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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通过茂名柯氏乡贤赠
送的相关资料，我阅读了合水柯
氏历代族谱的序言，对姓氏文
化、对宗族的家教家规，了解深
入了一层；对粤西柯氏始祖，在
南宋理宗端平年间曾任高州通
判的柯立义有了更多的了解。
柯立义去世后，被朝廷谥为“廉
能”，是对他一生的高度肯定和
概括。深入挖掘和整理其廉能
文化，特别是对宋代曾在本地担
任过地方官职，并留下好名声的
先贤进行宣传推广，既是对一个
家族家风家训的宣传，也对宣传
本地特色文化,宣传本地廉洁文
化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高州通判柯立义其人
其事

据《合水重修族谱序》《重修
柯立义族谱序》《柯氏始祖奉直
大夫墓志》等资料记载，柯立义，
字方叔，号正夫，福建莆田县人，
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
年），宋理宗宝庆年间特奏进士
出身，曾任广西恭城簿尉，端平
年间任高州通判，择居当时茂名
县高罗村，其后裔落籍茂名和湛
江的吴川、雷州等地，是为粤西
柯氏始祖。宋理宗淳祐四年
（1244年）在任上去世，被朝廷谥
为“廉能”。

柯立义原籍福建莆田，柯氏
在当地名人辈出，其伯父柯岳，
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丁丑科进
士，曾任南安县知县、两浙转运
使，堂弟柯进德也是进士,曾任
归善县知县。柯立义考中进士
时间比较迟，族谱记载是宋理宗
赵昀宝庆元年，但实际上是宝庆
二年。主要依据有二：一是据清
康熙版《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十
二·选举·特奏进士”记载，“宝庆
二年丙戌：柯立义，岳侄；柯伟，
进德兄”，清楚记载是宝庆二年
（1226年），同乡同族人在同一进
士榜中有两人，这对当时当地的
柯氏族人来说，已是莫大的荣
耀。二是据《宋史》“本纪·卷四
十一·理宗一”记载，“（宝庆二
年）六月丙申，御后殿，赐进士王
会龙以下九百八十九人及第、出
身有差。”这榜进士是宋理宗继
位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包括正
奏进士和特奏进士，登进士第的
人数比其他年份稍多一些。柯
立义虽然天资聪颖，读书用功，
但在封建科举时代，要登进士
第，并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那么简单，用“过五关斩六将”来
比喻也不为过。况且，据柯氏族
谱记载的传说故事，柯立义年青
时家境比较贫寒，甚至从莆田至
京城临安应试的路费都是向结
义兄弟借来的。他考中的是特
奏进士，且中进士时年纪相对比
较大了。这里据《兴化府莆田县
志》对“特奏进士”作一些补充说
明，特奏进士为宋代所特有，“宋
开宝制，进士诸科不中，阅贡籍
曾经十五年以上，终场者，试论
一道，皆赐本科出身。仁宗景祐
以后，但阅五举、六举及年岁以
名闻，不复试论，谓之特奏名者，

以别于正奏进士而言也。其制
亦分五等，授助教文学有差。”

柯立义经过自己的不懈努
力，在46岁时以特奏进士出身，
出任广西恭城簿尉。簿尉指主
簿和县尉，南宋时，“置簿掌出
纳官物，销注簿书，凡县不置
丞，则簿兼丞之事”，“中兴，沿
边诸县间以武臣为尉，并带兼
巡捉私茶、盐、矾，亦或文武通
差”。柯立义担任的恭城簿尉，
是一身兼两职，主簿的职责类
似于如今一个县的财务主管、
仓库管理，物资清点等方面的
工作，有时候也会做一些教化
民众的工作，相当于今天的副
县长兼办公室主任；县尉则负
责一个县的治安和防护工作，
类似于今天的公安局长。柯立
义在这两个职位上兢兢业业，
做得比较出色，得到经略丁公
赏识，曾“摄县事”，即代理县知
事。并在代理县知事任上，被
推荐担任高州通判。

二、通判的职责及谥号廉能
的来由

宋代高州管辖电白、茂名、
信宜三个县，是由唐代的潘州、
窦州和高州合并而来，管辖的范
围比较大。当时的州治在今天
的高州市长坡镇旧城村。据《柯
氏始祖奉直大夫墓志》记载，“至
端平二年，状元胡应时、绣使张
宗交荐，擢升高凉通判，时相颜
大卿知公廉能，檄摄郡事，课绩
为一时之冠。”这段话包括的信
息量较大，这里要作些说明，以
了解柯立义担任通判的来由以
及去世后如何能被谥为“廉能”。

据相关资料介绍，宋代的通
判是州郡的副职，其职责为“凡
兵民、钱谷、赋役、狱讼听断之
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
行。”同时，还有另一个职责：“所
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
以闻。”南宋后，通判更可以直接
向皇帝奏报州郡内包括州郡官、
县官在内的一切官员的情况，因
而通判又兼有监察官性质。打
个通俗比方，柯立义担任的高州
通判（或写作高凉通判，都是同
一地方，古代高州常称高凉），相
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常务副市长
兼监委主任，分管兵马、钱粮、民
政，还负责监察工作，而且可以
直接向皇帝上奏折汇报。通判
一般由身家清白、在任职期间从
政清廉、声誉好而又比较能干的
官员担任。通判职位要由大臣
推荐，在宋代，举荐者非常重要，
因为举荐者对被举荐人负有连
带责任，如果被举荐者后来贪赃
犯法，举荐者必须承担举荐失察
之责。柯立义作为特奏进士出
身，且出身清白，家族中有多人
中进士并担任公职，在任恭城簿
尉时，因政绩突出，一度“摄县
事”。在任期间“警捕有功，政治
称职”，但还得分别由状元胡应
时、绣使张宗两人推荐，最后由
宋理宗亲选，才得以出任高州通
判。在任职期间，柯立义做到尽
职尽责，废寝忘食，兴利除弊，缉

匪捕盗，保境安民，尊儒倡教，扶
掖后学，开荒垦田，疏溉滩淤。
正如族谱中所载“莅政廉勤，卓
然有循良风”，以至高州郡境秩
序井然，风气一新。这些记载，
虽然是后人记述，或者也会有一
些溢美之辞，但从柯立义在端平
二年（1235年）至淳祐四年（1244
年），担任通判近十年所表现出
的治理政绩来看，受到百姓肯定
和称许是符合事实的。并且因
为廉洁能干，被宰相颜大卿推
荐，曾代理一段时间的知州。如
果政绩不突出，个人廉洁守法不
过硬，或者监察不得力，不会在
一个地方连续做三任（一般是三
年一选），而且得到提拔重用，这
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另一个
是他在任上去世，“卒于官署”，
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再有，从族谱记录的《正夫
祖善行纪略》中讲述的故事，当
年柯立义因家贫，去找冯姓结义
兄弟借路费上京应试，冯姓兄弟
以砍柴为生，家境同样贫穷，但
卖了自养的唯一一头猪，把得到
的钱资助他作盘缠。后柯立义
任职高州通判时，冯姓夫妇来
贺，柯立义对自己的恩人热情接
待，但却没有多余的钱物让恩人
作回家的路费，还是靠向当地乡
民说明，得到乡民捐助，才筹集
到一些钱款送给结义兄弟。这
从侧面说明，柯立义为政确实清
廉，去世之后，谥为“廉能”，真是
实至名归！

三、廉能文化对后代及地方
的影响

前些时候，我在写有关高
凉、高州相关探讨文章时，曾经
说过，今高州长坡旧城村，自唐
大历十一年（776年）起到明成化
三年（1467年），长期作为州、路、
府的治地，如果能收集史料，深
入挖掘历朝历代的相关人物和
故事，一定大有可为。然而，因
正史记载到州府的事比较少，而
现在能找得到本地最早的地方
志是明万历年间的《高州府志》，
要想了解一下唐、宋时期本地的
相关历史，深感史料难找。既然
正史和地方志这方面的资料缺
少，那么，从地方望族的族谱入
手，或者能够从中发现一些有价
值的线索。据柯氏历代族谱的
序言所载，柯立义任高州通判
后，举家定居在当时的茂名县高
罗村（今属吴川市浅水镇），去世
后葬在电白县水东那乾岭。他
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柯有春定居
茂名县高罗，次子柯有秋回原籍
福建莆田，三子柯有冬迁居雷
州，后有春第三子柯如玉迁居新
坡合水。柯立义作为粤西柯氏
始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既为
当时的高州（今茂名）的郡事忙
碌，奉献了心血，去世后也留葬
本地。作为有据可查的宋代州
官，其事迹、其故事，特别是从他
身上体现出来的“廉能文化”，非
常值得收集整理和深入探讨。

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有
诗 ，“ 能 吏 寻 常 见 ，公 廉 第 一

难”。柯立义被朝廷谥为“廉
能”，既是能吏，又是廉吏，两者
兼而有之实在难能可贵，既是对
他从政多年的充分肯定，也是对
他人品节操的高度评价。正如
其墓志铭所载“乾坤定位报廉
能，子子孙孙世式谷。”其“廉能
文化”，可谓影响深远，简而言
之，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形成厚重的家教家风
传承。柯立义用自己的言行和

“廉能”作为传家宝，让代代传承
其良好家教家风。历代的族谱
对家教家风都有论述，虽然用语
不尽相同，但谆谆教导，言语殷
切。如“清正廉明，勤奋锐志”，

“念祖修德，恩明谊美”，“贪污致
戒，清白传家”等等，集中体现在

“廉能”的要求上，让后代铭记并
用心践行。

二是重视教育培养人才。
柯立义作为特奏进士出身，多年
寒窗苦读才得以考上进士，深知
教育后代的重要。其后代在高
罗设有“立义小学”，以柯立义始
祖命名；在合水，有“汝嘉小学”，
以合水始祖柯如玉的字命名。
在族谱中收录元、明、清各代庠
生、岁贡、举人、进士名单，民国
期间初中毕业生以上名单，解放
后中专以上学历名单，这既是一
个种荣誉，也是一种激励，即重
视教育和培育人才，让族中子弟
学有榜样。同时，新坡合水还成
立奖教奖学促进会，目前共举办
了 14 届，受奖励资助的学生共
603 人，发放奖教奖学金共 200
多万元。

三是家国情怀激励后代。
柯立义任高州通判时，勤政为
民，政治清明，在任上去世。其
家国情怀，一直影响和激励着后
代努力作为，代代都有各方面的
杰出代表，为本地经济文化发展
作贡献。新坡合水作为革命老
区，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组织群
众进行革命斗争，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时期，合水作为地下交
通联络站，在茂电信地下革命斗
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柯永泰、
柯永达等“柯氏七老”，是其中的
杰出代表，既是地下革命斗争的
功臣，也成为后代学习的榜样。

四是对弘扬廉洁文化有积
极作用。挖掘整理传统优秀家
教家风，汲取其中的精华，把相
关的良好家风转化为廉洁文化
的一部分，这对党员干部开展廉
洁从政教育是一个好办法。如
对冼夫人的“我事三代主，唯用
一好心”进行整理探索，归纳出
影响深远的“好心精神”；茂名吴
氏族人以袂花上村吴廷瑜的“扶
持培国脉，提拔保民心”挖掘整
理出“至德扶提文化”，也是比较
成功的尝试。现在根据柯立义
任职高州通判，其在职位上去世
后被谥为“廉能”，归纳整理并探
讨“廉能文化”，同样大有作为，
应大力宣传和推广。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
专员、茂名炎黄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

宋代高州通判柯立义
廉能文化探释

何火权

冼夫人文化研究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据茂名日报全媒体报道，近年
来，电白区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
制造业为主导，大力推进产业发
展和科技创新。他们从高标准精
准引进和高质量产业培养两方面
入手，积极启动了电白区新能源
产业人才智力支撑项目。通过建
设电白新能源产业人才专家库，
吸引并集聚高水平的产业和创新
人才，为当地制造业发展提供强
大的技术支撑和智力资源。目
前，电白区新能源产业人才专家
库已经拥有 88 位成员，包括市内
外新能源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

高级工程师以及具有实战经验的
企业高管等，共同推动新能源产
业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为了拓宽“招才引智”的新路
径，电白区委组织部和区人社局
联合举办了“破浪前行智创未来”
2024 年电白区新能源产业人才专
家 库 启 动 仪 式暨产业人才交流
会。他们强化了新能源产业人才
政策，充分发挥了人才驿站的桥梁
纽带和人才平台的作用，将茂名地
区新能源行业产业人才聚集在一
起，提供一个交流和对接的平台，
增进政、产、学、研各界的交流沟

通，为电白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出
谋划策，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构建人才使用平台，充分发挥了引
进人才的推动效应，为该区新能源
产业培养人才提供了坚强保障。

电白抓住百千万工程发展的
关键引擎，从而抓住了发展的牛鼻
子。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
基层和区域发展最急需和最紧缺
的资源。只有强化人才队伍结构，
统筹做好人才“引、育、用、留”，发
挥好各类人才队伍作用，才能为县
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
国。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打破“好高骛远，舍近求远”，抓住
引才的“牛鼻子”，以爱才的诚意、
聚才的良方、识才的慧眼、用才的
胆识、容才的雅量，扎实做好引
才、育才、用才、留才，树立求贤若
渴的“人才意识”，培育能战善战
的“人才队伍”，打造独具特色的

“人才高地”。
乡土人才来自基层一线，熟

悉乡村情况，动手能力强、实践能
力强，能解决基层一线的大量技
术问题，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可

以说有专业的瓶颈，也有技术的
天花板。为更好地发挥出他们的
价值，需要补足乡土人才的专业
短板。

要两条腿走路，一边“请进来
教＋走出去看”，一边“全面学＋
精准钻”。不仅要树立新理念、新
思维；而且要注重开拓新视野、学
习先进经验。通过里面教、外面
看，使专业水平进一步强化。做
到技能的均衡发展与特长的精准
突破，实现共性知识与个性能力
的交叉互补；做到向上有高度，传
达好党和国家的政策，向下接地

气，针对各项产业发展具有实操
性指导，培育“高度”“地气”并存
的高质量乡土人才。

人才是推动地方发展的“引
擎”，“引才”是推动百千万工程发
展的重要途径，但“引才难、留才
难”也是基层老生常谈的难题。必
须设法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创设先
进机制，营造一种激励、激发人才
大显身手的平台和环境氛围。让
人才高度投入，达到“士为知己者
死”的高超境界！这也是珍惜人
才、重用人才的高明做法。

（作者单位：电白一中）

激活“人才引擎”
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

王平生

冼夫人一生所建立的不朽的历史
功勋，是与其部下几位将军、官员的忠
心辅助分不开的。对于她的几位将领
的历史史书无载，笔者从地方志一些
简略记载了解到一些大概情况。另从
民间口口相传的传说中间接获取相关
历史讯息，从逻辑上考证形成基本的
历史概况。

1、冼夫人部将姓名
清光绪《高州府志》卷五十四“杂

录”、道光《电白县志》卷二十载：“隋冼
夫人开府置官属，史惟载长史张融，不
知何县人，相传有甘、盘、廖、祝四将甚
有智勇，佐成武功，今庙中塑四将军像
者是也。又有一巨将姓陈，三桥人，毅
勇刚直，屡著奇功，今霞洞夫人庙犹塑
其像，乡人称为陈三官。”

从上述记载，只知道张融和陈三
官两人的名字，至于甘、盘、廖、祝诸将
军，其名字志书也不见有载，一些学者
文章说甘将军名和，盘将军名石，廖将
军名胜，祝将军名兴，姓和名连在一起
即是：甘和、盘石、廖胜、祝兴（见湍流

《雨公岭冼夫人纪念馆碑记》）。
2、冼夫人部将籍贯
六人的籍贯，除了陈三官志书载

明为三桥人，即今茂南区（原电白县）
羊角镇三桥村人外，其余，不但张融不
知何县人，而且连甘、盘、廖、祝四将也
不知是何县人。可能当时修志时，知
道他们四人的籍贯（志书说惟张融不
知何县人），可惜没记入志书，使后人
弄不清楚。张融从开皇十一年（591
年）冼夫人受封谯国夫人，开谯国夫人
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始任长史，至仁
寿二年正月夫人去世，任长史达11年
之久。这长史为幕僚之长，事务长官，
职责与当今的秘书长相仿。当时冼夫
人被封为公一级的封号，所以张融相
当于从四品职官待遇。从他受冼夫人
派遣远赴长安向隋文帝呈表揭发赵讷
贪虐事来看，他有文化，懂汉语，似乎
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外地人，是哪县人
不得而知。甘、盘、廖、祝应是高凉本
地人，而且是俚人。盘姓是与俚人有
源流关系的瑶人特有之姓，这姓阳春
西部最多，盘石可能是阳春人。甘、
廖、祝三将因为是冼夫人家将，他们的
家自然不会离冼夫人的故里很远，可
能是电城山兜周围附近地方人，也可
能是今电白、阳西县等地（当时的连
江、南巴、宋康、高凉县）人。

3、冼夫人部将的历史功绩
对于甘、盘、廖、祝诸将的功绩，志

书说得很清楚：“甚有智勇、佐成武
功”。对陈三官的评价是：“毅勇刚正，
屡著奇功”。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紧随冼
夫人左右，数千里征战，屡为先锋，东上
江西灨石平李迁仕之乱，多次上广州解
围、平乱；北上梧州、藤州、玉林；南下雷
州、合浦、海南，五大将都为前驱。而每
次重大行动，都少不了张融的出谋划
策。因此，可以说，冼夫人所创立的丰
功伟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至于如
何在各次历史事件，每次战役战斗中体
现他们的“甚有智勇”、“毅勇刚正”、“屡
著奇功”，因缺乏历史记载，无法找到历
史证据。但据代代相传的传说，有着可
信的史实因素。

除了甘、盘、廖、祝四将军外，陈三
官的历史志书有明确记载，而且他家

乡口碑传说较多，较具体。
陈三官自小跟道长到浮山学艺，

十六岁艺成，投了冼家军，后被冼夫人
赏识封为家将，跟随冼夫人左右。

在平定侯景、李迁仕之乱后，冼
夫人继续平定本土的叛乱。冼夫人
指挥庞大的敢死船队对盘踞在齐安
郡落金岛（今台山市川岛镇）的海盗
发动清剿。陈三官被分在由冼夫人
亲率的 40 余艘战船的左路军中。在
冼家娘子军将领夫辛遇到危险时，陈
三官奋不顾身大吼着冲上去战敌救
下战友，把敌将打得落荒而逃，取得
战斗的胜利。

冼夫人“梁大同（535－546年）初，
请命于朝，置崖州”（明《琼台志》）。梁
武帝批准她的奏请，经过多方筹划，于
大同中期建置了崖州，恢复了海南的
州郡制（陈雄《冼夫人在海南》）。建置
崖州后，冼夫人继续率军清剿负隅顽
抗的部落叛乱势力，平定岛上内乱。
承圣三年（552年）十二月，冼夫人发军
攻打从内地齐安郡落金岛逃亡朱崖的
叛匪海盗褚俭及其他叛乱部落。陈三
官跟随冼夫人所率的中路军出征，由
始至终都紧随夫人身后。陈三官以超
人武功与部落高手比武，一人战胜四
员蛮将，压服骑墙俚洞部落，在迷马坡
大战绝地逢生，多次使冼夫人化险为
夷，在平定海南岛部落叛乱，收治海南
行动中立下奇功。

在平定欧阳纥叛乱中，陈三官又
建奇功。陈太建二年（570年）二月，广
州刺史因不满职务变更，遂发动反叛，
冼夫人率大军联合陈朝大军内外夹攻
欧阳纥。欧阳纥从广州败守衡州洭口
（今英德市的洭水入浈水之口）。欧
阳纥水军用沙石填塞竹笼，放于水栅
外，以阻挡官军舟舰进攻。陈三官作
为俚人，自小在家门前的沙琅江游
泳，捕捉鱼虾，深谙水性。洭口一役，
他亲自组织和指挥水性好的士兵组
成先锋队，冒夜衔刀潜水砍破守军竹
笼，官军纵大舰突破竹笼阵直入，大
败欧阳纥叛军，擒捉了欧阳纥，陈三
官又立了奇功。

陈三官在五大将中排名第三，他
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故称陈三
官。但在他的墓碑中却刻着“陈大官”
之名，这是因为他在男丁中是老大，而
且投冼家军后又成为大将，故称陈大
官。至今在家乡三甲岭仍有他的墓，
还有陈三官庙，受到后代及世人的拜
祭，因此，他并非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
人物。

清同治三年（1864 年），广东的封
建统治者把信宜陈金缸大洪国农民起
义镇压下去，因冼夫人及其家将威名
显赫，世代相传，因此被宣扬是冼夫人
的神力相助，便向清廷上奏疏云：“恳
请加崇封号以光祀典，再夫人开府时
有长史张融，部下复有甘盘陈廖祝五
将，虽勋名未附于青史，而传闻必颂其
丹诚，请分别敕加封号。”“广东巡抚郭
嵩焘奏请加封号，礼部奏准奉旨铃出
慈佑字样。”（见光绪《高州府志》卷
九）。从墓碑得知，陈三官被加封为

“有感得道”封号。其他部将被赐封什
么封号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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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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