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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邑文昌》，其难能可贵之
处在于不仅讲述了文昌过去的发展
成就，还将目光放至更长远的未来。

走过 2000 余年漫长历程的文
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
兴工业、新兴服务业、新兴农业、新兴
海洋产业以及铜鼓岭、高隆湾、月亮
湾等一批重点项目的开发，使文昌长
期以农耕为主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
变。近年来，清澜大桥、海文大桥、滨
海旅游公路“两桥一路”建设，构建起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畅通了人流、
物流，盘活了资源，创造了文昌融入
海口经济圈、与省会海口“同城”发展
的条件。

尤其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
落户，给文昌带来历史性机遇。该市
依托发射场兴起的航天城系列建设，
风生水起，好戏连台，掀起了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热
潮，前景可期。

文昌因文而生，因文而名，因文
而昌。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文昌
人，满怀家国情怀、使命担当、重教勤
学、崇德扬善、拼搏进取、文化坚守等
精神内核，一直行走在奋斗路上。

“我们从《千年古邑文昌》中深刻
感受到文昌人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的
精神。这种精神的传承，对于我们这
些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将继
续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向新时代大
步迈进，再创辉煌。”海南省文昌唛文
化促进会会长黄心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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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邑文昌》共有556页
55万字，集文昌地理、历史、人文、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于一体，主
要从“地域优特、历史厚重”“崇教
尚学、世代传承”“文化习俗、源远
蕴厚”“著名侨乡、殷殷侨情”“变革
大潮、人物迭出”“旅游资源、得天
独厚”“古邑新姿、锦绣前程”等七
部分进行编纂，全方位、多维度向
世人展现和展望了文昌的昨天、今
天与明天，力求全面揭示这块土地
上最能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
涵和底蕴的内容，为这座千年古邑
的人文魅力找寻历史密码。

文昌不仅仅是地域名称，更是
文化符号。追溯文昌2000多年的
文明史，从官府到庶民，建孔庙、修
书院、办学堂，勤学之风、重教之
习、尊师之礼，世代赓续，绵延不
绝；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相得益彰、长盛不衰；“一里三进
士，七里八举人”的佳话，至今仍为
世人津津乐道。正是这种人文精
神的厚植，成就了文昌“江山代有
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历史
华章。

文昌明代涌现出了翰林院庶吉
士何测、左佥都御史邢宥，后者与丘
濬、海瑞被誉为“琼州三贤”。

文昌近代以来出现了宋耀如家
族和张云逸等多位将军，现代涌现
出上千名教授、专家学者，其中有闻
名中外的教育家陈序经、数学大师
范会国、现代书法学奠基人祝嘉、中
国科学院院士林鸿宣以及中国工程
院院士林浩然、张偲等。

作为全国著名的侨乡，文昌当
地老百姓很早就有漂洋过海闯荡
天下的传统，旅居世界各地的游子
有 120 多万人，其中不乏商业巨
子、学界翘楚和政界精英。

这些涉及文昌历史、人文知识
的翔实记录，皆收录于《千年古邑
文昌》一书之中。

从 2017 年 5 月启动编纂，到
2023年 12月印刷，再到日前发售，
《千年古邑文昌》一书历经多年打
磨。书籍扉页标注了100多位参与
主创的人员名字，包括顾问、编辑、撰
稿人等。

100多人，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年
编纂这样一本书？

《千年古邑文昌》编纂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符鸿合做出了解答——盛
世修史、明时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传统。在国泰民安的大背景下，文
昌社会各界研究文昌本土文化的热
情空前高涨，当地研究会、学会、促进
会等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竞
相为文昌文化添光增彩，呈现出百舸
争流、百花齐放的景象。

“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大多只
限于某个方面、某些人物、某些事件，
缺乏大格局、大视角、大构架的全景
式研究成果。因此，编写一部较为客
观、全面、系统，能唤起文昌人的文化
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激发家国情怀、
提振时代精神的著作，是新时代文昌
文化人的历史责任。”符鸿合说。

为此，海南省宋庆龄宋耀如研究
会、文昌文化研究会和文昌市孔子学
会扛起这一责任，集结了当地一批文
化人和退休老同志，广征博采，历时
数载，数易其稿，乃成此书。

统观全书，既有宏观鸟瞰，纵横
文昌，尽收眼底；又有微观透视，沧桑
全景，了然书中。品读之，知兴衰，明
得失，窥现在、未来，可为文昌施政决
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为深入
开展爱国爱乡教育提供依据，为海外
乡亲了解故里提供窗口，为各界朋友
解读文昌提供素材。

《千年古邑文昌》在叙事方面，努
力挖掘史料记载，用事实说话；在写
人方面，力求客观、真实、公正，不虚
美、不隐恶，言必有据。

《千年古邑文昌》编纂委员会副
主任陈封椿认为，该书既不同于地方
史志，也有别于百科全书，而是两者
兼有之，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史志的
编撰起到了拾遗钩沉、修残补缺的作
用，具有“存史、教化、资政”的价值和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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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邑，多彩文昌。
地图上，位于海南岛东北角的文昌，是一处极为特别之所在。海南岛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碧波万顷的南海

上。文昌市位于海南岛东北部，东、南、北三面环海，区位优势明显，濒海风采尽显。这里四季常青，山川秀美，资源丰
富，物华天宝。

作为海南三大古邑之一，文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设置紫贝县；隋大业三
年（607年）易名为武德县；唐武德五年（622年）更名为平昌县；唐贞观元年（627年），定名为文昌
县。几易其名，确定了以文化人、以文培元、以文弘业的人文基石。1995年，文昌撤县设市，开
启新的历史篇章。

想要了解文昌，就非得有翔实的文字记载。近日，《千年古邑文昌》一书面
世，为广大试图了解文昌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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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文昌段游玩游客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文昌段游玩。。赵文淦赵文淦 摄摄

人们在文昌观看火箭发射。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千年古邑文昌》书
影。海南日报记者 刘梦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