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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历史名人文化故事

01



苏轼：北宋文学家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

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

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

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其词开豪

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

如被尊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

枯木等。海南儋州是苏轼最后的贬谪处，当时属于未开化的荒远之地，

主要居民是黎族。苏轼并未被生活困苦打败，他认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

功业成就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在海南作出“他年谁作舆地志，

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诗句。

01.海南历史名人文化故事



白玉蟾：南宗的实际创立者

       白玉蟾（1194 - 1290），南宋时人，内丹理论家。南宗的实际创

立者，创始金丹派南宗，金丹派南五祖之一。生卒年待考，原名葛长庚，

本姓葛，名长庚。字如晦，号琼琯，自称神霄散史，海南道人，琼山老

人，武夷散人。定居福建闽清。白玉蟾平生博览群经，无书不读。书法

善篆、隶、草，其草书如龙蛇飞动。画艺特长竹石、人物，所画梅竹、

人物形象逼真。又工于诗词，文词清亮高绝，其七绝诗《早春》被收入

传统蒙学经典《千家诗》。所著《道德宝章》（又称《老子注》），文

简辞古，玄奥绝伦，独树一帜，被收入《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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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夫人：巾帼英雄，智慧的化身

       冼夫人是海南历史上的巾帼英雄，她智慧卓绝，善于

协调各方力量。冼夫人一生审时度势，归附梁、陈、隋三

代，先后被七朝君王敕封，她本人及子孙统领粤西和海南

长达一百多年，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

使得这片土地社会安定，经济蒸蒸日上。她的影响力至今

深深烙印在海南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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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芳：岭南巨儒

       钟芳（1476—1544），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字

仲实、中实，号筠溪。原籍琼山县，出生于崖州高山所（今海南省三亚

市崖城镇水南村）。是明代著名的学者、政治家，是一位在明代当过文

官、武官、法官、学官和财官的著名人物。他“上继文庄(丘濬)，下启

忠介(海瑞)”，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广东通志》一书中尊称其为

“岭南巨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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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婆：宋末元初著名棉纺织家

       黄道婆（1245 ～ 1330年），又名黄婆或黄母，松江

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人。宋末元初著名的

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被尊为布业的始祖。流落崖州

（治所在今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居约40年，向黎族妇

女学习棉纺织技艺并有改进，总结出“错纱、配色、综线、

挈花”的织造技术。元朝元贞年间（1295～1297年），

返回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制造擀、弹、纺、织等

专用机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黄道婆对促进长江流

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人

誉之为“衣被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卒后琼、沪两

地乡民均立祠奉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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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宥：明代政治家

       邢宥，字克宽，号湄邱。明琼州府文昌县水北都（今海南省文

昌县文教镇）水吼村人。明代政治家、学者、海南三贤之一。少时勤

奋聪敏，5岁读《三字经》，10岁能诗，14岁补文昌邑庠生。明正统

六年（1441年）乡试中举，十三年，登二甲进士第，入刑部任职。

为官20余年，历任四川临察御史、浙江台州知府、浙江布政司左参

政、右佥都御史、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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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

       著绝丘濬（1421年-1495年），海南四才子之一，字仲深，琼山人，明

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 、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 ，被明孝宗御

赐为“理学名臣”，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

       丘濬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

士、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弘治七年升

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弘治八年，丘濬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追

赠太傅，谥号“文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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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明朝著名清官

       忠绝海瑞（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海南

四才子之一，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

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

谕，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

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历任州判官、户部主

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他

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

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

“海青天”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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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抚黎县丞

      吟绝王佐，海南四才子之一，字汝学，号桐乡，临高县透滩村人，

生于宣德戊申年（1428）五月十五。祖籍福建古田井村。渡琼始祖王

恂琼州千户。著有《鸡肋集》、《经籍目略》、《琼台外纪》等书。

王佐对海南最大的贡献是海南本土文人创作了第一部地方史志《琼台

外纪》，是海南地方志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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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岳崧：清朝名将，海南文化之宝。

      书绝张岳崧是清朝时期的杰出将领，海南四才子之一。为

海南的安定繁荣贡献良多。他带领军队平定了海南的盗贼之乱，

保障了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

文学家和书法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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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胄：户部广西司主事

       唐胄（1471～1539），字平侯，号西洲。明代琼山府城东厢攀丹村

（今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攀丹村）人。明弘治十一年（1498）

乡试第二名，弘治十五年（1502）会试夺魁，中进士，曾授户部广西司

主事。不久，因父丧归家守孝。十七年（1504年）丧服期满，时宦官刘

瑾擅权，因称病谢绝返京任职被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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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斗：父子进士

       王映斗（1797—1878），字运中，号汉桥、

瀚峤。清代广东（现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春内

村人。官至大理寺卿（二品）。与其次子同朝进

士，时人称之“父子进士”，为宋代至清代海南

七对父子进士中的一对。为人诚直正大，为官公

正廉明，关心人民疾苦，爱国忧民。是清代有名

的教育家，培养出状元、探花之才。

王映斗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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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弘海：翰林院任庶吉士

       王弘海（1541—1617），字绍传，号忠铭。

海南定安人。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乡试第一名

（解元）。四十四年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

时海瑞系狱，身体孱弱，他不畏狱吏恫吓，早晚探

望，尽力帮助调理，关怀备至。不久，升翰林院编

修，任会试同考官，秉公取士。

黎盛健《奏考回琼 王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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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唐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李德裕（787年－850年1月），字文饶，小字台郎，

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

家、改革家、文学家，中书侍郎李吉甫次子。李德裕出

身于赵郡李氏西祖，早年以门荫入仕，历任校书郎、监

察御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浙西观察使、兵部侍郎、

郑滑节度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中书侍郎、镇海

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职。他历仕宪宗、穆宗、敬宗、

文宗四朝，一度入朝为相，但因党争倾轧，多次被排挤

出京，至武宗朝方再次入相。他执政期间，外攘回纥、

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驭宦官，功绩显赫，被拜为太

尉，封卫国公。宣宗继位后，他因位高权重而遭忌，被

贬为崖州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850年1月）在崖州病

逝，终年六十三岁。懿宗年间，追复官爵，加赠左仆射。

李商隐在为《会昌一品集》作序时，誉之为“万古良

相”。海南海口五公祠即纪念“五公”之一的李德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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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宋代抗金名臣，民族英雄

      李纲，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臣，民族英雄。字伯纪，号梁溪

先生。宋高宗即位初，一度起用为相，曾力图革新内政，仅七十七

天即遭罢免。绍兴十年（1140年）正月十五，病逝于仓前山椤严精

舍寓所，赠少师，谥忠定。建炎二年（1128年）十一月辛巳，李纲

责授单州团练副使、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安置。建炎三年（1129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赦免。李纲能诗文，写有不少爱国篇章。亦

能词，其咏史之作，形象鲜明生动，风格沉雄劲健，被认为是宋词

由婉约派转变到豪放派重要的过渡词人。李纲一生著述甚多，其遗

文由其诸子编成《梁溪全集》。今人辑有《李纲全集》。五公祠即

纪念“五公”之一的李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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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南宋名臣

      李光（1078年12月16日-1159年4月22日），

字泰发，一作泰定，号转物老人，自称易读老人，

越州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南宋四大名

臣”，中国宋代大臣、文学家。

       官至参知政事，先后三次任吏部尚书。他力

主抗金，反对和议。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

李光被秦桧死党万俟高诬告怨恨皇帝，被贬广西藤

州，任建宁军节度副使。绍兴十五年（1145年）

又被秦桧死党吕愿中诬告与胡铨诗酬唱和，讥讽朝

廷，贬谪琼州；绍兴二十年（1150年）再遭陆升

之诬告，以“私修国史”之罪，再贬谪儋州。五公

祠即纪念“五公”之一的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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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南宋初年政治家、词人
       赵鼎（1085年—1147年），两宋之际解州
闻喜（今属山西）人，字元镇，自号得全居士。
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南宋初，历任权户部
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签书枢密院事
等职。绍兴四年（1134年），擢参知政事。力主
抗金，为宰相朱胜非所排挤，改知枢密院、都督
川、陕诸军事。未几，因朱胜非罢相，擢为右相。
次年，迁左相。后与右相张浚反目，以观文殿大
学士出知绍兴府。绍兴七年（1137年），因张浚
坐淮西兵变罢相，乃复为左相。力荐秦桧，擢其
为枢密使。次年，秦桧拜右相，遂遭秦桧倾陷，
罢为忠武节度使，出知绍兴府。后屡贬为清远军
节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移吉阳军。潜
居三年，病卒。孝宗即位，追谥忠简。著有《建
炎笔录》《中正德文集》。五公祠即纪念“五公”
之一的赵鼎。

赵鼎肖像及赵鼎珍贵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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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铨：南宋名臣
       胡铨（1102年-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
吉州庐陵县（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人。
中国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名臣、庐陵“五忠一
节”之一，南宋四大名臣之一。
      胡铨于1128年，中进士，授文林郎、抚州军
事判官。1135年，授枢密院编修官。1138年，秦
桧主和，胡铨上疏力斥和议，乞斩秦桧、孙近、
王伦三人，声振中外，因此遭贬，编管新州，后
更移至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胡铨为人慷慨有
气节，常敢言人之所不敢言，他还通晓绘画艺术。
胡铨推崇韩愈、欧阳修，主张以文“传道”。他
的代表作有《上高宗封事》，为主战派名文，文
章一出，主和派失色。绍兴十八年（1148年），
在与友人诗酒唱和时，胡铨作词《好事近》，后
因“谤讪怨望”之罪被贬至吉阳军（今海南三
亚）。五公祠即纪念“五公”之一的胡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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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非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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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黎族民歌：

      黎族创世史诗《祖先歌》源于三亚，它是三亚黎族民

歌的源头出处，黎族民歌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一代

流传传承至今。黎族民歌语言形象生动，曲调优美动听，

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反映出黎族人淳朴乐观，

耿直刚毅，勤劳进取的民族精神，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

地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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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传统体育竞技

       三亚黎族传统体育竞技流传于三亚市各黎族地区，极具代表

性的有打狗归坡、射箭、钱铃双刀、穿藤圈和跳竹竿，这五种体

育项目在三亚黎族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三亚地区黎族传统体

育的代表。

射箭

打狗归坡

钱铃双刀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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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酸粉制作技艺

       崖城酸粉原称崖州猪肠馍。其制作技艺主要分布在三亚市

崖州区。崖城酸粉是海南最具特色的传统风味食品。它产生于

清代以前，至今已有400年以上的传承历史。

       崖城酸粉制作的原料是大米、番薯、红糖、酸梅（豆）、

白花菜、小虾等。大米、番薯、红糖、酸梅（豆）是主料，

其他为配料。崖城酸粉制作技艺的工序主要有17项，即浸泡

大米、磨米浆、蒸粉、卷粉、煮糖水、煮酸梅（豆）水、制

作豉油醋、炸虾饼、炒花生、腌酸白花菜、切葱花等。

       崖城酸粉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它可以消暑、

解乏、敛汗，食之身心清爽。可以代替正餐，配料白花菜是

唐朝崖州的贡品，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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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城扁豆酱制作技艺

       崖州扁豆酱制作技艺分布在三亚市崖州区。扁豆酱

是最具特色的传统风味食品。它产生于清代以前，至今

已有400年以上的传承历史。

       崖州扁豆酱蕴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等丰富

的营养成份，食用价值很高，同时具有健脾、止汗、止

泻、祛湿、生津解渴、健胃消食的药用价值。

       扁豆酱是“识字酱”的励志典故及其制作历史和技

艺，使之具有文化价值。

02.三亚非遗文化



三亚糯米酒制作技艺

       三亚糯米酒，是用三亚地区旱稻或者是糯米，配合

本地特有的植物制成的酒饼，运用自然发酵等方法酿制

而成的，黎族人称之为「酉并」biang。

      三亚糯米酒是酿酒工艺发展的历史见证，民族特色

鲜明，工艺风格独特，其产生和传承，充满着传奇色彩，

这是一份独特的活态遗留记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和工艺价值。

02.三亚非遗文化



苗族刺绣技艺

       三亚的苗绣技艺产生于明代，是大陆苗族在明代迁徙

海南时带来，它通过家庭传承的方式，一代一代传承至今。

苗绣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它是明代大陆苗族

迁入海南时带来的手工技艺。经历了时空的大变化仍一脉

相承至今。通过对苗绣技艺的研究，人们可以了解到海南

苗族与大陆苗族的历史渊源，了解到苗绣传承发展的历史，

了解到苗族开发海南及其历史、社会的变迁。

02.三亚非遗文化



黎族藤（竹）编技艺

        三亚市黎族藤器编织技艺主要分布在三亚市崖

州区抱古村、曙光村、白起村、南山村、郞典村和

天涯区台楼三用村等黎族村庄。远在唐代、三亚黎

族人民已经熟练掌握了这项技艺，工艺也达到很高

水平。

       从唐代以来的一千多年漫长岁月中，藤器物品

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还作为贡品被历代封

建朝廷征收。一千多年来，三亚黎族藤器编织技艺

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技艺承载着黎

族藤器编织史，反映了黎族历史、社会的发展变迁。

02.三亚非遗文化



三亚端午节龙舟赛

       港门村端午节龙舟赛习俗是对我国端午节划龙舟纪

念楚国大夫、爱国诗人屈原习俗的传承，产生于清代顺

治年间，至今已有300年以上的历史。清《崖州志》对

此有记载：“……五月端阳，保平里有赛龙船之举……

是日，士女皆出港门观竞渡”。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了解到中华民族人文历史传播、

传承和发展的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港门村龙舟

赛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

英雄崇拜和爱国主义精神，以祭祀五龙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为内涵的中华龙文化信仰，都是中华民族的共

同思想理念，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构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

文化价值。

02.三亚非遗文化



崖州民歌

       崖州民歌，海南省三亚市传统音乐，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崖州民歌是海南省地方民歌的古老歌种之一，

流行于三亚崖城以西、乐东沿海等古崖州属地及

东方感城一带。是以崖州客人（汉人）方言咏唱、

格律异常严谨且自成一体、蔚起于古崖州“西六

里”乡间并向四周传播的一种汉语民谣。崖州民

歌没有任何花哨的修饰，民歌歌手将热情的曲调

注入吟唱中，把对生活的热爱用质朴的语言淋漓

畅快地一一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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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民间故事

      说起故事或传说，你脑海会不会涌现这样的画面：年幼时，依偎

在家人的怀里，听着一个个有趣又生动的故事情节，或神奇、或具有

教育意义……其中，黎族民间故事是海南黎族人民世代相传的文学作

品，这些作品有地域性、历史性、神秘性，寄托着黎族先民的自然崇

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

02.三亚非遗文化



游公节

       游公节是对迎神赛会的传承，是一种古

老的民俗及民间信仰文化活动，以巡游神像

的方式进行群众性的祭祀活动。集中展示了

地方民间传统音乐、舞蹈等。它有着固定的

庙宇、固神纸、活动时间和巡游路线，具有

民族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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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剧

       琼剧，海南省唯一的地方大戏，用

海南话演唱。清代称“土戏”，也称

“ 海 南 戏 ” ， 海 外 侨 胞 称 “ 琼 州

戏”“琼音”。以“琼剧”称谓见诸于

文字的时间为1936年，后渐普遍使用至

今。是三亚人民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

文化传统，影响巨大而深远。

02.三亚非遗文化



苗族刺绣技艺

       三亚的苗绣技艺产生于明代，是大陆苗族在明代迁徙海南时带来，它通过家庭传承的方式，一代一代传承至今。

苗绣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它是明代大陆苗族迁入海南时带来的手工技艺。经历了时空的大变化仍一脉相承至今。通过对苗绣

技艺的研究，人们可以了解到海南苗族与大陆苗族的历史渊源，了解到苗绣传承发展的历史，了解到苗族开发海南及其历史、社会的变迁。

02.三亚非遗文化



苗族传统婚礼

       海南苗族在结婚上有着自己民族独特

婚俗文化，在形式上，既热烈隆重，又格

外庄严，始终遵循着自古以来的婚俗传统

礼仪。海南苗族的婚俗礼仪，也从另一个

侧面彰显了苗族丰富灿烂的文化，其充满

欢乐气氛的一系列婚姻仪式，细微严谨又

不失诙谐的礼规礼辞，为苗族婚姻增添了

一抹亮丽色彩。

02.三亚非遗文化



文化典籍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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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廉者，政之本也：廉洁是为政的根本，只有保持清廉，才能确保政治的公正和
稳定。
2、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者自身的行为端正，无需下命
令，人们也会自然遵从；反之，如果领导者行为不端，即使下了命令，人们也不
会遵从。
3、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奢侈糜烂的开始，就是国家危亡的征兆。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廉洁的官员是民众的表率，而贪婪的官员则
是民众的祸害。
4、惟公则生明，惟廉则生威：只有做到公正无私，才能明辨是非；只有保持廉洁
奉公，才能产生威严。
5、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源头清澈，水流自然清澈；内心正直，做事自然公
正。
6、以廉洁为尺，绘就正义蓝图：用廉洁作为衡量标准，才能描绘出正义的蓝图。
7、清廉似水，气节如竹子：清廉的品质如同清澈的水，气节则如同坚韧的竹子。

       以下是一些清廉文化语录，它们以精炼的语言表达了清廉品质的重要性，以及对个人和社会的深远影响，清廉文化语录不仅是对廉
洁品质的赞美，更是对人们的警醒和鞭策。它们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坚守廉洁自律的原则，为社会的和谐稳
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清廉文化语录

03.文化典籍名言



8、清廉守志，邪恶难欺；严与律己，无欲则刚：保持清廉的志向，邪恶就难以欺侮；严格

要求自己，没有贪欲就能变得刚强。

9、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公正无私才能使天下太平，而太平正是来源于公正。

10、廉洁自律，清白做人：坚守廉洁自律的原则，保持清白做人的底线。

11、廉洁聚人心，清风扬帆起：廉洁能够凝聚人心，如同清风扬帆助航。

12、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指出如果一个人不廉洁，就会无所不取；如果不知

羞耻，就会无所不为。

13、洁如寒冬雪梅，不言自芳：廉洁的品质如同寒冬中的雪梅，即使不言语也能散发出芬芳。

14、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意为为政者自身行为端正，就能以身作则，引导下

属和民众走向正道。

15、知足则乐，务贪必忧：表明知足常乐，贪婪则会导致忧虑和不安。

16、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为非其有：智者不会去做与自己身份不符的事情，廉洁的人不

会去追求不属于自己的财物。

17、清正俭约，是居官之良法：强调清廉正直、节俭朴素是为官者应遵循的良好法则。

18、公则生明，廉则生威：公正无私则能明辨是非，廉洁奉公则能产生威严。

03.文化典籍名言



廉洁经典诗文：

1、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包拯《书端州郡斋壁》：

表达了清廉之心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正直之道是为人处世的

准则。

2、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二

首·其二》：指出前代贤君治国与家族的兴衰，都源于勤俭或

奢侈。

3、有道隐屠钓，仁廉非偶然——张耒《过孝感县十里所望

一土山下有渔舟呼之不来委》：赞扬了那些隐居在市井之中

的有道德、仁义廉洁之人，强调他们的品质并非偶然所得。

4、表现了作者为官清廉、不贪不占的高尚品质，以及不愿

让百姓议论长短、是非的豁达胸襟。

5、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墨梅》：

以墨梅自喻，表达了作者不慕名利、只愿留下清香在人间的

高洁志向。

03.文化典籍名言



家风家训

       家风家训是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它们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道德智慧；而乡村的家风家训往往蕴含着浓厚的乡土气
息和农耕文化，它们不仅是乡村家庭的行为准则，也是乡村社会道德观念的重要体现。以下是一些经典的家风家训名言，这些名言不仅反映
了古人的智慧，也为现代人们提供了宝贵的道德指引：

1、家安天下稳，家和万事兴：强调家庭和睦对于社会稳定和个人
幸福的重要性。
2、传家二字耕与读，败家二字盗与奸：表明农耕和读书是传承家
业的基础，而盗窃和奸诈则是败坏家风的根源。
3、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平安是福，健康是金：强调身心健康的
重要性，倡导动静结合的生活方式。
4、饮水要思源，为人莫忘本：教导人们要铭记恩情、不忘本源，
懂得感恩和回报。
5、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广泛
阅读可以丰富知识、提高写作能力。
6、为人要正直，处事贵公平：强调正直和公平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和处事的准则。
7、积善之家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认为行善积德的家庭
会得到福报，而作恶多端的家庭则会招致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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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敬下睦，夫唱妇随，勤善和美，崇善孝敬：强调家庭成员间要相互尊重、

和睦相处，夫妻间要互相支持、共同奋斗，同时要注重勤劳善良和孝敬长辈的美

德。

9、男尊女，女尊男，男女平等；夫敬妻，妻敬夫，夫妻恩爱：倡导男女平等、

夫妻恩爱的家庭关系，认为这是家庭和谐的基础。

10、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教导人们要珍惜在贫困时结交的朋友和

共度患难的妻子，不要忘记他们的恩情和贡献。

11、要知足常乐，在家颐养天年，宣扬家风，赞谈祖德：强调要知足常乐、珍惜

当下，同时积极宣扬家风、传承祖德，为后代树立榜样。

12、家和则心齐，心齐则业兴：强调家庭和睦对于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13、父之爱子，薪火传承；但求正道，非为报也：表达了父母对子女的无私之爱，

并强调教育子女要走正道，而非仅仅为了回报。

14、以诚为根，以学为本，持恒之心，承善之训：强调诚信、学习和持之以恒的

重要性，这些都是传承善良家风的基础。

15、修身之先，齐家为要，家和之基，福祉自至：指出修身养性的前提是家庭和

睦，家庭和睦是幸福生活的基石。

16、家风传勤勉，智慧照人心：强调勤勉的家风能够启迪人的智慧，引导人们走

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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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家安天下稳，家和万事兴：强调家庭和睦对于社会稳定和个人幸福的重要性。

18、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平安是福，健康是金：强调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倡导动静结合

的生活方式。

19、饮水要思源，为人莫忘本：教导人们要铭记恩情、不忘本源，懂得感恩和回报。

20、跟好人，学好样，存好心，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强调向榜样学习、保持善

良品质的重要性，倡导诚实守信、正直做人的道德准则。

21、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告诫年轻人要珍惜时光、勤奋努力，以免年老时后悔莫及。

22、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广泛阅读可以丰富知识、提

高写作能力。

23、为人要正直，处事贵公平：强调正直和公平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和处事的准则。

24、要想幸福乐家园，甘愿九苦一分甜：表达了为了家庭的幸福和美满，愿意付出辛勤努

力和牺牲的精神。

25、上敬下睦，夫唱妇随，勤善和美，崇善孝敬：强调家庭成员间要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夫妻间要互相支持、共同奋斗，同时要注重勤劳善良和孝敬长辈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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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男尊女，女尊男，男女平等；夫敬妻，妻敬夫，夫妻恩

爱：倡导男女平等、夫妻恩爱的家庭关系，认为这是家庭和谐

的基础。

27、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教导人们要珍惜在

贫困时结交的朋友和共度患难的妻子，不要忘记他们的恩情和

贡献。

28、要知足常乐，在家颐养天年，宣扬家风，赞谈祖德：强

调要知足常乐、珍惜当下，同时积极宣扬家风、传承祖德，为

后代树立榜样。

      

03.文化典籍名言

       这些家风家训名言不仅体现了人民的朴素智慧和道德追求，也为现代家庭提供了宝贵的道德指引和行为准则。它们教导人们要珍惜家庭、

和睦相处、勤劳善良、正直做人、注重学习、感恩回报等，这些都是社会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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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鹿小图IP展示

主形象





延展形象



延展场景



表情包



海报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