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巾帼英雄冼夫人
历经南朝梁、陈和隋
三朝，是古代岭南地
区俚族首领，毕生致
力 于 维 护 国 家 统
一 。隋开皇十年
（590年），冼夫人平
定王仲宣叛乱有功，
被隋文帝册封为谯国
夫人，被百姓尊为“岭
南圣母”。

在冼夫人生前以
及逝世以后的 1400
多年以来，海南各地
群众对她十分敬仰和
热爱，积淀为一种历
史底蕴深厚、文化内
涵丰富、个性特色鲜
明的地域文化，即冼
夫人文化。

自20世纪80年
代业内专家提出“冼
夫人文化”这个命题
以来，得到了学界的
广泛认同，成了社会
共 识 。 1 月 5 日 ，
“2023新时代冼夫人
文化建设学术研讨
会”在海口举办，众多
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冼
夫人文化如江河之水
后波逐前浪，已形成
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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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海南拥有丰富的冼夫人文

化资源

在南北朝以前，海南岛属于南越
国（今广东一带）之外的外檄之地，长
期脱离中央政府统治，俚族各大小峒
主占山为王，各行其是。

直到冼夫人的出现，对海南岛
进行平定叛乱，安抚百姓，请命于朝
设立崖州，从而结束了近 580 年来
海南岛时立时废、时合时分的建置
局面，使海南岛重新回归中央政权
的直接管理，推动中国再次出现大
一统。

穿越千年历史云烟，海南人民对
冼夫人的爱戴敬仰也逐渐升华为一种
文化。在海南，军坡节的兴盛和冼庙
的建造，就是冼夫人文化的两种具体
表现。

据海口市冼夫人文化学会提供的
数据，截至2022年，海南共有冼庙471
座，其中最早建造的冼庙是儋州市中
和镇的宁济庙。据史料记载，宁济庙
建于唐代，苏东坡贬琼居儋时曾去拜
访。

什么是冼夫人文化的精神内
核？据《隋书·列女传·谯国夫人传》
记载，冼夫人训导子孙时曾说：“汝
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
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
报也。”许多专家学者归结，冼夫人
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唯用一好心”精
神。

琼台师范学院教授单百灵认为，
在现代人看来，“好心”是一个比较口
语化的词汇，但从哲学层面，冼夫人

“好心”精神与中华民族“大善”的传
统思想同根。在单百灵的解读中，

“好心”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以
善为中轴、重视人类共存性的共同体
视野；从政治层面来看，是契合“和”
的政治理念，主张站在发展和统一的
思想高度，寻求“善治”；而在微观行
为层面，是谋求建构人和人之间和谐
的共生关系，凸显了文明社会的和谐
价值。

总而言之，冼夫人文化凝练在“好
心”二字中，既投射出了“善意”，也与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善治”思想不谋而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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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冼夫人文化给予后人前

行的力量

冼夫人执政期间，尽管朝代更迭
频繁，各地战乱动荡，但处于华夏一
隅的海南却出现了长期的和平稳定
局面。冼夫人的伟大，不仅在于她当
时所作的杰出贡献，还在于她给后人
继续前行的力量，给后人研究和解决
问题的智慧和启示。

冼夫人诞生于1500年前，其所
处的时代背景与当今虽然有很大
差异，但她“事国以忠诚、亲民以厚
德、行政以仁义、治兵以法义”等思
想已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性，“修身、
廉洁、奉公、爱民”等思想也仍然值
得我们学习借鉴。如何让冼夫人
文化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也成了这次研讨会上
大家关注的命题。

三亚学院教授赵宝晨则认为，
可以从“民俗信仰”这一角度切入，
让冼夫人文化成为当代海南民俗
信仰演变与传承的重要载体。他
认为，为纪念冼夫人而举行的军坡
节，对推进和传承海南优秀民俗信
仰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军坡节不仅丰富了人
们的文化生活，而且逐渐成为人们
访友、交流的重要平台，对社会经
济文化繁荣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
用。”

冼夫人去世后，朝廷谥其为“诚
敬夫人”，这一来自中央王朝的册封，
蕴含着对冼太夫人之于岭南教育的
伟大贡献的肯定。冼夫人一生的成
就之中，“训导子孙，敦崇礼教，遵奉
朝化”占有很大的比重。

琼台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刘湘洪说，冼夫人的教育精神无疑是
冼夫人文化体系中，积极的、重要的
一个环节，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现在
海南高校的教育底色，离不开一千多
年之前冼夫人‘训导’‘教化’的有益
积淀。”

时时可死，步步向生——冼夫人
活出了这样的境界，像一束光，穿云
破雾、流光溢彩。

问道
新时代的冼夫人文化

当前，学术界对冼夫人文化的研
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建构了冼夫
人文化的框架体系，拓展了冼夫人研
究的深度与广度。

冼夫人向来是民族团结理念的坚
定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尽管冼夫人
是岭南少数民族俚人，但秉持着民族
团结的理念，她积极促进各民族之间
的和平共处和团结发展。

在单百灵看来，冼夫人思想中的和
合观念和“忠孝之道”，经过历史的浸润，
已演化为强调国家和民族统一，强调社
会和家庭和谐稳定的精神，对于当今社
会的价值观念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冼夫人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
义是多层面的。冼夫人文化深刻鲜明
的精神内涵，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廉洁文化
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冼夫人生于显赫的首领家庭，其
后她又任俚族首领，且皇帝赏赐无数，
本可过着富足生活，但她始终坚持廉
洁修身，厉行节约，亲自劳作。

梁、陈、隋三朝赏赐给冼夫人的财宝
无数，冼夫人并不动用，而是将其置于仓
库，以备战乱时恤民之用。在公务之余，
冼夫人亲自种菜、下厨。她还派遣军队
营造谷仓，自己从不贪占，而是由府衙派
人管理经营，其利润用于调节租税、开路
修桥、开办学堂、救济贫民。

《茂名侨报》总编辑、副社长刘劲
对冼夫人廉洁精神形成的历史渊源作
了考察，他把冼夫人廉洁精神的基本
内涵，归纳为仁爱施行、秉公执法、公
而忘私、不徇私情、除暴肃贪、爱国安
民等，特别强调“文化润其内，养德固
其本”廉洁精神的内在力量。

从历史人物到民间信仰，历史前
进的步伐也在推动着冼夫人文化的发
展与创新。

“传承与创新是冼夫人文化的研究
和实践中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海南科
技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郭
万州对创新发展冼夫人文化节提出了
建议，他认为，可以将冼夫人文化与琼
北地区的民俗文化、农村特色、生态湿
地环境等结合，提升冼夫人文化出游体
验，发挥数字技术促进冼夫人新型文化
业态等，赋予新时代冼夫人文化新的内
涵、新的展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