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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夫人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
历史人物，她在岭南包括海南知名
度之高，与历代名人的不断褒扬是
分不开的，其中就不乏海南先贤的
推崇备至。

丘濬重修冼夫人庙

丘濬（1421—1495），字仲深，
海南琼山（今海口）人，明代进士，官
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丘濬从小聪颖，到了青年时期，
已是学问渊博、远近闻名的才子
了。传说丘濬年轻时，就尊崇冼夫
人，曾经带领群众重修冼夫人庙。

民国《琼山县志》载：“冼夫人
庙，在苍兴一都，明丘文庄公未第时
祷祈有应，欲新其庙而艰于石，神示
以梦，得石柱十余条，长俱逾丈，用
之不尽。”大意是说，传说丘公考试
前，曾经拜谒过冼夫人庙，丘濬考中
后，为了感谢冼夫人，决定重建苍兴
一都的冼夫人庙，扩大它的规模。
开工后，因一时找不到石柱，大家都
很着急。一天夜里，丘濬睡觉时做
了一个梦，梦见某处藏着一堆石
条。天亮后，他带领乡亲按梦中指
引的方向去寻找，果不其然。这些
石条，每根都有一丈多长，运回来后
用于建庙，根本用不完。

这座冼庙尚存于今天的海口市
琼山区旧州镇陈村。

梁云龙“报恩”冼夫人

梁云龙（1528—1606），字会
可，号霖雨，新坡梁沙村人，明代进
士，官至湖广巡抚提督军门，御赠兵
部左侍郎。

梁云龙考中进士后，被朝廷授予
兵部武库司主事，从此开始了他的军
政生涯。当时，社会动荡，战争频繁，
正是朝廷用人之际。由于梁云龙才
华慧颖，后经殿试，又被朝廷擢升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被派往西陲平
叛。梁云龙运用冼夫人的战法打击
顽寇，经过两年苦战，终于全部荡空
嵩山之敌，收复失地7000余里。

后来，倭寇侵略高丽（朝鲜），危
及中原。高丽国王李昖请明皇出兵
救援，明皇又派梁云龙挂帅出征，云
龙设计杀敌，在平壤击败倭寇，并因
此晋升参政。

尔后，楚荆（湖南、湖北）又发生
叛乱事件，朝廷委任梁云龙为荆南布
政使，前往治乱。梁云龙到任后，又
采用冼夫人处理民族之间矛盾的方
法，从实际出发，为民请命，辨明是
非，民族矛盾以德治之，敌我矛盾以
兵治之，妥善地处理好了这场民族争
端，只有半年之久，楚荆就得到安宁，
上下皆大欢喜。为此，朝廷晋升他为
湖广巡抚提督军门，授予他一品俸。

梁云龙功成名就后，不忘“报

恩”冼夫人，他把皇帝奖励的金银集
中起来，铸了一个冼夫人的金塑像，
带回梁沙老家供后人供奉。由于历
代兵荒马乱，这个金塑像下落不明，
但它的替身（复制品）仍在。

王弘诲为冼夫人写碑序

明代定安县李家都龙梅里（今
雷鸣镇龙梅村）的谯国诚敬夫人庙，
传说由当地群众捐资重建于万历三
十二年（1604年）。当时告老还乡的
王弘诲（1542—1617）得知此事，非
常支持，并应群众请求，亲自拟写庙
碑，为之作序。

王弘诲字绍传，明代嘉靖进士，
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当时，海瑞为
民请命，冒死上谏嘉靖，被皇帝打入
死牢，王弘诲力主正义，竭力周旋，
为海瑞求情开脱，他不畏强权，不怕
牵连，令朝野刮目相看。告老还乡
后，他又为家乡父老做好事。

王弘诲对冼夫人及其功绩非常
熟悉，对纪念冼夫人的庙宇破漏毁
损极其痛心。因此，他一回乡就鼓
励和支持群众修复冼夫人庙，1604
年，也就是他告老还乡的第四年，当
地群众陈万元、郑日章在他支持下
带头集资，修好了冼庙，请他作序。
他写的庙碑序大意是：冼夫人庙在海
南北部到处都有，而从它的规模大
小，就可以看出当地的人心所向；冼
夫人在历史上功勋炳著，确实应该得
到万民的崇敬。而我家乡的冼庙，范
围狭小，建筑简陋，仅能遮风避雨，毫
无壮丽可言，实在令人担忧。幸好最
近有好义秉礼的人倡导，集资把它修
复起来了。虽然建设的资金有限，但
毕竟此庙比过去壮观了许多，乡亲们
都非常高兴地到这里瞻仰，认为这样
就可以放心地向后人作个交代了
……

目前，该庙已被翻修一新，梁柱
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屋顶仍铺瓦片。

状元知府仿效冼夫人平乱

林鸿年，清代福建侯官人，字勿
村，道光丙申（1836年）科状元，曾任
琼州知府，后官至云南巡抚。

林鸿年上任琼州知府，恰值鸦
片战争前后。当时，内乱外患频繁，
封建王朝摇摇欲坠，地方官更不好
当。林鸿年上任前的嘉庆道光年
间，海南民间起义就有12次。1851
年，洪秀全在广西领导农民起义，建
号太平天国，革命浪潮波及全国，对
清朝的统治威胁更大，海南也酝酿
着一场更大的暴动。

然而，林鸿年无愧是状元之材，
他博通古今，洞察民情，深知民心只
可疏而不可压。他仿效当年冼夫人
处理民族矛盾的方法来处理海南问
题，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利益为
重，稳定了海南的官心和民心。在他
任期内，并没有发生暴乱事件，甚至
连长期为患海上和沿海、使商船和渔
民不得安宁的海寇张十五的队伍，也
被他成功招安，不再为害民众。

咸丰二年（1852年），林鸿年率
领琼州府、海口、海安及琼山有名望
的文武官员及停在海口港埠的商船
的船长共80多人，浩浩荡荡地来到
海南最大的冼庙琼山梁沙婆庙参加
纪念冼夫人活动，并借此机会宣传
冼夫人，号召大家学习冼夫人，为安
定和团结而努力。同时，发动群众
踊跃捐资，他自己带头捐铜钱三十
千，琼山县等同来的文武官员也纷
纷解囊，他们的义举大大地激发了
当地绅士和信民的捐款热情。

这次捐款活动，成为梁沙婆庙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由于资金
比较充裕，使梁沙婆庙修饰得更加
宏伟华丽。
（作者系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副会长）

《项脊轩志》明文经典

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开
甫，别号震川、项脊生。在他8岁那年，
母亲丢下几个年幼的孩子与世长辞，年
仅25岁。由于对母亲的印象并不深
刻，《项脊轩志》主要通过母亲身边一位
婆婆转述而来，婆婆常指着项脊轩内的
某处对归有光说：“某所，而母立于兹。”
又说：“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
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
外相为应答……”话未说完，两人忍不
住相继而泣。

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项脊轩志》属
于“忆语体”散文，也就是现在说的回忆
性散文，如《秋灯琐忆》《浮生六记》等都
属于此类。“忆语体”散文的主要特点是
以当下回忆往昔，在穿越时空隧道、今
昔对比之下，读者难免有一种时光飞
逝、物是人非的感伤与共鸣。

项脊轩只是一个小书斋。“室仅方
丈，可容一人居。”文章头一句，归有光
不经意地说：“项脊轩，旧南阁子也。”这
句看似闲笔，其实不然。在文章最后一
段，归有光回忆妻子魏氏：“后五年，吾
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
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
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这一私语
既是呼应之笔，同时也显露了夫妻两人

的亲密与情趣。
除了《项脊轩志》，归有光还有另一

篇短文《寒花葬志》，其中以妻子的婢女
为主角，曰：“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
鬟，曳深绿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
荠熟，婢削之盈瓯，予入自外，取食之，
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
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
指予以为笑。”这篇文章虽短，但同样勾
画了他们夫妻与丫头之间其乐融融的
温情一幕。

归有光的散文风格朴实而感情真
挚，既博采唐宋诸家之长，又有自己的鲜
明特色。围绕项脊轩这一小小书斋，归
有光写出了家族变迁后物是人非的寂寥
与无奈，同时又用寥寥数笔将祖母、母亲
和妻子的点滴过往娓娓道出，尤其最后
托物寄人的“枇杷树”一句，更是击中人
内心的柔软角落，读之令人泪目。

时光残酷，淡语深情；尺水兴波，短
章圣手。明代大儒黄宗羲对归有光的
文章十分推崇：“震川之文一往情深，故
于冷淡之中自然转折无穷，一味霁兀雄

健之气都无所用也。”归有光一向被称
为“明文第一”，清代《古文观止》里收录
了他两篇文章，这篇《项脊轩志》虽未入
选，但它应该是最打动人心的一篇。

九赴公车 困顿科场

归有光生于当地大族，其曾祖父归
凤是明朝成化年间的举人，后于弘治年
间选调山东成武县令。归有光的祖父
归绅和父亲归正从小都刻苦读书，但由
科举而仕的道路十分坎坷，两人均以布
衣终老。

与祖、父辈相比，归有光自幼聪明
过人，他9岁成文，10岁时写就洋洋千
言的《乞醯论》，乡人为之讶异。年及弱
冠时，归有光在童子试中以院试第一的
成绩补苏州府学生员，可谓春风得意。
不过，在乡试这关，归有光却没有这样
的好运气了，他五赴南京应试，每次都
榜上无名，铩羽而归。直到35岁那年，
归有光终于以乡试第二的成绩中举，一
洗前耻。

然而，更悲催的还在后面。中举之
后，归有光在之后的25年中，8次入京
会试而不售。直到嘉靖四十四年
（156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归有光终
于中榜为三甲进士，他的科场生涯才算
终结，堪称中国科举史上的极端案例。

历经千辛万苦才获得从政资格后，
归有光的仕宦生涯也很短暂。最初，他
被派往浙江长兴为县令，后因得罪上司
而被迁为顺德通判。隆庆四年（1570
年），在大学士高拱、赵贞吉的举荐下，归
有光任南京太仆寺丞，后留掌内阁制敕
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隆庆五年
（1571年），归有光因病去世，享年66岁。

归有光殁于南京太仆寺丞任上，故
世人称之为“归太仆”。南京太仆寺是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六年（1373年）设
置的官署，主要掌牧马匹，以备军需。
有意思的是，南京太仆寺不在南京而在

安徽滁州，归有光并未真正上任，却写
下了著作《马政志》流传后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归有光在安亭
时曾对太湖水利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搜集相关水利文献，撰成《三吴水利录》
四卷。隆庆三年（1569年），名臣海瑞
在对吴淞江进行大规模疏浚时，就采纳
了归有光的治水设想。

文脉赓续 震川书院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35岁的
归有光首次会试落榜后，带着妻儿徙居
嘉定安亭读书讲学。可能连他自己都没
想到的是，他这一呆就是25年。从35
岁讲学到60岁中进士，归有光把一生中
最宝贵的时光都交给了安亭。

归有光讲学期间，“四方来学者常数
十百人，海内称震川先生，不以名氏”。
在他的教诲下，安亭一带人文荟萃，有

“（隆庆朝后）天下文章萃于嘉定，归有光
之真传”的盛誉。在他的学生中，有科举
登第者如李汝节，有治经学者如傅逊，有
文学见长的如张应文、张应武等。

清代，据说道光皇帝读到《项脊轩
志》一文而大为感动，这时江苏巡抚陶
澍正好进京述职，道光皇帝向他问起归
有光后世情况。后来，陶澍亲至安亭寻
访，得知归有光在此讲学的业绩后，于
是奏请道光皇帝御批建造震川书院。
道光八年（1828年），震川书院在归有
光原讲学处重建。

震川书院占地约12亩，西与千年
古刹菩提寺相连，东与因澍相通，门首
题“震川书院”4个篆字，院内“归公祠”
供奉归有光像，上有匾额“继韩欧阳”。

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宣布废科举、
兴新学，震川书院也于1903年改为震
川小学堂。1905年，又由小学堂改为
中学堂兼设师范，开设国文、算术、物
理、体育、美术等新课程。如今，震川书
院旧址为上海嘉定区震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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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有枇杷树，吾妻
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
亭如盖矣。”因为这一句，
很多人记住了《项脊轩
志》这篇文章，也记住了
归有光这个名字。归有
光生于江苏昆山，但嘉定
占据了他近半生的时间，
震川文脉也由此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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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吃春卷，寓意“从头吃到
尾，欢喜迎新春”。顾名思义，春
卷是把代表春天的食物卷到饼
里，而后煎炸而成。这就意味着
想要吃到春卷，要经过备馅、做饼
和油炸三步。在物资相对匮乏的
古代，人们是如何一步步做出春
卷的呢？

春卷的雏形是五辛盘，最早出
现在西晋，晋人周处在《风土记》中
说“元日造五辛盘”，“辛”有“迎新”
和“辛辣”的意思，人们吃一些能刺
激脏气的食物迎新年，有春气蓬发
之寓意。此时蔬菜种类已有很多，
人们一般选择小葱、新蒜、韭菜、油
菜和香菜五种绿叶菜来摆盘。这
道菜算是饭前的小凉菜，因辛辣刺
鼻算不上好吃，所以人们对菜品进
行了改进，如大诗人苏东坡很中意
蓼芽，写过许多夸赞野蓼芽菜美味
的诗句，如“青蒿黄韭簇春盘”“喜
见春盘得蓼芽”等，别的菜先不说，
他见了这蓼芽就喜不胜收。

到了唐代，“五辛盘”彻底演变
为“春盘”，这时的春菜被称为“春
生菜”或“生菜”，种类更多，想吃什
么菜就放什么菜。再往后，元人把

“胡桃仁、松仁、桃仁、榛仁、嫩莲
肉、干柿、熟藕、银杏、熟栗、芭榄
仁”（元《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干
果、荤菜全都混在一起；而清人发
明出咸甜两种口味的春卷，咸者加

“熟咸肉、肥条”，甜者加洋糖、蜂
蜜，这大概是南北方“咸甜之争”的
开端吧。

春卷从西晋和唐代的“盘”，发
展到宋代的“饼”，到了清代才出现
和今天造型一致的“卷”。

其实在晋代，人们已能制作出
各种各样的面饼，如汤饼、白饼、蒸
饼、烧饼等十几种，但这些面饼都
比较厚，所以没法用来卷春菜。当
时能做出的最薄的饼叫“髓饼”，但
也有“四五分”（《齐民要术》），换算
成现在的厚度是1.5厘米，还是比
较厚的。

唐代出现“春饼”，但意思和
今天的饼不一样。《四时宝镜》说
它是“菜盘”，所以唐人的“春饼”
只是“春盘”的一种。查阅史料可
知，唐人酷爱吃汤饼，做法和今天
西安美食面片汤差不多，所以这

“春饼”大概率是面片。宋代，周
密在《武林旧事》中说“春饼”摆盘
极为精巧，可见能卷起来的饼仍
未出现。

到了清代，真正的春饼皮终于
被制作出来，具体做法见爱新觉
罗·浩的《食在宫廷》：“将和好的面
团分成二十个剂儿，案板上撒上面
粉，逐个将每个面剂儿按扁，刷上
油，两两相合，即成十个新胚，再用
面杖将每个饼坯擀成直径为四厘
米的饼。”接着，“铛上淋少许油，用
小火将铛烧热，放入擀好的饼，将
两面烙熟后，即可出铛”。此饼在
江浙一带极为流行，袁枚说南京人
做得最好：“薄如蝉翼，大若茶盆，
柔润绝伦。”

薄如蝉翼的春饼皮做出来后，
清人开始大展身手。童岳荐在《调
鼎集》中介绍了三种做法：第一种
是完整的饼皮里面裹上荤蔬馅料，
直接油炸供客，寓意是“一年有头
有尾”；后两种做法类似，都是卷好
春饼后切段油炸，只不过一种偏咸
口，一种偏甜口，这和不同地域的
饮食习惯有关。

其实在不同省市，春卷的来历
和做法也不一样。如闽南春卷，是
福建人为纪念郑成功而做，主要材
料是海蛎；莆田春卷，是一位母亲
为参加科考的儿子而做，以麦饼为
皮、青菜为馅料，做法朴素又饱含
母爱；海南春卷叫“脆皮高粱卷”，
是用高粱饼卷着椰丝炸成的食物，
属于琼海风味。

无论哪种特色春卷，对现代人
来说，吃春卷只需要点个外卖，或
者买来半成品油炸一下，但古人从

“五辛盘”到“春盘”，从“春饼”到
“春卷”，可是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漫
长发展。

“春到人间一卷之”，春卷不仅
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华夏美食文化
的漫漫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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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剧舞台上的冼夫人形象（左）。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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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像。 资料图

后世刊行的归有光全集书影。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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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梁朝、陈朝
和隋朝的岭南巾帼英
雄冼夫人，曾经结束了
海南岛近600年来时
立时废、时合时分的建
置局面，使海南重新回
归中央政权的管理，推
动国家的大一统。

海南人民对冼夫
人的爱戴和缅怀延续
至今，民间过军坡节和
建冼庙的行为从未间
断，截至 2022 年，海
南可查知的冼庙有
471座，其中最早的冼
庙为始建于唐代的儋
州市中和镇宁济庙。

明清两代，海南先
贤丘濬、王弘诲、梁云
龙等人也热心于为冼
夫人修建庙宇，以纪念
和颂扬冼夫人的历史
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