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香港文匯報主辦，香港

明匯智庫、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未來之星同學會」

共同協辦的「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之客家文化之旅」考察交流團，於8月23日至

26日赴「客都」梅州訪問，一行30人包括香港大中學生及博士後青年，展開探索客

家人文歷史、傳承紅色基因的精彩旅程。今次行程中，有香港青年學生第一次了解

到客家人歷史上五次大遷徙、第一次知曉「沒有三河壩戰役就沒有井岡山會師」、

第一次走進客家傳統民居圍龍屋、第一次品嘗客家小吃「味酵粄」……他們都說收

穫豐富，體驗感滿分。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走入「雁南飛」茶田
體驗烈日下採茶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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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組織港生梅州行 訪圍龍屋嘗「味酵粄」

說起客家文化，印入腦海的是客家人崇文重
教，耕讀傳家的傳統，客家文化更有古漢

文化活化石之譽。梅州不僅被譽為「世界客
都」，還是「長壽之鄉」，更是一片紅色熱土，
經過幾日的走訪考察，這些屬於梅州和客家的關
鍵詞也深深印在了香港青年的腦海中。

客家學生感親切 自豪祖先奮鬥史
來自香港台山商會中學的

中五學生陳奕晞出生於香港
的客家家庭，雖是首次來到
梅州，他卻倍感親切。「平
時在家裏也會感受到傳統客
家文化，今次來到梅州看到
傳統客家的歷史來源，了解

到祖先是如何從中原遷徙到南方，如何披荊斬棘
開墾家園，無論經過多少次遷徙，客家人依然是
想找個地方安居樂業，令我感到自豪，更加有一
種歸屬感。無論是香港客家還是梅州客家，大家
都是一家人。」

考察團成員、香港理工大
學博士後李加強從小在內地
北方長大，兩年前剛南來香
港工作和生活，懷着對客家
文化和客家人的好奇，他報
名參加此次交流。他在分享
會上說：「梅州真的是一塊

人傑地靈的好地方，不僅山水秀麗，而且人才輩
出。客家，雖以『客』來稱呼，但客家人每每都
能自立自強，在不同領域創造奇跡。客家人這種
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曾智明囑傳承中華優秀文化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明匯智庫主席曾智明在與
港青交流時表示，客家文化與傳統的儒家文化一
脈相承。客家人用一樣東西可以溝通到，就是

「客家話」。客家人的祖先從北方遷徙到閩西、
贛南、粵東北如梅州等地，這些地方山清水秀空
氣好，但都是山頭，當地人民過去很窮。於是，
客家的男人以前就出海下南洋，經商做生意。大
家也都知道客家人讀書叻，崇文重教有傳統。相
信通過這幾天的考察交談活動，團員們都是收穫
豐盛，不虛此行。他期待香港青少年保持這種學
習和傳承中華優秀文化的初心，在今後的成長道
路上走得更順、獲得更大的發展。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編輯王欣之表示，

「未來之星」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的一個品牌活
動，2005年由香港文匯報創辦，至今累計組織邀
請了超過6,000位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參訪。今次
客家文化之旅，參訪的青少年實地了解客家文
化，增長了見識，並把見聞、收穫、體會分享給
身邊的同學、家長，也期待大家回香港之後，能
努力學習，未來真正能夠成為建設香港的「未來
之星」。
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羅政表示，香港文匯報下

月將迎來創刊75周年，舉辦這次考察交流活動
正當其時。香港有些青少年以為客家人是少數民
族，其實客家人作為漢族的一個重要民系，客家
文化對漢族乃至對整個中華文化其實是影響深
遠。客家人都知道自己「客」從何來，香港青少
年也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裏，「我們的根都在祖
國內地，兩地同胞血濃於水，擁有共同的家國情
懷。」
梅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張運全，梅州市委統
戰部常務副部長王忠豪，會見宴請全體團員並一起
交流。張運全提到，他20年前從廣州來梅州車程
要9個小時，這次考察團從香港乘大巴過來大概五
六個小時，明年另一條途經梅州的高鐵「雙龍線」
（龍岩至龍川）開通後，從香港來梅州大概只需兩
個多小時，交通愈來愈方便。他也希望考察團返港
後能把梅州的情況向家人、向同學朋友介紹，「梅
州歡迎香港朋友們多來走走看看！」

客家文化之旅的首站是參觀位於梅州市梅江區的
「中國客家博物館」。博物館正大門為圓形的兩層
牌坊結構，形似客家土樓。入口處有一口古井，井
欄刻有「飲水思源」，寓意客家人從中原輾轉南
遷，對「根源」相當重視，時刻不忘「根本」。香
港青年參觀了主館客家博物館，在《客家人》主題
展覽中了解客家民系的源起與發展脈絡，並逐漸清
晰了梅州客家的形成，以及梅州的人文歷史。
香港青年賀煒倫是一名室內設計師，在參觀
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客家傳統建築——圍龍屋
以及土樓。「從建築中都能看出客家人十分注重
家庭，還有團結的精神、做人的態度，都是客家
人能立足和發展壯大的根本。」他說，無論是生
活在香港還是內地，大家都要團結一致、互助互
愛，一起建設好國家。透過這次交流了解到更多
客家文化，以及客家人的生活哲學，將來可運用
到自己的設計工作中，幫助大家在良好的生活環
境中發展事業和家庭。
香港都會大學大四學生蔡紫茵說，令她印象

深刻的是客家人在歷史上完成了五次大遷移，
因為戰亂，中原漢人大批南下，形成了後來的
客家民系。客家人認為「錢財和名利是帶不走
的，只有知識是自己的」，故而十分重視教
育，梅州亦出現了很多鼎鼎大名的人物。她笑
說，這次交流團不僅增長見識，還品嘗到許多
當地特色美食，如Q彈爽滑的客家小吃「味酵
粄」就特別美味。

訪曾憲梓故居 憶曾老愛國情懷

今日客家山區已經有
了很大發展，據了解，2022

年梅州市生產總值達到了
1,318億元人民幣，全體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為27,431元人民
幣。走進客家鄉村，到處生機勃
勃，欣欣向榮。
來到梅縣區雁洋鎮雁南飛茶田，自

然環境和園林藝術、氣勢雄偉的圍龍大
酒店、華貴典雅的圍龍食府、古樸的橋
溪村等，讓人賞心悅目。考察團成員走
入茶田，體驗烈日下採茶人的辛苦，品
嘗雁南飛茗茶時更覺醇厚甘香。
香港教育大學大一學生陳卓盈說，
「這裏空氣清新，還能看見一些雞
鴨，我的老家是湛江，也會看到雞鴨
在遊走，這讓我有一種親切的感
覺。去到茶田，喝了當地的烏龍
茶，與我們平時喝的烏龍茶有些不
同，更有回甘味。」
在距梅州市大埔縣城11公里的

深山小鎮百侯鎮，有120多座保存完好的明清
時期古民居建築，展現了當地具有客家特色的
「府第式」古民居。其中「肇慶堂」和「通議
大夫第」具有代表性，讓人驚艷。當地民風淳
樸，田園生活和耕讀傳統，賦予了百侯人清雅
淡泊、崇文尚學的品性。文脈積澱深厚的百
侯，如一本攤開的古書，散發出的縷縷書香。
香港理工大學畢業生羅志強表示，走進客家的

傳統建築感到很涼快，更有不同文化的結合，如
一些雕刻也含有西方特點，客家文化是包容的。
參觀百侯古鎮，讓他更真切地感受到客家人一直
以來有「讀書可以改變命運」的想法，除了刻苦
耐勞的品質，客家讀書的風氣更盛行。

◆李加強

◆陳奕晞

客家人在各行各業人才輩出，香港
著名愛國人士、金利來集團創辦人曾
憲梓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今次考
察團來到位於梅州市梅縣區扶大鎮所
里村，參觀曾憲梓故居。曾憲梓的三
兒子、金利來集團主席曾智明親自為
香港青少年學生講述其父親的生平故
事。同學們聽曾智明娓娓道來，並透
過一張張老照片遙記曾老的愛國情
懷，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曾智明說，內地改革開放之初，港商回內地投資是要

用外匯券，上世紀八十年代父親就回梅州投資建廠，幫
梅州創造外匯。「為什麼我父親喜歡回內地投資、捐
助？因為父親小時候很窮，沒錢讀書，到了新中國成立
之後，父親靠國家每個月給的3塊錢助學金上了東山中
學。後來父親到了香港，開始自己創業。父親常說『國
家幫過我，我賺到錢，一定要回饋國家』。」
同學們得知，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曾憲梓先生

捐資支持國家教育、航天、體育、科技、醫療與
社會公益事業，歷年捐資逾1,400項次，累計金額
超過12億元。
曾憲梓先生一生關心教育，曾智明亦

藉此勉勵學生要努力讀書、擴寬
視野，還要學習將來如何回饋社
會。香港人常說的「獅子山精
神」，就是努力勤奮、自強不
息、同舟共濟。問及是否一定要
賺了錢才能幫助別人？曾智明
說：「有些人說現在有了十塊
錢，等賺了一百塊再去幫助人。
但其實只要有心，就算沒有錢也
能幫助人。」

有青年問到：「您父親的行為對您有着怎樣的影
響？」曾智明直言，「父親平日很忙，自己從小看到
父親捐贈助人時感到由衷的開心，讓我相信有能力就
去幫助別人，這是一種信念。老一輩人信因果，覺得
做好事能積德，父親曾經受過幫助，所以當他有能力
時，他也要盡力幫助別人。每個人的信念不同，如果
大家都能秉持這種正能量的信念，我們的社會將變得
更好。」

梅州這片紅色熱土，承載了三河壩戰役的悲壯，亦走出了葉劍英元
帥這樣的偉人。走進三河壩戰役紀念園和葉劍英紀念園，青年學生們
深感「勿忘歷史，吾輩當自強」。
在大埔縣三河鎮匯東村筆枝山頂的三河壩戰役紀念園的展廳中，展出
了108幅珍貴的歷史圖片和百多件歷史文物。香港都會大學大四學生黃
昭婷表示，聽到「沒有三河壩戰役就沒有井岡山會師」這句話，第一反
應是好奇這場戰役為何這麼重要，井岡山會師自己在書本上有學過，但
以前並不知道有三河壩戰役，這次聽了講解，才明白這場戰役對中國共
產黨和人民軍隊的發展都無比重要。
從室內展廳走到陽光下的「八一起義軍三河壩戰役烈士紀念碑」，考
察團全體人員手持菊花三鞠躬，致敬烈士英靈。走過林間小路，大家又
來到革命先烈當年戰鬥時的戰壕，年輕的戰士奮勇殺敵、英勇犧牲的畫
面似乎重現在眼前。香港中文大學大三學生王譽森說，這個體驗式的戰
壕能讓我們很直觀地了解到原來戰爭是這樣打的，更清晰知道三河壩戰
役的始末。
設在梅縣區雁洋鎮虎形村的葉劍英紀念園，則展出葉帥各個時期的圖

片600多張、藝術品22件、珍貴文獻144份，實物近百件。在葉帥銅像
前，考察團全體肅立，聽取講解。香港教育大學大一學生陳卓盈說：
「看到葉劍英元帥一生的赫赫功績，我重新回顧起廣州起義、南昌起
義、紅軍長征等歷史大事，我好像又上了一堂中史課。」

回顧先烈偉績 傳承紅色基因

◆港青走入茶田，當一回「採茶人」。

▲ 考察團走進客家古
村落橋溪村。

香港文匯報
特約記者莊穎怡 攝

◆ 在中國客家博物館，考察團成員透過圖文資
料、文物模型了解客家源遠流長的歷史。

◆考察團全體成員在葉帥銅像前行鞠躬禮。

◆曾智明（右一）向青少年講述父親曾憲
梓的生平故事。

參觀客家博物館 睹古井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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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河壩戰役烈士
紀念碑前，考察團全
體成員手持菊花三鞠
躬，致敬烈士英靈。

◀ 考察團與曾智明及
梅州市委統戰部領導
在「曾憲梓故居」前
合影。

客家之都走進 客家文化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