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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既面

临外部环境的冲击，也面临

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新机遇。这

个大背景对海南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新要求，对

海南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冼夫人在海南具0有重要的

地位，是海南民间信仰中的“女

神”，深受海南人民的拥戴和尊崇，

代表了海南文化传统不可替代的

一部分。近年来，冼夫人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备受重视，尝试以不同的

形式参与社会治理，从冼夫人文化

的功能角度来观照社会治理问题，

寻求二者理论与实践上的关联与

互动尤为重要。

冼夫人，名冼英，以其封号又

称谯国夫人，或称高凉郡主，俚人

（壮族先民分支）首领，管辖岭南地

区，包括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是中国

南北朝至隋朝初年重要的政治、军

事人物。在我国文化史上，冼夫人

文化的形成和传播，起着涵养民族

精神、丰富文化内涵的作用。作为

海南民间文化形态之一，冼夫人文

化的思想内蕴及其衍生的多种文

化产物，塑造着当地社会的价值观

念，并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

共存与再造：以“善”为中轴的

共同体视野。据《隋书·列女传·谯

国夫人传》记载，冼夫人训导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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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冼夫人文化的核心

理念被归结为其守护族群和超越历

史的“唯用一好心”精神。2016年，

南方新闻网主办“唯用一好心”英文

翻译全球征集活动，获得一等奖的

翻译是“From goodwill（友善/善意/

亲善），with good deeds（善事），for

goodness（善良）”。该翻译巧妙地

兼顾哲学层面、政治层面和行为层

面的内涵指涉。从哲学层面，冼夫

人“好心”精神与中华民族“大善”的

传统思想同根，体现了超越狭隘民

族主义的、以善为中轴、重视人类共

存性的共同体视野；从政治层面来

看，契合“和”的政治理念，主张站在

发展和统一的思想高度，寻求“善

治”；而在微观行为层面，谋求构建

人和人之间和谐的共生关系，凸显

文明社会的“和谐”因素。

作为冼夫人对部落、子孙的戒

导之语，“好心”一词投射出的“善”

意，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善治”思

想不谋而合。“上善”之于治世之

用，俚人的民族观和历史观，都遵

从了存续的需求，流露出发展的眼

光，体现了宏大的格局，折射出高

明的智慧。

至此，站在历史的高度，俚人

的文化以一种潜在性的存续，成为

内隐于正统文化大背景下的坚韧

的文化力量，以强大的生命力从民

间以“非正式”的形式感染、号召和

构建一个少数民族的精神存续空

间，这种“再造性精神存续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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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夫人文化的精神内蕴及其对
海南社会的观念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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