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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客家文化旅游困境研究 

罗绍明1 

（贵州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在探讨赣南旅游区旅游发展滞后、开发陷入困境的原因基础上，对赣南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操作误区进行反思。

通过对赣南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的分析，发现赣南客家文化旅游面临旅游地位的尴尬、族群认同的危机、传统民俗文化被抛

弃或被虚构的危险、开发的短期行为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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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是客家文化的源流地，也是最大的客家聚集地，占世界客属人口的近十分之一。作为客家文明的中心地区，赣南客家

文化因其文化传统的历史基础和地理环境而独具特色。赣南地区现存的大量具有客家文化精神的宝贵资产，是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的重要资源。但是，赣南客家文化旅游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旅游资源开发陷入多重困境。 

一、客家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客家是“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中原汉民渐次南下进入赣闽粤三角区，与当地畲瑶等土著居民发生融合而形成的

具有独特的客家方言系统、文化风俗习惯和情感心态的稳定共同体。”
[1]
在漫长的客家迁徙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广东嘉应州、福

建汀州、江西赣州等客家文明中心，此外，广西、四川被称为是第三、四客家聚居地。 

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角度来看，客家是一个标示文化记忆“边界”的群体，客家文化是客家人的群体记忆，所以我们有必

要考察客家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从客家源流研究可以看出，“历史上在中原发生的‘五胡乱华’、人口膨胀、土地资源匮乏、

生态问题等出现多次汉人南迁事件，他们在闽粤赣交界地区，具体地说，在罗霄山脉、武夷山脉和岭南所围构的广大地区找到

了修养生息的理想地方，并与原住民和百越民族交流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2]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在其名著《文化模式》中指出：“文化一如个人人格，各有其模式和形貌。”
[3]
对于客家文化的形貌，罗香林有非常具体的表述，

他认为：兼顾各业、并蓄人才，妇女能力的广泛与地位的提高、好动而且具有野心、富有冒险和进取精神、简朴质直等代表了

客家民系的特征
[4]
。 

尽管把文化比作一种人格形貌的模式，现在看来不是很科学，容易得出刻板的客家印象。但在客家族群集体意识中，确实

有着强烈的重本溯源和“崇正”意识，至今客家人仍然遵循着一个祖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客家人在念念不忘中原

血统与受迫流离失所的情结中，“养成了遵守祖训、刻苦耐劳及团结排外的特殊性格，因此缺乏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的机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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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保有许多传统的语言、文化与风俗。”
[5]
客家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深度和客家族群强烈的认同意识，加上相对闭塞的环境，

使得客家文化得以较好地保存。 

赣南客家地区保存了优美的自然生态和大量的历史古迹、围屋、宗祠等文化资产，这些具有客家文化精神的旅游资源综合

了考古、经济、美学等各方面的价值。尽管赣南客家文化旅游有许多自身的优势，存在很大的潜在市场价值，对于经济欠发达

的赣南地区来说，其发展充满了机遇。但由于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赣南客家文化旅游面临许多困境。 

二、赣南客家文化旅游的困境分析 

（一）尴尬的旅游地位 

旅游业的基础条件是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和现实市场力，各地在发展旅游业时，应根据发展的现状分析自

身的所处的地位，寻找与确立自身的立足点和发力点。 

就旅游资源而言，江西省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红色、绿色、古色交相辉映，龙虎山、庐山、景德镇、三清山、井

冈山、婺源江湾等景区已闻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江西省 5A 级景区的数量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排名第 11 位。有专家指出，江

西的旅游资源在全国排名前 10 位①
2
。但这样一个拥有优势旅游资源的大省，旅游业在全国的排位多年来一直偏后，在华东六

省一市排位垫底②
3
。赣南旅游主要是围绕“红色故都、江南宋城、客家摇篮、东江源头”四大品牌，进行红色、绿色（森林生

态游）、古色（客家民俗风情游）旅游产品开发。其中以瑞金和兴国为中心的红色旅游在赣南旅游中占据主要地位。据不完全统

计，红色旅游人数已占全市旅游总人数的 40%，红色旅游收入占全市旅游收入的 50%以上③
4
。赣南客家旅游的开发相对于红色旅

游开发较晚，至今尚未形成有比较优势的旅游项目，红色旅游资源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赣南客家旅游整体形象，客家旅游与红色

旅游业也没有实现良好的结合。总之，江西省在全国旅游业发展大格局中遭遇尴尬境地，赣南客家旅游在本地又从属于以瑞金

为中心的红色旅游，可见其旅游地位是相当弱势的。 

闽粤赣三省是客家旅游的主要目的地，各自都拥有丰富而独特的客家旅游资源，近年来，客家地区竞相开发出以寻根谒祖、

祭祀朝圣、参观客家建筑等为主题的旅游项目。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赣南在客家旅游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从区位角度看，

赣南地处经济不发达的中部地区，旅游需求不高。闽粤客家地区则靠近沿海发达区和珠三角经济区，加上台湾和海外客家人寻

根谒祖的强烈愿景，旅游需求旺盛，两地的客家旅游发展迅猛。也因此，闽西和粤北客家文化认同和保护意识更为强烈，保存

较好规模较大的文化遗产能够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而且，闽粤客家地区在旅游开发中积极营造自身的品牌效应，与赣南客家

旅游构成强烈竞争。由于港、粤及海外地区也是赣南客家旅游的主要客源地，导致了赣南客家旅游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从

此角度来看，区位屏蔽效应导致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出现更大的势差，闽粤地区的客家旅游业相对赣南显得更有优势。 

从上述对赣南客家旅游地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赣南无论在江西旅游格局中和客家旅游中都处于弱势地位。目前赣南客家

文化旅游的弱势地位表明，我们对赣南客家文化历史地位的重视和文化价值的认识显然不足。因此赣南在发展客家文化旅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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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融入历史文化内涵、凸显乡土文化特色打造形象品牌，将是提升其旅游地位的明智之举。 

（二）族群认同危机 

黄志繁教授在《谁是客家人？ 》一文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话： 

1990 年的某天，在赣南的某大学，笔者正在上一门历史系的专业课，老师突然讲道，赣南是全国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其

人口的 95％都是客家人，而客家人是中原汉族南迁后形成的一支优秀的民系。这番话令我和周遭的同学兴奋不已，因为我们这

所地区性师范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来自赣南本地，这意味着，我们都是优秀的南迁汉人后裔———客家人。 有趣的是，我虽然从

小生活在赣南，但在那堂课之前却从不晓得自己是客家人，也就是说，我的客家人身份是被老师“宣布”的
[6]
。 

目前在江西，这种不知道自己客家身份或者仅知道自己是客家人而不知何为客家人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赣南是全国最大

的客家人聚居地，现其人口的 96％都是客家人，在这样一个客家族群聚居的核心地区，为何出现不明客家身份的情况？ 笔者认

为正是由于赣南人口、地缘等因素，加上社会急剧转型的冲击导致了客家族群的认同危机，出现“结构性失忆”、族群边界的逐

渐模糊。 

赣南是客家人南迁的第一站，也是聚集客家人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的地区，目前，当地人口几乎全是客家人，客家族群不

存在与外在族群的互动和冲突，加上其地理位置相对其他客家聚居地最是接近中原地区，因而多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且现

在赣南与江西整个的文化特征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差异，这样也就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强调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族群的边界，族群

边界的模糊与消逝加快了客家人对“历史”的集体失忆。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逐渐失去社会集体记忆的客家人，不可避免

地出现了族群认同危机和文化保护意识的衰落。 

（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的重塑以及外来文化的侵入是必然的。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是避免文化的断裂。现代化和文化全

球化的冲击带来了传统文化的被同化，在如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的形势下，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急剧的社会变迁。赣南客

家地区一直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的落后使他们归因在客家传统文化的落后，由于缺乏对客家文化内涵的整体认识，而产生

了文化的自卑，遂逐渐成了“隐形的客家人”。太多在外地的客家人已然被同化，客家族群文化面临“结构性失忆”的危机，尤

其表现在客家方言、客家曲艺、民间文艺、传统技艺和传统节庆上。 

在这样的境况下，发展旅游业成为重振传统文化的一种手段。但是，正如刘晓春在《民俗学问题与客家文化研究》一文中

指出的那样，在经济的甚至政治权力的操纵下，各种客家地区的“民间文化”被当地政府和文化精英们“发明”出来，为地方

的经济建设服务[7]。传统民俗文化的被抛弃或者被虚构都是赣南客家旅游发展的极大障碍，使其偏离了重振传统文化的初衷，

不是长久的发展之计。建设性的做法是在保护好客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地与现代文化进行采借、互动，吸收进有益的成

分，摒弃掉落后的糟粕，完成传统文化的延续与重构，如此方能为赣南客家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资源的保障。 

（四）短期行为与永续利用的矛盾 

单一追逐经济利益的短期旅游开发行为已经成为文化旅游永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它将导致文化景观的变质甚至消亡。赣南

客家旅游既没有立足自身的基础条件和所处的旅游地位，也没有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追求规模和短期经济

效益的工业生产形态出现， 开发出毫无质量和个性的产品项目，既虚耗了资金，也影响到旅游资源的本真价值。在这样的短期

行为和过度商业操作的情境下，人文资源的湮灭和独特性的消失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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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第 19 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召开为赣南“客家摇篮”地位的确立和旅游形象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5 年，

赣州市作为经济欠发达城市，短期内在赣县同时开发了两个客家民俗文化主题公园———赣县的五龙客家风情园和赣县客家文

化城。但是耗资六千多万元规模宏大的赣县客家文化城迅速开发并作为龙头产品推向市场后，非但没有起到预期的品牌效应，

个性消失的工业化生产反而使“客家摇篮”失去了“光晕”，事实证明其操作是一大败笔。赣县客家文化城采取静态开发模式，

由于缺乏可供游客参与的民俗项目，在体验经济时代势必失去市场竞争力；钢筋混凝土打造的现代建筑群，无法展示出客家围

屋建筑风格的优美之处。五龙客家风情园则因盲目追求规模导致资金紧张、后续开发乏力
[8]
。 

单一追逐经济利益的短期旅游开发行为已经成为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它将导致文化景观的变质甚至消亡。片

面强调经济效益、民俗和地域文化粗糙性或商业化的表现，造成了客家民俗旅游资源的非理性开发。 

三、赣南客家文化旅游发展道路的思考 

在文化全球化和工业化浪潮中，客家文化很容易被同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又容易使文化受政治、经济冲动力的主导而

出现“想象”的建构和本真的扭曲，并使其偏离重振传统文化的初衷。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借助创意文化和地方的

传统特色文化资产， 使少量而多元的旅游产品能够发挥其经济效益，并以此凸显客家文化的主体性和生活性，增强游客体验客

家文化的美学意义。 

（一）以创意文化理念整合资源 

如何整合文化要素，把离散的旅游资源聚合成内涵丰富、主题独特的文化旅游产品？ 关键在于围绕客家文化的轴心，开发

主体鲜明的专题旅游，开辟客家特色的旅游线路。首先，客家文化作为赣南地区最本质的核心文化，将其创意文化理念贯穿于

孤立分散的景点，能够起到点化和串联的作用，产生明显的整体效应和深度效应。其次，树立“大旅游”的观念，将客家文化

渗入到赣南旅游业的各环节，围绕着吃、住、行、游、购、娱等各个环节，打造旅游文化产业链，形成旅游文化产业群。最后，

利用饮食文化、节日庆典、歌舞演艺、文化夜生活等各种形式加强城市文化氛围。 

赣南各市县的客家文化旅游资源各有主题和特色， 各市县可根据自己的特色确定开发的文化取向，把这些离散的旅游资源

聚合起来形成有一定规模、有丰富内涵、有鲜明主题的客家文化线路。再通过组合各县市的客家文化线路，形成运作有序的旅

游网络，这样才能发挥出整体优势，提高文化品位。 

（二）重拾客家族群的历史“记忆” 

对比客家“孤岛”如台湾、成都等地区的客家人，在与外在族群的互动中，因受到周围其他族群的强势冲击，不同族群之

间的一度引发冲突，尤其在台湾地区还出现过客家运动。由此可见，在与周围族群中心文化的对话中，边缘的客家人在文化保

护意识和族群认同意识上反而愈加的强烈。例如，成都近郊东山丘陵区的客家人，现今仍然固守传统的客家习俗，原始的建筑

风貌，尤其是族群语言。以洛带为中心，周围还有近十个乡镇居民都说客家话。几百年来，他们一直传承、延续着客家文化特

色。但丰厚的客家文化价值因为客家意识长期的压抑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济开放后，随着近年来当地客家人认同意识的

觉醒，成都龙泉驿区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了对客家文化资源的开发。通过文化影响社会，桃花节的嫁接等一系列举措，较

为成功地把洛带打造成为“西部客家第一镇”
[9]
。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极大的区位优势和客家文化在成都主流文化中别具

一格的特点，在整个过程中，客家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源促进了客家族群的认同意识，同时客家族群认同意识的增强也导致

客家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可能。 

反观赣南客家地区，族群认同和文化保护意识的弱化将会降低客家文化资源的价值，这也将极大地制约住赣南客家文化旅

游的发展。所以，激发客家族群的认同意识、重拾族群的历史“记忆”，是赣南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 



 

 5 

（三）以文化创意营造客家文化生活圈 

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开发应选择符合当地实际、体现民俗文化特色的适当形式。对于赣南客家民俗文化而言，采取原生自

然式开发是较好的选择。现有的客家村落应尽力保护，打造文化保护区，展现客家文化特质，以村民的自然生活生产活动为旅

游内容，积极宣传，推向旅游市场。从经济的角度看，以文化保护区为中心，将客家文化民俗风情结合起来，打造具有地方特

色的旅游路线，能够深刻展现客家文化内涵，并很好体现客家文化的经济价值。从文化的角度看，当地居民的对客家历史文化

的解说和活态文化的展示体现出客家文化的本真内涵，在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进而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亦

是保证客家文化资源妥善保存和可持续续利用的根本途径。从生活方式看，历史上赣南客家人以农耕生活为主，当地客家人最

能体会其深刻的文化特色，只有依托社区居民的力量，才能做到深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为此，政府和各部门应将旅游业和文

化创意产业融合，结合社区的力量，对客家围屋、饮食、戏曲歌舞等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共建居民和游客的精神家园。 

（四）开发多元文化创意产品，建立客家特色品牌 

一项成功的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体验设计无疑是资源和市场两者的对接点。旅游业在深度开发上必须围绕“体验”这个关键

词全方位拓展，挖掘当地具有代表性的资源，加以提炼组合，通过支持系统有形化，形成具有感召力的产品
[10]
。并从旅游者的

类型出发，研究游客心理，旅游者对文化的求异心理，对异质文化的寻求、认同与接受，设计好旅游产品，以满足游客特定的

体验要求。 

赣南客家文化具有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与鲜明的地域特征，开掘拓展的空间还非常广大。但目前赣南客家旅游产品做得既

不精也不深，问题就在于旅游项目总是游离于人文体验核心之外，忽略项目的可实践性及游客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很多非物质

文化如客家山歌和采茶戏未能做成高品位的产品，游客得不到参与的机会，文化传承和延续也失去了经济支撑的强大动力。动

态的产品设计则可以使游客在参与中得到体验性的交融，以客家衣食住行及精神意象为创意开发的产品，让游客参与旅游商品

的设计、制作并购买，能使游客体会客家语言与文化的精髓。例如，客家人的历史故事，可以通过书籍、影视、宣传片进行分

享；客家山歌、采茶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可由游客亲身参与和学习，艺术家现场表演和示范。客家语言与文化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承。 

四、结语 

综上所述，赣南客家旅游面临诸多困境：江西旅游在全国及华东旅游区排位靠后，而赣南无论在江西旅游格局中和客家旅

游中都处于弱势地位，而且赣南客家旅游在本市亦从属于红色旅游；赣南客家地区出现“结构性失忆”、族群边界的逐渐模糊，

导致了客家族群的认同危机和文化保护意识的弱化；客家民俗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渐被同化，而在经济的甚至政治的权

力操纵下，客家民间文化沦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传统民俗文化的被抛弃或者被虚构使客家旅游偏离了重振传统文化的初

衷；片面强调经济效益、民俗和地域文化粗糙性或商业化的表现，导致客家文化旅游资源的非理性开发。 

文化创意产业与赣南客家文化旅游的融合，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促进赣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凸显客家文化的主体性

和生活性，以及增强游客体验客家文化的美学意义，实现赣南客家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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