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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客家問題的緣起

在廣東沿海地區，分佈著相當數量的客家人。客家人原本居住在粵北丘陵山區，即今

廣東與福建及江西交界的丘陵山區。在康熙年間為防台灣明鄭的反攻大陸，清政府實行

「遷界」，沿海不許人民居住，把人民遷徙到內陸；沿海土著大多數死亡或他徙，台灣歸入

版圖後復界時，客家人便遷入沿海地區。

民國《赤溪縣誌》卷 8《赤溪開縣事紀》有如下記載：

客民習勞苦，繁生育，又善引族屬；故所在占籍皆能自辟村居，繁殖人口。計由雍

乾始遷，迄咸豐初，僅百十餘年，鶴、高、開、恩等縣不具論，即新寧一邑，客民人口已

不下三十萬。而所居地多雖僻瘠，以甯邑方輿計之，殆占三分之一焉。

在新寧縣，客家人所居之地僅爲全縣的三分之一，清代后期人口達 30萬，可能占全
縣人口的二分之一甚至更多。很顯然，客家的生計要比土著困難得多。客家與土著的衝

突既包括土地，也包括文化資源，即科舉考試錄取人數“學額”。隨著客家人口的增多，

清代後期，土客之間的衝突變得越來越嚴重。

咸豐四年（1854年），以廣西客家人爲主的太平軍馳騁于長江中下游之際，南方許多
地區的“紅巾會”相繼起義。在肇慶府和廣州府，紅巾會衆攻打高明、開平、新寧等縣縣

城及肇慶府城。政府募客勇守城，日後又協助官軍剿紅巾。紅巾會成員大多數爲土著，於

是土著散佈謠言，說客家人“挾官鏟土”。土客之間衝突遂起，釀成長達 12年的大規模

械鬥，據稱雙方人口死亡多達 50萬。
太平天國起義領導者的客家人成份和廣州府、肇慶州沿海地區的土客大械鬥，不僅

造成了華南地區的社會大動蕩，也造成了整個中國的社會大動蕩。客家人的問題也就引

起了世人的關注。

二、北人的南下傳說

1933年羅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導論》，他提出的客家人是由北方遷來的觀點遂成爲
主導性的論點。羅香林根據中國移民歷史的過程，再根據所搜集的客家人的族譜中揭示

的客家源流，認爲客家人是北方移民的後裔。他們從北方即黃河流域遷入客家祖居地—

—閩西——的歷史，也是一部北方人口南遷的歷史。換言之，羅香林認爲北方人口的歷

次南遷均與客家人的形成有關：客家人與廣府人、福佬人一樣，也是漢民族的一個支系。

構成事件的北方漢人的南遷可以分爲以下幾次。

    1．西元前 3世紀，秦始皇徵發數十萬人越過南嶺山脈，征服珠江流域的越族，在那裏建
立了秦朝的郡縣。這支遠征軍主要來自黃河流域，並在嶺南駐防定居。這次以開疆拓土

爲目的軍事行動同時成爲一次自北而南的移民，對於嶺南地區的民族構成，影響是深遠

的。我們相信今天廣東境內漢族人口的相當一部分是這次移民的後裔，但不包括客家人。

2．西漢以後，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及南方各地的移民一直沒有停止，但卻是零星
的，分散的，無組織的。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由於黃河流域的戰亂和自然災害，大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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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口南下避難，以北方移民爲統治集團的蜀國和吳國的建立，使多數北方難民在南方

居住。然而，北方移民南遷的範圍在長江流域，其南界在長江南岸地區，不可能構成客家

祖先南下的源頭。

3．從西晉永嘉年間（307-312年）至南朝宋元嘉年間（424-453年），黃河流域陷入了
長時期的混亂和屠殺。史稱“五胡亂華”就發生在這一時期。北方人口大量南遷，按照

今地劃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蘇省，以江南的南京、鎮江、常州一帶最爲集中，蘇北地

區則以揚州、淮陰等地爲主。第二位的是安徽。安置移民的僑郡縣大多散處於江淮之間，

江南僅在今蕪湖一帶。湖北的移民僅集中在漢水流域，以今襄陽爲中心。江陵、松滋、武昌

黃梅一帶的移民也有相當數量。河南南部的淮河流域、陝西秦嶺以南的漢水流域、四川

中部也有一定數量的北方移民分佈。至於江蘇南部其他地區、浙江、江西北部和湖南北部

只有少量的移民。當然，也有更少量的移民通過海道遷入廣東。

東晉時期的戰亂主要發生於以長江中游爲基地的地方實力集團與以建康（今南京）

爲中心的中央政權之間，戰爭主要在江淮之間展開，不影響南方人口的遷移。南朝梁時

發生的侯景之亂（548-552年）及此前後發生災荒和饑疫，導致南方境內的人口由北向南
遷移。從史料關於流民的記載、各區域的戶口資料、新縣的設置這三方面的內容看，浙江

南部、福建和廣東東部地區，都有大批北方人口的遷入。然而，目前所獲資料顯示，這一

時期仍然沒有大規模性的北方人口遷入閩西南地區。

4．唐末五代時期黃河流域重新陷於戰亂，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此次南遷的北方人
口主要分佈在今江蘇、安徽兩省的長江以南、浙江中北部、四川盆地和陝南，次則江西中

北部地區、蘇皖兩省的江淮地區、湖北的長江以北及河南的南部地區。此外，福建成爲唐

末移民的重要遷入區。

唐代開元年間，福建長史循忠在潮州東北、廣州東、福州西等地檢得各州避役百姓

3000餘戶進入閩西南，設立汀州。此後，汀州人口增長迅速。西元 994年設立上杭、武平
兩縣，推測是五代時移民遷入的結果。這些外來人口並不是直接從北方遷入，而是從更

近的北方如閩北、江西、浙江等地遷入的。他們才是構成客家人的最早源頭。

5．金兵的南下導致北宋的滅亡。靖康年間的北方人口南下，在歷次北方人口南下的
浪潮中，屬於數量最多的一次。南方大部分地區都有北方移民的分佈，然移民數量最多的

則屬今江蘇、安徽兩省的長江以南地區和浙江省。江西、湖南、湖北、蘇皖兩省的江淮地區

四川、陝西南部和福建次之。嶺南地區也有移民分佈，但數量較少。

在閩西汀州地區，南宋初期北方人口的遷入以及受到北方人口壓迫而南遷的江西中

北部地區人口的遷入，大約占當地人口的半數左右。形成我所稱之“人口重建式移民”

即在一個較短的時間裏，外來人口超過本地人口的移民。這就是客家祖先的北方源流。

三、漢畲融合與客家的形成

由於南宋之前的漢族移民是零零星星遷入的，即我所稱“人口補充式移民”，所以，

他們與當地土著(西晉時在汀州設置過新羅縣，唐代設置過雜羅縣，“羅”是古壯侗與的記

音，意“山”，说明當地的土著為古百越人的後代，即後来的畲族。) 的文化關係，只是一種

漸進式的滲透。南宋移民則因人口衆多，很快在閩西南地區建立起漢文化的絕對優勢地

位。如果沒有宋代末年的社會變動，這一區域將會變得與其他地區相同，即無所謂“客

家人”。

在宋元之交的社會動蕩中，汀州的畲族表現得相當活躍。他們出沒于群山之間，進行
抗元鬥爭。與此同時，一批南宋將領在宋亡之後，也潛入閩西山區，以復宋爲號召，糾集

當地漢人與畲民，反抗元兵。“客家人”引以爲自豪的“中原意識”就是在反元鬥爭中

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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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共同的敵人，閩西（包括粵東）地區漢族與畲族的融合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規
模進行著，開始形成漢族的一個特殊民系，或稱種族集團。明代初年，朱元璋定天下，在

福建設立二個都司，一個是福建都司，分佈於沿海，一個是福建行都司，轄 5衛 1所，分佈
在閩西山區。明初一省一都司，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則設行都司，如北平行都司、山西行都

司、陝西行都司和四川行都司。福建行都司的設立，表明外地的漢人已經將閩西居民當

作“非漢”種族來看待。也就是說，作爲漢族特殊民系的“客家人”大約是在元明時代

形成的。

由於地少人多，明代中後期，汀州一帶的居民開始向外尋求新的生存空間。到清順治

年間，贛南土著稱汀州遷來的移民爲“客戶”、“客綱”或“僑客”，粵東平原地區地

區的土著也稱粵東山區遷來的移民爲“客”民。這就是“客家人”最早的得名。明末及

清代前期，閩西、粵東山區的客家人各地的移民大規模展開，他們遷入浙南山區、江西山

區、湘東山區、廣西、廣東沿海和廣東西部山區以及四川，形成了明清時期中國移民史上

重要的一章。

總之，客家人的漢族源頭與唐宋時期的移民有關，其中特別與南宋時代的北方移民

有關。元明時代漢族與畲族的融合導致了客家人的形成。客家人的得名是清代客家人外
遷並與遷入地土著發生衝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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