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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古邑传说》

前言

龙川为秦置南海郡三大古县之一，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秦将赵佗率数十万三秦将士南征
龙川开埠，除首任县令，经略龙川六载有余。史书上记载，秦代有数次较大规模中原人口迁徙至岭南
，“与越杂处”。其中尤以赵佗上书奏请秦廷，朝廷选送15000名女子来龙川，这就是客娘的由来。赵
佗在龙川推行“和辑百越”的族群融合政策，以及三秦将士与客娘结合，催生了古邑龙川客家族群的
形成与繁衍。南越武王赵佗秦末汉初雄踞岭南，龙川是其开基和兴王之地。自秦以降，历朝历代，或
因避乱，或因避灾，或因避祸，或因贬谪，迁徙岭南者不绝于途，龙川扼闽粤赣三省咽喉、处水陆交
通之要道。南越国治龙川沿袭秦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族群和谐，士农工商云集，中原人口日众
，中原文化已有根基，遂成为南下中原人士的主要中转站和落脚点之一。河源为古龙川县境，有丰富
的恐龙文化遗存，生物植物多样性异彩纷呈；至今已发现20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当属石峡文化；春
秋战国时期为百越族群聚居之地，水草茂盛，物华天宝。秦代置县以来，历经百代之久远，客家儿女
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开枝散叶，用汗水和智慧创造了一域丰厚而灿烂的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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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古邑传说》

内容概要

《客家古邑传说》讲述的是：在文字尚未发明的时代，人们要对历史作记录只能利用口耳相传的方式
，此即为传说的由来。传说，是最早的口头叙事的文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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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龙川县细坳半径下村，山高坡陡，千百年来人们都感叹行路难。明朝万历年间，这个村子里有
一李姓人家，夫妻二人生有两个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娶了媳妇。一家人勤劳节俭，和睦相处，日子
越过越兴旺。好日子过了几年以后，大儿子患急病撒手西去，大媳妇杨氏成了年轻的寡妇。一个好端
端的家庭破碎了，两位老人看在眼里，痛在心头，整日唉声叹气，以泪洗面。尤其看见大媳妇杨氏，
年纪轻轻就守寡，人生几十年怎么过啊！做家公家婆的于心不忍，两人商量让大媳妇改嫁。大媳妇杨
氏初来不愿意，她遵守的是三从四德，怕对不起李家。最后在两位老人的诚心开导下，只好顺从了。
一年以后，由两位老人做主，择好良辰吉日，杨氏改嫁他乡，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李家。上轿前，她给
两位老人家磕了三个响头。大媳妇改嫁走了，两位老人家像失落了什么，常常长吁短叹。手中捧着一
沓聘礼钱，伤心的眼泪流出来了！老夫老妻坐在大门前，天天望着对面山上那条弯曲陡峭的黄泥路，
思绪万千。丈夫对妻子说：“这聘礼不能乱花啊！把对面山上的那条黄泥路修成石阶路，行善修道，
为子孙后代积些功德，死也无悔了！”妻子表示赞同，小儿子夫妻俩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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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河源历来人文荟萃，人们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创造了丰富的“口头文学”，具有浓郁的客家地方特
色，反映了河源的地方风情和人文环境。这些“口头文学”融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于一体。体现
了河源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尚情操。经过全市民间文艺爱好者们的共同努力，辛勤收集、整理出一系
列流传在河源各地的优秀民间传说、故事，本书辑录的是其中精选的一部分。本书在编纂、出版的过
程中，得到了各县（区）文联、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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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客家古邑传说》由“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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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客家人值得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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