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

民族，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

互为一体。中华文化是中国凝聚

力的不竭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只

有从全球视野的大历史观来认识

和把握“‘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

思想解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

的重大意义，才能最大限度汇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史料记载，公元512年冼夫人

出生于古高凉一个俚族首领世家，

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女将军、政治家

和社会改革家、少数民族著名领

袖。青年时期的冼夫人在娘家就

“抚蛮助兄，归附日众”。婚后不久

冼夫人主动“请命于朝”，“就废儋

耳地置崖州”，下辖10个县，恢复

了海南岛郡县制。后遇陈国亡，隋

文帝杨坚派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外，

冼夫人顾全大局，“遣其孙魂帅众

迎洸入广州，岭南悉定”。隋高祖

“册夫人为谯国夫人”，从此，海南

岛回归中华大家庭，结束了“久乱

不统，不能一日相聚以存”的局面。

冼夫人一生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还

不时用梁陈隋三朝封赐的物品教

导宗族明礼为善、忠心报国。

梁大同元年，冼夫人和汉人高

凉太守冯宝结婚。冯冼联姻增强

了地方汉族政权的实力，客观上促

进了当地的民族团结。“至是夫人

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每共宝参决

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

所舍纵。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

违。”冼夫人之孙冯盎渡海南征来

琼平乱之时，就大量迁移俚人到海

南岛经营家族领地，揭开了俚汉等

多民族共同开发海南岛的新篇章。

冯冼家族治理海南岛除东北部以

外的环岛沿海地区一百多年，给远

离大陆的海南岛带来了大量人口

红利和先进的中原铁器、农耕技

术，增加农产品产出，发展村场集

市，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南原有的农

耕生产生活方式，海南岛得到进一

步开发。到了冼夫人五世孙冯崇

债任振州别驾时，海南已经“一年

养蚕八次，收稻二次，十月种田，正

月收粟”。种植双季水稻，表明唐

朝时期海南农耕制度和生产技术

有了更大进步，粮食产量连续多年

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冼

夫人遣兵成功将海南岛重新纳入

中央政权行政管理后,自古“以舟

为车,以楫为马”的俚人移民在海

南岛上与海打交道、发展海上贸

易。冼夫人汤沐邑崖州临振县,更

是发展起大蛋港、毕潭港、合口港

三个通商口岸,使唐宋及之后历朝

历代经略海洋、开展海外贸易、打

造海上丝绸之路有了不可或缺的

中转站。

冼夫人累创功勋，是维护国家

统一、促进地方社会安定发展、增

进我国南疆各民族团结融合的大

功臣，历受朝廷褒奖。冼夫人还深

得岭南及海南等地人民的拥戴，被

尊为岭南“圣母”。冼夫人逝世后，

广东、海南、广西以至东南亚等地

民众纷纷立庙拜祭，以表无限崇敬

之情。如今，冼夫人精神的感召力

早已超出了两广和海南的范围。

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有 2000多

座为奉祀冼夫人而修建的宫庙。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称赞冼

夫人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

习近平主席指出：“应对共同

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

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应紧密围绕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

略以及重点城市群、文化旅游带建

设等，以海南自贸港为战略桥头

堡、中华传统文化地缘特色传承为

经纬、冼夫人塑像主题文化公园为

地标，构建东连粤港澳大湾区世界

级城市群、北通冼夫人故里湛茂都

市圈、南接东南亚地区的冼夫人文

化经贸带，用文化传播与经贸往来

文化经贸融合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中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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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夫人社会实践对多元一体中
华文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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