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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清 扬

台海观察

11 月 30 日，由龙岩学院和福建省台胞联谊

会、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龙岩市文化和旅游

局、闽西客家联谊会、龙岩市台胞联谊会联合主

办的“海峡客家融合发展研讨会暨闽台客家研

究院成立十周年学术交流会”在福建省龙岩市

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深圳

大学、台湾联合大学、意大利锡耶纳外国人大学

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及龙

岩学院师生等 200 多人与会。

研讨会立足龙岩市底蕴深厚的客家文化资

源优势，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紧扣“支持龙岩、三

明发挥客家祖地优势，创新两岸客家文化交流”

要求，围绕“闽台客家历史、两岸客家融合发展、

多元客家文化”三个主题开展深入交流研讨，

将学术研究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重大现实问题

有机融合，对于新时代更好挖掘客家历史文化

资源，促进两岸客家文化交流互鉴，大力推动两

岸客家文化传承与创新，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做

出了有效探索。

一、深入探讨闽台客家历史渊源，强化两岸历史

与文化连接

闽台客家具有浓厚的血脉渊源、悠久的历

史传承、广泛的人文资源。客家人是台湾地区四

大族群之一，人口近 500 万，约占台湾总人口的

20%，祖籍地多为福建龙岩和广东梅县。与会专

家学者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探讨闽台客家历史渊

源，深入回答海峡两岸的客家人都是谁，现在怎

么样，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等客家研究的重大

问题，通过对历史梳理与文化分析，进一步揭示

了两岸同胞同属一个民族、两岸文化同根同源

的历史事实，一致认为文化是沟通的桥梁和认

同的基础，要通过挖掘闽台客家历史文化资源，

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携手推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讲清楚闽台客家同根同源，是密不可分

的命运共同体，与会专家学者从多个方面阐述

了闽台历史渊源。

（一）闽西客家迁台的文化遗迹

学者们聚焦栋对、祠联、姓氏等具有客家典

型特征事物，进一步明确了台湾客家从闽西出

发，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台湾客家聚居地的历史，

以及在当下的分布。比如有学者研究了台湾六堆

刘氏宗祠联与大陆祖先居住过的地方关系，认为

台湾六堆刘氏宗祠楹联，不管是其所体现的中原

郡望、儒学思想、名人典故、祖地意识、播迁反映，

都无处不在地述说了姓氏来源、祖德宗功、传统

家风，体现了六堆刘氏与大陆祖先居住过的地方

割舍不断的密切关系。

（二）两岸客家民间信仰

学者们关注两岸客家人共祀的妈祖信仰、

佛教俗神以及客家祭祖等行为，认为民间信仰

是具有凝聚族群、涵养文化的重要方式。闽西

是诸多民间信仰的发源地以及重要中转地，在

文化传播与交融中，逐渐形成了地域特色。在

闽台客家共通的信仰中，信俗相同，但形态上

具有一定差异，且与闽西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

的互动关系。比如有学者认为，由于共同的历

学界深入探讨两岸客家融合发展新路径

□ 徐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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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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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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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背景，闽西与台湾客家民间信仰的传承

关系构成了根与叶、源与流的渊源关系。长久

以来，海峡两岸闽台客家的民间信仰仍然保留

了内容丰富、纷繁复杂的鲜明特点，包括多神

崇拜的包容性、信仰场所的混杂性、信仰仪式

的民俗性、信仰内涵的寻根性等。

（三）客家艺术与方言

学者们通过结合历史梳理、音乐形态、文化

分析，发现台湾客家民歌、戏曲等常见的艺术形

式与大陆地区存在密切的内在渊源关系，具有一

体多元的文化特性，也体现出族群迁徙的印迹，

以及反映了台湾客家艺术对历史的记忆。比如有

学者认为，台湾客家民歌与江淮民间歌曲的历史

和音乐特征的联系与变迁，展现了两岸客家族群

在人脉、文脉、艺脉上的共同性。通过客家山歌这

一文化意象，可以追溯两岸客家族群历史发展和

现状，加深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增强民

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台湾客家民歌的文化特

质，包括人文精神、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情感表

达和审美标准，通过研究台湾客家民歌与江淮民

间歌曲在价值、审美和生命意象方面的共性，可

以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向心力。

二、深入探讨两岸客家融合发展新路径，促进两

岸客家文化深度交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

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的“支持龙岩、三

明发挥客家祖地优势，创新两岸客家文化交流”

要求，近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贯彻落

实意见的实施意见。今年 10 月 21 日，闽西客家

联谊会、赣州客家联谊会、梅州客家联谊会、漳

州市客家研究会、三明市客家联谊会、台湾世界

客属总会共同签署海峡客家文化研究与创新交

流联盟创建协议，致力于推动各地整合所在地

客家团体、客家文化研究力量，形成推动客家文

化发展的强大合力。这为新时代推进两岸客家

融合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客家人向来有着追本溯源、爱国爱乡的优良传

统，宗族意识与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意识一直是

台湾客家文化中的重要特征，而客家文化是两

岸关系的重要黏合剂和连接点，要积极推动闽

台客家文化交流交往，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持

久动力，呼吁把两岸客家文化融合发展的新观

点、新思路转化为决策部门的实际行动，推动两

岸客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有学者研究了福建迁台客家的身份认同与

宗族文化嬗变的关系，认为福建迁台客家人身

份认同经历了复杂历程，身份认同变迁促进福

建迁台客家宗族文化嬗变，客家宗族的身份认

同是两岸同宗交流的情感纽带，是两岸融合发

展的社会资本：一是沟通功能，有利于两岸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二是认同功能，有利

于客家民众形成共同的民系情感，对促进两岸

和平发展形成共识；三是中介功能，客家“宗族

文化”成为两岸客家民众交流的重要媒介；四

是凝聚功能，有利于两岸客家民众形成文化认

同感，激发爱国爱乡之情。

有学者研究了清末民初两岸客家的血缘文

化交流，认为清末民初两岸客家人的寻根互访

是客家历史上第一次跨越海峡的文化交流和寻

根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两岸民间交流又热络起

来，寻根谒祖、族谱对接成为当前促进两岸融合

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清末民初积累的大量族

谱资料和寻根故事，可以成为今天再出发的基

础。要注意整合各地资源，连接两岸，形成综合

性的完善服务体系，同时发挥政府与民间两大

功能、两种优势，加大投入，创新思维，把历史经

验和新时代的任务有机结合起来。

有学者分析了闽西客家人的迁徙与赴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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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认为闽西是台湾客家人的重要祖籍地，是根

之所在，有着两岸客家最深厚的血缘文化底蕴

与优势。新时代要进一步发挥闽西优势，做好客

家文化这篇大文章，讲好闽西故事。继续加强两

岸交流，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利用祖地文化，

加大宣传闽西是世界客家人祖籍地的力度，巩

固闽西“客家祖地”核心地位，团结台湾客家

人，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共同努力。要充分利用

好闽西客家祖地客家家训等血源文化资源，发

挥客家“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时代价值，共

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探

索新路。

有学者梳理了闽台客家文化交流的历程和

基本情况，认为今后要根据现实情况来寻求新

的途径和切入点，不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一是

继续做好客家族谱的研究和展示；二是注重做

好客家美食文章；三是充分发挥客家信仰和民

俗的作用；四是做优做精棒垒球产业。

还有学者认为，民间信仰是维系两岸同胞

情感的牢固根基。闽西要充分发挥客家祖地的

影响力，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持以两

岸客家共同的民间信仰为纽带，不断深化民间

信仰交流，进一步推动两岸客家人文融合发展，

使两岸同胞真正实现“心灵的契合”，为促进两

岸关系融合发展提供长久动力。

三、深入探讨多元客家文化，推动新时代客家文

化传承与创新

客家民系是中国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汉

族民系，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

系之一。据统计，全球约有 8000 万客家人，其中

约 1500 万人散居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客

家文化在全世界开枝散叶，具有鲜明的多元性

特征，对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贡献。

与会学者深入探讨客家文化的多元性，聚焦祖

地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客家祖地是全球客家人

的精神家园，祖地文化更是凝聚了客家人空间

阻隔不了、时间冲散不了的血缘渊源，要挖掘客

家祖地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推动新时代客家

文化传承与创新，让两岸乃至全球同胞的心灵

更加契合，形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强大的引导

力、凝聚力、塑造力和辐射力。

有学者认为，应该扩大台湾客家族群对于

祖先居住过的地方的认同，对于祖先居住过的

地方祖先的认同，对于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文化

的认同，才能将两岸客家族群建立在“同一族

群”认同上，这样才能将族群认同进一步外溢

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祖国（中国）的认同。

有学者认为，要提高祖地文化资源的使用

效率，推动客家祖地文化的广泛传播，提升两岸

客家人的文化交流质量、体量、能量，加强与华

裔新生代的联系沟通，让祖地乡情的文化交流

更加密切，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落在实处，人民

群众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落在实处，巩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学者认为，客家文化在促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继续深化对客

家文化的研究与探索，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增进两岸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贡献更多的

智慧和力量。

有学者探讨了客家族群的围屋文化，认为

以围屋为切入点，才能进入客家族群的内部，揭

橥客家历史文化的真谛。客家是“围”起来的，

围屋成就了客家。客家因“围”而完成了共同

体的构筑，实现了族群传统的维系及其形象的

型塑，也提供了族群成功重构的人类学史上的

典型范例。

有学者研究了客家影视文化，分析了台湾

客家影像中的族群意识与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意

识，认为客家影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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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清 扬

思维逻辑，一是聚焦地理风光、人文景观、历史

习俗等特色，建构两岸客家的实体之家与精神

之乡的家园意识；二是秉持多元思维，纪录两岸

客家在不同社会框架下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

等客观差异，纪录当下客家族群的真实生活与

心理状态，为共同关注的生存议题构建话语空

间，提升两岸客家相互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三

是坚守共同体观念，提炼文化符号与意象，提取

共通性的美学表达与内在价值，形成引发族群

自豪与文化归属的文化认同。 

来自意大利锡耶纳外国人大学人的萨碧娜

博士，则以“他者”的视角深入解读了客家文

化的魅力和影响力，深刻阐释了客家研究的价

值和意义，认为客家文化像是一个动态辐射的

生态系统，它不仅仅保持着传统，更有创新的成

果，体现了国家文化的多元性，呈现出现代文化

与古代文化的碰撞与结合。

还有学者研究了新媒体语境下客家文化对

外传播现状与提升路径，认为客家文化是中华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和

全球性分布，需顺应时代潮流，充分开发地域特

色资源，利用数字化新媒体积极开展对外传播，

在文化传递和共享中增进交流和价值观认同，

促进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和高效融合，扩展中国

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除上述三大主题外，还有学者聚焦客家生

态文化保护研究，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人工智能时代的客家文化产业、中华文化认

同视域下台湾客家山歌文脉演进与保护传承、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客家民歌的活态传

承、龙岩客家非遗特色街区文旅融合建设、客家

传统建筑保护修复与活化等开展了深入研究，

并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客家学的学科建设问

题。有学者认为，从流动性到跨流动性是新时期

客家族群的文化图景，客家研究应立足全球文

化竞争，积极响应国家文化战略，建设新学科、

拓展新领域、培育新人才、展现新作为，为促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客家智慧”，提

供“客家方案”。有学者建议将客家学建构与重

建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学术体系暨国家文化发

展战略结合起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学术

体系重构及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

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

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

和归属。”《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白皮书指出：“要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深

化两岸融合发展，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和

中华民族的认同，铸牢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厚

植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客家文化是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有助于增强两岸

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还能为两岸

关系的和平稳定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本次研

讨会既有扎实的两岸客家历史研究，也有两岸

融合发展对策思考以及对客家学研究的多学科

探索，体现了新时代客家学研究者文化自信与

研究使命。期待两岸学界肩负起两岸文化交流

的研究责任与历史使命，深入挖掘客家文化的

历史底蕴及阐释其时代价值，深入研究客家文

化的内涵与外延，探索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

与发展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客家研究学

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为推动中华文明更好走向

世界，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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