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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海南冼夫人 IP 形象设计大赛

海南冼夫人文化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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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龙华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



概 述

冼夫人，又称洗太夫人、岭南圣母，是公元六世纪活跃在广东、

海南一带的女军事家、政治家，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出了杰出贡

献。周恩来总理誉之为“巾帼英雄第一人”，江泽民主席称赞她是

“我辈后人永远学习的楷模”。

冼夫人出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朝，古高凉郡今广东电白县山兜丁

村，一个俚人大首领的家庭。她与高凉郡太守冯宝结婚之后协理政务，

着手对俚人社会进行改造，推行国家政令。梁朝末年，侯景叛乱，高

州刺史李迁仕也趁机谋反，洗夫人率军智袭六破李迁仕，并与陈霸先

会师消灭侯景。

556 年，洗夫人丈夫冯宝病逝，岭南大乱，洗夫人召集首领保障

地方安定。其子冯仆仅九岁，被封为阳春郡太守。十余年后，广东刺

史欧阳讫反陈，并召冯仆诱与为乱。冼夫人一面发兵保护地方，一面

配合朝廷大将章昭达平定了叛乱，保障了岭南地区的安定。

隋朝建立时，洗夫人的势力范围东至潮州，北至湖南、江西南部，

西至广西中部，南至海南和越南全境。隋文帝杨坚想和平统一中国南

疆，派使者进岭南见冼夫人。洗夫人以全中国大统一为重，义无反顾

地归顺了隋朝，并派遣其孙冯魂率军迎隋师进广州，和平解决了南疆

问题，结束了东晋以来 270 多年的分裂局面。

不久，番禺豪强王仲宣反隋，冼夫人派其孙冯暄讨伐。途中冯暄

遇老友王仲宣部将陈佛智，于是按兵不进。冼夫人知后大怒，逮捕冯



暄入狱，另派其子冯盎讨伐。冯盎斩陈佛智于马下，并与朝廷大将会

师击败王仲宣，平定了叛乱。为了安定民心，收拾各地余乱，洗夫人

戴盔披甲，巡抚十多州，所到之处，乱者皆降，各地首领均来参谒。

冼夫人上奏朝廷，要求在海南置州郡，设官署，加强国家对海南的管

治。她多次巡抚海南，率军进驻海南，保障海南社会安定，促进经济

发展。洗夫人以耄耋高龄逝于海南，按俚人女死后回葬娘家的习俗，

运回故乡葬于电白山兜之原。

本手册收录部分冼夫人与海南的渊源故事，提供相关的文字与图

片素材，供设计师获取设计灵感。



洗夫人对于海南的贡献，不仅仅是将海南岛收入了祖国的怀抱，

她对于海南的发展和稳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海南岛和中原大地隔

离太久，生产技术落后，和中原大地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差别。洗夫人

治理海南的时候，引进中原大地最先进的技术，结合海南岛当地的气

候，改良出了适合海南岛的农业技术。不但如此，洗夫人还担负着使

民众开化的职责，教导人们明道理，知礼节。

洗夫人晚年的时候，为了海南的安宁，不顾自己的身体情况，坚

持披甲上马，平定叛乱，安抚百姓。洗夫人死后，她的后世子孙对海

南岛的治理持续 110 年之久，洗夫人和海南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五次登岛事迹

开岛元勋：洗夫人是海南的开岛元勋。在洗夫人之前，海南岛长

期孤悬南海，中原皇权只是象征性的遥控统治，被称为“象郡之外徼”。

直至“梁大同初”，洗夫人以南越部族首领的身份“请命于朝，置崖

州”，从而结束了多年“久乱不统，不能一日相聚以存”的历史。

首次登岛：冼夫人首次渡海过琼大约在公元 534 年 ，将海南收

归自己统辖，“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

洞”。

第二次登岛：第二次上岛大约在公元 540-541 年，请命“置崖

州”获准后，洗夫人和冯宝受命来海南巡察。

第三次登岛：第三次过琼是冯宝逝世后，岭南大乱，广州刺史欧

阳纥反叛，其党羽企图割据海南。洗夫人和儿子冯仆率军渡海南下，

在苏寻峒、苍兴峒（今海口市三江镇、红旗镇、旧州镇一带）经过一

场激烈大战，终于打败了叛军。这就是隋书《谯国夫人传》载的“陈

朝初，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

第四次登岛：第四次来海南是在隋文帝封她为“谯国夫人”后，

岭南归顺朝廷 ，年近八十岁的洗太夫人“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

“亲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海南各地首领都来拜谒和受

爵，从此使岭南和海南地区完全得到了安定。

最后一次登岛：洗夫人最后的一次登上海南岛是隋文帝仁寿元年

（公元 601 年），广州总管赵讷私结叛党被处死后 ，洗夫人以朝廷



使者的身份往各地巡查抚慰，“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

到皆降。高祖嘉之，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公元 602 年，

洗夫人在海南岛刚过完春节，乘车出崖州郡城到各峒视察，终因年事

已高，于正月十八日在卜口坡（今海口市旧州镇卜球村边）逝世，享

年九十一岁。



新坡镇新坡冼太夫人纪念馆

冼太夫人纪念馆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该馆为前后两

进，是明代进士梁云龙（官至兵部左侍郎）为纪念冼太夫人（公元

522-602）年，俚族首领，历史上第一位巾帼英雄所建，后经历代维

修，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馆中保存着历代名人墨客的手迹墨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