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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冼夫人民族生态与精神心
态的融合

冼夫人一生致力于百越族的团
结、岭南和珠江流域的民族联合、祖
国南北的统一、岭南和海外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等等，是受其思想意识
支配的。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于客
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认知、
思维过程的总和。那么冼夫人的思
想意识是怎样的呢？

南梁、陈朝及隋朝时期，冼夫人
每年都举行大会，把三朝朝廷的赐
赠物品“皆陈于庭，以示子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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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汝皆思念之。’”这是冼
夫人每年对家族成员的训话。

不难看出，冼夫人训话中的“赤
心”“好心”“忠孝”，无不体现着儒家
的思想。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北
方南下的士人和岭南籍的人士都积
极兴办公私学校，儒家文化在岭南
地区得到传播。延至魏晋南朝，封
建文化思想在岭南地区广泛传播，
社会风气也随之改变。冼夫人从小
就受到了儒家礼教的熏陶，崔翼周
的《诚敬夫人庙碑铭》说她“解环质

佩，善读阃外《春秋》”，可见她从小
就接受了儒家封建思想教育。冼夫
人出身于俚族大姓，其夫家又是一
个汉族官宦、礼仪之家，她受到儒家
思想和封建礼教的影响是不言而喻
的。冼夫人在其统治高凉的数十年
中是以儒家的封建思想为其主导思
想的。

冼夫人的儒家思想意识经历了
三个阶段的转变和升华。第一阶段
是从俚人原始生态意识到儒家思想
的转变。巢居、断发、椎髻、跣足和
鸡卜，是俚的主要生活习俗；俚人没
有“男尊女卑”的意识；《汉书•地理
志》载，“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
敢自立”；《隋书•地理志》载，俚人
俗好相杀，多构仇怨。冼夫人自幼
学习儒家经典，对儒学有深刻的领
悟。她在“质直尚信，勇敢自立”的
原生态俚人精神上注入了儒家的仁
和义。作为部族首领及南越大首领
的她，“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
于本乡。”将百越民族的“互不统属”

“好相攻击”的原生态意识，逐渐转
变为“为善”、讲“信义”。第二阶段
是与高凉太守冯宝结婚后，她“诫约
本宗，使从民礼。”以儒家之“礼”作

为各民族的行为规范，进一步推行
从其家翁罗州刺史冯融开始的“以
礼仪威信镇于俗”的措施。她不仅
带头学习汉文化，而且设立教馆，聘
请教师，促使族人及其他本土民族
接受汉文化，教育和约束族人遵从
礼仪，促进汉俚文化交流与融合，
使百越民族“椎跣变为冠裳，侏离
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
彬彬然埒于中土”。第三阶段是
把思想升华到了儒家的“忠”及

“大一统”。陈朝时，她不顾被叛
乱分子挟持的儿子的安危，说“我
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
负国家。”坚决打击叛乱。隋朝
时，隋文帝称赞冼夫人“情在奉
国，深识正理。”这是冼夫人民族
生态意识与精神心态的融合、转
变、升华的过程。

可见，在原生态的族群交融、冲
突中，冼夫人的思想升华有利于促
进融合与发展的国策延续。儒家的
忠、仁、礼、义、信及大一统的观念影
响了各政权内族群关系，以走向融
合为主，这种融合是现实和观念的
统一，其中既有政治理性对族群关
系的创造性发展，对族群关系认识

——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
性推进，民众的自发、自觉选择也作
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学习汉文明
目的只是提高本族综合实力，接受
儒学则是学习一种认识和改造世界
的思想方式。

在冼夫人的思想意识中显然有
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可以理解为一方面
是中华民族共同具有的意识，另一
方面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具有的意识是指在中
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
个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
形成了共享共有的内涵丰富的精神
财富。它包括共同的心理认同，即
共同的情感、共同的认知、共同的价
值评价，诸如“天人合一”“崇德求
善”，以及追求“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和秉持诚信尽孝的心理特征；包
括崇尚“和为贵”，倡导“合”的精神，
认同大一统，推进天下归一等。在
这种中华民族共同具有的意识培育
下，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
识。这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不离不
弃、守望相助的意识，最终表现为对
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
度认同，表现为各民族间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
同体理念。

冼夫人每年大会的训话按字义
可解释为：我一生“唯用一好心”去
侍奉“三代主”。现在朝廷赐赠物品
都保存在这里，是我忠孝的回报，你
们要永远记住，一生要用赤诚的心
尽忠于“天子”。

根据冼夫人一生的思想和行
为，这训话可解读为：我一生“唯用
一好心”去做朝廷、岭南各部族和广
大民众的统一、团结、和谐、安定的
事情和事务。现在朝廷赐赠物品都
保存在这里，是我忠孝的回报，你们
要永远记住，一生要用赤诚的“好
心”尽忠于国家和人民。

冼夫人每年大会的训话经千多
年的历史积淀，生成了今天以“唯用
一好心”为历史标识的冼夫人“好
心”精神文化。冼夫人的“好心”，应
有几重意义：第一，是男与女的平
等；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第三，
是要和善友好。第四，是要赤心和
忠孝；第五，是各民族的统一。冼夫
人的“好心”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好

心”。冼夫人的“好心”，全面体现着
“和合百越，和合汉越，和合南北，
和合海内外”的思想和功勋，全面
体现着追求“国家统一繁荣，民族
团结进步，人民安定幸福”的愿望
和担当。这是冼夫人精神文化的
核心。

综上所述，冼夫人的思想意识
体现了中华文明基于文化交融、共
同发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一体
连续发展史，进而促进中华文明共
同体意识的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强化。

因此，冼夫人每年家族大会“唯
用一好心”的训话是冼夫人一生用
赤诚的“好心”尽忠于国家与岭南各
族人民、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历史最强音，也是昭扬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的宣言。

(作者黄伟宗系广东省珠江文
化研究会创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
著名作家、文艺理论批评家、文化学
者。2022年 3月获第三届广东文
艺终身成就奖。作者戴国伟系茂名
市俚人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冼夫人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贡献和当今启示（三）

黄伟宗 戴国伟

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6
月在四川考察时指出：“家
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
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
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
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
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
之才。”新时代，要夯实清
正廉洁思想根基，家风建设
是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和廉洁
文化建设重要内容。

冼夫人是我国历经三朝
十帝的著名政治家、军事
家、社会活动家，岭南少数
民族杰出首领，她的传奇故
事至今仍广为流传，周恩来
誉之“中国巾帼英雄第一
人”。冼夫人事国以忠、亲
民以德、行政以仁、治兵以
义等廉政思想甚为后人称
道。她常常以“我事三代
主、唯用一好心”训示子
孙，使其子孙后辈秉承其遗
志，忠贞报国，仁义施政，

“尽赤心向天子”。好心家风
是冼夫人留给中华儿女的瑰
宝，是一笔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的无形财富，是党员干
部规范和教育配偶子女和身
边工作人员行为的好教材。

近期，茂名高新发展集
团举办了“弘扬冼夫人精
神 传承廉洁好家风”讲座
活动，我感悟颇深。

好家风就是传家宝，子
女教育成才离不开好家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强调“把美好的道德
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
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
气”。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
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良好的家风对于孩子
人格的形成、品行的培养以
及终身教育有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

“孟母三迁”“岳母刺字”
“画荻教子”“封坛退鲊”等
家风故事，无不传达好家风
对子女教育成才、提升个人
修养的重要意义。两弹一星
元勋钱学森曾说：“我的第
一 位 老 师 是 我 的 父 亲 。”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
赴美求学。临别之际，父亲
钱钧夫从口袋掏出一张纸，
郑重塞到儿子手里，转身离
去。钱学森等到父亲的背影
消失后，急忙打开纸条，上
面写道：“人，生当有品：
如哲、如仁、如义、如智、
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
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
然而归，灿烂然而返。”这

一留言，对钱学森此后的人
生影响深远，以致他历经 5
年 艰 苦 奋 争 也 要 回 到 祖
国，实现把他在美国学到
的知识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的初心。可见，家风是家
庭教育最基本的形式，要
在 家 庭 中 积 极 传 播 好 家
风，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
第一个台阶。

修身齐家是人生必修的
重要课题。修身齐家，顾名
思义，指加强自身的修养，
使家族成员能够齐心协力、
和睦相处。冼夫人出身俚族
豪酋，一生致力于军务、政
务，但依然不忘修身齐家。
于自身，她胸怀天下、忠义
廉洁。16 岁被推举为部落
首领后，她提出以“善”为
宗旨的“仁爱”主张，深得
群众拥护；于家人，她“首
领犯法者，虽是亲属，无所
舍从”，孙子冯暄迟迟不出
兵攻打叛党陈佛智，被冼夫
人逮捕入狱；于家族宗亲，
她 “ 诫 约 本 宗 ， 使 从 民
礼”，每年开大会，把梁、
陈、隋三朝朝廷的赐赠物品
都陈列于大庭，告诫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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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汝皆思念之。”冼夫人后
代谨遵教诲，弘扬“好心”
精神，影响和培育一代又一
代好心茂名人。如今，好心
文化已逐步成为茂名这座城
市 以 及 全 体 茂 名 人 民 的

“魂”，“好心”家风也已成
为茂名人日常工作生活的基
本遵循。作为新时代的党员
干部，更应以身示范潜移默
化教育家人，注重细节，严
格做到言传与身教合一，营
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廉洁齐家是党员干部的
重要纪律要求。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初心是共产党员在党旗
下的铮铮誓言，而“廉洁”
是守初心的永恒课题，更是
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遵
循的重要准则。《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第八条规
定：“廉洁齐家，自觉带头
树立良好家风”。毛泽东同
志在家风上坚持三条原则：

“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
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
腰”；周总理没有给后人留
下一砖一瓦、一钱一物，却
为后人留下了“十条家规”
这笔犹如指路明灯的宝贵的
精神财富；“共产党人的精

神丰碑”焦裕禄，从小就教
育孩子热爱劳动、艰苦朴
素，“不能搞特殊”的焦氏
家风……中国共产党的无数
革命家和领导干部为我们树
立了良好的家风家教榜样。
反观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
件，因为一个人的错误而导
致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支离
破碎的案例比比皆是。十八
大以来发现的因不良家教家
风导致的贪腐案件也不胜枚
举，如“夫妻同伸手”“上
阵父子兵”“贪腐一家亲”
等不乏其例。其中最典型的
莫过于引发舆论关注的广安
市委原副书记严春风案，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摄制的电视专题
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第
四集《严正家风》中，面对
镜头的严春风泣不成声，究
其背后的根源，是他没有严
于律己，没有严管约束身边
人，从而导致身边人养成特
权思想和霸道作派。俗话
说：“一人不廉，全家不
圆”。这些案例给我们敲响
了廉洁齐家的警钟，“病态
家风”是腐败的帮凶，家风
败坏必将是党员干部滑向腐
败深渊的重要原因。家风连
着党风，家廉才能政廉。党
员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
要位置，把廉洁齐家作为重
要的纪律要求，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让廉
洁理念融入日常和家风家
教，积极用自身的言传身教
传承、倡导和引领好家风。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
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
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
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
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领
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是
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监督管
理干部的重要举措，也是防
范廉政风险、促进家风建设
的突破性实践。家风建设是
全面从严治党路上的必答
题，也是党员干部一辈子的
必修课。“唯用一好心”精
神与廉洁文化一脉相承，我
们要继续弘扬冼夫人“好心
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教诲，坚持把家风建设摆在
重要位置，立家规、严家
教、正家风，以好家风涵养
清正廉洁，让清廉之风浸润
党风政风社风。

(作者单位：茂名高新
发展集团)

弘扬冼夫人精神
传承廉洁好家风

杨碧云

冼夫人是南北朝至隋朝时期著名
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
家，她一生不仅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
促进民族团结，被周恩来誉为“中国巾
帼英雄第一人”，而且公正廉明、不徇私
情，惩治贪暴、伸张正义，言传身教、春
风化雨，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廉洁事迹。
今天，我们要弘扬冼夫人廉洁精神，不
断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秉公执法、廉洁自
律，更好地发挥冼夫人廉洁精神的时代
价值。

一、从冼夫人德法并重的实践中汲
取治理智慧

德法并重是中华法文化的精髓。早
在春秋时期，中国的先贤们就分别提出了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思想。齐国
政治家管仲在《管子校注•明法解第四十
六》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
国，由举措而已”。与此同时，鲁国政治家
和教育家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后世的发展
实践中，两者的思想逐渐演变成了法家思
想和儒家思想，并被当权者融为一体，形
成了“德法并重”的治国思想，体现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法典之中。作为南北朝至隋
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冼夫人不仅秉承了
法家“依法治国”的思想，还吸收了儒家

“以德治国”的思想。
冼夫人嫁给冯宝以后，没有就此退

居幕后，而是凭借自己的在当地俚族中
的威望和丈夫一起治理地方。当时，冯
宝制定的很多政策和法令，俚人都不执
行，冼夫人就“诫约本宗，使从民礼”，并
告诫自己的族人“首领有犯法者，虽是宗
族，无所舍纵”，自此以后“政令有序，始
得行其政，人莫敢违。”不仅如此，在处理
一些重大问题时，冼夫人还以严以用法
著称。据史料记载，在隋朝开皇年间，番
禺俚人首领王仲宣谋反，很多少数民族
首领纷纷响应，柱国襄阳郡公韦洸率兵
抵抗，被围困于广州城中。冼夫人知道
后，便派遣自己的孙子冯暄火速救援，但
冯暄却借故“迟留不进”，于是她就派人
把冯暄抓进了州狱，然后又派其他将领
出击，大获全胜。战后，隋文帝被冼夫人
不徇私情的精神所感动，遂降旨册封其
为谯国夫人，并赞誉她“情在奉国，深识
正理”。

德法并重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
治国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法
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
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
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
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
心。”作为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我们不
仅要从中国传统优秀法文化中汲取营养，
还要始终坚持以德为先、以法为山的法制
理念，在工作中不仅要常修为政治之德，
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坚持用道德力量赢
得民心，而且在遇到重大原则性问题时，
还要像冼夫人一样敢于秉公用法、不徇私
情，用法律的公正去取信于民，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从冼夫人惩恶扬善的壮举中淬
炼忠诚底色

惩恶扬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的终极标准就
是“善”，与“善”相对应的一面就是

“恶”。早在《周易•大有元亨》中就有
“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的记载。
《左传•庄公十一年》有:“禹、汤罪己, 其
兴也悖焉;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意思
就是说如果君王能够善待自己的人民，
国家就会兴盛，如果君王不能善待自己
的人民，国家就会灭亡。佛家也讲善恶，

《无量寿经》有：“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
自当之，无谁代者。善人行善，从乐入
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
冥入冥。”意思就是告诫众生要多行善
事，少做恶事，否则必然会有因果报应，
等等。这些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
年。冼夫人生活在一个战祸频繁的年
代，人性的恶更加激发出了她心中的善。

冼夫人出生于南北朝时期，这一时
期正是中华民族从地方割据走向大统
一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从国家层面
来讲，各国之间征伐不断；从各国内部
来讲，也是权力争夺不断。部落内部也
是如此。她从小就目睹了很多部落贵
族和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的罪恶行径，深
知人民疾苦。所以，成为南越首领之
后，她一方面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一方面为了保境安民不断与地方豪族
和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隋仁寿元年，
番州总管赵讷贪虐成性，经常残酷压榨
少数民族，激发了民族矛盾，致使“诸俚
獠多有亡叛”。冼夫人得知此事后，立
即上书朝廷“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
状”。随后，隋文帝派人查实了赵讷的
罪行，并处死了他。接着隋文帝又委派
冼夫人进行抚慰，史书记载“夫人亲载
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
谕诸俚獠，所至皆降。”从此，岭南地区
逐渐安定了下来。从以上史实可以看
出，冼夫人不仅对国家的统一做出了杰
出的贡献，而且在惩治贪腐等方面也表
现出了除暴安民、惩恶扬善等朴素的廉
政思想。

惩恶扬善是中国共产党为民宗旨
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
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强调指出：“广
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
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
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
剑永不蒙尘。”这不仅是对纪检干部的
要求，也是对所有党员干部的要求。党
员干部肩负着组织的重托和人民的期
望，如果手中权力不能为人民所用，做
事情不讲原则、不讲党性，经常干一些
损公肥私的事情，尤其是对待黑恶势力
不敢斗争，久而久之，不仅会助长不正
之风，而且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那么就必将被人民所唾弃。广大党员
只有大力宣传弘扬真善美，坚决抵制假
恶丑，才能像冼夫人一样成为人民心中
永远的“保护神”。

三、从冼夫人言传身教的方法中培
育良好家风

培育良好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家风”一词最早可追溯到魏晋南
北朝时期。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序有
载:“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
赋，先陈世德。”《魏书》亦云:“恭徳慎行，

为世师范，汉之万石家风、陈纪法门所
不过也。”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后世逐
渐形成了“耕读传家”、“书香门第”等家
风培育和传承的优良传统。众多家书
如韩愈的《五箴》、曾国藩的《曾国藩家
训》、傅雷的《傅雷家书》、林觉民的《与
妻书》等，皆为家风传承研究的宝贵文
本。冼夫人虽然是一名少数民族的首
领，但深受家风文化的影响，不仅非常
注意修身洁行，而且还经常约己正人。

冼夫人年少的时候就是一个聪明
贤惠之人，当时的越人有“好相攻击”之
名，为此，她深以为忧，并经常“劝亲族为
善”，使他们“信义结于本乡”。当时，冼
夫人有一个身为南梁州刺史的哥哥冼
挺，他经常“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弄得
下面的百姓对他是怨声载道。于是，冼
夫人就经常对她哥哥“多所规谏”，劝他
以德服人，很快就帮他收敛了自己的恶
习，平息了民怨。这一举动在当时恃强
凌弱的部族社会，颇有进步意义。正因
为如此，在冼夫人的教化下，周边的民众
皆愿归附。冼夫人在对她的亲属劝善以
德的同时，还不忘教育自己的子孙要敦
崇礼教。据史料记载，由于冼夫人有大
功于社稷，所以朝廷每年都会给予她大
量的赏赐，但她经常都将这些东西拿出
来摆放到庭院中，并严肃地对子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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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汝皆思念之。”告诫他们要牢记朝廷的
恩惠，世代忠于国家。正是在冼夫人言
传身教的影响下，她的子孙身居要职，勤
于政事、清正廉明、忠君爱国，很好地传
承了优良家风。

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良家风，既
是我们党的传统，也是新时代的呼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
重要场合谈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的重
要性，他指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
能好，民族才能好。”他强调：“家庭是人
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
人。”他还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
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
他要求：“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
风建设重要内容。”作为一名新时代的
党员领导干部，我们不仅要经常思考当
官为什么？还要经常思考自己能给子
孙后代留下些什么？全国有将近一亿
的党员干部，如果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
像冼夫人那样时时处处做好家风建设
的表率，那么社会风气就一定能够风清
气正，这才是冼夫人留给我们最重要的
遗产。

总之，“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冼
夫人的廉洁精神和廉洁实践，是中华民
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各级党员
干部要大力宣传弘扬冼夫人的廉洁精
神，积极与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切实
增强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意识，努力以党
风廉政建设高质量推动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进干部队伍的廉政道德建设，从
而实现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
风气的根本好转。

（作者单位：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
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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