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ヌa福 建境内的圓、客族群及雷族的活言文化美系比較之拭恰

福建境内的肉、客族群及雷族的酒言文化美系比較之拭拾

祁 暁 隼*

A Comparison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among  Min, 

        Hakka and She Ethnics in Fujian

Xiao Hua Deng

私 は中国南方の言語区域 の区分 について研究す る際に,ひ とつの特別な現 象を発見 し

た。それは,現 代福建方言 の区域が,福 建 の有史 前の文化 区域 と完全に重なっていると

いうことである。福建の漢民族 は中国地方(中 原)の 漢民族が六朝時代に南 に移住 して

きた結果 とい う,現 在 も有力である伝統的な歴史学の観点を再検討せ ざるを得ない。私

はこの見方が確かかどうか という疑いを もち始めている。私 は,伝 統 的な進化論 の観点

か ら福建の漢文化 の多様性 と変異性を十分に解釈する ことがで きない と考 えてお り,エ

スニ ック ・グループの相互作用および地域 の文化伝統が福建漢文化の特質 を形成する要

因である と考 えている。漢民族の閾南グルー プはオース トロネシア文化か らの影響を強

く受けたが,他 方,同 じ漢民族の客家 グルー プは,中 原か ら南に移住 してきた漢民族 と

土着の番族 との間の文化的相互作用 をうけて形成 された ものである。 「主流文化」であ

る漢文 化は,「地方化」 の文化的過程 を通 じて,閾,客 グル ープ各地域文化の相互の異

質性 を生 じた。それ と同時 に,ﾌﾘ,客 雷 グルー プが異なる歴史文化伝統 と自然生態環

境,お よび アイデ ンテ ィティーによ り,分 立 したエスニ ック ・グループ を形成 した。 こ

の三 つの大 きなエスニ ック ・グルー プは,文 化的特徴が互い に共通性 もあれ ば,多 様

性,変 異性 もあ り,漢 文化社 会の 「大伝統」が,異 なる文化環境においていか に 「小伝

統」 と適応す るかをあ らわ しているもので ある。

    While studying the linguistic division of Southern dialects, I found 

that the division of modern Fujian dialects amazingly agrees, with that 

of prehistoric culture. This led to my doubting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view that the Han Society in Fujian is the result of the immigration of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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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from North China (Central Plains) since the Sixth Dynasty. To m"e , 

the traditional evolution theory cannot explain th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variation of Fujian culture. 1 believe"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ι 

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the regional culture tradition is the key e1-

e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Han Society in Fujian. 

The Han ethnic group in Southern Fujian was greatly infhienced by the 

Austronesian Culture, w hile the Hakka culture w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an immigrants from North China and the native 

She ethnics. The heterogeneity of Min and Hakka ethnic groups was the 

result of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Han culture which was the mainstream. 

! 一、有美閩、客族群及香族的培育文化 四、客活跟會族及苗瑤i吾族、社個i吾族
i 研究中的几小問題 的美系 ; 

二、閩、客培族群及香族的分區及地理 五、閩、客若干文化特征的比較
分布

六、會族句客、陶族群的培育文化互功

三、陶客i吾族群形成的財代及其地域文 j 
七、結悟: 化伶統 j 

一、有美閩、客族群及合族的培育文化研究中的几小問題

有美閩、客族群間的美系及其勻中原沒族、周迫族群的美系、勻土著民族的美系以

往較少人作深人研究。近年末，有些掌者卉始注意到陶客肉的族群互功和文化差昇描述

和解釋。送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台灣地區的陶客比較，例如客家土地公店的特殊性(林美

容 1987)、陶南i吾系統潭、泉族群美系勻文化分立(林美容 1990)，客家宅屋正斤通常

不幸巳神明，以及陶客在家庭及婚姻上的不同風俗(庄英章 1994)、庄英章勻武雅士合作

比較研究陶客文化又才知女角色的塑造及其勻生育率的美系 (1994)。台灣勻大陪福建原

多的陶客仍有一定差別。福建的閩、客、香比較研究則剛剛卉始 遠方面的研究主要

有:那曉倍 (1995) 多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了閩、客族井和祠堂、信仰、婚札的差昇;蔣

炳制吋洽客家的形成及其勻會族的文化互劫美系(1995)。郭志超文才陶客民俗宗教的差

昇和互功做社區考察 (1996)。但是掌者較少付拾到陶客族群形成的肘代和地域及文化

成因，較多依掘的是陶、客族群的小案資料，而少把問客作一整体財象作眉史探源。本

文特別注重以i吾吉掌材料未給閩、客、舍族群斷代，研究閩、客、香文化差昇勻地域那

境的美系 ， E百史上舍、客族群，個南勻南島i吾族群互功的i司在証掘， :ì主神互功美系財|河、

客、會文化特廣形成的影吶。在我固京南地區，由于幅度「大、那境笈奈、房史悠久、

民族宗居;以閩、客、會族群方盲文化特征最方笈祟，包含了各式各祥的地域性文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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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交昇。以往的字者多以待播或移民的現成，未解釋閩、客、舍族群的方吉文化特

廣現象，而少有人武囡去探吋肉、客、舍族群方吉特廣成因勻族群互功的性廣，族群互

功在陶、客、金方吉文化友展迂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中園培育掌的友展來悅，奉行的仍然是侍統的房史主文演化洽理洽:主人均陶客族

的方盲文化特廣及其地域性斐昇是北方沒人南迂的結果，其呈現出多祥化的地域性方盲

斐体可以此沒人人間的吋代居吹不同未解釋，或者是由于阿客族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

域來源不同。遠科理洽1見念在中因培育掌研究領域古著主辱地位。最具杖威代表意文就

是李方桂的上古音体系。李方桂i式圈用途套体系未解釋古今汲清南北方吉的差昇。許多

掌者正是在遠神理念的支持下 來解釋間客族特別的方育文化特京。

林惠祥在研究福建汶人的來源肘，注意到北方沒人勻福建土著民族的血統上的融合，

但他反封文化融合，主張“沒化"現底，即沒文化完全同化了土著文化。:w香林堅持客

家代表著“中原正統"文化，客文化是北方文化宋元以來南迂的結果。:w香林洞查了客

家的 100多神族諧，得出結洽:客家的祖先大多數束自福建宇化石壁村，法村是客家自

北方到迷南方的中特站，系客家之“搖籃"。至于閩南人的族源，許多字者主人均閩南人

的祖先是唐代中央政府派未鎮庄福建番民的河南固始基人隊元光父子及其部~寺，閩南活

就是唐代河南官活的繼續。述些就是在中固盛行的所謂“祖先同多說"親戚，其理洽受

到伶銳的避化洽深刻影吶。有美“祖先同多圾"的班，耘，逆表現在有的史掌家，活盲掌

家主人同送祥的一神客家的口伶}Jj史氾缸，即客家來自山西洪洞墓的大塊攔下;遠神視法

被美似「西牡族明清的土司i普碟，主人均牡族祖先來自南京，里然“祖先間多說"反映的

是一科附舍的，虛絢的朋史i己，也。其本廣是該族群的上后知淑分子受“沒化"影吶，希

望主人同中原汲族，改斐族性身份，反映了一神文化造庄的策略。

會族族源問題研究，親戚甚多，亦爭洽不休，如納起來主要有二神:一是土著說，

主人均舍族是問粵蹟交界地區的土著，陶越南海玉的后裔。二是外未況，主張香瑤同源，

都是武曖蜜的后裔，未自“荊湖地區"。近年來，持外來說者見多。兩神現成都有一批

文獻材料支持，但較少有新的材料友現。研究方法上更多局限于文獻的排列和思辯，缺

少整体的、多掌科的整合的思考，理洽上傾向于用一元化的理洽框架未解釋族源問題，

即“非此即彼"，非“土著"即“外來"。族群的互功由來已久，并非自會客始。舍族族

源問題的真正解決最大的困准是，缺乏有美會族族源的福建尸京的考古掌資料，己友現

的沒代以后的考古字資料大多反映汲族文化，元法了解到舍族的來源及其演斐脈絡。由

于民族掌、朋史孝的文獻材料不足且有爭汶，又找不到有力的考古掌班掘支持，所以持

兩神不同的意見的幸者都很重視培育掌的材料都引用了會活研究的結搶來支持各自的

現息。主張“外末世"的引用尸京博:w增城等地的會i吾(操此i吾者 1000余人)，屑于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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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i吾族的系統，接近瑤i吾布努活。會活屑苗瑤i吾性潰，舍族自然未自苗瑤族了。主張

“土著說"的引用“會族之中的99%以上的人操一神很接近汲清方盲的客家活的清吉"。

客家居住的地域在飼粵韻交界地區，勻ßj史上會族生活區域重疊。會族是土著的，后受

客家影咧，友生了培育特換。

我主人11述兩神會i吾研究的結洽都有問題。主要原因是舍i吾研究很不深入，品和面上

的材料均很少，草覓一、二小品的材料，案在是不足以給整小會i吾定性。

先付洽第一神會i吾規品。增城、博~等地的會i吾有不少苗瑤浩成分，其中也有爭

洽:除其光主張近瑤i吾支，毛宗武主張近苗i吾支。但是此番i吾是否代表了古香梧的面貌，

很可杯疑。|可題有二:一是博~等地的會活層迫界培育。 b人族群美系上看，“居住于~

浮山、蓮花山地區的會族，跟粵北南下的瑤族，頻仍交融。民族成分上互交共存，以至

迷到會瑤不分。.. (朱、姜 1991)。朱、姜主人;句“~浮山、蓮花山會清明星受到瑤梧的影

咱"，現在的會i吾是瑤文化財夢浮山、蓮花山舍族的滲透，以及兩小民族在粵中的交融

美系而致成。二、赴于文化區迫緣地帝的弱勢族群的培育板易受到另一強勢族群的培育

影哨，友生i吾吉同化，其結果便是大量的借用強勢族群的的文化因素和培育成分，甚至

于完全換用封方的活吉。舍、瑤相比較、相接艘，會族元疑屑于弱勢族群，自然合受到

瑤族強勢文化的被大影吶。用途神迎界培盲末代表古會清，咱有不妥。清此，也許有人

金廣疑方什么同祥赴于汶文化區迫陸的問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汲清，而赴于舍文化迫

陸的舍i吾則不能反映古會活，重要的原因是赴于間地的汲文化一直是強勢文化，而迫緣

匠的會文化部是弱勢文化。二者性廣不同。

再看第二科舍i吾班底，即主張香i音是一耕客家活。特別是赴于會文化區中心的舍族

即操此神客家活。絕大多數的舍族巳放弄固有培盲，而換用汲清的客家活。我扎克，舍

i吾積3走在很大程度上有客活的成分，主体具有客活性康。但遠不能就此直接証明舍族起

源是土著的。會客之間的族群互功迂程是攻向的，不是草方面的文化伶播，而是攻向的

長期的文化接蝕，辱致文化涵化，其結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會文化有屑于

客文化的京西，客文化亦有屑于會文化的京西。文化如此，培育亦如此。所以研究舍活

的性盾，給會活定性，其前提是要搞清楚客活的性廣。既研究作方主体的會族，亦要重

視研究作方客体的客家。主、客体放在族群互功的同一屋面上避行比較，找出其文化之

同廣性勻昇廣性。

舍活的i正掘表明會族的未源是多元的，而非一元。會族的成分既有未源于苗瑤培族

的，也有來源于社個i吾族的 ， h人培育掌角度未況，前者大于后者。在男一令眉史屋面上，

也有未源于沒族客家的。會族的形成是多↑不同來源在不同肪史屋面上互功的結果。

在中間培育學的著途中，清吉演斐的理拾框架仍是以[伶播]、[影吶]、[移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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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主，或研究i吾言友展的平行演斐理洽，以此來解釋族群何方吉文化所出現的外來

元素，或相昇文化中所包含的相似元素，來里示方吉文化間的可能友展或淵源美系。所

以目前中固培育掌者缺少財于族群互功的研究，以及財于培育接蝕的研究，只是筒草地

概括方族群肉的文化借用而己，而群少有人有系統地特互功放人社金文化的框架中加以

探汁。

因此，本文此族群互功，活吉接敝及勻地域文化特征的美系的角度，寫|四、客、舍

族群及方育文化的形成，及其勻中原沒文化及周迫其他族群的互功美系，作一小金i式性

的分析和汁洽，以期建立一神方育文化特征勻地域文化持統及族群互功有密切美系的族

群美系勻培育演交理拾。

二、 肉、客i吾族群及合族的分區及地理分布

掌木界一般以方，福建省境內存在三大族群:即陶、客、香族群。閩、客i吾族群方

汶族，會7句非汲族。間客族群是小包括地域文化、方吉文化、族群主人同文化的概念。它

包括按照培吉掌粽准來划分的閩、客兩大方盲群或林陶、客兩大i吾系居民。最近資料表

明問i吾區有 5507方，客清區有 3500方人。現代汲清方育的分突 主要是按地理分區去

做靜志的刻函。陶活區可再分方閩南i吾群(以泉州方代表)、問京清群(以福州方代表)、

陶北i吾群(以建臨方代表)、陶中i吾群(三明、永安等)。客i吾區可再分方嶺南匠、飼西區

和粵京匠。閩、客i吾區相比，客i吾區內部的i吾言文化同廣性通多于昇廣性、多數區隊向

可通活。而陶潛區內部的培育文化昇廣性往往多于同廣性，區縣悶不能通活。此現在的

地域分布來看，陶i吾區包括福建大部、由此廿展至尸京京部(潮訕地區)、尸西、海南部

分、及台灣大部。客培區包括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京京部，即所謂肉、嶺、粵迎你

地區，后由此伊展至台、持、尸西、四川等地。

表1 福建方言的分區@

剃美
方吉區

方言片
[島]

[代表成]
分布甚[市]

[代表成]

問京方吉
南片[福州] 福州、伺候、長辰、福靖、平潭、永泰、陶清、

方岡 [福州]
連江、~源、古田 i 屏南

北片[福安] 福安、于德、周宇、葉子宇、布萊、霞浦、福鼎

甫田方吉 北片[甫田] 蒂固、涵江j
[蒂固] 南片[仙游] 仙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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縷表

美到
方盲區

方吉片
[島] 分布基[市]

[代表成]
[代表成]

來片[廈叮] 廈門、金門
北片[泉州] 泉州、普江、南安、惠安、永春、德化、安漠、

陶南方吉 同安、大田[西南部]

[廈門] 南片[海外1 ] 海州、先海、 t乏泰、學安、南靖、平和、海浦、
云霄、京山、 i召安

西片[先岩] ft岩、瘴平

方陶回 閩中方盲 南片[永安] 永安、三明列京、列西
[永安] 北片[沙甚] 沙基

陶北方吉 京片[建廠] 建臨、松溪、政和、南平[大部]、順昌[京南部]
[建臨] 西片[建陌] 建阻、武夷山、浦城[南部]

問方言
南片[大田] 大田[中都]

中片[尸平] 大田[西部]、}l.J溪[西部]、永安[來部]
迂渡區

北片[丸溪] 丸溪[大部]

問方百勻客方百 北片[將示] 特辰、順昌[西北部]

迂渡區[~寄尿] 南片[明溪] 明溪

間讀方盲
北片[邵武] 邵武、光澤

讀芳自
西片[建宇] 建宇

[邵武]
南片[泰宇] 泰宇

中山鎮方言
武平中山慎[軍家活]

島[武平]

北片[于化] 宇化、清流

客方自 客方盲
中片[長汀] 長汀、連城

[長汀]
-南片[上杭] 上杭、永定、武平
京片[九峰] 平和[西沿]、南靖[西沿]

沼安[北沿]

吳方盲 湖西片迫界
浦城[中北部]

方言[浦城]

雪官吉 南平方吉晶 南平[市區及西芹慎]
洋的方盲晶 t乏尿洋的琴江漏族多

@此表引自李如先《福建方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1. 陶客族群內部方吉分區(囡二)

問方盲的分區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分方五小次方吉匠。分區及主要代表烏有:陶京

區:福州'1 、古田、于德、周宇、福鼎。甫仙區:青田、恤游。陶南區:廈門、泉州、永

春、瘴州、克岩、大田。問北區:建臨、建阻、松溪;閩中區:永安、沙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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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福建史前文化分區囡

(本囡引自吳春明『福建史前文化研究.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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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2 福建省陶客方吉分區筒囡

南平城美是北方方盲品，四多有陶京、個北、峙中三神方言，均未在圍上表示。(本囡引自李如挖

等『闢i吾研究.!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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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司的美系:闖北區勻閩中述兩小山區美系較深，也有掌者合方一區。甫仙區能

否成立，曾銓有近爭仗，其底是:句閩南特鼠，表居方陶京特鼠。所以就各區美系深淺而

吉，陶方吉又可分三大匪，即陶京盔、閩南匠、陶北區。

客方言區即閩西片，包括長汀、宇化、連城、永定等。

就陶客族群美系比較而盲，個方盲三區內部萌定存在著明星的一致性，送神一致性

是陶方盲的基本特息，也是陶方吉有別于客方言的主要掠志。

2. 個客族群的方盲文化分區(囡一)

(1) 問江下游流域代表著京部地區。本區主要指陶江下游水系地區，以及聲峰山和戴云

山以京沿海地帶.1f盲分區;句陶京區全境勻漸南的溫州，勻吳方吉區有一定美朕。代表

成方福州i活。

(2) 問江上游流域的閩西北山地地區。本區主要指間江上游沙漠及陶江兩大支流一建漠、

富屯溪的水系流域 即武夷山脈以京，聲峰山以西的「大山地地區 大体上包括現在的

建悶、三明兩大地區。方吉分區方問北、閩中區全境，代表良方建廠話。本區的方言文

化特庶勻部近的湖江江山衛州等吳i吾區有一定美系。

(3) 普江、九挖江流域方代表的閩南地區。本區包括行政上的泉州、廈門、海州三市所

屑各區基。本區勾陶京區的界限三且在木三溪一帶，蒂固、仙游的以石戈方代表的遍存厲

于閩南粵京浮法美型范疇。方吉分區包括閩南區全境及甫仙匠、「京潮州的閩南i君臣，

代表烏克廈門活。

(4) 汀江流域及阿西山地地區。本區指輯江上游汀江水系地域，即哦南山勻博平ili令以西

山地地區。主要包括現在的先岩地區。方盲分區方陶西客活，勻相郊的嶺南客活匠、梅

州客活區美系密切。

3. 福建會族

福建會族人口 36方人，古中因大陪會族人口的57% (1990)，而且分布十分f泛，其

文化中心區在陶末，其余遍及八闕，最基本的社區單位自然村有三千余小。“大分散、小

聚居"方其社區聚落特征。唐宋吋期，會族聚居在今天的閩、粵、韻三省交界地區，明

清吋期向外迂居，尤以陶京和湖南方新的聚居臣，按地域和巨石史文化美系未划分，會族

可分方@會族閩西匠，勻陶粵績客家聚落區相重疊，遠是最古老的會族聚居地，會客文

化融成一体，已~失民族培育，服飾等旦陸文化特征。@會族閩南眩，會族的早期聚居

地。@會族問京北匠，目前會族的主要聚居地。@會族|蜀中匠，會族迂移的中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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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客i吾族群形成的肘代及其地域文化伶統

閩、客形成于何吋、何地，送小問題很重要，研究述兩小族群的文化史要解決好送

小問題.陶文化的房史屋送;掘掌者研究，福建茄史上不是沒族的居住地，沒文化成方福

建主体文化主要是通迂福建郡墓的設置和汶人的移人而友展起末的。我(.x~ 1985; 1993) 

曾風培育掌角度研究陶培的房史居退，即1A間活的音蘭屋次考察陶潛移民社舍的方言史

及其文化展。我們把問i吾對作一小整体滑特.xif照古代詩文押蘭及詞有等文獻資料友現，

可把問i吾分方沒代、南朝、唐宋三大屋次。

音前半涯掘表明客家方吉音筒被接近唐五代至宋初肘的中原地區培育(.x~ 1988 ; 

1991 ; 1993)，基本上是在晚唐五代至宋初肘風中原汲祖活中分高出末，逐漸友展演斐

而成的。它的許多音蘭特征勻晚唐五代宋音齣要成相符，音筒格局介于唐末至[中原音

蘭]之肉。音詞字面E搪勻史掌家的生吉洽及文獻族諧的記載大体一致。即:客家形成座在

晚唐五代至宋初。客家的先民未自以中原方中心的「大北方地區。而祠?仁宇的旺搪則不

同，它表明客家活勻番情、苗瑤培和社個i吾有被其密切的美系，最基本，最常用，最有

客活特色一批洞江來源于苗瑤活和牡個活。反映了北方汲人南迂到陶粵韻交界地區后勻

舍、苗瑤i吾族群和社個i吾族群之何的文化互功美系。我主人均客活的音藺系統厲于宋代北

方中原音曲，而河r[系統則是北方沒培和南方土著民族培育混合而成，士著的比例甚至

更大。

陶客文化底患不同，且然間客沒人都未自中原，但人陶吋代不同，地域不同。閩南

受南島土著文化影吶更方深刻。

考古孝文化表明台灣新石器文化句中園大陪來南沿海“存在相似之外，'，同厲共同

文化系統。張光直主人均大金口文化句來南沿海史前文化美系非常密切，原南島惰的老家

是大陪來南沿海。語言掌i正掘表明陶南i吾形成于汶唐，其底后反映較多的原南島浩成

分;遠有一批基本祠紅即反映基本生活、生志，身体部位最常用的問有核心胡作証掘，

而不逃用「文化河J，因「文化伺」是文化r散的許物。遠方面已有洽述(那 1993 ; 

1994 ; 1997)。客家培形成於宋元，且然在勻會接共赴迂程中，吸收部分牡個浩成分，

但其主流仍是宋代中原音筒。有的客活同源崗跟南島i吾同源，但并非像陶培一祥直接來

源南島滑，它往往銓垃牡個i吾昕段的音斐迂程，座是第二次“南島化"的結果;而陶i吾

則是第一吹“南島化 的結果。客家活所古南島浩成分比閩南i吾少得多。

閩南文化的底是是原南島i吾文化。閩南活中仍保留不少原南島浩成份。史前吋期的

福建是古越人的主要活功區域，中原沒人直至沒代才弄始大規模避人飼地，由于古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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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長期文化接蝕、經濟往末，陶i吾吸收了許多的古越活詞。此某神意文上未說，陶i吾

早已不是「純粹」的汲清方言，早已麗人大量古越浩成分，其i吾音系統基本符合「切齣」

音蘭，但基本呵tc方面保留件多原南島i吾呵tc。有的古越i吾借河己方古代勸告收汞。所

以、問i吾安隊上是一科古汲越i吾混合「方吉J。閩南i吾件多培育特征超越「切蘭J. 而

「切蘭」反映的基本上是普唐吋沒文化地區的培育系統，送些勻「切前」不合的培育特

征是閩南沒人勻古越人即原商品人長期融合的結果。如部分吹祖母字念擦音，几小曉母

宇念K育，匣母宇白旗有漠舌根塞音，有淒零育母者。青洞方面不規則斐化等。遠神音

蘭特成是古陶i吾跟土著越清長期交互作用后形成的。

閩、客培族群先民均有未自中原汶人，方何形成i吾吉文化特征差昇如此之大的兩大

方吉群，除了他們人陶吋代不同，形成肘代不同以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地域文化特征不

同。可惜的是現在一般掌者并不注重送小問題的份值。我主人均閩、客文化的昇廣性是地

域造成的，很准用其他理由來說明。

現代間客族群內部的方言文化分匪，正好勻福建史前文化遺存的分區相一致，反映

出方盲文化群的分立受地域文化伶統所決定。一方面史前人們共同体的分布狀況勻現今

行政文化區域美系較密切，秦吋閩中郡的建立系按曳吋閩中人的共同体分布收況而定的

地域。另一方面閩中郡地理財后世福建郡基以至行省的地理都有影吶(園一)。遠里游的

分區安你上依掘商代及以前各盼段材料即土著的陶絞祖先文化材料。依目前所掌握的資

料逆是可以看出不同地區存在的文化差昇特征。比較明繭的有以下四小區域 :CD問江下

游流域方代表的京部地區; (每間江上游三支流流域所在西北地區;@普江、九先江流域

方代表的南部地區;@汀江流域及閩西山地地區。達四匠的史前文化有其自身的特鼠，

區勻區相互何不能完全包容。由于地理那境、自然資料的生恣奈件的制約，它們之何以

及同部近省區之間的其他文化也存在著件多相似之赴，反映了它們之間文化交往美系的

密切。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福建史前文化遺存的分區勻現代福建方吉文化分區几乎完全一

祥，相互重疊，遠絕非是偶然的巧合，偶然的因素只能解釋一封一的單純美系，而不能

移解釋送祥多神美系多項指林的友崇文化格局。族群文化的昇廣性受地域因素影吶很大。

德固掌者艾伯哈特在解釋中園地區性的文化行方差昇性和多元性肘，提出一科[地

方化和地方文化]的理洽，說:句造成文化差昇的原因是主流文化[地方化]的結果。閩、

客i若民系同祥面封整体性勻地方性的問題 解釋述神文化區域性差昇可以有三神途徑:

一是原本來自原居住的母文化 • h人閩、客祖居地及迂徙地文化加以考察。但遠不能解釋

:每何閩、客均未自中原沒人移民，而文化分野如此大，也不能解釋同祥來自中原的陶培

內部如閩南跟陶京、闖北的地域差昇。二是沒人社金移民壘拓垃程中所面的的物廣、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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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那境不同，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化造座策略，即是一科玉不境造座勻銓濟生志的假設勻解

釋。第三神假設是考慮早期沒人移民勻居于原地區土著住民的互功，主人均土著文化亦5(1

沒人文化造成相當的影吶，在不同地區的不同文化融合迂程F生了不同的文化行方，遠

是一神文化接蝕勻族群互功的假設勻解釋。封閩、客文化地域性差昇的最好解釋是，中

原沒人主流文化勻地方文化互功的結果這神互功是攻向的一方面中原沒人主流文化

透泣[往下滲漏]的机制影吶各小地區的地方文化，另方面地方文化透述[往上待送]的

机制成方閩、客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閩、客的地域差昇不但是因方原來的地方文化勻其

特近的地方文化避行文化合成的迂程，同吋也因均主流文化在勻地方文化遊行文化合成

迂程中[地方化]的結果。

解釋汲文化的統一性和多祥性，要充分重視地域文化的因素。否則推以解釋方何同

是宋元吋的中原移民到賴地成損人，到間地成個人，到客地則成客人，而笙尸京省南雄

珠肌巷的古梅美的數百方人到粵地則成了尸府人。也雄以解釋許多原來自客地的移民到

了閑地，成方崗人，而原未自閑地的移民到客地，則成了客人送祥的事裳。

四、客活跟舍族及苗瑤i吾族、社個培族的美系

我主人均中園大陪原多的客家眼含族友生族群互功，辱致培育互劫。所以客會活言中

相通成分很多，會族甚至早在元明吋就放弄本族i吾吉而改操客活(即一神混合i吾)。會族

未源是多元的，它由三小屋面組成:一、苗瑤i吾族即所涓洞庭湖的“苗蜜";二、牡個

活族，即所謂古越人的后裔;三、肪史上多次南迂的北方沒人，下面我們比較客家常用

呵i吾跟苗瑤、牡個i吾族相封庄的t司悟，可以友現送些伺i吾是同源的，而跟北方汲i吾有較

大的差昇;可以看出客家先民一早期北方汲人跟南方的土著民族之間的文化涵化，即作

方“主流文化"的北方沒文化南迂后“地方化"的情況。下面是客活反映有美身体部位

和功、植物的最底屋呵?仁，也是最常用，最基本的口培呵，可反映客活的本廣。所述連

城(四堡)，長汀，梅甚三基客活基本上可以反映整小客活的面貌。

客活眼苗瑤i吾族、社個i吾族同源的向i吾 1)

苗瑤 客活 牡個

1.失(令指人的身体失部位，非指劫物及其它)

~ t h ~lU~n 0 連城 n a 3 (股)個;牡;僚;布依。

pO:IJ2 l}a2 (脂1'1)勉瑤 ç;the ç;nat乏汀

na3pla:k7 (額失)牡; na3pjak5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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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3phak9僚西; na3pja:k7毛雄

na2 個 na3na.2毛准(脂刊)

s;;thEus;;na梅甚 ta5na2 位佬(摘1'1)

“失那"是客活最常用，最重要的特征祠，各地客活均有此呵，既反映了客活內部

的同一性，向民性，又反映了客活的特廣性，可用它來向其它各大方吉群，渚如閩、粵、

轎、吳i吾相區別。遠是一↑客活林志呵。牡個i吾“股"、“額失 “脂1'1"方一組間源系

列問族，向文交叉，但根河仍是相同的，即“na"，正好勻客活音文相合，所以客活

“那"座是未源于牡個i吾元疑。客活“失那"三皆是小汶勻牡個活的合璧呵。

2，喉蹺，脖子

kwei6po6 會(胃) s;;hælJdælJ ckoi進城

ka141(lJ 1布努(喉噓) s;; heudienckoi梅基

qOlJ3710lJ6湘西;

ho2社， ko21幅高， len31么佬，

qo4水. n.an6桐， den4毛雄

(脖子) ; qo2個， dun4ko21陷高，

kUlJ 1qo4水， (喉曉) ; 

lelJ llau3僚德， ljeu4qo2桐. (喉結) ; 

研本方太郎曾用同音字“淫"來描有此祠，即“喉造" (耕本， 1972)，注意到客活

此祠的有音充宇現象。我主人均遠并非來源于北方汲清的雨花，座來源于南方土著民族i吾

吉。客活此向跟苗瑤、牡個活均存在音5CX才座現象。

會、客培此向有音文相重合赴，里示述兩↑族群肪史上的密切美系。牡個i吾“脖

子"、“喉嘴"、“喉結"音又交叉，方向源河族，但根祠仍勻客活財腔。苗瑤i吾此向第二

小音帶跟客活“造" x才座。

3，癖 [一神待染皮脹病]

la:i 5 勉瑤 dUIJ4也iEn41ai5粽敏 la::J連城poi-~，生待染皮跌病。 la:k7 毛南

tsau521a:i5 勉瑤(腳痺) laet乏汀; kja:k7柳江

(1) lab，癥; (2) thae麻風病，梅甚

掘梁敏等研究:社個i吾“癖"的古音是*kla:k。

4，大腿、小腿

pi51au1布努， tsau5p85你敏 (/J、腿); c阱，璃，連城 ka1pi2 (大腿)，牡;

pail腿， kUlJ lpai1大腿，布努; cpi梅甚 pa1 個; (小腿)

?a:i1pi1布依

hi1nolJ6僚西， pilpoml僚德

耕本曾用“碑"來作方客活此祠的同音字，“碑"，尸齣上戶紙商并俾切:“股也"。

滑比上面培盲，客活“pi" 座是未源于苗瑤勻牡個梧的“pi"，而苗瑤勻社個活的“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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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來源于南島活，“大腿"，印尼i吾 paha，排清 dapal，拉德 pha。我 1(1993 : 1994) 曾

洽涯陶活中的“散" kha直接來源于古南島悟，印尼港“牌" kaki。現在看來，陶潛中

的“骰"是秦汲吋北芳汶人南迂人惘，第一坎勻古南島人接蝕，“商品化"的結果，“骰"

則成了個培的特征詢。而客活的pi非直接未源古南島i吾，而是唐宋肘北方沒人南迂勻古

百越人即古南島人的后裔牡伺i吾族人接蝕的結果。紙上述培育比較看，“腿"的音斐迂

程運是較清楚的，其音斐程式是什 pa→pe→pi。方什么客活跟茵瑤勻牡個i吾舍有如此

相同的形式?遠是因方肪史上(自宋元始至明清)客家曾勻土著會族生活在同一地域，

即閩、粵、輸交界地區，客、會培育友生互功溶和現象。 3走廊上，客活pi向座三皆是北方

汶人南迂后，第二次“南島化"的結果，只不迂述一次吋肉、空間、財象跟前一次不同。

但有一成則是碗定的，客活的pi并非來源于北方汲清，蘭有氾載的決非全部都是北方汶

人i吾吉。

5，小腿肚

ki-ew三nalJ Ctie連(腳~肚) no:3泰， nalJ 21偏高

kiok::l !;nalJ calJlJe梅甚 nO:lJ6版納 的:lJ3掠i吾

客活的“萃" na1)i良泰、棒、!拖高、掠i吾“小腿肚"音)J...x'才座。

6，腳被

瑤勉。u
n e nr FO u a s 4.u 

乳
械

即
缸
。
"
可
i

凶

m
房

』
叫
乳

ha' 
n
r
n
y

月
4

ki-ew:2!;pha連

kiok::lcphan梅基

pha1ft州， pa3武時

pan3個北， pha1琶宇

næ1):JCkye遲(主枯)， nen::lcku梅甚 nom2泰， num2僚的n2牡

8，男生瘟器

CtælJ逗， clin梅甚 lan5個，血:1)4位佬， nalJ2黎

9，舉丸

ho:JClu-e逗， halJ::l Clon四基 ham1棒， ham1柱， ham111益高

10，女生鐘器

cts'1!;pai梅墓， pie?::l髏基 pat7水， pE6位佬， bo2黎

11，口水

c 1 a 逗， claIJ1乏、汀， clan梅甚 la:i2泰， la:i2僚; la:i2 , mla:i2牡

12，麻股

pia:p8 ，再ien1......_勉瑤 cpeme::l~奎 na3pja:n1位佬

cpanmien=>梅具， m句=>cpa1乏汀 na3pja:n1毛雄. pha3黎

“麻股"客活有作“斑面，'，勻牡個浩劫庄，牡個i吾“na" 是股文，“斑"跟“p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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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才庄，音又相符。此向客活跟苗瑤i吾比，跟牡個i吾更接近。

13. 舔(仲舌失)

!hei3 黯末， !ha3湘西 le::>遑 le 2 僚; lia 2 個

<ie3布努，包5勉瑤， <iia5掠敏 de梅甚

此向客活、牡個、苗瑤i吾音筒形式較接近，但意又微殊，苗瑤i吾指“伸舌失";牡

個指“舔"，梁敏:恃“舔"的苗瑤i吾古音拘獄方 *dlie。而客活則兼其有此二文。

客活此i司勻南島i吾“舌失"“舔(伸舌失)"同源，比較“舔"0 印尼凶的，回輝lia33，

福州 lia扎，永安 la::>，建國 la:>o )Á比較可看出，陶活的形式是直接來自商品滑，也就是

福建汲人第一次“南島化"的結果，而客活的形式則并不直接來自南島語，反映北方沒

人人間后，跟南島族的后裔社個i吾族人文化接蝕的結果，是北芳汲i昔第二次“南島化"

的結果。

14. 麻疹

man1勉瑤; man1ma4你敏 s;;mo逗. s;;ma梅甚 man2 社; man2毛雄. mon2拉珈

15，彷疤

pi 5 qa 5 Z真京北. pi3að'gl布努 s;;phi遙 (khæg ;2 s;;phi結疤)， s;;phi四堡

的，麻木(手腳不昕使喚)

pi2布努; bie5勉瑤; bi5棕敏

17. 祖母

pï=>連 ;pï=>梅基

ja8 布努 ciia:::l逗， eia2 -f乏汀 ja 6 僚，布依; ja 4 水， ja3 泰

梁敏等特“祖母"的古牡個i吾形式拘獄方 *ja。

時，父素

pa3黯京， po3布努 po;;t遲 po 6 粒，僚 ;pu4惘， pho3泰

pα3JI[黯淇 cacpa梅. po::>四堡 pha3 黎

梁敏等特“父素"的古牡個i吾形式拘獄方可uo。而王輔世等則特“父素"的古苗瑤

i吾形式拘似均可wa。述兩神絢似均勻客活音)/..X才座。

的，母素

mE4勳京， mi48湘西 cmæ 遠. cmcme長、汀 me6 牡. mai4個

mi8布努 cacmε 梅 血的泰，像

梁敏等待“母素"的古牡個i吾形式拘凱克*mk; 遠勻客活音火完全封座。

20, )L子 ()L童)

tag1番. to:n1勉瑤

ne 九 1 e 連

cnagtsai=>進新

-m;3布依，那2毛南

加31么佬 ()L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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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lJ l布努 1aecε梅 1a:kl0個南， 1a4個北，

h;::J CtSlf乏汀 1ak8牡， 1<)2布依 ()L子)

此向客活的第二小音常方向竅，表示小林意)(;根向是第)音令;客活的“JL子"

勻“JL童" i吾意上有交叉重合現象。連城新泉客活的“ nalJ"座是勻苗瑤i吾同源;而造

城的另一形式“n e" 則勻社桐i吾有些的培育中的“JL童"音文相合;而梅墓、長汀客

活此祠的音文形式則勻牡個i吾相合，音斐的社程運是比較清楚的。

21 , JL~息蚵

phi7黯京， phui7會 cseIJcphoi連 phai4泰， pai4僚

phe7巴哼， phai7炯奈 cseIJcphei乏汀 paw4布依

mphe7}11黯淇 csaIJPhai2遠新 pai4牲， p<)4柳江

苗瑤i吾表示的是“姑娘、女JL" 的意火。紙上述比較看到，客i吾此向座來源于苗瑤

i吾元疑，特別是跟會活相同;客i吾此向文座方“新的姑娘、女JL"，以此來指你客家的

“JL媳扣"，我主人均達并非來源于北方汲清的向缸，皮來源于南方土著民族培育。反映北

方汶人南迂肘，勻三當地土著居民支生通婚的重要現象。受夫校主文戶重影哨，以男于方

中心的北方沒人以接受土著如女方份值取向。客活此向表現方沒土合璧的形式;跟苗瑤、

社個i吾均存在音文封座現象

梁敏等持“JL媳如"的古牡個活形式拘捌jJ*b<)w;遠勻客活音文完全封座。而客i吾

令家則特此祠的“本字"穹作“新姆"，或“新妃，'，看未遠是值得重新吋洽的。紙上述

比較看到，客i吾此向根伺勻社個活同源座是明星的。

22，京家母

t s h i a3p hw4 會(外祖母) ctshia~phw連

vu7tçha3黯京， p02<h,ua6 }II黯淇 ctshiacme梅

tjÕha3黯京， <h,ua4} 1 1 黯淇(素家) ctshiacmuf乏汀

苗瑤i音“vu" “po" 都是“祖母"的意思;向序正好勻客活相反。

23，蜘蛛

kaIJ 1 '1S'a6輸家; kaIJl~ua6)11聆淇 ~khi-ewcs-ew遙

no6kh'1S'4會 da~khia梅基

tu(}2kwa:u1布依

tu 2 kja:ul社

-sol粽i吾; -kh1a:ul益于

梁敏等特“蜘蛛"的古社個培根何形式拘捌均可klûau。

鈕，臭虫

kalJlq e n 1點京;

kon3pi3番， p i 1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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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輔世等特“臭虫"的古苗瑤i吾形式拘獄方*pji。勻客活音文刻座。

25，青蛙

kal布努， keu3布努

kwa3掠敏， kou53巴哼

kwan3舍

鉤，蟑螂

kou2連 k 0 p7扯，僚，泰

tue2kwe3布依

je1kui3個(田璃)

k，，=>四堡

ckuai梅

"V01) t s h a:>遑

s;;vo1)tshat2梅

社i吾“ t u" 是i司法，表示昆虫的小林意文。

27，知了(蟬)

牡丹lp 
a

僚
h
錄

up 

a 

4IL. 

-u 

ve3jai7布努

28，攬子

vOlJ4kjalJ 1會

tCUlJ 1布努

29，蜻蜓

s;; i a c i 進; 三iacit乏汀; âas;; i梅 j a i 2僚

s;;vo1)ckiag達

s;; VOlJ ckialJ梅

hualJ4kigl1拖高

"mio1)" t i 這 m i 1) 2 dai31描高

s;;nocmH乏汀; "nialJcmi梅 m i 3 棒. pi6布依

30，穿山甲

1 a i 6 勉瑤 s;; 1 ec 1 i 蓮， !;;liEncli梅甚 d均ctiK汀 1 i n 6 牡，保lan6個

梁敏等特“穿山甲"的古牡個i吾形式拘獄方可n ﹒客活“穿山甲"的i吾音形式更接

近牡個悟。此問跟南島i吾同源，印尼: tengiling 阿眉斯: ?alamo 

31 ，寥僅

qollu2湘西 k1) l舍 km2dm連 kruai2泰， kjo:i1武時

ko=>do四堡 klo:i1益于， kuai1老挺

客活 kω容易被主人均是沒i吾“宮"呵，現在看來它來源于社個苗瑤i吾元疑。遠是一

小由古牡個i吾友輔音向結拘演斐方客活波音可言祠的典型，搪梁敏等研究，“夢僅"的古

F崗是* kluoi; 北方汲清同古牡個i吾接蝕溶合，銓述自身強特的演化赴程，成方客活重

要的特征呵。此美向大量存在。反映了房史上中原沒人勻南方土著族的文化互功美系。

32，辣，辣椒

p i 8會

mpe8JII黯淇

p i 九 t s i 巴山造 phit7杜

phet7泰、保pectsiu四堡

mphje31巴哼 (pjei13tai31辣椒， pjei13tjei35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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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芋失

vu4ko3舍， vu6勉， vey6淇京北 vu ::J, vu::Js;;theu梅 ph9k9僚

vu6騎京， vo6布努 ie九h叫進(芋子墓) ph9:k7牡

客活“芋去"形式跟茵瑤i吾形式完全相同，而跟牡個活不同;“芋失"是一科板遁

宜南方生恣那境生長的根挨植物，也是南方民族賴以生存的一科重要食物來源。王輔世

等特“芋失"的古苗瑤i吾形式拘秘方 *V9U。勻客活音文財座。

鈍，瓜，葫肯

!:;;p h yε達(葫肯) !;phu梅(葫肯) P U 2 桐， 水(瓜)

cfalJ !;phu長、汀(南瓜) po6徊， pjo6水(葫肯) puol拉珈(瓜)

梁敏等特“瓜"的古社個i吾形式絢拉{:1g *bue，“萌貴"拘獄方 *blo。

35，浮萍

s;; p hio造s;;phiau梅 p i u 2 水， pi9U2牡; pieu2毛南

梁敏等特“浮萍"的古牡個i吾形式拘獄方可ieu。

駒，水明

cpis;; thl3ill遠， cpi!;theu梅 pil桐， f a:il泰，像; pha:il杜

此上述比較看到，客i吾此向座來源于牡個i吾元疑，而跟苗瑤i吾形式則相去較逞。遠

可能暗示泰系民族水利較友迷，北方沒人南迂吋，向社個族人掌刁固肢塘筑現;而苗瑤

i吾族群則多居山地，水利非其長項。梁敏等特“水圾"的古牡個培形式拘椒方* pw^iai. 

逛勻客活音)(X才座。

37，平頃，平地

瑤勉
OA 

哼
司
巴
山
呵
。
‘

4

月
。
可

i

呵

m

nrbu 中
時
梅

﹒
閻
明

hd 
n
v
n

叫d

ga 3".

,
A 

Eh hp 4LE 
pja:n5個

ta5pjelJ2水

梁敏等將“平坡"的古牡個i著形式拘凱克* plwian. 而王輔世等則持“平垠"的古

苗瑤i吾形式拘拙:1g *bee:句。這兩神拘拉l均每客活音J(x才座。

鉤，布，帕

kalfa3布努 pha::J t乏汀

pha5勉瑤 pha::J梅

phua8 川賽今淇 pho::J造

39，哄哄小孩

klel炯奈， kljo叫你敏 le旦造

kje4勉， kja4勉金n I鹿三四堡

pha3泰(布)

pha5牡(布)

su3pa5na3社(毛巾)

王輔世等特“哄哄小孩"的古苗瑤i吾形式拘獄方*gljæ。遠是令笈輔音吉母結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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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丟失了卉失輔音 k，而j則勻1X才庄，苗瑤i吾勻客活音5CJ.才腔。

40，一床被子

phalJ l默京 cfalJ t乏汀 bal水

pha:nl勉phalJ l}11黯淇 cfan梅cfa遙 ba2毛南

王輔世等特“一床被子"量向“床"的古苗瑤i吾形式拘獄方可ho:n; 而梁敏等則將

此祠的古牡個淆的青母形式絢松方*?b。

41 ，去一次(固)

cpai梅; thou::J四堡; tht>::J達

42，寓，禽善宵(璃，猶-，f!b--等)

pai2社，布依; ta:u5惘，布依

Csat乏汀; S'l3Ul逕 sou311面高; ndau3水，毛南

能u::J梅 tau3徊，拉珈

梁敏等~每“一寓豬"的“宵"的古牡伺i吾形式拘似方*ntau，勻客活音)/._J.才座。

43，慢

nÌaUl3萬京北

44，拾主k

~t>3你敏

鉤，喂

nOlJ=>遑 num5 牡; nUlJ 3 布依

no::>-f乏汀; nau::J，也血3梅 IJ.a:m5個

IJO::>連; lJau::>梅;可0::>長汀 lJa飾依;lJwa3黎; lJ a:lJ鉗

kUIJ35巴哼(喂璃) ku5舍kOIJ6湘西(喂奶) cki<l1J連kit月2梅 kU:lJ l址(喂豬)

鉤，燙

lhu7黯京lu7勉 luk::l梅lu2長、汀 lok8僚klo:k10牡(包宇)

laUl1，真京北 l'l3Ul::>連 lu:k8牡， luk8拉珈

梁敏等特“燙"的古牡個培形式拘秘方 *gluok; 而王輔世等則特“燙"的古苗瑤i吾

形式拘拉{1J *luk。

的，喇(刷碗)

<!t>:lJ3 (漱口)勉瑤

klalJ4棕敏

本04105川黯淇， ce4105布努

clolJ逞， clolJ-f乏汀 la: 科泰，僚，個

(-碗，口，衫) klo:科牡

梁敏等特“喇(刷碗)"的古牡個i吾形式拘似方 *gl也aIJ。

鉤，砍(砍樹)

to3 黯京; dau3掠敏

ntau3}11黯淇 nto3巴哼

Ct'l3Ul逕Cto四堡

Ctau梅

的5水

tham3杜拉5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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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輔世等特“砍(砍柯)"的古苗瑤i者形式拘獄方 "'nto; 而梁敏等則將“砍(砍柯)"

的兩小形式分別拘似均*位和 "'pr。

鉤，扣，扣地

泌的巴哼; tf，;ha1川默淇

kja3舍; tf，;he1布努

50，戴(---斗笠)

khi'8w2逕

khia::J四堡; khia::J梅

n t 0 lJ 5川黯淇; d 0 lJ 5勉瑤 ctalJ長汀 tan3牲，個

nto1] 5布努; 切。5 番， ta5點京 c t a1]連城， ctUlJ梅甚

遠是一令重要的客活口i吾祠，反映客活的特色，也可以用未作跟其它非客方吉盤剔

的特征呵。王埔世等特“戴(---斗笠)"的古苗瑤i吾形式絢似方 "'nt間。。

51，端，拿京西

切2勉瑤(拿來)

tai3布努(拿來)

ct'8W連

ctεu梅基

梁敏等持“端，拿"的古牡個i吾形式拘凱克 "'dftew。

52，潛水

mpfii31巴哼

mi8川黯淇 ;mi5掠敏

嗨，躲藏

cmi連 ;me梅

cmd乏、汀

taw2 (端水)

tw2 (德宏)， tai2惘， dewl黎

?mu:t7毛南;

益的9綿，莫

m i3黯京; p i : 1]5勉瑤 p均3勉瑤; pje5棕敏 p i a 1]::J達 p i a 1]::J梅甚

苗瑤i吾“躲藏"、“潛水"洞文交叉，方向族筒，勻客活又才腔。

54，推

S:llJ3掠敏; lOlJ4聆京

t(.;h01] 1湘西; sUlJ 1含

55，背(孩子)

pu4 湘西 ;pa4 會

背帶，背孩子用的:

“，披(披衣)

cSalJ連

cSalJ梅墓 ， cSa1] t乏汀

cp h a 連 !;;pa梅基

!;;patae梅 ba31ak81描高， pha31a6僥

mpa5淇京北苗語， po6布努. pa5聆京 cpha~主

王輔世等持“按(按衣)"的古苗瑤i吾形式絢獄方 "'mpai。勻客活音文財座。

57，放牧

tSl月5舍， tf，;l月55巴哼 CtsOlJ!;;lJiu梅甚(放牛)

58，劈(---柴)，破(~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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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a1黯京 ;ph07 布努 P hw=>逕 pha5僚， pu5牡

pha5淇末北 Cpho梅甚 pa5布依

梁敏特“劈(--柴)"的社個i吾古音形式拘凱克全洩音吉母的 *zbak。

59，低(-失)

t 1 a i 5 川黯淇'的ao3淇京北三 1 e 逗， dai梅基

60，玩耍，撩;汗玩笑

1 i u 6 1 i g6黯來(-水)

a1niu6舍

li8W豆，

Ckol跑回2連

k a : u 2 毛准

kol{悶，水; xo1僚

lou2布努

kau4 布努(-水)

61，溺泡飯

liau:l梅甚

Ckau梅基

liau11值高， ra:u1黎， oiu1牡

li4ko1個kru:J3 liau1的高(笑活)

tu2湘江，也2三江 臼u2大坪 dho達 dhof乏汀

王輔世特此祠的苗瑤i吾古音形式拘捌均可u。

62，溶化

jOIJ2瑤里，三江， z;，o1J 2川黯淇 dOIJ逗， âUIJ梅

的，靠(--堉)

j U IJ 2 牡; j 0 1J2個，水

phaIJ6舍pheIJ53巴哼 phæl)2連pel):::J長汀 pen:::J梅 p a lJ 6 個，位佬

64，扔(--請去，京西)

f旬5布努

fε7 ， feIJ5 勉瑤

65，跳，遊

的，侮(肉) ;肚俄

sai1)JI 黯淇， sa1勉瑤

sha1布努

67，休息，住

he22ja44巴哼， hit7舍

68，煮(--白暑)

f e 弋 f ælJ:l逗

fib , fin=>梅甚

c p i "8w , cpiau梅

ç;; s a 逗

ç;; sai梅

he=>逗， hiat::::>梅

v i t 7 杜; f e t 7 黎;

f εt 8 僚

p j i u 1 個， pjeu11么佬

sa: n 4 僚; Sg:1J 3 毛雄

hjet7位佬， hiet9拉珈

hu5黯京， ho5)JI黯淇(高坡)， hou5先遊 hw:2遠， hip:l梅， ho::>四堡

王輔世等將“煮(--白暑)"的古苗瑤i吾形式拘似方 *hjeu。勻客話音文清座。

几品結洽:

1，狀上述客活最常用，最基本的口 i吾向比較來看，有的問是既跟茵瑤i吾族，又跟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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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i吾族同源的，遠批向比較起末，約有三分之二的祠的音又形式勻苗瑤培更接近，有一

半的問跟杜個i吾更接近;遠批向中，比較多的是反映有美身体部位和功、植物的最底屋

呵r[ ;此結拾的意文在于，掌木界一般說同客家跟舍族有密切接她美系，而美于舍族的

未輝、問題，掌木界的意見則主要有二神，即未源于古百越土著民族的“土著說"和未源

于洞庭湖“武陵蜜"苗瑤i吾族的“外未說"。述兩神意見相左 非“土著"即“外來"。

上面的客活跟苗瑤、牡個活族的岡輝、向表明:客活的未源是愛奈的，既有外來洞庭苗蜜

培育，也有土著原住民即古代百越后裔的培育。客活的形成是 多元一体"的許物。如

果我們把客活看作是一小多居裝置的結梢，哪末，最康居的是社個悟，中屋的則是苗瑤

活，最上屋的是北芳汲清。苗瑤和北方汲清是“外末"的，只有牡個才是真正的“土

著"。遠跟上述客活同源祠的分析情況是一致的。福建的地方文獻材料往往把含混成是

“瑤"或“苗"，遠是有一定的根掘的。苗瑤是舍的近源，而牡個則是舍的通源。可見，

舍族的形成并非是一元的。它包括了苗瑤和牡個述兩↑源失。肌比較可以看出，客活同

源洞里苗瑤梧的成分進多于牡{同i吾的，遠同吋也表明舍族里苗瑤i吾族成分多于牡個i吾族。

2，客活的形成并非是像有些字者所主張的客家活完全是“中原沒活"南迂的延續。遠

科親戚里然是受待銳的朋史主文演化i合理洽昕支配達科完全以母文化一母i吾說來解釋

后來的i吾吉斐昇的現成，我們林之方錢性理洽，即現在的客方育的培育交昇形式是自中

原汶祖清白唐宋元以來，一奈直繞地演交友展末的。里然，達科理洽并不符合培育事裳。

客活的形成是多元的，多屋面的培育互功的結果。它的源失包括:苗瑤i吾族，社個活族，

北方汲清;而遠已徑不是筒草的所謂“清吉底是"的伺題了，它反映了眉史上述几令族

群之間的密切的文化互功夫系，在‘互功 中F生了客家和客活，所以，客家和客活早

已不是北方沒人和沒培的“移植"，而是北方沒文化到迷惘粵續交界地區即客家大本膏

后“地方化"的結果。

3，本文主人均:惰唐以未 來自洞庭湖區域的苗瑤i吾族到迷惘粵韻交界地區后，跟當

地土著的百越人后裔牡個i吾族接她溶和 遠祥形成了會族;自宋元以來，北方汶人南迂

到阿粵鞍交界地區跟當地的土著會族友生密切的文化互功美系，遠祥即形成了客家和客

家活。

五、閩、客若干文化特征的比較

閩、客屋都來自以中原方中心的尸大北方地區，但因人間肘代不同，居住地域的笙

濟生志那境不同，所以形成分野大的兩大清系，陶i吾主流文化厲海洋文化，客家則厲山

地文化。房史上，問i吾民系的詮濟力量即強于客家，陶i吾文化厲強勢文化，客i吾則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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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文化。問客交界地區(如閩西南南靖、平和、云霄、沼安四基)，由于受到閩南強勢文

化的影吶，大量客家人放弄母i吾文化，主人做[閩南人]方架，客本土文化大量流失。個

南地區的件多民間信仰，如[保生大帝、揭祖、清水祖肺、郭蓋王]等神抵流待到客地，

各受客家人的隆拜。而客家地區的神祇則設有流人到閑地的。民|可宗教活功客家重視血

緣美系，往往以宗接均單位，而閩南重視地緣美系，往往以村落方單位。客家重視祖先

崇拜，陶南則重視神鬼崇拜。客家祭祖強調整体性，即集体祭拜，重視大家祖先。閩南

祭祖表現小別祭拜。強調小体性，重視自家祖先。客家宗族美系宗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強

于閩南。客家如女一般不要鐘足，閩南如女則一般要纏足。客家重視射猶神(如石壁)

等自然神崇拜，而閩南則少有此神崇拜。

閩、客作方分立的族群，其文化特庶既有反映汶文化“大伶統"共性的一面，也有

很多重要的文化小性，速反映族群“在地化"的文化造座不同，即“小持統"的一面。

就肉、客族群的文化差昇未看，逆有三底里著的特成:

其一，客家族群宗族所控制的“公田"，均占忌耕地一半以上，而閩南宗族所控制

“公田"的比例則是占忌耕地的20-30%左右。客家宗族拘有的“公田"數量遠遠多于閩

南族群。(根掘50年代初期福建土地改革肘的資料)

其二，就某些區域未看，閩、客族群的婚姻形志有反映族群小性的差昇，例如已引

起中外人獎學家特別美注的惠末的“長住娘家"“不落夫家"的刁俗，反映了古越人的

婚姻刁俗，座核是整小學南 不落夫家 文化地帶上的一小特別單元。勻此滑比，閩西

南舍、客交茫的聚落，其婚姻形恣更多表現在客家招贅婚、寡如再嫁的比例迫退高于閩

南。

其三，就肪史文化持統，文化底后來況，閩南族群系浪、六朝、精唐肘，中原汶人

先后三次大規模入惘，勻早期南島民族互功而形成。客家則是宋元吋北方汲人大規模南

迂勻對吋的會族(即牡個i吾族勻苗瑤i吾族的互功合成)友生文化互功而形成;沒金文化

合成即方特有的族性。

下面格通道以同安陶南社區和南靖塔下客家社區的比較，探討述兩小方盲群之間的

昇間及其影吶因素，以深入了解間客的最主要的差別及其斐昇，即究竟什么是阿文化，

什么是客文化?文化特廣形成跟銓濟生志、社金文化肪史傍承昇文化影咱有何瑕系?

特別注意到，陶客的文化分別和財立 除了反映在培盲歧昇外 主要集中在勻伙式有美

的人事物上，如祖先崇拜、生命伙式(婚喪札及風水伙式)等。族群的文化差昇往往金

表現在攸式的歧昇上，伙式是一令文化之所以昇于別小文化之文化主人同的最后依掘。

同安社區是典型的海洋銓濟生志那境， 7的海洋文化特肢。塔下社區是典型的山地銓

濟生志那境，方山地文化特廣。塔下和同安除了i吾盲分厲客方吉勻陶方盲的區別及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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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自然生志那境不同外，族群自我主人同意玖很強烈，如塔下客涓閩南人“福{老人"，

閩南人輯:塔下方“客猴"、“客鬼"。但問客最重要的文化區別集中地表現在其宗族制度

和祖先崇拜的文化內涵上，遠神分別并非仗隱約感賞到的，而是直接表現在勻宗族仗式

相美的事物上。

1. 族戶

族許是一小宗族維持其宗族活功的短濟支柱，并成方組紋的形成存在的基咄。宗族

社舍的詮濟基咄愈雄厚，它的力量和社合影咱就愈大。所以討成貝的控制愈加戶密。同

安社區族田及宗族共同F.&.相封塔下要少得多。后田成占姓宗祠和林姓宗祠沒有族田，

更充所謂掌田勻官田。遠是同安社區較富的宗族的情形，族人普遍又才族戶印象模糊，可

見族F并不多。調查中設有明混迂宗族有掌田、文田、官田等。

塔下是令繩客聚族而居的政姓村落，保持四社一族的聚落形式。大量公共rc _ill(_的存

在使宗族成員家密朕系在一起，政氏宗族的族戶包括族田、祖店、道路、研梁等，而宗

族詮費大多來源于族田。?長姓每年公祭的鐘費主要未源于“德進堂"的公田，“德通堂"

約有 150宙的公回散布于塔下附近的村庄，有的甚至進迷永定。 49年以前全村仗有水田

500多苗。可見公田數量比例之高。同安社區分家析戶肘，父母板少方自己留下“生仗

死告之田"，在調查的三令成 20小主要披告人中，均輯:是一次分晰，最多只留些功戶，

如1藍眼欄，以私蓄方多，死后用作喪葬費用，如有剩則再分;沒有捨父母留老本，父母

老了，由 JL子膽弄，以乾吃方主，沒有自己卉伙的。滑比塔客:父母在世肘分家者，特

一部分田地作父母生活費用，其余由兄弟几房均分。父母死后 其生前部分Fill'.， 就作

方蒸當;父母去世后分家者，先~每一部分田地投充蒸誓，然后才按房均分。如此代代相

待，小金成方大堂，大當之下又有小金。張氏族田不少是遮般老只累祖待的。

2. X才祖、神、鬼的看法

一般主人均:就祖先崇拜比較而吉，客家更重祖先崇拜，閩南更重神支崇拜。達科重

視程度只是隱約感覺到的，缺乏其体事例比較。前比塔下句同安述兩小社區祭拜的制度

和伙式，遠神文化分別則表現很明星。

同安社區每年最重要的背日是滑各科神明的祭拜，多有有組銳的祭神活功，花費甚

巨，被少有組紋的祭祖。每↑自然村都有自己的村店，有的村，如后果、泥山、蔡林沒

有祠堂，但也有自己的宮店，有店多特鼠，如后由自然村就有日月二大使宮、王苓宮、

金帝帶宮、水尾宮等;不少村落把神美放祠堂勻祖宗一起拜。同安社區有店多、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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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背日多的特息。同安三息調查表明:一年最重要的背日是祭神。勻神支崇拜相比較，

祖斤、祠堂祭典則冷落得多了。同安社區几乎設有全宗族有組旗的投祭活功，一般由家

戶分別避行，仗限于几代內的近祖，一般人不知道祖宗葬何赴。

很里然，同安社區敬神之內退甚于敬祖，遠受其地理生恣玉不境影吶，如海上作~，

生命直接受大自然威跡，安全感比內陪更差，所以村民只好尋求各神各祥神明庇妒。

滑比之下，塔客的神東崇拜則筒草多了，塔下行政村(塔下、大現)仗一境主(清

于宮)公王店，自然村村去勻村尾有土地店(形制很小)，正好勻村界相合。公王店只有

公王一小牌位，速成不像同安店里教神排列。

且之，塔客的神東崇拜跟陶南比較，神數量少，店也少，祭拜規模小。塔客一年最

重要的市日是祭祖，而不是祭神。祭祖又以肪肘月余，耗賢甚巨的春季中的技祭最方重

要。述E良同安很不相同。

3. 祠堂勻祖斤

客家祠堂都有風水林，因洪究先勢，所以一般建在村外山坡下，因客赴山地，故祠

門前要消一尖峰，輯:“這架，'，若元則需人造，版寮划氏祠堂遍又才山峰，提稍:是由村中

未婚少女所筑。塔下《家札》有“尖峰祭文"。同安祠堂均元“風水林"，因地赴平原，

亦元所謂“生產架山"。

由于同安祠堂只放至進祖牌位，所以平肘孝祖均在祖斤本行，大小祖斤多，各人孝

各人的祖，強調的是小別祭祖。

塔客祭拜地成限定在祠堂及坡地，強洞整体性，加強了整小宗族的凝聚力勻向心力。

強烈的祖先崇拜現念主人祭祖等芳面得到充分的反映。

4. 婚俗

掘同安三小洞查良300↑扳告人統汁資料表明，同安社區新娘遊人夫家在下午4-5庶

斜，即近黃昏肘，要行“上失札"。而塔客及整小客家社區新娘遊人夫家一定在上午9-10

息併前，大多是凌晨起輛。掘林早上路上干淨，可避邪究侵人。塔客輯前要本根帶枝帶

根的毛竹，竹上挂著豬肉，以驅邪制煞。沒有“上去札"。同安披告人母華均有纏足，不

洽貧富。塔客披告人母華一般不纏足，但紅耕新娘耕前要用→竹竿挑綁腳布，暗示祖上

曾纏足，但不知何肘何故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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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次葬

客家二次、多次葬比例很高，如塔客二次葬比例超迂50%. 搪《張氏族i普》逐有四

次、五次葬。各受隆祭的五世祖「迷公墓即二次葬。同安社區較少二次葬，比例不超迂

15%。

6. 其他飼客文化分立特征

居住模式，閩南民居士棲草何分立，各家自有樓梯和“天地'， 3句“四合院"縮小，

強調的是小体。客家則每肉相通，通廊合一，樓梯公共使用，空間堅向使用分配強洞整

体性，跟閩南草家自立不同，塔客系主L豬樓內各家有份。客家民居特息反映宗族凝聚性

即內向性、向心性。

客家喜食狗肉，“打平伙"成行，“打平伙"同肘拳筷。閩南人則元此賊。喜食狗肉

眼客家勻會長期斗爭有失，因會以狗11囡騰。整令閩西客家區域沒有本地竟是剖，只有山

歌形式，而閩南則有高甲戒，梨固竟是，步制等多神本地竟是制形式。遠可能有二小原因 :CD

客家受會文化影吶，山歌即其F物。~沿海城市商.ill'.銓濟友述，或別座這而生。

綜前所述:塔客社區勻同安社區存在較大的文化差昇:塔客重祖先崇拜，同安重神

東崇拜。塔客祭祖伙式強洞整体性即集体祭拜，反映客家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同

安祭祖表現↑則祭拜，強凋小体性 重視自家祖先。塔客有雄厚的族tr-.同安部很少，

取消吃公，反映同安宗族美系正趙向松散，素族美系衰減。兩小社區的速神差昇正好反

映了陶客兩小方吉群的文化分立。 F生送神差昇的主要的因素有三:一、自然生志那境

不同，閩南靠海，直接受自然威跡，如颺凡、海上作~等。客家赴山地，直接受自然威

跡要小。所以閩南鬼神崇拜通甚于客家。二、閩南商玉lt銓濟支述，如同安后田、呂厝常

年做小販的古旁功力十分之二. I臨吋性的則占十之人九，小体商.ill'.活功沖淡了持統的宗

族美系。而塔客系富有地區，有較丰厚的儕征收入以建立祭把公血，而維持宗族型志。

三、陶客文化底居不同，且然間客汶人都來自中原，但人陶肘代不同、地域不同。閩南

受南島土著文化的影吶更深刻。

六、合族勻客、問族群的培育文化互功

會族原本是一↑以次~詮濟方主. ð守猜經濟方副的山地民族，唐宋吋期，會族聚居

在今天的閩、粵、讀三省交界地，大約在明清吋期已伊散到肉、粵、漸、嶺、鏡等省區。

尤以閩東和漸南方新聚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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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吋會族勻客家生活在同一地區，即飼粵鞍交界地區。旦然現在會族的生活區域

已通高客家地區，但其操的是一科接近客家活的“混合滑，會、客之伺存在i午多相似

的文化特征，述表明會族的“沒化 迂程是“客家化"泣程。那么會族和沒化(客家化)

又是詮由哪些途徑得以突現呢?會客陶族群互功最重要的形式是銓濟活功和通婚，通

婚最主冬辱致文化融合。

會族奉行盔、雷、神三姓內婚，遠是保持和維系會族文化特征的內在机制之一。因

此，會族的汶化同吋即意昧著三姓內婚禁例的突破。福建會族何吋笑行三姓外通婚，于

史料元征。~香林先生曾推測客家先民人迂閩西肘，由于長期的長途跋涉，不可能有足

侈的知女未供其青牡年男性遺捍配偶，必須勾當地舍族如人通婚，頗均有理。客家先民

大規模人迂|河西，是在唐末宋初，因而會客的互相通婚J~始于是肘。遠可以通迂上杭

戶丰藍氏族譜中其祖先通婚滑象的分析中得到i正裳。族措資料的不可靠性常方研究者所

垢病。但遠神指責集中于族浩劫其先祖里赫~遁的仿造上，即所涓“名人作之祖，帝王

作之宗"的做法。本文考察其通婚狀況，主要是看其先祖配偶(即祖批)的姓氏情形，

以此來探測其三姓外通婚的具体情況。其祖就姓氏元美其宗族的茉光，因而不其各作偽

的理由，對厲可信。

本文考察藍氏祖她的姓氏情況，松鼠其第十五世祖吉甫公入手。 i亥i普視吉甫7句“人

陶"始祖，座核能移混明舍族在肉的活功情況。根掘《藍氏家i普》“宗譜前志"和“宗

i普后志，'，吉甫之后的藍氏先祖及祖批姓氏情況如下表:

表2 福建上杭甚戶丰直氏先祖批姓氏表

世代 先祖 祖批 世代 先祖 祖批

十五 吉甫 林七娘 一一 念七郎 李十二娘
一

十六 常新 李氏 一一 伯三郎 朱十二娘
一一

十七 方一郎 敕氏
一一

伯一郎 丘十二娘

十八 熙三郎 黃十娘 二四 伯十郎 丘伯娘

十九 和二郎 張氏 二五 子茱 划太一娘

二十 大一郎 :XtJ 三娘，
一=t、- 玉瑛 林十娘

曾三娘

由上表可知，航藍氏第十五至二六代，設有一小行三姓內婚的。直吉甫生于宋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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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元年，可見藍氏的三姓外婚，自宋吋即已卉始。事宴上，藍姓的三姓外婚是其面封

強大的昇已族群的必然逃捍。會族方一游徙性民族，刀耕火神的生汁方式不可能允持大

規模的集群聚居于同一區域。史載: (含民)所居在拉響遠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或始

見一舍，元比屋而居者。同祥，在游徙迂程中，會族也不可能盔、雷、神三姓同吋循間

一路徑，大批量地移功。更多的是一族一家的游走和方生技奔波。送一鼠也1'1上杭戶丰

藍氏始祖念七郎，官庄念四郎的迂徙事妥証明(宋代十五世藍吉甫方人陶始祖，至元代

二十世大一郎生七子，其中念七郎迂上杭戶丰;念四郎迂上杭官庄)。

以上表可見，自宋元以來，會族勾未自中原汲人的客家通婚現象已超F重，重要的

原因是客家的文化程度通高于會族。勻會族“刀耕火神"，“隨山迂徒"的原始放~相比，

客家人其有比較先遊狡~生F技木，胡有型、耙、慟等高效先遊的缺制表具。如果說唐

吋剛人舍地的北方沒人必須向對地舍人掌刁在阿西山地的生存之道，那么宋肘，會族郁

不得不向客家掌刁寂耕技木。

i吾吉掌材料反映出舍、客、陶族群互功迂程的吋代和地域。主張“土著說"或“外

來說"者，里然現貞不一致，但有一共同去，即古人均惰唐之前會族先民已聚居于今惘粵

讀交界地區，各地會族又自主人是以尸京夙凰山地區迂末的。

客家的形成及友展的地域勻古代會族活功地域重疊，也是在今間粵鞍交界地區。遠

就是方什么會族主要聚落區并元客家，但會活里均有大量客活成分的原因。會、客族群

互功迂程最早不超迂晚唐五代，學朮界一般主人均客家形成的肘代上限在晚唐五代至宋代。

培育掌研究生吉洽主人均客活形成肘代下限在元代以前，因均未自中原官活區的客活句元代

的中原官活相差甚逞。會、客之伺有大量的同源呵，基本上都是重要的生活祠及反映身

体部位的常用向在 會活的伺缸，反映其滑客現現玄的分美系統勻客活相間，例如“1JI

(我)、佢(他)、麻介"以及京厲美系林涓及生瘟系統林呼均同于客家。許多情況下，祠

茫的未源不知是會借客，逆是客借自番。盎然. ì吾吉掌材料元法証明舍、客相通的i吾盲

成分的下限吋代。有的掌者主張香狙立于客的吋代是元，而不是明清。

舍族高卉陶粵讀交界地區后，迂人閩南、闖京、漸南等地，在勻對地陶潛區族群密

切接融后，受過地問i吾影吶很大。閩南的會族基本上以拼個南活方主，少有人併原來的

會活。闖京的會族且仍併會活，但舍活已吸收了件多問京活的尚在及活音特息。潮州地

區的舍族勻當地阿南人接蝕密切，且保留“會活"，但吸收了許多閩南活的成分。值得

重視的是，舍族自你其祖先未自尸京潮州夙凰山地區，但此地明清以來即是個南人均主

的活功地域，宋元以乘客家在潮州的力量很微弱，几乎沒有大的客家族群。那么潮州夙

凰山的會族祖先的客家活又是~f可而未?因方元洽會族迂移漂流到那里，都帶著明星

客活成分的金活。由此可見，會族來自尸京鳳凰山的伶混值得重新檻汁。此美民族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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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跟文化人美掌上所指的“民族友共這功"有美呢?是否就是房史上舍族上屋精英

方拯救本族的一神創作呢?

綜前所述，會i吾是由苗瑤i吾、牡個i吾、客活、陶i吾組成的一神“混合i吾"。其培育

底屋是社個悟和苗瑤悟，深居結拘是客家活，表屋緝拘則是對地陶i吾或吳i吾芳吉。三神

培育成分的在不同的目史屋面上互功激蕩而形成現代舍活。所以我主人均舍i吾的性廣是

“混合培"。遠勻會族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相符合。現代會活的使用情況有兩神，

一是完全放弄舍活，即采取放弄母活的策略，以求跟外界相造座。二是采用攻i吾制，即

又才外族群游過地活，有一套制釣培育造擇的机制，受心理的、社金文化的因素制鈞。 政

i吾制是專致舍活最咚完全消失的根本途徑。

會、客族群之祠的長期文化互功，辱致相互吸收了財方的許多文化特征，特別集中

表現在兩小族辭之間的婚、表札攸及民間信仰方面。下面分項述說:

1. 舍、客都有背新娘的刁俗，但陶南族群則元此伶統。背新娘的形式不一.(D有由

兄弟直接此間房背上耕的@有由新郎直接背回家，而不乘耕的，但有一奈是共同的做法，

即背的途中，新娘的腳不能落地。遠是何原因，披告人解釋不一，有的現是方了辟邪，

有的說是方了不i上新娘把娘家的財究帶走。背新娘的刁俗盛行于尸西社族寂村。

2. 有葛“嫁"、哭“嫁，'，吵“嫁"刁俗。掘披告人台灣中坊划老先生啡，道去中坊

客家有蜀媒人刁俗，要燒媒人斗笠 但一般不舍里3新郎家;同吋新娘要哭嫁三天，閩西

客家亦有“哭嫁"“吵嫁"刁俗。閩西四堡地區逆流行“葛嫁"刁俗，即嫁新娘前滑迎

素或送札的新郎家人大肆扉蜀，元理取闕，而新郎家不能逐口，此俗也保留在「西牡族

次村中。

3. 客家有一重要刁俗，即吃酒前特別是正式的酒席上，第一杯酒不能自已喝，要倒

洒于地上，此俗許多中青年客家人均已不知，但是有些客家長老十分肯定早期有此俗。

在造者自幼生活述的問西山區，常常見到此俗，特別是老人洒酒吋神情較庄戶。而年少

者往往偷偷地特酒洒于地上，恐人見笑。掘有的披告人說，遠是敬土地，土地伯公在客

家人心目中是最大的神。有的扳告人則說是表示敬祖宗，祖神方大。有趣的是生產者在台

灣中部的布次族部落坊淡吋本族名士田教授告訴毫者布家族“喝酒前一定要倒一杯

酒到地放上，并滑祖先說活，因祖先葬在屋子地下。 這者坊向台灣北部友共多泰雅族

肘，對地族人亦林他們在喝酒前有用手指摔彈杯中酒之刁俗，意先敬神。

客家遠神失杯酒不喝倒地，敬神的耳俗可能是受到原住民一|到越人的影哨所致。

4. “英水浴尸"。人死后，家人或族人先打繆后打鼓，家人到河也丟了几小銅根芙

水，給死者洗膛。有的客家地區家中的水要換新。里然遠非中原汶人持鏡，而是古越人

之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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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客均受唱山歌，客家庄普遍有“山歌班"。會女財唱山歌有較F格要求，結

婚吋有“~表姐"唱山歌伙式但陶南人元唱山歌的刁俗。

6. 會、客早期土地公店一般較小，往往仗几挨石失，纏一虹布而已，人不能過去。

沒有蓋店頂，而閩南人一般有蓋店影制，人可避。有所謂“大柯伯公"，“石伯公"的叫

法。

7. 有的客家村落有崇拜狗的刁俗 例如陶西客家的四堡地區有一“部公店"，不知

者以均是某祖公之店， ~支隊上是方祭把一白狗昕建的店宇，當地村人伶說此自狗曾救迫

他們祖先的侖，故立店供拜，香火方對地最盛。而部近的清流具有一供奉黃狗的店J~

地奉黃狗方神明，主人均此狗是對地的原未主人。對地村人至今仍盛行吃“狗粥"之祖待

遇風，“狗粥"是供祭祖喂狗之食，村人把此看作很好的供品。客家拜狗，達旦然是受

到原住民會族的板大影吶，客、會族群互功，文化因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舍族

普遍主人均其祖先是狗，他們是狗的后代。至今居住在平川的客家人勻會族人或居住在山

上的客家人友生爭抗肘，常常寫他們是“狗島的"，上杭戶丰舍族多沒化程度已很肪害，

當地會民河來洞查民族俱則干部常淡到，“我們送里只有三房才是狗的子恥，大房、二

房不是";遠是典型的沒族宗族現，京勻會族族群古人同相結合的一神俯值判斷。

8. 大陪客家不少地方有“凡雨耕"的建筑，此楞f西、貴州的牡個族甚多，此建筑

形制座是原住民會族留下末的。后又詮客家人改避;此科研梁建筑不見于台灣客家。

9. 大陪個西客家有的放村有一重要刁俗，即婚札拜堂吋，新郎必需向祖宗下跪，而

新娘均不下跪，只作揖表示敬意;遠在父杖夫杖至上的汶族社舍，筒草令人，除奇。這勻

儒家的大待統相悸。笑你上述是沒族勻土著通婚的一神跡合，遠是土著民族的份值取向，

而勻汶族的大伶統思想元美。

10. 一般來說，會勻客家美系密切過甚于會族勻閩南的美系，但并非說會族勻閩南

族群元尖，唐吋隊元光嗔庄番民的軍事活劫匪域，即2t生在閩南瘴州地區。閩西南的瘴

浦地區有一重要刁俗可以反映舍、肉之間也存在文化互功夫系 J~地知女結婚，娘家一

定要猶新娘准各好一套白衣白褲作嫁妝，此白衣新娘一生穿二次，一故是結婚肘穿，一

次是死吋人難穿，均穿在內。掘當地人解釋，唐吋隊元光帶未大量的北方軍趴鎮庄番民，

會男大都被菜，北方汲人軍士強娶會如方妻，會如元法抗拒 故立下枷汶“嫁生不嫁

死"，即戴白孝服出嫁沒人，死后亦帶孝回蚵舍夫赴，此俗沿裴至今。

綜前所述，客家跟原住民一會族友生迂密切的美系，由于通婚、貿易活功的頻繁往

來，客會相當程度上已溶tJ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待統掌界主人方的客家是中原

正統，客活完全是中原汲清南迂后的延續，遠神1見成恐勻事妥相悴，客家座是多源的，

客活是多后面長期的培育互功后形成的。使用伶銳的遊化洽理洽未解釋客活及客家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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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不恰當的。客家也非純北方汶族血統，而是勻會族族群互劫后的“多元一体"戶物。

七、結語

綜前所述，本文吋拾了福建境內三大族群閩、客及會族的分區及地理分布，友現史

前的遺存分區勻方言分區基本一致。重建陶、客、舍的文化史，要解決好閩、客、會族

群形成的肘代居改及地域文化阿題。地域文化伶統決定|耳、客、會族群方言文化的多祥

性和交昇性及地方性。解釋汲文化的統一性和多祥性，要充分重視地域文化伶統的因素。

以往掌者往往使用“祖先同多說"的現鳥來解釋陶、客、舍的族源問題;在研究閩、客、

會族群方吉文化特廣吋，只注重伶統既史主文的遊化洽或伶播洽，遠神一元化的“錢性

理洽，'，很雄解釋閩、客、香族群的芳吉文化的多元性現象。本文主人均陶、客、會之間

的族群互功美系以及族群文化主人同和地域共岡文化持統是決定閩、客、舍族群文化性廣

美鏈。而作方主流文化的“汶文化叫人闕，銓述“地方化"，“在地化"后，形成了福建

境內的三大族群，這座是我們解釋福建文化共性和特性的理洽根掘。我們主人均閩南族群

是在中原汶人自沒、六朝、惰唐三次大規模人間后，勻沿海的當地土著民族--南島民族

友生文化互功美系，北方沒人詮述“南島化"即“在地化"后 形成的強特族群。客家

則是宋元吋北方沒人勻曳地土著會族互功融合而形成的“合成"族群，客家活中仍保存

著大量的苗瑤i吾族、牡個i吾族呵?仁，客家文化中保存者許多重要的非汶族的會文化因

素。而會族的汶化是通迂‘客家化"泣程未妥現的。舍文化是苗瑤、社個、客家在不同

肪史店面上多元互功而形成的。其族源不能用一元化理洽框架來解釋。閩、客且都未自

中原沒人，但人崗的吋肉、地域不同，特別是“主流文化"“在地化"“地方化"的道程

不同，族群互功的財象不同，形成均分立的族群，其不同的文化小性反映了不同的文化

道庄，可以母文化、自然生志那境及族群文化互功近程三方面荻得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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