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冼学人物志

A52022年12月15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杜燕盛 责编 版式：杜燕盛吴彤彤论丛论丛MAOMING DAILY

追本溯源，忠廉观念最早出现
在《吕氏春秋•忠廉》中。在《吕氏
春秋》看来，做臣子的要既忠且廉，
忠廉一体。作为一位对维护国家
统一、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做
出过卓越贡献的“中国巾帼英雄第
一人”（周恩来语），冼夫人身上不
仅具有爱国之忠，也有清正之廉，
体现了传统忠廉精神。

一、冼夫人之忠的主要特征
自古人们就称颂冼夫人是忠

君爱国的典范，那么，冼夫人的忠
有哪些特色呢？

1、扬公忠摒私忠，倡大忠而弃
小忠

对于传统忠德，早在先秦时期
思想家们就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刻
辨析，如《荀子》将忠分为大忠、次
忠和下忠，《韩非子》也将忠分为大
忠和小忠，认为“行小忠，则大忠之
贼也”（《韩非子•十过》）。所谓大
忠就是相对于私忠的公忠，如果说
忠君是私忠的话，那么忠于国家则
无疑是大忠。冼夫人生前历事梁、
陈、隋三朝，如果从臣子绝对忠君
的角度讲，冼夫人并非忠于一家一
姓的从一而忠者，但从维护国家统
一的角度讲，冼夫人无疑是超越狭
隘忠君的大忠典型。当侯景之乱、
萧梁危坠时，冼夫人与陈霸先会于
灨石，全力支持其平叛，并帮助陈
霸先剿灭反叛的高州刺使李迁仕，
为陈北上远征解除了后顾之忧。
当隋朝灭陈时，岭南因消息阻隔，
不辨真伪，故“数郡共奉夫人，号为
圣母，保境安民”（《隋书•列女
传》，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出于
此）。当隋朝官员前来谕降时，冼
夫人以未见陈主印信为由而守土
拒降。直到隋朝出示陈后主的书
信和扶南犀杖、兵符等证物后，忠
于陈国的冼夫人才确信陈朝已亡
的事实，并率岭南军民归顺大隋，
为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由此可
见，“冼夫人的忠君观念是没有愚
忠内涵的忠君观念，是与俚族文化
的质直尚信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有
着自己民族特色的忠君观念”。
这也体现了冼夫人的忠是忠于国
家的公忠、大忠，而非忠于一家一
姓的私忠、小忠。

2、强化大局意识，维护大一统
格局

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且挟
五岭地势之利，岭南地区相对闭
塞，适合割据，早在秦汉时期就有
赵佗在此建立南越国。但“世为南
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

的冼夫人却从来没有搞割据，闹分
裂，而是从维护大局出发，坚决支
持朝廷的大一统。不但不搞割据，
当在冼夫人的善导和感召下，得到

“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后，她
还积极建言朝廷在海南设置崖州，
加以有效管理。“以后历经隋唐以
迄宋、元、明、清，在海南岛不论是
设郡或置州改府（琼州府）都统属
中央政权治辖下的行政区域或政
治组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冼夫人生活在中国由割据战乱向
统一过渡的历史时期，经历了梁、
陈、隋三朝。虽处必割据之地，逢
南北对峙之乱世，然冼夫人始终坚
持服从中央政权，多次参与剿灭有
割据野心的李迁仕、欧阳纥、王仲
宣等反叛势力，维护了国家统一。
也正是有冼夫人定下的这一基本
原则，其后人才能始终坚守维护统
一的红线，比如其孙冯盎在隋末唐
初的乱世以及唐初被人进谗言时，
都绝不反叛，维护了大一统局面。
冼夫人身后，从南朝、隋唐到宋元
明清的一千五百多年间，除了五代
十国乱世时短暂的南汉国外，岭南
地区几乎没有出现过地方割据，这
些都得益于冼夫人定下的忠于朝
廷、一心不贰的政治规矩。应该
说，岭南地区始终臣服于中央政
权，冼夫人功不可没。

3、促进民族融合，消弭民族间
冲突

在历史上，岭南是所谓的百越
地区，民族众多，社会生产力和经
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较为落
后和野蛮，民族间彼此掳掠和仇杀
较为频繁，所谓“越人之俗，好相攻
击”。冼夫人反对民族间无休止的
争斗和仇杀。作为宗族势力强大
的俚人首领，一向“贤明，多筹略”
的冼夫人不仅“每劝亲族为善，由
是信义结于本乡”，而且极力规谏

“恃其富强，侵掠旁郡，岭表苦之”
的其兄——南梁州刺史冼挺不要
再行侵伐和杀戮，努力调和俚獠等
民族间的冲突，收到了“怨隙止息，
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的效果。
嫁给高凉太守汉人冯宝后，冼夫人
更致力于调和汉人与百越民族的
矛盾，解决了汉人官员在岭南“号
令不行”的痼疾，收到了“政令有
序，人莫敢违”的效果。在处理民
族关系问题上，冼夫人始终坚持公
正廉明，从不偏袒亲族，护短俚人，
而是致力于维护各民族利益，忠于
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为多元一体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做出了积

极贡献。
二、冼夫人之廉的主要表现
在冼夫人身上不仅蕴含着丰

富的忠德精神，而且表现出清正廉
洁的风范。

1、爱民如子
冼夫人作为地方酋豪，虽只有

一些虚封的头衔而无实际官职，但
因其夫、子、孙世代为地方守吏，且
自己为百越民众衷心爱戴的“圣
母”，实为岭南一带真正有影响力
的领导者。冼夫人的清廉首先表
现在以民为本的爱民利民上。有
研究者将冼夫人的“为民观”归纳
总结为平叛戡乱，保境安民；以民
为本，抚慰亡叛；汉俚融合，事民归
顺；开启民智，使民从礼；发展生
产，使民富裕；承教继志，忠国爱民
等六个方面。 应该说，这个归纳
总结已经很完善了，基本涵盖了
冼夫人爱民利民思想的主要内
容。但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
即冼夫人“为民观”中还有非常重
要的、与廉政建设息息相关的一
点，那就是为民请命，反腐肃贪。
当朝廷任命的番州总管赵讷贪虐
无度，惹得民怨沸腾，俚獠人民纷
纷亡叛时，冼夫人勇敢地站了出
来，派长史张融上书朝廷，为民请
命，请求朝廷惩处地方贪官，还地
方政治以清明。

2、大义灭亲
在大是大非面前，冼夫人大义

灭亲。当广州刺史欧阳纥扣留其
子冯仆，胁迫其一起反叛时，冼夫
人让人答复冯仆曰：“我为忠贞，经
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为了
国家利益，不顾亲生儿子的安危，
毅然勒兵据守。当王仲宣反叛时，
冼夫人因为孙子冯暄与叛将陈佛
智有旧而迟延不进，毅然将其下狱
纠治，改派另一个孙子冯盎领兵配
合隋将韦洸平叛。冼夫人在大是
大非面前不仅对自己的儿子、孙子
勇于大义灭亲，而且在处理纠纷方
面，也敢于刀刃向内，时时训诫子
孙，约束族人，所谓“诫约本宗，使
从民礼”。冼夫人与丈夫高凉太守
冯宝共决辞讼时，对犯法的俚人，
即便是担任首领的亲族，也一样不
徇私情，所谓“有犯法者, 虽是亲
族, 无所舍纵”，做到了清正廉明，
秉公执法。

3、反腐倡廉
冼夫人不仅自己清廉，要求宗

族首领廉政爱民，而且对贪官污吏
的贪腐行为深恶痛绝，乃至于中央
政权派来的官员出现贪鄙行为，冼

夫人也敢于大胆斗争，通过正当渠
道反腐。前文提到隋番州总管赵
讷贪腐之事，导致俚獠人民不堪其
贪婪苛虐，“多有亡叛”。在与赵讷
腐败行为做斗争时，冼夫人没有采
取边远民族地区酋豪一贯的招纳
亡叛、攻杀地方官吏的私力救济方
式，而是依靠公力救济，坚守依法
反腐的底线，派长史张融赴京给天
子“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
状”，指出像赵讷这样的贪官“不可
以招怀远人”，不宜在岭南为官。
朝廷非常重视冼夫人反映的情况，
派人审问查核赵讷的问题，“得其
赃贿”，依法予以严惩。随后，冼夫
人奉诏“招慰亡叛”，“历十余州，宣
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冼
夫人的依法反腐维护了朝廷的权
威，为地方反腐斗争做出了很好的
示范。

三、冼夫人的忠廉家风
作为一个向慕儒家文化、积

极汉化的百越民族英雄，冼夫人
还非常注重家风建设，采取一切
方式，在宗族中营造忠廉为本的
良好家风。

1、一心为国，忠孝传家
冼夫人一再谆谆告诫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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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冼
夫人看来，只有忠于朝廷，维护国
家统一，才能保境安民，使族人少
罹战火兵燹，在乱世中生存。也正
是由于冼夫人坚持忠孝传家，一心
为国，不仅维护了岭南一带的政治
稳定和百越、汉族各民族的安居乐
业，也使得家族得以延续和昌盛。
事实上，冼夫人的政治远见不仅帮
助丈夫冯宝始终站在正确的一方，
而且使得被扣为人质的幼子冯仆
逢凶化吉，使迁延纵敌、沦为阶下
囚的孙子冯暄免受罪责。尽管冼
夫人以“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
惜汝，辄负国家”而不顾冯仆安危
发兵进击欧阳纥。但战后，寸功未
立的冯仆还是凭借冼夫人之功而
被封为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
石龙太守。平定王仲宣反叛后，隋
文帝不仅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
国公，敕封冼夫人为谯国夫人，给
予其开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
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便宜行
事等特权，任命其有功之孙冯盎为
高州刺史，而且还对因“迟留不进”
被羁押于州狱中的有罪之孙冯暄
给予宽大，还任命其为罗州刺史。

2、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冼夫人的一生始终恪守忠廉
原则，表现出既忠且廉的本色。她
不贪财，不以富贵为荣，示人以廉，
教子以忠。不仅言传，而且身教。
按照隋文帝诏书中关于“夫人宜训
导子孙，敦崇礼教，遵奉朝化，以副
朕心”的精神，冼夫人每逢年节都
要将历代朝廷赏赐之物陈列于厅
堂之上。她此举并非是炫耀荣华
富贵，而旨在教化子孙，她那句“汝
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
唯用一好心”的家训就是年节时期
所谆谆教诲的。冼夫人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她不仅一颗赤
心忠于国家、忠于朝廷，而且重义
轻利，以身作则。面对俚人“土俗
不爱骨肉而贪宝货及牛犊”、“重
贿轻死,惟富为雄……父子别业,
父贫,乃有质身于子”（《隋书•地
理志》）等陋习，冼夫人以自己不
贪财、不恋富的实际行动，坚守了
忠廉底线，将毕生精力用来维护
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和谐、保障民
生福祉。

3、文化自信，伦理认同
冼夫人之所以能有超凡的政

治远见和高度的政治站位，主要得
益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
吸收，得益于其坚持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信，得益于其对忠孝、廉洁等
传统美德的伦理认同。清人崔翼
周在为冼夫人庙题写的碑铭中提
到冼夫人“解环质佩，善读阃外春
秋”。冼夫人不仅积极支持汉族官
吏“建城邑，开设学校”，而且积极
帮助汉族知识分子在岭南俚獠中
推行儒家道德教化，所谓“能礼义
威信于俗，吸引文华士相与为诗，
蛮中化之”收到了“才贤辈出，科
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的良好
效果。儒家教化带来了伦理认同，
潜移默化地消弭了百越各民族之
间以及汉族与百越诸族之间的争
斗和掳掠，缓和了民族矛盾和宗族
仇杀，“自是溪洞之间，乐樵苏而不
罹锋镝者数十年”。

四、冼夫人忠廉精神的当代
启示

冼夫人忠廉精神不仅在古代
社会对稳定岭南地区局势、促进百
越各族人民经济、文化发展、维护
国家统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
意义和现实启示。

1、对铸牢爱国主义观念的
启示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冼

夫人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忠。用现
在的话说，“爱国主义是‘冼夫人文
化’精神核心”。 在推进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
程中，“传统忠德中公忠体国的社
稷观念可转换为爱国主义”。 今
天，我们要继承冼夫人为了国家的
统一，劝说丈夫冯宝“厚资”陈霸先
平叛的忠于社稷、毁家纾难精神，
继承冼夫人为了平叛，不顾被当做
人质的儿子安危那种舍小家为国
家的牺牲精神。通过高扬冼夫人
文化，继承发扬其“情在奉国，深识
正理”的爱国主义精神，为维护国
家民族利益，为了祖国的早日统一
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甚至不惜
牺牲个人的一切。

2、对强化清廉奉公操守的
启示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
“冼夫人的廉政思想和廉政实践，
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陈情表
南方论刊），我们今天弘扬冼夫人
精神，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继承和发
扬冼夫人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廉
洁自律意识和敢于与腐败现象作
斗争的反腐倡廉精神。概言之，就
是不仅要加强领导干部对个人、对
子女、对亲属的自我约束意识，筑
牢廉洁自律防线，而且还要始终绷
紧反腐倡廉这根神经，对腐败苗头
和贪腐行为要及时发现，坚决斗
争，绝不姑息纵容，运用政治手段、
法律手段等与腐败现象斗争到底，
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3、对树立执政为民精神的
启示

冼夫人的忠廉思想最终都落
在爱民利民上，她的嫉恶如仇、反
腐倡廉是为民请命，而且其爱国精
神也是“奠基于爱民的基础上”。
要继承冼夫人爱民利民精神，强化

“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意识、公仆
意识，树立执政为民理念，把忠廉
思想和家风建设融入领导干部廉
政建设中去。

4、对增强四个自信意识的
启示

作为俚人首领，冼夫人致力于
维护国家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传统文化的
强大魅力。当今，学习继承冼夫人
文化有利于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
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认同，夯
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历史
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冼夫人的忠廉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桑东辉

何火权是广东省冼夫人文
化研究基地研究员、茂名市政协
文史专员、市纪委监委二级调研
员。虽然他自认研究冼夫人起
步较晚，但他在冼夫人文化研究
方面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南方论刊》担任副总编
辑和编辑部主任期间，他十分注
重选编有关冼夫人方面的研究
论文，共刊发了此类论文 80 多
篇。此外他还积极撰写冼夫人
文化研究论文和参加相关学术
活动：经常到本地高校、茂名各
区（市）以及海南省、阳江市等地
实地考察了解冼夫人文化遗迹，
宣传冼夫人文化；撰写并公开发
表了《巾帼礼赞 空谷回音》《成
就冼夫人“巾帼英雄第一人”历
史文化背景初探》《当前冼学研
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等学术
论文 15 篇；参与编撰了校本教
材《巾帼英雄冼夫人》（上下册），
供茂名滨海新区中小学使用，有
力推动了冼夫人文化进校园；作
为主要编撰者参与了《冼夫人文
化研究》第三卷的策划和选编工
作，目前该丛书已出版，进一步
丰富了我市冼夫人文化研究资
料；积极参与“好心茂名”相关宣
传活动，为徽标的征稿和审定出
谋献策。

在茂名市纪委任宣传部长
期间，何火权指导滨海新区、高
州市拍摄了冼夫人专题片《岭南
之风》《清风拂高凉》，并推荐到
省纪委网站“南粤清风网”播放，

有力推广了我市的特色文化。
由市委宣传部组织拍摄的大型
历史文化纪录片《冼夫人》在中
央台播出后，他撰写了《展恢宏
画卷 拓崭新视野》评论文章在
本地媒体刊出，为扩大纪录片的
影响出力。

何火权在研究冼夫人、研究
冼夫人文化的过程中，一直致力
于寻找新的路径，重在释疑解
惑，对一些存在争议性的话题也
用心去研究，力求找出新的答
案。比如，他早期写的《发挥高
州优势 擦亮冼夫人品牌》，提出
了高州在冼夫人文化宣传研究
方面有独特的历史地缘优势、人
文沉淀优势和政治效应优势。
这些观点得到有关学者的充分
肯定，高州市文化局还把这些观
点摘录写入到相关文件之中。
后来写的《成就冼夫人“中国巾
帼英雄第一人”历史文化背景初
探》《冼夫人与陈霸先及陈朝关
系初探》《当前冼学研究中要注
意的几个问题》《千秋英史颂英
雄》等文章，也都比较注重学术
性和创新性，没有套用现成的观
点，更没有人云亦云。

研究冼夫人文化，难免要面
对地域之争。比如高州、电白两
地对故里、墓地、年龄等问题，常
有不同观点，有的甚至针锋相
对。对此，何火权始终坚持要以
事实为根据，以理服人，而不能
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因此他在
多篇研究文章中，都提出一些有

见地的新观点，而且都得到了各
方的支持。比如，文学史上吟咏
冼夫人的第一首诗篇——苏轼
的《冼庙诗》究竟是在哪里写
的？对此一直存在各种说法。
他的这首诗究竟是路过高州所
写还是路过电白所写？或者是
在谪居海南儋州时写的？因为
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名气大，影响
也大，因而各地都争着说是在他
们那里写的。为了探究真相，他
广泛收集资料，并通读《冼夫人
文化全书》《冼夫人全史》等相关
冼夫人的研究专著，以入《高州
府志》等地方史志，前后花了数
月时间，写出了《巾帼礼赞 空谷
回音——苏轼〈和陶拟古九首之
五〉写作背景探究及赏析》这篇
万字论文。弄清了苏轼写作该
诗时的背景、心境，苏轼从惠州
被贬到海南儋州去时的路径和
被赦返回大陆时走的路，以无可
辨驳的证据说明，苏轼写这首称
颂冼夫人的诗篇，是在海南儋
州，解开了一个历史疑团。像这
类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大量的证
据来释疑解惑的论文还有多篇，
如系列研究文章《开启先声影响
深远——戴锡纶〈冼夫人庙〉诗
漫谈》《拨云见日奠定基点——
特克星阿〈冼夫人庙和诗〉杂谈
及背后的故事》《阐幽探胜赖此
丰碑——仪克中咏冼夫人诗赏
析》等。

因为他在研究冼夫人文化
方面的执着追求，也因为撰写的

论文在公开发行的理论刊物发
表，何火权研究成果得到冼夫人
研究界前辈、研究专家的肯定和
好评。2012年3月，他应邀参加
2012 年第十一届中国（海口）

“冼夫人文化节”冼夫人学术研
讨会。他在研讨会上发言，介绍
了茂名开展冼夫人文化研究的
现状、所取得的成绩，并就两省
三地（茂名、海口、阳江）共同打
造冼夫人文化品牌提出了建议，
比如拍摄有影响力的电影、电视
连续剧，筹划出版《冼夫人文化
全书》第三卷等。目前茂名市文
广旅体局组织编撰《全球冼庙概
览》，他联系海南冼夫人文化学
者冯所海等收集相关海南冼庙
资料，让茂名也借鉴了《海南冼
庙大观》的体例和部分内容进行
编撰，为海南和茂名两地交流冼
夫人文化作出了贡献。

何火权把大部分业余时间
都花在了冼夫人文化研究上，并
致力把研究成果服务于推动冼
夫 人 文 化 和 好 心 文 化 建 设 。
2018 年 12 月，何火权荣获广东
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颁发的

“首届冼夫人教育奖”。
多年的执着追求，让何火

权更加热心冼夫人文化研究，
更加努力地把这份研究作为一
份挚爱，更加积极主动地去探
索，希望为拓展冼夫人文化研
究领域，构建“冼学”大厦作出
更大的贡献。

（尹兆平）

何火权

各地关于冼夫人存年的说法，
至今为止，大致有三种，即分别为存
年 90 岁的“高州说”，存年 80 岁的

“电白说”，存年93岁的“阳江说”。
虽然《隋书》和《北史》都有冼夫

人的独立传记，然而，关于冼夫人的
存年方面，本传俱阙而不载，实在令
人遗憾。好在后来的史志及杂记之
类记载了冼夫人的存年，庶几补充
了这方面的不足。分别列举如下。

1、国家级和省级史志记载
《大清一统志》（清廷编）卷三百

四十七载：“仁寿初，年八十卒。”
清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十九

载：“仁寿初，年八十卒”。
2、历史名人著述
清屈大均（公元 1630-1696 年，

初名邵龙，又名邵隆，号非池，字骚
余，又字翁山、介子，号菜圃，汉族，
广东番禺人。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
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
三大家”，有“广东徐霞客”的美称）

《广东新语》云：“仁寿初，年八十
卒。”

清李调元（公元 1734-1802 年，
号雨村，绵州（今四川绵阳）人，乾隆
二十八年进士，入翰林，官翰林副编
修、广东学政）《粤东笔记》卷四《冼
夫人庙》里云：“年八十卒。”

清高州知府蒋绍伯在请赐冼夫
人封号的奏疏中说九十六岁。

清茂名拔贡谭应祥撰《冼夫人

年谱》，认为“冼夫人生于梁天监年
间，终于仁寿二年壬戌，寿九十岁。”

3、现代学者著述
吴晗（公元1909 -1969年，著名

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
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估计
她结婚时为十八岁左右，到 601 年
死，存年当在八十三四岁左右。”

王兴瑞（公元1912－1977年，海
南省琼海市人。为我国现代有开
拓、有建树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和
教育家）认为九十一岁。

杨万秀（公元1937－，湖南省常
德市人，历史学家）认为八十九岁。

4、高州旧城村《冯氏族谱》记载
“四世宝，字柱石、号廷臣，授高

凉太守，……娶冼氏，幼多筹略，生
武帝壬寅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梁武帝壬寅年就是普通三年
（公元522年），高州旧城村《冯氏族
谱》认为冼夫人存年“八十”。

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大抵只有
这些资料而已。最后，我们分别汇
总一下。

说冼夫人存年八十的有5款。
说冼夫人存年八十三四岁的有

1款。
说冼夫人存年八十九岁的有

1 款。
说冼夫人存年九十岁的有1款。
说冼夫人存年九十一岁的有1款。
说冼夫人存年九十六岁的有1款。

关于冼夫人
的存年

崔伟栋

冼夫人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