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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a number of Hakka cultural indicators in Gannan area, such as the number of 
enclosed houses in each district and county, the number of folk opera sites, the number of folk 
snacks left over, etc. By using the method of assignment we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Hakka culture in each district and county are evaluated, an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akka culture at the scale of 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the whole southern Jiangxi 
region are evaluated with Moran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Hakka culture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18 counties in southern Jiangxi is less than that in the southeast reg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Hakka culture index in the southeast region near the border of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s is denser.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Hakka culture in 18 counties of southern 
Jiangxi i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value of Hakka culture in most areas in the northwest of south-
ern Jiangxi is in a low-level concentration area. Ruijin City is located in the HL area, forming cul-
tural polarization effect. Dingnan county is in the remarkable HH area of Lisa distribution map, 
and the Hakka culture level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is relatively high.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levant targeted measures and decision-making sugges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
velopment of Hakka culture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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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赣南地区18区县围屋数量、民间戏曲遗址数、民间小吃遗留种数等多项客家文化指标，采用赋

值加权方法，得出各区县客家文化特征值，并结合莫兰指数对整个赣南地区区县尺度下客家文化空间相

关性和空间分布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赣南十八县客家文化西北地区分布较东南地区稀疏，整个靠

近广东福建省界边缘的东南地区的客家文化指标分布较密集；赣南十八县客家文化空间相关性较高，西

北部大部分地区客家文化值处在低水平集聚区；瑞金市处在显著HL区，形成文化极化效应；定南县在Lisa
分布图的显著HH区，且周边地区客家文化水平较高。该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和发展该地区客家文化提供相

关针对性措施和决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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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客家文化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表现在建筑、语言、饮食、生活等各个方面，部分文化堪称

“活化石文化”，有较大的历史研究意义，能够带来一个广阔的旅游经济市场空间。客家文化具有时间

分布长、空间分布广特点，发源于岭南地区，上古时期就已经有了一个雏形，秦始皇统一七国后，中国

南北大门打开，客家文化得以大规模蔓延传播，到如今客家文化遍布中国各地，甚至越出国界，据不完

全统计国外就有 500 万左右客家人定居海外，国内客家人密集分布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处。李凤英在对福

建省非遗项目畲族和客家文化特征的综述中，以客家文化中的“上刀山、下火海”等习俗作为研究对象，

为中国的文化多元化提出了发展建议[1]。宋德剑以梅州客家文化产业为研究重点，认为在广东地区客家

文化产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需从文化凝聚、政策维持、以及多元化筹资等多方面大力弘扬客家文

化[2]。赣南地区客家文化的传承方面，权亚楠以赣南客家人文精神为基础，提出了对乡村建设的建议[3]。
近年来，已有众多学者对客家文化进行了研究[4]，但在客家文化的空间分布和相关性评价方面研究尚少。

鉴于此，本文以赣南地区为例，采用赋值加权法[5]对当地客家文化进行评价，并结合莫兰指数和 LISA
散点图对赣南地区 18 个县区进行空间分布统筹性分析，得出赣南 18 县区尺度下的客家文化空间相关性

和集聚性的关系，并给出不同层面的文化发展建议[6] [7]。 

2.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赣南地区位于江西省南部，与闽粤地区交界，赣江的发源地，是红色故都和革命摇篮，同时也是客

家文化的传播区和遗存区。研究区赣州市面积 39379.64 km2，拥有 18 个区县[8] [9] [10] [11] [12]。客家文

化散布在赣州市各个地区，如客家围屋文化有龙南县的关西围屋、全南县雅溪围屋、安远县东生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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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间文学有南康市木根源，客家民间音乐有兴国县山歌、于都县唢呐《公婆吹》、会昌县踩鼓、崇

义县竹洞畲族山歌等。客家民间舞蹈有定南县瑞狮、章贡区高跷、上犹县九狮拜象、大余县南安罗汉舞、

赣县云灯等。客家传统戏剧有赣南采茶戏、信丰县手端木偶戏、宁都县中村摊戏、于都县江西提线木偶

戏，兴国县端戏等。客家曲艺有南康市古文、于都县古文等。客家传统手艺有石城县砚制作技艺、瑞金

市手工艺术模具雕刻铜模、崇义县豆腐制作技艺、全南县蓝巾帕制作、兴国县鱼香肉丝制作技艺等，客

家民俗有龙南县围屋习俗、上犹县客家门匾习俗、兴国县三僚堪舆文化、宁都县石上曾坊桥帮灯、定南

县定南客家哭嫁习俗、龙南县香火龙宁都县洛口南云竹篙火龙等。客家传统医药有寻乌县挑积、于都县

敦本堂熊氏民间中医等。客家传统美术有章贡区客家竹雕、大余县核微雕技艺、兴国县篆刻等[12] [13] [14] 
[15]。 

2.2. 研究方法 

本文将客家文化指标首先进行赋值加权分析，得出赣南 18 县的客家文化特征值。参照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16] [17]，采用 Moran’s I 指数和 Lisa 分布图分析赣南地区的客家文化空间分布特征，该方法能够综

合且较合理的揭示客家文化的空间聚散特征。 
全局莫兰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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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表示莫兰指数； ix 表示要素 i 处的值； jx 表示与 i 相邻要素 j 的值；n 为要素的个数；S2 表示 x 值

和其均值 x 的方差； ijω 为要素之间的空间权重。 
局部莫兰指数的 Z-score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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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i 表示局部莫兰指数； ( )iE I 表示 Ii 的数学期望；σ 表示标均差。当 ( )iZ I  > 0 时，表示要素值与邻

近区域具有高相似的集聚特征，当 ( )iZ I  < 0 时，代表要素值与邻近区域具有低相似的集聚特征。 

3. 赣南地区客家文化空间分布及相关性评价 

3.1. 客家文化特征值及其分布 

收集赣南 18 县各个县历史遗留下来的客家文化指标数据，对十八区县进行实地考察，统计绘制得各

类客家文化类型指标数据表 1，拟采用赋值加权法，赋予围屋个数、文艺遗址数、民间小吃遗留种数、

手工艺遗留种数(0.5，0.25，0.1，0.15)的加权矩阵，由定性到定量的对每个县区评价出一个模糊客家文化

值，详细数据见表 2。数据表明定南县、会昌县、寻乌县的模糊客家特征文化值均在 1 以上，寻乌县文

化值最高，数值为 1.93，南康市文化值最小仅为 0.38，其余 14 个县区均在 0.45~1.00 之间。单靠数据不

能体现出客家文化的区域分布状况，借助软件 Arcgis 工具制得可视化[18]的模糊客家文化值空间分布图

1。如图 1 所示，宏观上总览整个赣南地区发现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文化值较大，南部地区较北部地区文

化值较大，总体呈现模糊文化值由西北向东南地区递增趋势，具有辐散分布特征。以赣州为中心可以看

出与章贡区(赣州市)相邻近的赣县和南康区客家文化值较低，也间接反映，这三个地区的文化保留情况不

容乐观。导致此现象的因素可能由于中国近几十年来，城镇化的进程加快，许多文化和风俗习惯未能流

传下来，以及工业发展的进程以及城市建设破坏了客家文化的要素和指标，其中江西省界边缘地区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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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高文化水平和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综上所述，赣南地区均保留一定程度的客家文化，但文化保留

层次也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均衡性。 
 

Table 1. Numerical statistics of Hakka cultural indicators in 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Gannan 
表 1. 赣南十八区县客家文化指标数值 

地区 围屋个数 文艺遗址数 民间小吃遗留种数 手工艺遗留种数 

赣州市 0 4 14 18 

南康市 0 5 12 9 

赣县 1 5 13 10 

瑞金市 2 4 21 32 

信丰县 5 5 14 9 

大余县 1 4 17 29 

上犹县 3 2 15 31 

崇义县 1 6 15 22 

安远县 5 7 18 20 

龙南县 11 3 17 8 

定南县 10 11 32 47 

全南县 6 7 23 15 

兴国县 0 6 19 19 

宁都县 0 9 17 21 

于都县 0 8 25 23 

会昌县 6 5 26 48 

寻乌县 15 1 33 45 

石城县 2 3 22 32 
 

Table 2. Summary of fuzzy hakka culture values in 18 counties of Gannan area 
表 2. 赣南地区 18 县模糊客家文化值 

地区 模糊客家文化值 

赣州市 0.510 

南康市 0.380 

赣县 0.450 

瑞金市 0.893 

信丰县 0.643 

大余县 0.760 

上犹县 0.822 

崇义县 0.673 
安远县 0.910 
龙南县 0.920 
定南县 1.800 
全南县 0.934 
兴国县 0.630 
宁都县 0.712 
于都县 0.800 
会昌县 1.400 
寻乌县 1.930 

石城县 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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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fuzzy Hakka culture value in Gannan 
area 
图 1. 赣南地区模糊客家文化值空间分布图 

3.2. 客家文化空间关联格局演化评价 

对赣南地区 18 县的模糊客家文化值进行探索性数据分析，结合 Arcgis，GeoDa，Excel 等软件计算

出 18 区县空间尺度下的模糊客家文化值 Moran’s I 为 0.870，各县的空间相关性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客

家文化程度较高。图 2 中 Moran’s I 散点反映出 18 区县有三个县处第一象限显著 HH 区，一个县处于第

四象限显著 HL 区，另外 14 个区县均在第三象限显著 LL 区，揭示了赣南大多数地区表现为低水平集聚。

其次各县模糊文化值表现为高水平集聚，其空间体现如图 3，从局部莫兰指数空间分布图来看，赣南地 
 

 
Figure 2. Moran’s I scatter plot of fuzzy hakka cultural 
values in southern Jiangxi 
图 2. 赣南地区模糊客家文化值 Moran’s I 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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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Lisa distribution map of fuzzy Hakka culture value in Gannan 
area 
图 3. 赣南地区模糊客家文化值 Lisa 分布图 

 
区西北部模糊文化值显著 LL 区大区域分布，表明在这 11 个县区相对来说文化值存在低水平集聚现象，

形成了一个低值连绵分布区。其中瑞金市呈现“高-低”集聚区，综合具体文化值来看，瑞金市本身较邻

近区域有一个较高的模糊客家文化值，存在文化极化效应，与邻近区县相比一个处于“文化增长极”的

地位。另一方面定南县处在显著 HH 区，高值被高值包围，以定南县为中心形成一个高客家文化氛围区

域。另外，会昌县、安远县、寻乌县、全南县、龙南县处在非著区，聚集效应不明显，但要素指标数值

较高，文化氛围较密集，所以宏观上来看赣南地区 18 县西北地区呈现“低-低”集聚分布。总体来说客

家文化氛围较东南地区更低，瑞金市在文化保留方面较周边地区更为突出，效果明显，定南及周边地区

的客家文化值存在高水平集聚。从省域尺度上来看，分析发现与广东和福建交界处模糊文化值相对来说

更为密集、客家文化底蕴更加深厚，同时也验证了赣粤闽地区交界处是客家文化的集聚区。 

4. 结论和建议 

1) 宏观上来看赣南地区客家文化分布东南部密度较西北地区更密集，东南地区与闽粤交界处文化氛

围更浓厚，呈现扇形辐散分布。 
2) 赣南地区 18 区县模糊客家文化值得莫兰指数为 0.870，区县空间尺度下，客家文化空间相关程度

较高，赣南客家文化多数地区表现为低水平集聚，部分区县模糊客家文化值表现为高水平集聚。 
3) 赣南地区西北部 11 个县处在显著 LL 区，形成一个低值连绵集聚分布区。其中瑞金市模糊客家文

化值存在极化效应，定南县处在显著 LL 区，与周边区县搭建出客家文化“帐篷”，文化氛围较高，在

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定南县应将此效应的正效果放大，负效果缩小，达到扬长避短的文化扩散效果。 
4) 赣南地区客家文化分布并不均衡，赣州市西北地区客家文化相关政策应进行重点扶持和维护遗留

下来的客家文化要素，同时也要加大研究和发掘东南地区力度。不仅仅是局限于对整个赣南地区笼统保

护，应对该地区划区域实施针对性维护措施，加大客家文化宣传和保护工作。像众多的将遗失的客家文

化，非遗项目的出台应从实际出发，对事对物，做到“不轻视、不等待、不遗漏”。对于章贡区周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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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低水平集聚现象，城市化、工业化存在对文化发展的消极影响，因此现代化进程中也要注重文化的

保护。赣南地区东南部客家文化程度较高，可实施“同文化，近传播”的应对措施，如瑞金市的文化极

化现象，就可以将瑞金市地区的相关客家文化对周边低水平区县进行推广和传播，来实现共同高文化程

度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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