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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事冼夫人文化及粤西地
方史研究30余载，深感南朝隋唐尤
其是冼夫人时期，粤西的地望州郡
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的复杂性。不说
我们当代人离南朝隋唐时代久远，
要理清当时的政区沿革难度很大，
就是明清时期官方编撰史志也深感
困难重重。清光绪《高州府志》编者
按说：“六朝（含南北朝）疆域参错难
详”。清道光《电白县志》编者：“按
南北朝及陈隋州郡境土甚狭，《隋
书·杨尚象传》上表云，今郡县倍多
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
不满千，一郡分领云云，则今一县兼
数县之地。”从此可知，南朝时期，粤
西的政区“疆域参错难详”的主要原
因是郡县设置小而多，难于考其
界。据上世纪80年代，湛江地区博
物馆钟绍益的调查，称南朝时，阳
江、电白一带当时 2~3 个郡县只相
当于一个大公社（今镇）的地域！笔
者经过 30 多年反复研读相关史志
记载、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针对当
时郡县区域划分，结合各地地形地
貌考究，对南朝隋唐时期粤西政区
的历史沿革，疆域划分作探讨，以求
教方家。

一、南朝隋唐粤西州郡设置小
而多的缘由

综观粤西古代史，先秦时期还
没有县，上面只设大郡（南海和桂林
郡）。至西汉时设立合浦郡在粤西
增设了高凉大县。三国吴时把大高
凉县分立高凉郡和高兴郡，各郡下
设若干县（高凉3县、高兴5县）。西
晋至南朝宋初，虽然合并为高凉大
郡（相当于汉高凉县地），但在南朝
宋元嘉九年（432 年），在大高凉郡
西营（郡西部今阳西县以西）分立宋
康郡，即孙吴时的高兴郡地域。元
嘉十六年（439 年），又在宋康郡西
部分立海昌郡。（参见《汉书》、道光

《广东通志》下称阮通志、《晋书·地
理志》、《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南朝齐为了加强对俚僚部族的
统治，在海昌郡西南部分立了永宁
郡和高兴郡，属越州。（《南齐书·州
郡志》、阮通志、光绪《高州府志》）。

至南朝梁，由于朝廷未能完全
征服俚人，只好采取羁縻政策，通过
大量在俚区增设郡县，对俚僚首领
封官，实施以俚治俚的策略。因此
在南朝各代尤其是梁陈两代在粤西
大量增设郡县。刘宋时的郡县比晋
初增加一倍多，南齐又增加三分之
一，至梁又增加了一倍。尤其是南、
西二江流域是俚僚的聚居地，析置
的郡县特别多，其中阳江、电白为
最，郡县密度最大，今天一个镇就等
于那时一二个县（参见《广东通
史》）。

梁天监年间，西江陈文彻兄弟

起义，后被平定。广州刺史萧励害
怕南江俚人效法陈氏兄弟起义，便
以“南江危险，宜立重镇”，向梁廷奏
请在高凉地区增设监察性的行政机
构高州。梁大通中（528年）在高州
置立的同时，增设到十个郡（下设共
31 个县）。除了原高凉、宋康、永
宁、海昌 4 郡外，增设有杜陵郡（辖
杜陵县）、连江郡（辖梁封县），地域
在今电白马踏、岭门、及观珠东部山
区部分。还有南巴郡（今电白西南
部分、治麻岗）；电白郡（今高州东北
部、东南部、治长坡）；齐安郡，辖齐
安县，地域在今恩平市，治恩平北圣
堂；阳春郡，今阳春中南部，治春城
镇（见《阮通志》、光绪《高州府志》）。

在齐高兴郡地域，与高州同时
置立了罗州，下辖高兴郡和石龙
郡。罗州治石龙（今化州）。罗州地
域东起今高州西部，茂南区、化州、
吴川。高兴地在今吴川，其余属石
龙郡（见阮通志、光绪《高州府志》、

《中地集》。）陈沿梁制。
二、关于海昌郡的地域位置考
海昌郡是笔者数十年来，研究

地方史所遇到的第一个难点。不少
学者和文史冼学研究者对海昌郡的
区域和方位争论不断。一种观点，
认为海昌郡地域位置不在今茂名尤
其今电白地域里。理由是，《宋书·
州郡志》载：“海昌太守、去州水六百
五十，去京都水五千四百九十四。”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载“广治南
海。统郡十七：曰南海……，曰海
昌，治宁化县，在今广州府新会县界
……”《宋书》所说的去广州水六百
五十和清朝时广州府新会县地域即
在今台山市地域相一致。还有清道
光《电白县志》引旧志曰：“宋元嘉十
六年析新会郡置海昌郡。”根据这些
记载，这种观点认为这海昌郡是在
今新会台山市地域，因为新会郡傍
有高凉郡，这海昌郡在高凉郡东面。

第二种观点，认为海昌郡地域
是在今广东高州、信宜市等地。根
据是《隋书》卷三十一“地理下”载：

“高凉郡，梁置高州……电白，梁置
电白郡。平陈，郡废。又有海昌郡
废入焉……”还有今《中国历史地名
大辞典》注释：“海昌郡：南朝宋元嘉
十六置，治所在宁化县（今广东高州
县东北）。隋开皇十年废。”《中国历
史地图集》把海昌郡模糊标在高州
至信宜南部地域。

第三种观点是认为海昌郡在今
电白区树仔、电城一带。根据是：清
道光《电白县志》“沿革”篇载：“然则
海昌五县当在今电白及旁县沿海之
境，但不能考其界址。”电白旁县有
海的只有吴川，显然海昌郡当时主
要是在今电白。该志卷二十曰：“沙
琅司系狮子堡，土人相传旧为城址，

今古城隍庙尚存，昔建郡县有海昌、
连江、务德、良德等城，必居一于
是。”《电白县志》（2000 版）曰：“海
昌郡，地域在树仔镇、电城镇北部。”

到底海昌郡的政区地域在哪里
才比较符合历史真实呢？笔者认
为，海昌郡地域不可能在新会台山，
也不可能在信宜。今茂名市的高州
（长坡以南）、电白、化州还有吴川
（明清属高州府地）都曾属于海昌
郡，只是各历史时期演变不同而
已。下面就分别阐述之。

为什么说，当年海昌郡地域不
可能在新会台山及信宜地域。因为
新会及台山在古代同属一个政区，
汉代属平夷县、三国西晋属南海郡，
东晋属新会郡。信宜汉代属端溪
县，后归广熙郡、晋康郡、永熙郡（泷
州）。三国吴分汉高凉县立高凉郡
和高兴郡，那时新会台山属南海
郡。如果海昌郡是在新会台山或者
信宜地域的话，此两地必有史志记
载，但是从南朝宋至隋查遍新会台
山当时属的南海、新会等郡都没有
海昌郡的名字记载；信宜地所在的
泷州、晋康郡、广熙郡等政区也没有
海昌郡。自宋至隋政区排列是：宋：
高凉郡、宋康郡、海昌郡、宋熙郡（宋
隆、信宜属之）; 齐：高凉郡、晋康郡、
广熙郡（信宜属之），宋康郡（今阳
西、电白东南）、海昌郡、高兴郡（今
化州）；梁陈：高凉郡、连江郡（今电
白东南）、南巴郡（今电白西南）、电
白郡（今高州东北部、东南部）、海昌
郡（今电白中南）、永宁郡（今电白北
部、阳西边缘地）、高兴郡（今吴川）、
石龙郡（今化州）、高兴郡（吴川）、泷
州（广熙郡）（今罗定及信宜地）、梁
德郡（信宜地）、务德县（信宜地）；隋
代：海昌郡没有废为县而是直接并
入电白县（今高州）。由此可见，从
南朝宋至梁陈的海昌郡不是在今新
会台山地域，也不是在今信宜地域
（参见《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
郡志》、《隋书·地理志》、《阮通志》）。
下面，笔者从南朝宋至梁陈海昌郡
所在地域阐述其历史演变过程。

清光绪《高州府志》载：“宋康太
守本高凉西营，文帝元嘉九年立，领
县九。”南朝宋元嘉九年（432 年），
在大高凉郡（原高凉县地）的西营
（即西部，阳西县以西，含高州大部、
电白、化州、吴川）立置宋康郡，治广
化（阳西织篢）。至元嘉十六年（439
年）又立海昌郡。这海昌郡到底是
分新会郡置，还是在高凉郡或宋康
郡析置呢？笔者认为不是析新会郡
置，如前所说从宋至梁陈，海昌郡都
没排在新会郡旁边，而排在粤西郡
县一带。阮通志云，“海昌五县当在
今高州府之电白、信宜、化州、吴川、
石城境内。”虽然不够准确，但说明

了绝不是在新会一带地域。宋海昌
郡地域是包括了除信宜外（理由如
上述），全部今茂名市地加吴川。即
是说海昌郡是从宋康郡西部析置
的，而非从他郡析置。此时的宋康
郡缩小为今阳西县及今电白的东南
部直至水东湾狭长地带。

刘宋末年泰始七年（471年）又
在海昌郡立永宁郡，辖五县，地域东
起今电白沙琅、罗坑、望夫及阳西边
沿地带，南到陈村，西至覃巴，西北
至茂名市区、茂南区大部，治所约在
沙琅一带。南齐初又复立了高兴
郡，治宋和（今化州），地域相当于今
吴川、化州中南部，湛江市区等地。
因此，齐代之海昌郡只余下今高州
及电白北部一些山区。两郡属越州
（参见《南齐书·州郡志》、阮通志、光
绪《高州府志》、《中地集越州分
图》）。

到南梁大通年间，粤西政区发
生重大变动，梁朝大批增设郡县。
大通中（528 年）置立了高州，治高
凉县（由安宁县改名），下辖十郡，增
设了电白、连江、南巴、齐安、阳春、高
兴、石龙七郡。各郡疆域重新调整，
梁代的海昌郡地域调整在何处呢？
据阮通志载：“梁大通中既置高州，又
析海昌置电白郡兼置南巴、连江二
郡”。又从《隋书》载曰：海昌郡废，地
并入新立的电白郡，光绪《高州府志》
卷十云：“考梁陈、连江在海昌北、海
昌在连江南。”由此可证梁代的海昌
郡地调整约为观珠西部、大衙、麻岗
北部山地至树仔、电城北、博贺一
带。陈仍梁制。海昌郡北面为永宁
郡、西面为南巴郡、东北面为连江
郡。这是比较客观的解读。

隋开皇九年，海昌郡被废，地并
入电白县，结束了海昌郡 150 年的
历史。综观海昌郡的历史演变，在
宋大海昌郡时，其疆域是今茂名市
绝大部分地域，治地可能在今高州
长坡，但明清《茂名县志》及今高州
人士毫无提及。或是在今电白沙
琅，清《电白县志》有记载。在梁陈
两代海昌郡地域缩小至电白东南沿
海，一说治树仔新陂，但没有史志涉
及。对此，一些学者不予认可，但电
白新旧志都有记述，虽然较难确定，
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因为就是正史
也不是百分百准确，只是基本准确
而已，《宋书》虽为早出，但粤西这边
远之地，也不一定弄得很清楚。尤
其是《读史方舆纪要》所说“海昌废
县，在旧县北，梁置，并置海昌郡治
焉。隋省。”错误百出，所有史志记
载，海昌郡是宋元嘉十六年立而不
是梁立，没设海昌县而是治宁化县，
隋废郡时直接并入电白，并没有废
郡为海昌县。这些著作是不可尽信
的。电白志所说的树仔电城北一带

是指梁陈时海昌郡地域。如果不是
在此，又在哪里呢？

三、隋唐粤西政区历史沿革
隋统一岭南后，废郡为县，而且

实行并县。开皇九年（589年）省电
白、海昌二郡立电白县，其余各郡也
废为县。大业二年（606 年）省南
巴、义封（原梁封）二县入连江县，原
海昌宁化县地并入连江县。永宁县
（原永宁郡）、义康（原宋康）并入杜
原县。大业三年（607 年），隋炀帝
采纳大臣杨尚象的奏议，再次并县，
将原高、罗二州并合一郡为高凉郡，
下辖九县，实行郡辖县二级政区制，
在今茂名市地是电白县（今高州东
部至电白北部山区，见《电白县志》
1997年版）、连江县（今电白）、石龙
县（今化州）、茂名县（今高州西南、
茂南区及梅菉以东吴川地等）、吴川
县（今吴川及湛江坡头等），在今阳
江市有高凉县（今阳东县、江城区）、
杜原县（原宋康、永宁、杜陵地。即
阳西县、阳春西南）、阳春县（今阳春
大部）、海安县（今恩平及开平西南
部分）。（见阮通志、光绪《高州府
志》、中地集隋岭南分图）。

唐初，粤西政区又发生较大变
化，唐王朝把地方州县越分越小，在
隋高凉郡地域内分立许多州县。武
德四年（621 年），在原高凉郡阳春
县地置春州，辖四县。五年（622
年）在茂名县东南分立潘水县，属高
州。贞观八年南宕州改名潘州，迁
治茂名县，十七年废潘州。武德五
年，以石龙、吴川二县地复置罗州，
领十一县（石城即廉江自此东归，前
属合浦）六年，罗州从石龙迁治石城
（廉江），辖四县。余下的七县置南
石州，治石龙县（今化州），贞观九年
更名为辩州。同年，唐朝将余下的
齐安县（恩平）、高凉（武德四年改名
西平），杜陵、电白、潘水、茂名及武
德五年才从泷州（罗定）划来的良德
县，复置的南巴县从属高州，治西
平。贞观二十年（646 年），高州总
管冯盎死后，于二十三年（649年），
唐裁撤高州都督府，析所管的县为
恩潘二州，西平、齐安、杜陵三县属
恩州，其余的电白、良德、连江、南
巴、潘水为后高州地域，治所从西平
迁至良德。永徽元年（650 年），南
巴、潘水和茂名三县划归刚复置的
潘州。后高州只余下良德、电白、连
江三县（宋《舆地纪胜》、光绪《高州
府志》）。

高州治良德64年后，于开元元
年（713 年）迁治至连江县城（今电
白马踏镇禄岳村），开元五年连江更
名保安。天宝元年（742 年）高州
废，复立高凉郡，这是后高凉，仍治
保安县。历时16年，至德二年（757
年）保安更名保宁。乾元元年（758

年）高凉郡又废复立高州，大历十一
年（776 年），从保宁迁高州治至电
白县治（今高州长坡），至此，高州高
凉郡共治连江（保安、保宁）63 年
（见宋《舆地纪胜》、光绪《高州府志》
等）。至此，唐代的粤西的政区固定
不变了。（至于良德，尤为复杂，另有
专文论述）。
四、冼夫人冼氏家族宗支聚居地考

冼夫人是俚族人，对于俚族，
《辞海》释义是：“俚，古族名，亦作
‘里人’，东汉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
与僚并称，主要分布在今广东西南
沿海及广西东南等地，住在今广西
海北场（今合浦县东）地区的俚人渐
与汉人融合。少数移入桂西的俚人
称‘俫’，至清代与壮人融合。一说
海南省的俚人，为今黎族的先民”。
可见，俚族分布很广，东从恩平、西
至广西的容县、玉林、合浦、北海、防
城等地，是南越族最大的支族。而
冼氏则是俚族最大的望族著姓，史
称“南路多冼姓，皆为其（冼夫人家
族）枝流也”。正是因为冼氏人多势
大，才世为南越大首领。而广东西
南沿海的县份正是冼氏家族的主要
部落的根据地，即宗族本支之地。
而电白正好在俚人主要分布区的中
心地带。那么，作为世为南越大首
领的冼夫人母家的冼氏宗族本支居
地在哪些地方呢？下面详述之。

从史志记载看，滨海新区（电
白）山兜丁村是冼夫人冼氏宗族本
支居地大本营，即是冼夫人冼氏祖
宗居地是确实无疑的。此外，冼氏
直系的宗支居地，首先应该是在今
电白麻岗至羊角沙院一带。根据
是，清举人崔翼周在其《谯国夫人庙
碑铭》里曰：“南巴严束本支，团丁俱
肃。”这是说冼夫人与冯宝联婚后，
对南巴郡一带的本族宗支严加管
束，使那些部落家丁、族人都守规
矩。其次，是在今阳西县及电白的
马踏、电城、岭门、爵山、树仔一带。
根据是据《隋书·谯国夫人》载：隋朝
因冼夫人安定岭南功，封她为宋康
郡夫人，以宋康郡为其食邑。平定
王仲宣之乱后，隋朝又以宋康县回
授给冯仆妻冼氏为食邑。一般是家
乡或宗族地盘才授为食邑。南齐至
梁，冼夫人出生6岁时，宋康郡地域
东起阳西县，西至水东湾狭长地带，
当时冼夫人故里在宋康郡西境。至
梁大通中（528 年）后，她的故里的
政区名称变为连江郡，是时，宋康郡
地域缩为今阳西县。隋朝授宋康郡
为冼夫人家族食邑，这就表明从阳
西至树仔一带是冼夫人冼氏宗族本
支居地（阮通志、清《高州府志》）。
这是顺理成章的。

（作者系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
基地研究员、茂名市政协文史专员）

南朝隋唐粤西政区历史沿革考
郑显国

（接上期）
霞洞“冯家村”是冼夫人、冯宝

裔孙后代故居地。冯家村遗址,位
于今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
浮山南麓之西村、大村、马路头、旧
圩一带。从冼夫人孙冯盎起至第
四代孙冯智戴、第五代孙冯君衡及
其子冯元一（高力士）等，都在此繁
衍生息。

《大清一统志》载：“冯家村在
电白县界，冯盎即此界人也。”清乾
隆《高州府志》载：“冯盎为夫人之
孙，唐时家于良德，即霞洞堡地。”
清道光《电白县志》载：“越国公（冯
盎）故里在县西七十里霞洞堡。”

武 则 天 长 寿 二 年（公 元 693
年），冯君衡被诬谋反，武则天派李
千里率兵讨伐，冯君衡被杀，葬于
电白县境。因这事件，冯冼家族成
员或被治罪，或逃亡他乡，从此冯
家村逐渐消失。

每年正月十七冼夫人忌辰前
后数日，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汇集
诚敬夫人庙（晏宫庙）前“望人坡”
举行庙会纪念冼夫人。

诚敬夫人庙（晏宫庙），即冼夫
人庙。清光绪《高州府志》载：“诚敬
夫人庙，即谯国夫人庙。冯盎为夫
人之孙，唐时家于良德，即霞洞堡
地，宋署灵山知县崔本厚即其地建
庙，后与乡人王姓重修，分设二像祀
之。”诚敬夫人庙原联曰：“合众心，
奉一尊，诚可千古，敬可千古。分法
相，庇两族，王也万年，崔也万年。”
清电白霞洞人崔翼周为诚敬夫人庙
撰《谯国夫人庙碑铭》，其文引经据
典，实事求是，情真意切，言辞甚美。

一座冼夫人庙，设二尊冼夫人
法像奉祀，光这方面已是全世界独
一无二了。

原庙三进九殿，毁于 1957 年。
现在所见冼夫人庙（晏宫庙），是霞

洞民间近年重建。遗憾的是，该庙
不论品级、规模都与原庙相去甚远。

正月十七冼夫人忌辰，已经成
为霞洞人民的“年例”，霞洞镇各个
村庄都举行纪念冼夫人活动，这一
习俗已延续了一千多年。霞洞最
规模宏大的纪念冼夫人活动，可追
溯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村和马
路头村“望人坡”迎神盛会。大村
和马路头村是当年“冯家村”所在
地。正月十七冼夫人忌辰前后，
崔、王两姓亲朋好友数万人云集，
在冼夫人神坛前拜祭、看大戏，或
探亲访友，或采购山杂土产。大村
和马路头村家家户户设宴款待宾
客，祥和吉庆，热闹非常。

霞洞正月十七庙会的特点，是
把纪念冼夫人活动和物资交流集
市结合起来。这一天，邻近各地包
括高州、信宜、化州、吴川、两阳乃
至广西等地土特产云集，集市规模
之大为粤西之最。1957年，霞洞诚
敬夫人庙曾出现粤、桂、湘、琼四省
100万人前来瞻仰朝拜冼夫人的盛
况。由于每年正月十七这天诚敬
夫人庙会坡地形成人海，所谓人望
人，人们便称之“望人坡”。

“望人坡”位于霞洞镇马路头
村。“望人坡”南端最开阔处，有两
个城堡，东面的一座叫王屋堡，西
面的叫崔屋堡。两堡之间的草地，
就是每年正月十七演戏搭台和搭
神坛(称庙堂)的地方。正月十六，
当地崔、王两族的群众，已拉开延
续四天迎神演戏大盛会的序幕。

正月十七早晨是这个会期最
热闹的时刻，就是举行“迎神接力
赛跑”的仪式，整个“望人坡”人山
人海，蔚为壮观。

“望人坡”正月十七日的迎神
盛会，除看“迎神接力赛跑”，便是
看大戏演出。每年崔、王两族，各

雇一个戏班，演双台戏。各族都搭
一个大戏台，正对庙堂。“望人坡”
迎神盛会演大戏别具一格，每年都
演4昼4夜，从正月十六中午演到十
九日晚二十四时。每日连续演20小
时，叫做“不停锣鼓”。早晨开始演

“日戏”，下午开始演“正本”。最精
彩是晚上二十时开始的夜戏，叫“单
出”，最吸引人。接着是演“三出”，
从二十四时演至凌晨三时。三时以
后，停演四小时，七时又接演。

1957年诚敬夫人庙毁后，此地
逐渐筑建起民房，“望人坡”大广场
随之消失，做年例时人山人海的大
景观也再不能见。然而霞洞民间
纪念冼夫人的祭祀仪式、习俗都随
着“年例”一直沿袭下来。

清光绪《电白县志》载：“诚敬夫
人（冼夫人）古庙，在浮山下霞洞
坡。山兜娘娘庙（冼夫人），在山兜
乡丁村，即谯国夫人故里。冼太夫
人庙，在县城北长乐街青莲庵右，明
成化间建。冼太夫人庙，一在黄岭
墟，一在观珠墟，一在石阁，一在水
东墟，一在登楼山村，一在山北村，
一在双木村，一在浮山龙须岩。”

电白几乎各乡镇都有冼夫人庙
宇，清光绪《电白县志》只不过择其

“要者”而载之罢了。其实电白境内
许多冼夫人庙，是因年载远久而失
修，以致损毁。除了上面所述，电白
现在尚存的冼夫人庙还有“文峰村
冼夫人庙”、“花园村冼夫人庙”、“羊
角冼夫人庙”、“七迳雨公岭冼夫人
庙”、“沙琅冼夫人庙”等。

文峰村冼夫人庙位于广东省茂
名市电白区树仔镇文峰村委会下山
锦村旁。始建于清乾隆年间，重修
于清末民国初。坐北向南，面宽五
间，进深三进，左右两侧设耳房和
庑。总面阔 16.9 米，总进深 18.5
米。门嵌花岗岩石门夹，二进为拜

亭，三进供奉冼夫人神像。墙壁绘
壁画，梁枋木雕刻，青砖墙、石脚，硬
山顶，灰塑脊，抬梁式梁架结构。

文峰村冼夫人庙所在村庄百
姓每年农历十一月廿三、正月十八
都“做年例”。乡老说，十一月廿三
是纪念冼夫人诞辰，正月十八是纪
念冼夫人忌辰。冼夫人在农历十
一月廿四诞生，正月十七逝世。当
地村民定在冼夫人出生前一天纪
念生辰，在冼夫人去世后一天纪念
忌辰，这一传统习俗和别的地方不
同，很值得研究。

至于该庙所在村庄百姓纪念
冼夫人的祭祀仪式，与山兜、霞洞
等地大抵相类。

六、电白弘扬冼夫人精神，打
造冼夫人文化品牌的声势热情高
涨、如火如荼

（一）硕果累累的电白区冼太
夫人研究会

1995 年 12 月 15 日，电白县冼
太夫人研究会成立。

电白县冼太夫人研究会成立以
来，始终坚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打造电白冼夫人文化品
牌，助推电白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为目标。关于冼夫人的历史考证，关
于冼夫人精神内涵的发掘，关于冼夫
人精神、文化的传承，研究会的同志
们都做了多视角，多层次的阐述与分
析，各自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从而呈
现出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
良好局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电白
区冼太夫人研究会是“电白区冼太夫
人文化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始
终主动协助冼夫人故里文物考察、景
区开发建设，参与电白一年一度纪念
冼夫人诞辰暨“岭南圣母文化节”活
动。二十年来，电白区冼太夫人研究
会先后出版了有关专著、专集15本，
会刊20期。

2000年1月，研究会会刊《炎黄
风韵》创刊，至今已出版了15期共刊
登各类文章500多篇，计140多万字。

2001 年 7 月 17 日，《冼太夫人
史料文物辑要》首发式新闻发布会
在广州举行。

2005 年 1 月 4 日至 6 日，“冼夫
人文化与建设广东文化大省学术
研讨会”在电白隆重举行。

2008年10月和2015年2月，崔
伟栋创作的历史长篇小说《冼夫
人》上册、中册，先后由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0年11月，《电白俚乡歌谣》
出版。

庞积聪、蔡智文、吴兆奇，李爵
勋，招贤，郑康胜、蔡焕、汪椿涛、崔
小江、赖胜、陈河、陈喻谕、崔敏儒、
陈振威、郑显国、伍于东、刘国光、
崔伟栋、邵淑铿、王启明、罗兆兴、
李川、李应钦、陈敬文、陈明心、陈
祖辉、梁成材、邓灌文、朱振文、张
炳昭、李宽荣、陆杰斌、陆星才、赖
冠华、黎石、何春汉、邵文光等在冼
夫人文化研究方面均有建树。

（二）建设冼夫人故里文化旅
游景区，打造冼夫人文化品牌

为纪念、弘扬冼夫人毕生致力
于维护国家安定统一和民族和睦
团结的功绩和精神，彰显冼夫人故
里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挖掘冼夫
人历史文化内涵，光大冼夫人文化
传承，打造电白特色文化品牌，电
白县委、县政府于2012年1月成立
岭南圣母文化建设指挥部，专门负
责冼夫人故里主题景区建设工作，
以“三点一线”的前瞻性构想，在电
城规划建设山兜冼太夫人故里景
区、岭南圣母公园、莲头岭冼夫人
（出征海南）出海口遗址为主要内
容的冼夫人故里主题景区。

2004 年 3 月，电白县人民政府

与中山市共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签订了冼夫人故里景区开发项目
合同书，共同开发建设冼太夫人故
里景区。2013年3月25日，省政府

《隋谯国夫人冼氏墓保护规划》公
布实施，规划总面积82.92公顷，核
心景区面积 400 亩。至此，故里景
区建设全面展开。

中山市共通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茂名市岭南圣母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展开多层面
的故里景区建设。景区建设工程
共需 5 年时间完成，计划分三期施
工。至 2017 年，景区内将建成瞻
仰、教育学习、游客接待中心、百越
风情休闲、游客服务等五个功能
区。目前，冼太夫人故里景区已投
入建设资金7800万元。其中，投入
1500 万元建设景区主干道水泥硬
底化道路10公里及改道3公里；投
资3200万元征地；投入1300万元建
设冼太夫人文化广场；投入1800万
元建设景区围墙、景区牌坊、修缮
娘娘庙（冼夫人庙）及建设景区绿
道、种植观赏植物等。目前，占地1
万多平方米的岭南圣母广场正在
抓紧后期施工，美化绿化、整治环
境的工作正全面进行，今年内将完
成景区大门、岭南圣母文化园、岭
南圣母广场、岭南圣母巨型雕像、
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项目，部
分景点将于近期开放接待游客。

冼太夫人故里景区建成后，
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全国
文物、文化旅游资源集于一身的文
化旅游热点，将进一步促进电白区
和滨海新区经济、文化建设，更好
地实现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传
承发展，擦亮电白区冼夫人文化
品牌。（全文完）

（作者单位：茂名市文联）

冼夫人与电白(三)

崔伟栋

·冼夫人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