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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世界客屬第二十九屆懇親大會」在香
港舉辦的重要日子，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
所與香港梅州聯會於 2017年 10月 13日在九龍灣
國際展貿中心合辦一場文化論壇，探討客家文化
在全球化時代的承先啟後。其次，為了培養和發
揚客家人對家、對族、對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雙方又共同推動一項「家史記錄徵文」活動，鼓
勵全球客家人通過記憶、訪談、資料查詢等方式，
記錄自家的歷史，寫下真實的故事。

本書的結集，不單有客家文化論壇主旨講者，
包括鄭赤琰教授、房學嘉教授、周建新教授、張
維安教授的學術論文，和「家史記錄徵文」獲選
者，包括王李英先生、葉麗萍女士、黃章林先生、
劉旭東先生、鍾毅先生的文章，更有享負盛名的
學者丘成桐教授、袁偉時教授和周孜仁先生等自

序

張妙清，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卓敏心理學講座教授、香港亞太
研究所所長，研究專長包括跨文化個性測量、心理病理學、性別
平等、婦女領導等。張教授學術成就卓著，榮膺美國心理學會和
心理科學學會等院士，屢獲獎譽，如國際應用心理學會的傑出科
學貢獻獎等。張教授積極回饋社會，曾出任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
首任主席，參與多項公職和社會服務，獲頒授銀紫荊星章等勳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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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家族傳奇故事，以不同筆觸、視角與關懷，訴說客家人、
客家事，當中的點滴經歷與足迹，不但讓人感受到個別家族的
起落跌宕、歷盡滄桑，還折射了客家群體，甚至整個中華民族
所曾走過的非凡道路。

在世界多元多樣的文化中，重視族群連繫和情感者不少，
但如客家人般長期、定期舉辦大規模懇親會，共話鄉情者，則
甚為罕見，這正是客家文化中一個與眾不同的特質。掀開客家
歷史篇章，不難發現，客家人是發源於中原漢民族的一個支系，
千百年來歷經多次大遷徙和無數次小遷徙，由北而南，又遍布
西東，甚至飄洋海外。時至今日，海外客家人數以千萬計，定
居全球不同國家與角落，因而有人形容：「有水的地方，便有
客家人」。

由於客家人世代承傳了堅毅創造精神，對內刻苦耐勞、精
誠團結，對外寬宏大度、崇仁尚義，所以既能與人敦睦相處，
又會盡力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更難能可貴的，是客家人
既致力維護和弘揚傳統，又以開放胸懷吸納現代事物；既熱愛
鄉梓宗族和社會，又包容不同族群和文化，所以客家人及客家
文化總是表現得活力充沛。

對於客家文化——尤其在歷盡不同時空的巨大遷徙之後，
仍能薪火相傳且充滿生氣的現象，學術界過去常有探討，並取
得豐碩成果。至於客家人的故事，媒體的記錄和表述，亦汗牛
充棟，別有滋味。本書兼顧學術分析和家史傳記兩個層面，在
檢視客家人過去如何離鄉別井、探索世界之時，思考當前如何
秉持優良文化與傳統，尤其在國家「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中再
創輝煌，作出更多貢獻的問題。

客家文化論壇的成功舉辦和本書的出版，實乃眾多友好和
機構鼎力支持的成果。在此，特向「世界客屬第二十九屆懇親
大會」及客家文化論壇顧問鄭國漢教授、黃紹倫教授、李焯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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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致以衷心謝忱；也要感謝社會賢達李祖澤先生，以及香港
梅州聯會領導余國春先生、余鵬春先生、王春輝先生和李潤基
先生的慷慨支持；劉鎮發教授、張國雄博士、熊景明女士、尹
寶珊女士、鄭宏泰博士、俞亦彤小姐、饒桂珠女士和黃駿先生
在不同層面提供協助，特此致謝。由於得到各方支持和幫助，
此項活動和出版計劃，才能順利完成。

2018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