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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长河
中，俚人作为一个古老而神秘的
族群，虽其身影已渐渐隐没，但其
创造的灿烂文化却如永不磨灭的
星辰，照亮了岭南大地，对中华民
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
深远影响。特别是俚人“舍小成
大”的精神，贯穿其历史发展，成
为促进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重
要力量。

一、溯源：古老族群的崛起与
发展

俚人，这个隋唐后北方人对
岭南一带族群的称谓，其历史可
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先秦
时期，居住在广西及越南地区的

“雒越”，便是其最直接的先民。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广西及越
南地区的族群被中原文献称为

“乌浒”“俚”“僚”，而“俚人”这一
称谓正式出现在隋唐后的文献记
载中。

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
器地点群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
旧石器时代早期，岭南就已有人
类活动的踪迹。到了新石器时
代，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
遗存广泛分布于南方各地，从陶
器上的纹饰和历史传说可知，他
们以龙为图腾，还有断发纹身的
习俗。2000年博罗横岭山遗址出
土的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铜器、
玉器等文明标志文物，更是将岭
南文明史追溯至 3000 年以前，有
力地证明了岭南在先秦时期并非

“蛮夷之地”。
在茂名市电城镇山兜、丁村

及树仔镇、马踏镇、观珠镇等周边
地区，也有诸多与俚人文化紧密
相关的考古发现。从 2004 年至
2022 年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大量具有
鲜明俚人文化特征的陶器残片，
这些陶片上独特的纹理和图案，
与已知的俚人文化风格高度契
合，为研究俚人陶器制作工艺和
审美观念提供了珍贵样本。丁村
出土的一些造型古朴的青铜器
具，工艺精湛，体现出当时俚人在
青铜冶铸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
平，反映出他们独特的社会生活
与文化形态。电白树仔镇、马踏
镇、观珠镇等地陆续出土的石制
工具和装饰品，则见证了俚人在
生产劳作和日常生活中的细节，
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俚人的社会结
构、经济模式以及精神世界。

自古以来，岭南地区的先民
古越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
衍。广东极有可能是百越部落最
早的发源地，之后逐渐向四周扩
散。在远古时代，古越人就创造
出了璀璨的文明，其农业、冶铸、
制陶、纺织及造船业等相当发达，
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和惠州缚
娄古国遗址等，见证了他们辉煌
的文明成就，这些原生文明丝毫
不亚于同时期的北方文明，甚至
在某些方面更为璀璨。

商与西周时代，岭南南越部
落便开始与中原有了经济文化往
来；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与吴越、
楚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楚庭、
南武城的传说以及《国语·楚语
上》中“抚征南海”的记载，都反映
出这一时期岭南与楚在军事、政
治等方面的紧密联系。

二、文化印记：独特而多元的
文明贡献

（1）饮食文化：稻谷栽种的先驱
古俚越人“饭稻羹鱼”，是栽

种稻谷的先行者。在粤西、桂南、
海南及越南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
址中，发现了大批石铲、石锄、有
肩石斧和有段石锛等农业生产工
具，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
谷物加工工具，这充分表明，早在
新石器时代，俚人的先民就已经
开启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耕生
活。在桂东、桂南的秦汉墓中，还
出土了稻谷、粟粒、芋头、麻、橄榄
和荔枝等农产品，以及羊马猪鸡
狗及仓库等模型，生动地展现了
当时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繁荣景
象，彰显了俚人在农业领域的卓
越贡献。

（2）居住文化：干栏式房屋的
创造者

在居住方面，俚人是“干栏式
房屋”的创造者。百越地区的干
栏式房屋历史悠久，可追溯至
7000年以前。这种竹木结构的二
层楼房，下层饲养牛、猪等家畜，
上层住人，不仅能够有效防止南
方气候的潮湿，还能避开各种凶
恶的野兽虫蛇，完美地适应了南
方的自然环境。正如《博物志》所
云：“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
也。”在广东高要茅岗距今四千多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以及
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墓中，都发现
了“干栏式”房屋遗迹或陶屋模型，
为我们了解俚人的居住文化提供
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直至今日，中
国南方与古越部落有渊源的部分
族群，仍然保留着居住传统“干栏
式”住房的习俗，这无疑是俚人文
化强大生命力的有力见证。“干栏”
房作为后世楼房建筑的先驱，在建
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
南方古越部落人民对中华民族文
化的杰出贡献。

（3）航海交通：舟船的初创者
在航海交通方面，俚人是舟

船的初创者。他们习水性，擅长
“伐木为舟”。早在东汉至魏晋期
间，化州长歧一带就已经出现了
独木舟制作工场，化州长岐、中垌
和电白谭莲等地屡有汉至唐时的
独木舟出土。后来，俚人的独木
舟逐渐向艇、陵、舸等拼板船发
展。《淮南子》中“越绫蜀艇，不能
无水而浮”的记载，充分体现了俚
人在造船和航海方面的高超技
艺。舟船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方
便了俚人的出行和物资运输，还
促进了他们与外界的交流与贸
易，为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

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4）精神文化：质朴守信的品

质传承
史书记载，俚人“质直尚信”，

“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
改”，始终保持着原始质朴的性
格。他们勇敢自立，重诺轻死，为
了生存不惜牺牲一切；巢居崖处，
尽力农事，展现出勤劳坚韧的精
神风貌。这种质朴守信的品质，
贯穿于俚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
往中，成为他们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冼夫人作为俚人的杰出代
表，更是将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
致，她一生忠诚于国家和民族，为
了实现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
一，不惜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
成为俚人文化的光辉典范。

三、冼夫人时代：“舍小成大”
精神的伟大实践

在冼夫人所处的时代，岭南
是众多族群聚居之地。由于生活
习惯、族群信仰和思想文化的差
异，经常爆发族群之间的血斗。
据史料记载，当时各部落之间为
争夺土地、资源等，冲突不断，百
姓生活困苦。同时，中央政权也
常常以各种理由对一些族群进行

“剿灭”，使得岭南地区局势动荡
不安。

冼夫人作为俚人杰出的领
袖，深刻认识到这种混乱局面不
仅危害百姓，也不利于各民族的
发展。她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秉持“舍小成大”的精神，致力于
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梁大宝元年（550年），高州刺
史李迁仕暗通侯景并谋反，企图
割据岭南。冼夫人洞察其奸变，
力劝丈夫冯宝不要参与其中。她
分析道：“李迁仕称病不去援助萧
勃，却私下铸造兵器、聚集部众，
明显是要谋反。他召唤你去，是
想以你为人质，胁迫我们的部众
一同造反。”冯宝听从了她的建
议。几天后，李迁仕果然谋反。
冼夫人又献上奇计，她带领千余
名扮作挑夫的将士，挑着作为掩
护用的担子，大声说笑着前去向
李迁仕谢罪。李迁仕大喜之下毫
无防备，冼夫人等人顺利通过营
门后发起突袭，李迁仕被打得措
手不及，大败而逃。冼夫人乘胜
追击，在赣石与长城侯陈霸先会
师。冼夫人以陈霸先有大作为、
得民心、能平息叛乱为由，说服冯
宝支持陈霸先平乱。在这个过程
中，冼夫人舍弃了个人与家族可
能面临的风险，以大局为重，为维
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做出了重要
贡献。

陈永定二年（558 年），冯宝
卒，岭南大乱。冼夫人凭着自己的
威望，劝服、团结百越，使社会安定
了下来。太建二年（570年），广州
刺史欧阳纥反，将冼夫人之子冯仆
骗去，欲诱迫他同反。冼夫人深知
国家大义，不以儿子之安危为念而

肯负国家，她立即布兵拒境，并与
陈朝遣讨军队全力击溃叛军。她
在关键时刻，毅然放弃了对儿子个
人安危的担忧，选择了维护国家的
统一和稳定，这种“舍小成大”的精
神令人敬佩。

隋开皇九年（589 年），隋灭
陈，岭南数郡共举冼夫人为主，尊
为“圣母”，并力劝其独立，以保境
安民。隋大军到了岭南边境，因
畏惧冼太夫人，逡巡遥望，不敢进
犯。于是遣使者示以陈后主遗书
和她所赠陈后主信物“扶南犀
杖”。冼夫人在确知陈亡后，召集
首领数千人“尽日恸哭”，然后才
归顺了隋朝。她顾全大局，深明
大义，认识到国家统一是历史发
展的趋势，毅然带领岭南各族人
民归附隋朝，避免了战争的破坏，
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冼夫人一生致力于促进民族
的团结融合。在婚前，她就主张
各部族和睦相处，规劝兄长冼挺
不要恃强凌弱，使得海南、儋耳千
余洞的人前来归附。她和汉官冯
宝结婚，更是成为俚汉两族和睦
及融合的动力，促进了民族团结，
对当时社会俚人的汉化和岭南社
会的长期稳定起到了推动作用。
到了隋代，冼夫人化解民族矛盾，
严惩贪官，招慰亡叛，安定百姓，
既铲除了腐败，又为维护和促进
民族团结立了新功。她还在岭南
地区积极传播汉族的先进生产经
验，教育百越各部落“尽力农事”，
提倡男耕女织，推动了岭南社会
经济的发展。在文化方面，她积
极支持汉官“建城邑，开设学校，
华夷感敬，称为大化”的措施，鼓
励越人学习汉语汉字，学习汉人
带来的知识，并推行“学而优则
仕”制度，逐步确立知识的价值
观，以改变南越人“不知礼则”“不
闲典训”的状况。在冼夫人的倡
导下，越人大力推广汉人的文化
和伦理道德，改革原先的陋习，汉
文化逐渐成为主体性文化，促进
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四、融合与传承：当代价值与
世界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俚人
逐步与其他民族深度交融，其文
化也在持续的交流碰撞里不断蜕
变发展。尽管如今在中华56个民
族的名录中，已不见俚人之名，但
他们的文化基因早已深深嵌入中
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文
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曾经作为南越最大本土族系
的俚人，最终逐步融入以汉族为
主体的多民族大家庭之中，有力
地推动了岭南乃至中华文明的发
展进程。这种“舍小成大、名无实
存”的融合精神，正是海洋文明的
核心要义。俚人就如同盐，中华
民族恰似大海，盐融入大海后无
形无踪，却赋予了大海别具一格
的韵味。他们的智慧与精神，隐
匿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流淌

在中华儿女的血脉里，对于当今
世界各民族如何化解文化与文明
的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着至关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启示
价值。

从中华民族的现状来看，虽
然各民族在文化、习俗等方面存
在差异，但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
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56
个民族宛如璀璨星辰，共同汇聚
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浩瀚星空。例
如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
民族相互尊重彼此的传统节日，
像云南地区，彝族火把节时，其他
民族也一同参与庆祝，共享欢乐；
饮食文化上，汉族的饺子传入少
数民族地区后，被融入当地特色
食材和烹饪方式，形成了独特的
风味。这种文化上的相互包容、
相互吸收，正是俚人“舍小成大”
精神在当代的生动体现。各民族
舍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共同
追求中华民族的整体繁荣，在保
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为中华民族
文化的丰富性贡献力量。

放眼世界民族之林，随着全
球化进程的加速，不同民族文化
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冲突也时
有发生。一些地区因宗教信仰、
文化传统的差异，爆发了激烈的
矛盾冲突，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
的生活与社会的稳定。而俚人

“舍小成大”的精神为解决这些问
题提供了思路。每个民族都应尊
重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摒弃
偏见与歧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
接纳不同文化。比如在新加坡，
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华
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各民族在保
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相互
学习、相互融合，共同塑造了新加
坡独特的文化景观，推动了国家
的繁荣发展。这表明，当各民族
秉持“舍小成大”的精神，超越自
身文化局限，寻求共同发展时，世
界文化的多样性就能得到更好的
维护，人类文明也能在交流互鉴
中不断进步。

在当代社会，俚人文化的价
值日益彰显。它不仅是我们回溯
历史、传承文化的关键载体，更是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的
源头活水。我们理应深入挖掘俚
人文化的丰富内涵，传承和弘扬
其优秀传统，让这颗历经岁月却
依旧散发着迷人光彩的民族文化
明珠，在当下绽放出更为耀眼的
光芒。

2018 年，茂名市俚人文化研
究会正式宣告成立，活动现场，珠
江文化研究会与广西骆越文化研
究会同仁云集。这些来自不同地
域的文化研究者们，满怀着对俚
人文化的热爱与探索热情，共同
见证了这一意义深远的时刻，为
俚人文化研究注入了多元且新颖
的视角与活力。

作为创会会长，尤感站在传
承与发展俚人文化的新征程起

点。俚人文化历经岁月的磨砺与
沉淀，凝聚着先辈们的无穷智慧
与伟大精神。我们的研究会，绝
非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学术团体，
它更是一座跨越时空，连接过去
与未来的坚实桥梁。我们积极运
用田野调查、学术研讨等多种方
式，让俚人文化从历史的深处缓
缓走来，真切地融入现代生活。

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先生与
珠江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黄伟宗
先生因故未能亲临现场，但他们
都特意发来了贺信。王鲁湘先生
在贺信中殷切期望：“希望茂名市
俚人文化研究会能深入挖掘俚人
文化的精髓，在学术研究、文化传
播等诸多方面斩获卓越成就，让
更多人领略到俚人文化独一无二
的魅力与价值。”黄伟宗先生也在
贺信中欣喜写道：“对茂名市俚人
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深感欣慰。俚
人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关键一
脉，具备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
的文化内涵。愿研究会以传承和
弘扬俚人文化为自身使命，深入
开展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活动，
将俚人文化的独特魅力全方位展
现给世人，为推动地域文化发展
和中华文化的多元繁荣添砖加
瓦。”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俚人文
化，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
底蕴，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立
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新时代
的大背景下，探寻俚人文化的奥
秘，汲取其中的智慧和力量，特别
是俚人“舍小成大，名无实存”的
融合精神，对当下的国家和平统
一、民族大融合而言，有着极为重
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珍视这
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其传承和
发扬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同时也为世界民
族文化的和谐共生提供中国智慧
与中国方案。

以冼夫人为代表的俚人，曾
经雄踞南越一千多年。然而，在
今天中华 56 个民族中，已没有了
俚人之名。综观俚人的历史，就
是一部民族融合史。俚人由原南
越最大的本土族系，最终逐渐融
合于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中，
推动了岭南乃至中华文明的发展
进程。这种开放、和合、互爱、共
生的精神，正是海洋文明的核心，
俚人犹如盐、中华民族犹如海，盐
溶于大海而无形。

俚人看似消失了，而实质尚
在，在哪里？她隐藏于中华民族
的基因里；她流淌在中华儿女的
血脉中。

这正是俚人“舍小成大、名无
实存”的智慧，如何“消弭人类文明
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俚人这种“明识远图、舍小成大、名
无实存”的智慧与精神，值得世界
各民族深入研究和思考。

（作者系茂名市俚人文化研
究会会长）

以俚人“舍小成大”精神
助力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

郑华星

近年来，有关冼夫人的电影、
电视连续剧、戏曲和戏剧等作品，
都比较重视描写冼夫人这一段故
事。这段故事有激烈的情节冲
突，可以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表
演起来也相当精彩引人。如早些
年上映的有关冼夫人的首部电影

《冼夫人之浩气英风》选取的故事
便是“囚孙平乱”，突出冼夫人治
家严厉、铁面无私以及优良家风；
粤剧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谯国夫
人》对这一段故事同样浓墨重彩
展现。然而，在重点描写冼夫人
对孙子的严格要求和惩处时，对
于“逆党陈佛智”的介绍则较少。
人们不禁好奇，那陈佛智何德何
能，仅凭与冯暄“相友善”，就能让
冯暄违抗军令，对救兵如救火的

广州救援急行军，说停就停？
翻阅相关史料，陈佛智并非

普通附和王仲宣的叛乱者，而是
大有来头。相传他的父亲陈法念
是梁朝驸马，这样一来，梁武帝萧
衍便是陈佛智的外公。据史料记
载，陈法念是河南鄢陵人，担任过
新州、石州刺史，后全家定居在岭
南泷州的开阳县（今罗定市围底
镇古模村）。陈法念对新、石二州
及居住地一带的治理以孝义为准
则，教给当地俚、僚百姓先进的生
产技术和文化，深得群众拥护，逐
渐成为地方首领。泷水陈家与高
凉冯冼家族、钦州宁氏家族，史称

“三大岭表酋长”。这样说来，陈
佛智不仅是皇亲国戚，又是官二
代和地方豪族首领。有关陈法

念、陈佛智及其家族的情况，《大
明一统志》《广东通志》等书籍有
记载。在《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一

“肇庆府·人物”条下，有陈佛智及
其子陈龙树、孙陈集原的记述：“南
北朝陈佛智，其先鄢陵人，父法念，
为梁新、石二州刺史，居泷水，世袭
永平郡公。佛智为罗州刺史，陈光
大初授南靖太守，以孝义训蛮俗，
太建中，除西衡州刺史，封安靖郡
公。”内容虽不多，但信息量较大。
这段话交代了陈佛智的籍贯及父
亲陈法念的官职、爵位，也讲述了
陈佛智曾任罗州（今化州）刺史，后
任南靖（今封开）太守及西衡州（今
英德）刺史等职。最重要的是对他
治理地方给予肯定，“以孝义训蛮
俗”，即以儒家的孝义教育当地土

著，使其接受中原文化，脱离陋俗，
受到拥戴。这些记载对陈佛智均
持肯定态度，未提其“逆党”身
份。随着朝代更替，陈佛智当年
出于家族利益追随王仲宣反隋，
但历经唐、宋、元至明朝，旧事逐
渐淡化，加之其后裔在唐代显赫，
故《大明一统志》未提叛乱，仅载
其官职、政绩及子孙情况。当代
罗定市亦有不少文章称陈法念、
陈佛智为地方历史文化名人，这
些资料均可查证。

陈佛智任罗州刺史是在陈朝
光大初年（567-568年），后任南靖
太守和西衡州刺史，而冯仆任石龙
太守的时间是太建元年（569年）。
即冯仆上任时，陈佛智已离罗州赴
南靖。陈家和冯冼家族同为岭南

世家大族，历经梁、陈两朝，且同在
粤西，交往平常。史载冯暄与陈佛
智“相友善”有据，但两人年龄悬殊
——陈佛智年近五十，冯暄仅二十
余。当冯暄受冼夫人派遣从高凉
出兵解广州之围，途经泷州时，被
附逆的陈佛智劝阻，以至滞留。当
时岭南各地豪族、酋长多响应王仲
宣，“首领皆应之”说明附逆者众。
这在朝代更替中屡见不鲜。若对
比陈佛智所为与冼夫人之忠贞，两
大家族对朝廷的忠诚高下立判。
隋朝初立时，冼夫人“集首领数千，
尽日恸哭”，体现了对陈朝的义，但
归顺隋朝后绝无二心；而陈佛智念
旧朝而拒新朝，更因隋文帝改革损
害其利益，故参与叛乱。

冼夫人得知冯暄贻误军机

后，“大怒，遣使执暄，系于州狱”，
即著名的“囚孙平乱”。其对朝廷
的忠诚与对族人的严苛在此充分
体现：既囚冯暄以儆效尤，又遣另
一孙冯盎讨伐陈佛智。冯盎骁勇
善战，与陈佛智交战时“战克，斩
之”。获胜后，冯盎率兵至南海，
与裴矩、鹿愿会师共击王仲宣。

陈佛智参与叛乱的后果极严
重：其本人被冯盎斩杀，家族亦遭
株连。其子陈龙树逃匿至钦州宁
猛力处。隋朝时泷州陈氏衰落，幸
而隋祚短暂。至唐朝建立，陈龙树
归顺，家族再度崛起，此为后话。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
员、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
研究员、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智
库专家）

冼夫人平定叛乱探究之六

陈佛智家族及参与叛乱产生的后果
何火权

冼夫人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