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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临蓬莱 便见真容

“为清水，为蓬莱，此地并分法界；是金身，是
铁仙，入门便见真容。”

这副镌刻在台北艋舺清水岩三川殿的石柱楹
联，台湾的清水祖师信众们谙熟于心。“清水”指的
正是清水祖师爷，“蓬莱”则是清水祖师庙祖庭所
在地蓬莱山，位于福建安溪县城西北 16公里处。

日前，陈慧如再度率台湾信众从彰化县慈清
岩来到安溪清水祖师庙拜谒。作为台湾清水祖师
文化交流协会的重要成员，她已多次来此参加信
俗文化交流活动。“每次见到祖师金身都很激动，
真的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她说。

蓬莱山主峰海拔 767米，茂林巨树遮天成荫，闲
花野草覆坡为锦。清水岩寺依山临壑而建，岩上梵宇
僧楼法相庄严，四周峰峦连绵，文物古迹星布其间。

时值春日，地气萌动。当陈慧如一行抵达时，
浓稠烟岚缭绕山峰，“帝”字形的清水祖殿以及传
说由清水祖师手植的“枝枝朝北”千年古樟时隐时
现于茫茫雾海流云之中，行游其间，似乘仙舟漂
浮，如梦如幻。

一行中有几位台胞是首次登临清水岩，他们连
连感叹清水祖师有灵，“我们今天见到了真正的‘蓬
莱仙境’，好神奇”。一旁的清水岩寺法师释普光说：

“这边民间流传一句俗谚，‘到安溪必到清水岩，到
清水岩必有所得。’”大家闻言，神情更为虔敬。

安溪县蓬莱镇副镇长、清水岩管委会常务副主
任李德强告诉记者，清水祖师在全球拥有上亿信
众，台湾信众超千万。1978年以来，组团回安溪清水
岩谒祖进香的台湾信众络绎不绝，加上散客信众，
每年清水岩接待台胞数万人次。2011年，“清水祖师
信俗”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20年，清水岩获准设立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慈悲利民 恩泽无穷

清水祖师俗姓陈，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 年）
正月初六出生于福建永春小岵乡。自幼出家为僧，
法名“普足”，时人尊称为“普足禅师”。在闽南、台
湾地区，民间通称其为“祖师公”或“黑面祖师”。宋
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农历五月十三，普足圆寂
于安溪清水岩。

《天下清水——闽南人的信仰和生活》（海峡
书局，2021）一书的作者谢文哲是土生土长的安溪
人。在他少时的记忆中，家中每逢有建房、升学、婚
娶等要事，母亲都会精心备办果品香烛，到清水岩
向清水祖师虔诚祷告求卜。类似他母亲这样的行
为，在安溪民间十分普遍。

谢文哲在书中写道：“民间信仰是中华文化的
内核之一，闽南人信仰和奉祀神祇，首先是满足现
实的生命需要、生活需要，其次也是满足心灵需
要。”基于这样的成长环境，谢文哲对清水祖师信
俗故事耳熟能详。据他介绍，清水祖师与安溪结缘
始于祈雨。

相传北宋元丰六年（1083 年），安溪大旱，赤地
千里。乡人从邻县永春请来普足禅师设坛祈雨，才
解除了旱情。之后乡人热忱请留禅师。普足见张岩
青山带雾，林木笼烟，岩崖奇秀，确为潜心静修佳

所，便含笑首肯。寺宇初筑时，因见此地石泉清洌，
故取寺名为清水岩。

而今，创建于元丰六年的安溪清水岩寺被公
认为清水祖师文化的发祥地、世界各地清水祖师
庙的祖庭。

“与所有佛一样，清水祖师的‘神圣性’是‘炼
成’的。”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主任王
铭铭说。

普足赴安溪祈雨“比请而至，雨即沾足”的传
奇故事口耳相传，大大提升了他在民间的影响力，
而其终生“以利物济世为职志，尔营以种种方便”
的诸多善行义举，则使广大民众对他从信赖逐渐
达至崇拜。

据《清水岩志》记载，普足一生留下了大量修
桥造路、祈雨祛灾、行医济民、降魔伏妖、广植禅林
的事迹与传说。他在 65 岁圆寂，“远近闻知，云集瞻

礼”。乡人为之葬清水岩后，以沉香木刻雕像供奉
岩殿中，尊为清水祖师。据传清水祖师坐化成道后
又行仁赐福、有求必应，正所谓“生则慈云法雨，在
世利民；死则遗波余润，沾被无穷哉”。

这些功绩，地方官员都一一申乞保奏，南宋时
期，清水祖师获朝廷四次敕封，得“昭应广惠慈济
善利大师”徽号。

“ 其 实 ，清 水 祖 师 生 前 就 是 个 普 通 人 、身 边
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徐学认为，祖师以
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一生脚踏实地践行慈悲
济世的理念，在民间树立了真善美的道德典范，所
以能在历史上留名、成圣。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家军介绍，
随着佛教的传入，自唐朝以来，各种带有佛教文化背
景和地域色彩的民间信仰在中华大地广泛流传，经
久不衰。清水祖师原本只是闽南地区的一种民间信
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朝廷敕封神阶提升，并随
着闽南人的迁徙，从福建走向台湾地区以及海外。

慈云入岛 全台尊奉

清 水 祖 师 信 仰 的 传 播 ，与 其 说 是 一 个 信 俗
仪 式 的“ 复 制 ”，不 如 说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出走”。
据了解，作为民间保护神，清水祖师信仰从明

代开始就随闽南人开台移民陆续传入台湾，其传

播主要集中于明末、清代和近代三个时期。
据连横先生所著的《台湾通史》记载，闽南人

自明末开始大规模迁居台湾。郑成功率兵赴台时，
军中的闽南人不忘随身携带“祖师公”神像；清代
尤其是施琅率兵平定台湾后，台湾回归清朝版图，
受到施琅关照的闽南人大量携眷赴台，垦殖台湾
北部平原及山区；辛亥革命前后及民国后期，由于
社会动荡不安，闽南乡民为避匪乱兵祸也纷纷往
台谋生。

“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丸”，这句闽南语道尽
了帆船时代一叶扁舟横渡台湾海峡的忧惧。

海 天 茫 茫 ，前 路 迢 遥 。为 了 闯 过 凶 险 的“ 黑
水 沟 ”，为 了 迎 接 台 岛 陌 生 环 境 的 生 存 挑 战 ，闽
南移民紧紧依附他们熟悉、信赖的保护神。到台
湾后，他们先是将清水祖师的神像奉祀家中，待
站 稳 脚 跟 ，便 联 系 同 乡 、宗 亲 ，于 聚 居 地 创 建 清

水祖师庙宇。
陈慧如告诉记者，目前台湾全岛主祀清水祖

师的庙宇已超过 500 座，配奉清水祖师的寺庙不计
其数，无论其数量或建筑气势，均居台湾各庙前
列。其中，创建历史超过百年的占了大多数。

“对闽南人而言，清水祖师不只是一种简单的
民间信仰，它具有倡导怀乡思祖的社会功能，同
时，又是维系在台闽南人族群、宗姓团结的精神力
量。”谢文哲说。

台湾新北市三峡长福岩清水祖师庙以传统古
法构建，雕刻艺术之美名闻遐迩，被誉为“东方艺
术殿堂”。

担任秀川里里长的李楷瑞祖籍安溪金谷镇，
家族迁台后世居三峡镇，对三峡祖师庙的兴替了
如指掌。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三峡祖师庙以闽南
式建筑格局呈现，各部分用材、造型及内涵都尽力
体现闽南文化特质。比如祖师庙的埕所用的石材，
便是来自福建的花岗石，俗称泉州白。当年台湾著
名画家李梅树主持寺庙重建时，他曾前去帮忙，泉
州石雕工艺师蒋银墙、蒋再木、刘英宏、简芳雄，木
雕工艺师李松林、黄龟理等近百人先后参与建设。

谢文哲曾多次深入台湾地区调研清水祖师信
俗文化，在《天下清水》一书中，他对岛内清水祖师
庙宇的闽台渊源如数家珍。

比如位于台北市万华区的艋舺清水岩祖师
庙，被列为台湾三级珍贵古迹，清乾隆五十二年

（1787 年）五月，由安溪人发起募捐建造。台湾传统
建筑研究专家李乾朗曾主持对艋舺清水岩古迹的
调查研究，认为该庙宇重建时所聘请的工匠，应与
安溪匠师不无关系。

台南市四鲲鯓龙山寺始建于南明永历十六年
（1662 年），迄今已有 360 多年历史，为“全台首建开
基清水祖师庙”。所奉清水祖师系随郑成功入台，
由驻守台江屏障七鲲鯓古地的漳泉军士蔡姓者，
携自泉州安溪。

此外，台北淡水祖师庙、新北土城永福岩、彰
化县新兴宫、台中龙泉岩等，林林总总，均与福建
有着木本水源之牵系。

谢文哲告诉记者，尽管岛内各地清水祖师庙
的叫法不一，但大多以祖庙的庙名加以演化，承袭
祖地庆祝祖师圣诞的习俗、礼仪和规制，这说明台
湾同胞对清水祖师信仰的认同性。

“闽台文缘信俗一脉相承，台湾各地的清水祖
师庙都视安溪清水岩为祖庙，清水祖师文化信仰
传入台湾，在闽台关系上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寻
根认祖的重要依据。”李德强说。

文化连心 共同守护

“清水祖师来看我”，这是 2010 年底安溪清水
岩清水祖师金身绕境巡安期间，台湾媒体所作的
醒目标题。作为亲历者，安溪清水岩管委会宗教事
务科科长柯磊城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2010 年 12月 4日，凌晨 5点多，几十位专程前
来清水岩祖庙迎请清水祖师金身的台湾清水祖师
庙宇代表就和我们一起出发护送祖师金身起驾。”
他回忆道，到达台南机场，全台 300 多座清水祖师
宫庙代表和 20 多座金辇大轿已在停机坪上迎候，

“他们很早就开始筹备，接驾仪式十分隆重”。
在随后的30天里，柯磊城随护清水祖师金身由

南而北，行经高雄、彰化、台中、台北等地，在九座清
水祖师宫庙轮流驻跸，所到之处都举办盛大的恭迎
仪式和隆重庆典，王金平等台湾知名人士纷纷参加
活动。其间，柯磊城亲身感受到台湾信众的热忱和虔
诚，见证了两岸同宗、同种、同血脉、同信仰的深厚渊
源。“清水祖师的行善精神在岛内深入人心。”他说。

这场清水祖师金身绕境巡安活动的成功举
办，直接推动了台湾清水祖师文化交流协会的成
立。时任台南四鲲鯓龙山寺主委吴志祥回顾办会
初衷：“就是希望借由协会，研究各庙宇有关清水
祖师来台的历史沿革，弘扬慈善大爱，促进全球各
地清水祖师文化的交流。”

李德强告诉记者，除了组团赴台参访、搭建各种
交流平台外，近年来闽台之间的清水祖师文化学术
研讨也十分活跃，通过海峡论坛的千年清水祖师两
岸信众叙缘交流会、海峡两岸清水祖师文化节等活
动，广大台胞加深了对两岸信俗渊源的认识和了解。

来自台湾苗栗的青年邱政康在泉州创业，正
是因为参加活动新近登上了安溪清水岩。奇岩笼
烟，菩提如盖，大殿中似曾相识的祖师神像让邱政
康心生崇敬也倍感亲切。他感慨安溪和台湾民间
信仰联结之紧密。“作为真善美的化身，清水祖师
的故事和传说给我们年轻人以心灵的洗礼。”他表
示，将与身边的闽南朋友们一道，努力将这一信俗
文化守护传承下去。

寺庙宫观林立，
神 灵 众 多 ，信 众 广

泛，是台湾社会的一大特色，台湾的民间信仰几
乎全部和大陆有关，大多由移民传自一水之隔
的闽南、粤东，与闽南关系尤为密切。据统计，
全台神灵 300 多种，其中 80%是从福建分炉过去
的。台湾民间信仰既有自然崇拜，也有神灵崇
拜，而以神灵崇拜为主，神祇大多与闽南有关，

这是台湾民间信仰最重要的特征，即闽台民间
信仰的关联性、共同性、从属性。

普足禅师在清水岩“端然坐逝”后，不久即
为远近乡人尊为清水祖师，奉为“真身菩萨”。此
后历 160余年，经宋朝廷四次册封后，被视为“古
佛现身”，灵响益著。官方的认可与扶持，民间的
驱动与创造，民众长期的香火崇奉，使清水祖师
逐渐成为安溪县的主神，清水祖师信仰像星星

之火燎原开来。
伴随着安溪人的外迁脚步，过“黑水沟”的

清水祖师，几经辗转来到台湾“安营扎寨”。
通常，同一祖籍地的移民以信奉其祖籍特

有神明为纽带，并以其庙宇为团结之象征，形成
一股内聚力，结成较固定的群体，以应付早期开
辟草莱的诸多困难。这些群体及其住地后来衍
化成祖地同名村、同名聚落等，对台湾早期社会

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清水祖师因为来自闽南故土原乡，富有乡土

气息和人情味，又因为它贴近民间的“草根性”而
永葆旺盛生命力。它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积淀，寄托着大陆移民及其后裔对故乡故土
的无限思念，是台湾同胞血缘乡土情结的外在表
现，是闽南民间信仰民族性的集中体现。

世间所有美好仿佛都与“清水”有关。闽台
民众心目中崇仰无比的这尊黑面的神，其实是
一个清澈的人，他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出世入
世，自度度人，集真善美于一身——这也是祖师
本来的形相和留给我们最大的文化遗产。

（作者系闽南文化研究专家，著有《天下清
水——闽南人的信仰和生活》等。）

世间所有美好仿佛都与“清水”有关
——兼谈闽台民间信仰的关联性、共同性、从属性

□谢文哲 新北市三峡祖师庙原名长福岩，创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
（1769年），今存祖师庙为 1947年第三次重建，占地 1500多平方
米。整幢寺庙建制遵循传统，并延请优秀的民间工艺师参与兴
建，寺庙内布满精细繁复的木雕、铜塑、石雕，件件技艺精湛。三
峡祖师庙被誉为“东方艺术殿堂”。

台南四鲲鯓龙山寺始建于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 年），是
台湾最早兴建的清水祖师庙，所奉清水祖师，系随郑成功赴
台，驻守台江屏障七鲲鯓古地的漳泉军士蔡姓者，携自安溪
清水岩“鬼湖洞”。四鲲鯓龙山寺传承清水祖师佛诞时举行的

“踏火”科仪，保留下全台寺庙最独特的文化景观。由于建庙
历史悠久，庙里至今保存有大量历史文物，其中，出自台南门
匠之手的“四大鬼王”彩绘门神，是全台寺庙中唯一以鬼王立
于偏门担任门神的。

位于台湾台北市万华区康定路的艋舺清水岩祖师庙始
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系由福建安溪的移民发起募
捐建造。这里供奉的清水祖师有“落鼻祖师”之称。

安溪清水岩祖殿全景安溪清水岩祖殿全景 （（安溪清水岩管委会供图安溪清水岩管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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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时指出，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湾、繁衍生息，记载着两岸同
胞共御外侮、光复台湾。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
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

福建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省份，民间一直流传“福州鸡鸣，基隆可
听”的谚语。

80%以上的台湾民众祖籍在福建，福建的台胞祖居、祖祠、祖墓等涉台文

物众多。福建同乡会、宗亲会遍布台湾。
闽台文化均根植于中原文化，两地方言、习俗、信仰、曲艺等一脉相承。

“人不通船通，商不通货通。”闽台自古商贸往来密切。
从 1683 年设立行政机构一直到 1885 年单独建省，200 多年间台湾一直

隶属福建管辖，为福建的一个府。单独建省时，仍称作“福建省台湾省”，不管
财政、教育、行政还是法律，都与福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这些亘古绵延的“缘”使“两岸一家亲，闽

台亲上亲”成为必然。
深厚的闽台缘是维系两岸关系的重要纽带，也为我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源源不绝的能量。
本 报 今 日 起 推 出“ 话 说 闽 台 缘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深 入 探 寻 闽 台 历 史

文 化 渊 源 ，解 析 两 岸 同 胞 血 脉 精 神 的 深 度 关 联 ，全 面 展 现 在 闽 台 缘 的
凝聚与感召下，两岸同胞心相系 、情相融，期盼团圆，同心同行 、携手打
拼的壮阔画卷。

核 心

提 示

清水祖师文化根植于福建安溪大地，以“慈善大爱、利物济人”的理念广受尊崇，历经近千年传承，已成为跨越全球、分炉数千、信众超亿的重要

民间信仰。尤其在台湾，清水祖师分炉500多座、信众超千万，成为联结两岸同胞根脉情感的精神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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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八届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千年清水祖师两岸信众叙缘交流会。 （安溪清水岩管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