家文化区的居民成为客家文化追求者和践行者。这项作为软件之本的工作，比培育客家文化的创意设计人员、

文化娱乐表演人员要艰难得多，这二者是皮与毛的关系。这项工作必须从居民的兴趣到习惯，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最终形成

深入居民骨髓的对客家文化的追求、践行和传播，形成现代仪陇客家人的一种自觉行为和生活习惯，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

也不是一种为发展创意生活产业寻找的噱头。

社会目标就是要为客家文化追求者和践行者了解、认同、践行和传播客家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人处在一定的环境中

是会受到环境影响并依据环境改变自己行为的，社会环境的营造是仪陇客家文化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对仪陇客家文化建

设来说，客家人对客家文化的认同、对发展客家文化共识的凝聚、参与和成果的分享等社会环境的营造，将影响仪陇依托客家

文化打造创意生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因此，仪陇县在传承和创新客家文化时必须整体考虑当地居民(客家人和其他居民)

的社会福祉、人文教育以及当地的综合治理、环境景观和生态保护等社会目标的设计和建设，要形成当地客家人和其他居民共

商、共建、共享的机制，形成政府正确引导、社会积极参与的机制，最终形成上下同心的社会发展氛围。

世界目标就是要让仪陇客家文化与世界文化平等交流，要打仪陇客家文化的品牌，我们既要接纳全国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各

国的优秀文化，也要让仪陇客家文化大踏步地走出去。面向全国乃至世界，仪陇客家文化需要三样东西:品牌、人物、产业链。

这需要制造和积淀响亮的文化品牌，培养和推出在全国乃至在世界有影响的文化代表人物，建立和形成涵盖从创意到终端乃至

衍生网络的文化产业链。怎么让仪陇客家文化成为当地客家人甚至世界其他地区人民建设共同家园的精神指引?我们必须认识到

仪陇客家文化要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中，必须具有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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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源于仪陇客家人的历史文化，从仪陇客家人的历史文化中一代代延续下来的对世界各国人民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理念，因

此，我们强调仪陇客家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吸纳和辐射，就必须要去建设、营造、运作和弘扬仪陇客家文化。所以，在仪陇客

家文化品牌打造上，必须将众多的仪陇客家人物、事件以一个主线串联起来，以“耕读传家，振兴家园”作为仪陇客家文化的

品牌，选取清朝顺治、康熙两代客家移民的代表人物，共和国元勋朱德等人作为仪陇客家文化的代表。在这些历史人物中，我

们应充分认识作为客家骄子的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朱德的作用，仪陇县客家文化建设应打好朱德这张具有世界

文化影响力的名片，重点建设以朱德故居所在的琳琅景区为核心的客家文化区，以历史和现在客家人生活的空间，在地化地打

造以顾客体验为中心的饮食文化体验、生活教育体验、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体验、建筑体验、宗教文化体验、文化娱乐体验、

工艺文化体验、节庆活动体验和休闲农业体验等项目，以及反映朱德在仪陇生活的影视作品，形成完整的仪陇客家文化产业链，

向世界人民展示仪陇客家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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