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同庆，岛夷共仰；礼庭皆予，
四海来朝……”上月 23 日，农历九月初
九，妈祖羽化升天 1036 周年纪念日，一
场盛大的海祭妈祖祈福大典在莆田湄
洲 岛 上 演 ，来 自 中 国、新 加 坡、马 来 西
亚、加拿大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
名妈祖敬仰者会聚一堂，共襄盛会、同
祭妈祖。

千年流布，以妈祖信仰为核心，以
妈祖宫庙、祭祀、传说神话、文学艺术等
为主要载体的妈祖文化，不仅在中国大
陆及港澳台地区广泛传播，还随着华侨
华人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逐渐成为
中华民族经由海洋联通世界的重要文
化纽带。2009 年 9 月，妈祖信俗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成为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
遗产。

妈祖文化具有很高的旅游文化品
质，很好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性格，通过
世界的交流和传播能树立中国人民在
世界上的良好形象。

妈祖传说世代流传

公元 960 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农历
三月廿三，一位林姓女子在莆田出世，
因其出生至满月，不啼不哭，故取名为

“默”，昵称“默娘”。林默从小天资聪慧，
既洞悉天文、熟习水性，常在海上解危
救难，又擅长医术、乐善好施，无偿为人
祛病除疴，被人们称为神女、龙女。

“林默 28 岁那年，因在海上搭救遇
险船只不幸遇难，乡人感念其生前积德
行善、扶危济困的恩惠，在湄洲屿上修
建庙宇祭祀，尊称其为‘妈祖’。”妈祖信
俗代表性传承人、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
秘书长李少霞说。

在妈祖信仰形成和妈祖文化发展
史上，莆田圣墩顺济祖庙具有特殊的地
位。南宋进士廖鹏飞撰写的《圣墩祖庙
重 建 顺 济 庙 记》中 记 载 ：宋 宣 和 五 年

（1123 年）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海上
遭遇大风后化险为夷，同行的保义郎李
振备述妈祖事迹，路氏还朝后上奏宋徽
宗，诏赐圣墩庙额“顺济”。由此，妈祖的
身份得到官方认可。

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 年），宋高宗
第一次赐封妈祖为“灵惠夫人”，此后到
清朝同治年间历朝皇帝共褒封妈祖 36
次，封号从“夫人”升格为“天妃”“天后”
直至“天上圣母”，冠绝古今。

神明受敕封，除了史地、文化、政治
原 因 ，还 有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是 显 灵 与 神
迹。化草救商、挂席泛槎、圣泉救疫……
妈祖的神迹不胜枚举，清康熙年间编撰
的《天妃显圣录》，记载了大量有关妈祖
降妖救难、祈雨除患、治病救人的神迹
奇事；乾隆年间编纂的《敕封天后志》，
也记录了众多妈祖庇护在海上航行的
使节、客商、船民的内容。

妈祖行善济世的故事和传说至今
仍广为流传。相传妈祖 16 岁时因“窥井
得符”，遂灵通变化，能为民预测吉凶、
驱邪救世。后来，妈祖立下夙愿，以拯救

海难为己任。传说妈祖每次在海上救难
后，都要煮一碗兴化线面，遇险者吃后
不仅驱寒暖身，还能逢凶化吉。现今，莆
田还有吃妈祖平安面的习俗。

明代航海家郑和敬奉妈祖为航海
的保护神。宣德六年（1431 年），他第七
次下西洋前奉命重修天妃宫，撰写了著
名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碑文，详尽记述
其六下西洋的历程和妈祖护佑事迹。永
乐皇帝应郑和奏请褒封妈祖“护国庇民
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并亲自撰写
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碑文。现在，这两
块碑已成为妈祖文化的重要文物。

在莆田学院文传学院副院长帅志
强看来，海上航行险象环生，在古时科
技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自然将平
安、如意、吉祥的生活祈求寄托于超自
然的“海神”，这正是妈祖能成为海上女
神的深层次原因。

架起两岸连心之桥

历史上，福建先民渡海赴台，往往
携带妈祖神像祈求平安，妈祖信仰因此
被 带 到 台 湾 ，落 地 生 根、开 枝 散 叶 。如
今，妈祖文化在台湾广泛传播，全台有
妈祖宫庙 3000 多座，超过八成的台湾民
众信仰妈祖，台湾成为妈祖信仰的密集
区和重要传承基地。

由于历史原因，海峡两岸一度处于
隔离状态。妈祖文化以其强大的感召力
和凝聚力，不断推动着两岸民众之间的
交流。1987 年，来自台中大甲镇澜宫的
200 多名台胞由第三地借道到湄洲岛进
香，打破了两岸隔绝的“坚冰”。1989 年，
宜兰县苏澳南天宫董事会组织 20 艘渔
船 200 多名台胞从海上直航湄洲岛，开
创 1949 年以来两岸大规模民间直航的
壮举。1997 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
超百日，经过 19 个市县，朝拜民众 1000
多万人次，轰动一时。2017 年，湄洲妈祖
金身再次巡台 17 天，又一次在台湾掀起
妈祖热。

作为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湄洲岛一
直被台湾妈祖敬仰者视为心灵原乡。近
年来，莆台妈祖文化交流趋向多元化，
不仅涉及谒祖寻根、巡游祭典、缔结友
好宫庙等，还包含举办研讨会、展览、文
化节等，借助妈祖元素，两地实现经贸
人文等方面的互动与融合。

近 日 ，世 界 妈 祖 信 俗 保 护 成 果 共
享 交 流 会 举 办 ，两 岸 上 百 家 妈 祖 宫 庙
代 表 齐 聚 湄 洲 岛 ，交 流 成 果 、分 享 经
验。“成立妈祖文化智库，借由研讨会、
期 刊 等 ，推 动 妈 祖 文 化 向 海 外 传 播 。”
台 湾 妈 祖 联 谊 会 副 会 长 、新 港 奉 天 宫
董事长何达煌说，20 世纪 90 年代新港
奉 天 宫 便 与 湄 洲 祖 庙 缔 结 至 亲 庙 ，保
持频繁的互动。

创立于 2001 年的台湾妈祖联谊会
有近 180 家会员宫庙，会员分布台湾各
县市。近些年，台湾妈祖联谊会频频参
与湄洲妈祖祖庙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

今年 9 月中下旬，为期 10 天 9 夜的
海峡两岸同胞护驾湄洲妈祖金身巡安

莆田活动精彩上演，盛况空前。此次巡
安盛会，两岸 600 多家妈祖宫庙上万人
参与护驾，其中包括台湾 18个县市 91家
妈祖宫庙的 500 多名台胞。两岸同胞以
妈祖文化为纽带，交流、交友、交心，续
写了一段新时代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
传奇佳话。

福建省妈祖文化研究会会长、福建
江夏学院党委书记宋建晓教授认为，妈
祖文化对促进两岸同胞民心相通、心灵
契合的价值意义非同寻常。

成为海丝文化瑰宝

东南亚是全球华侨华人最主要的
聚居区。华人移民到东南亚，妈祖文化
也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为当地华
侨华人传承不息的精神寄托。

“就像回娘家一样，很亲切！”菲律
宾侨商洪庄严多次到湄洲妈祖祖庙谒
祖进香，今年 10 月他再次现身湄洲岛
参 加 海 祭 妈 祖 祈 福 大 典 。5 年 前 的
2018 年 10 月，妈祖金身搭乘邮轮巡安
菲律宾，洪庄严是活动组织者之一。那
次为期 6 天的菲律宾之旅有 2300 多人
参 与 护 驾 ，行 程 超 3000 公 里 ，先 后 开
展绕境巡安、妈祖祭典、慈善捐赠等活
动 ，在 中 菲 民 间 交 流 史 上 写 下 浓 墨 重
彩的一笔。

从 2017 年起，湄洲妈祖祖庙先后组
织妈祖金身巡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
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吸引
了当地华侨华人和妈祖敬仰者近千万
人次参与。

如今，妈祖文化风靡海外，颇受推
崇。在美国洛杉矶中国城天后宫，每年
农历正月初一，都有大批华人来到这里
上香祈福，迎接新年；澳大利亚妈祖文
化交流联合会，在每年妈祖节庆期间都
会举办祭典、巡安等系列活动，展示华
人的传统文化；妈祖敬仰者在广袤的非
洲地区建立起多座妈祖宫庙，意在感谢
妈祖于异乡的庇护……

“宋代坤灵播，湄洲圣迹彰。至今沧
海上，无处不馨香。”清代进士庄俊元的
五言绝句赞颂了妈祖信仰在海内外的
深远影响。目前，全世界 49 个国家和地
区分布着上万座妈祖庙，有 3 亿多人信
仰妈祖，妈祖文化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
化现象。

“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
祖”。妈祖文化与海洋相伴相生，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起点，成为世界海
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妈祖文化
交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周金琰说，妈祖
文化随着中国航海事业发展和海上移
民的脚步传播海外，是世界各国人民文
化交流、和平交往的重要媒介。

11 月 18 日，第八届世界妈祖文化论
坛将在湄洲岛开幕。自 2016年以来，每年
举办一次的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在全球
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去年底，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翰在第七届世界妈
祖文化论坛上发表视频主旨演讲时说，

“相信妈祖信俗可以作为联通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人民的使者，带
来更多文化交流及国际合作”。

千年文脉传承不息

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中国蜿
蜒曲折的海岸线上，妈祖庙宇众多，始
建于宋初的湄洲妈祖祖庙则是全球首
座 纪 念 妈 祖 的 庙 宇 ，开 始 仅“ 落 落 数
椽”，后经历代修建扩建，日臻雄伟。清
代，施琅将军奉旨大加扩建庙宇。现今，
祖庙有西轴线和南轴线两大建筑群，包
括正殿、寝殿、圣父母祠等数十处建筑，
楼亭交错，殿阁纵横，气势恢宏。

2006 年 5 月，湄洲妈祖祖庙被列为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 年
8 月，祖庙入选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中国
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批文物点。

除了妈祖祖庙，湄洲岛还建有天妃
故里遗址公园、妈祖平安里、世界妈祖
文化论坛永久会址等多处与妈祖文化
有关的人文景观。2020 年底，以妈祖祖
庙景区为核心，包括湄屿潮音、妈祖平
安里等在内的湄洲岛妈祖文化旅游区，
上榜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妈祖祭典与黄帝陵祭典、祭孔大典
并称为“中华三大祭典”，2006 年被列入
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独
特 的 文 化 内 涵 和 历 史、航 海、宗 教、民
俗、艺术等价值。妈祖祭典历经千年传
承，在南宋初期就形成“初献、亚献、终
献”仪式，是历代朝廷御祭和民间祭祀
的 完 美 结 合 。清 康 熙 五 十 九 年（1720
年），妈祖被列为“春秋谕祭之神”，编入
国家祀典，与天子同享八佾之舞。

如今，每年妈祖诞辰日、羽化升天
日等重大节庆活动，作为重头戏的妈祖
祭 典 都 会 依 例 上 演 。祭 典 场 面 恢 宏 大
气，古风浓郁厚重，气氛庄严肃穆。今年
5 月，由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制定的《妈
祖祭典》团体标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
息平台正式发布。“妈祖祭典活动更加
规范化，将进一步推动妈祖文化活态保
存、传承、传播和发展。”湄洲妈祖祖庙
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说。

萌妈公仔、妈祖T恤、摆件……琳琅
满目的妈祖文创产品备受年轻游客青
睐。湄洲岛围绕妈祖文化大 IP，推出特
色文创产品，既传承弘扬妈祖文化，又
打造了文旅消费新场景。湄洲岛旅服公
司总经理肖泽星透露，公司融合妈祖文
化、民俗风情、海洋文化等元素，设计开
发了五大类 1100 余款文创产品 ，频频

“出圈”。
近年来，湄洲岛每年都会举办天下

妈祖回娘家、“湄洲之夏”音乐季、海峡
论坛·妈祖文化周、湄洲妈祖文化旅游
节、世界妈祖文化论坛等节庆活动，做
大做强妈祖文化旅游品牌。

湄洲岛党工委书记吴海端表示，将
进一步深入挖掘妈祖文化在当代的价
值，构建妈祖文化传承传播体系，全面
阐释“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文化精
神，助推妈祖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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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部有个烟波浩渺的湄洲
湾，湄洲湾中有个神奇的湄洲岛。

湾以岛名。然湄洲岛的名气，唯
与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相关。

这就是集全球几亿人尊崇的妈
祖。1000 多年来，这个来自湄洲岛
的大爱大善女子，已经从林默娘，完
成了上升为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的
演化，从朝廷到民间，妈祖的事迹圣
迹，妈祖至爱至善的高贵品质，早已
超越族群，广受敬仰与崇拜！

她是爱的使者。
她是善的化身。
她更是和平的象征！
在全世界，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

妈祖信俗，妈祖文化的信仰者、传播者。
湄洲一叶，瓣香永恒。
湄屿潮音，千古传颂。
有人说，湄洲岛如湄洲湾海波

中的一叶柳眉；
有人说，湄洲岛恰似湄洲女的

峨髻；
更有人说，湄洲岛最像妈祖驾

驶的一只帆船……
可见，湄洲岛的形象，总与妈祖

大爱济人的形象紧密相连。
从凡人嬗变上升为神，内核是

妈祖毕生大爱凝成的精神驱动，外
因是人民最朴实最真切的感恩之
心，外化成信仰的精神力量。

山不语兮，自巍峨。
海无言兮，自扬波。
1000 多年来，妈祖文化从小小

湄洲岛，迅速跨越迢迢海波，传播到
沿海各地、宝岛台湾和东南亚，乃至
五大洲。

中国历代皇帝对妈祖的册封褒
奖，次数之多，规格之高，无出其右。

联合国把妈祖信俗，列为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外无数华人华侨，把妈祖文
化信仰，当作心灵与祖国相连的重
要的精神纽带。

如果说，世间有一种爱是永恒
的话，那就是对人民的爱，对芸芸众
生的无私大爱。

妈祖的爱，就是这种大爱。
妈祖的大爱可昭日月，可与星

汉同辉，永恒不灭。而后人对妈祖的
敬仰、纪念，亦将永恒不灭。

全世界现有上万座妈祖庙或
天后宫敬奉妈祖，这些宫庙分布在
49 个国家和地区，信众逾 3 亿人。
作为中国南方海上信仰的主要对
象，妈祖被尊奉为海上保护神和渔
民的守护神。传说中，妈祖拥有拯
救海难、护航渔民的神奇力量，是
沿海渔民和航海者心中的重要神
灵，其慈悲和神奇法力，可与佛教
中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相比。
观音是佛教六大菩萨之一，被视为
众生的慈母，具有普度众生、解除
疾苦的救度功德。观音菩萨在佛教
中被广泛崇拜，成为众多佛教徒心
中的至高慈悲菩萨。而渔民把乐善
大爱、甘于奉献的妈祖，当作观音
菩萨一般膜拜，可见妈祖文化蕴含
的神奇力量和深刻影响力。

福建是一个盛产名人善人的有

福之地，也是一个知恩感恩、有恩图
报的有情之地。福建人感情纯朴真
挚，把历史上为人民作过杰出贡献
的人物，敬奉在庙里世代供养纪念，
以感其恩，以念其德，所以，八闽大
地庙宇特别多，敬奉的神灵特别多。
这些神灵，大多是历史的真实人物，
除了佛教的如来，道教的老君，儒教
的孔子（上述也是真实历史人物）
等，更有一批福建本土的神灵，如大
爱无疆的妈祖，保护妇女儿童的临
水夫人陈靖姑，生前牧羊行善的广
泽尊王郭忠福，生前行医济世、修桥
铺路的清水祖师陈荣祖，医术精湛
医德高尚的保生大帝吴本等，都是
历史上为百姓作出贡献的真实人
物，他们或医病救人，守护健康，或
扶危济困，帮助苍生，或抵御侵略，
保土安民……皆有功于社稷，造福
于人民，令人深深感念。

南宋状元、民族英雄陈文龙殉
节后，福州人把他供奉在城隍庙和
水部尚书庙；其叔陈瓒，亦是民族英
雄，被莆田人敬奉为城隍爷，世代祭
祀，成为百姓做人的标杆。妈祖、陈
靖姑、清水祖师、保生大帝，这些先
圣先贤的事迹远播台湾、港澳和东
南亚，至今广受敬仰膜拜。

福 建 人 乐 善 奉 献 的 精 神 ，近
现 代 以 来 持 续 弘 扬 光 大 。被 誉 为

“ 华 侨 旗 帜 民 族 光 辉 ”的 厦 门 大
学、集美学村校主陈嘉庚，就是把
个 人 的 大 爱 和 家 国 情 怀 、济 世 情
怀 完 美 结 合 的 典 范 。他 创 办 厦 大
等学校不久，遇上全球经济危机，
橡胶价格剧跌，家族面临破产，但
他 为 国 为 民 办 学 的 初 心 矢 志 不
改，他说：“宁愿变卖大厦，也要继
续 办 好 厦 大 。”这 句 话 出 奇 地 朴
实 ，却 比 任 何 豪 言 壮 语 都 更 打 动
人 心 。百 年 来 ，厦 大 走 出 来 的 学
子，始终赓续传承嘉庚精神，弘扬
践 行“ 止 于 至 善 ”的 校 训 ，把 个 人
事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连在一
起 。今 天 ，在 厦 大 食 堂 ，吃 米 饭 是
免 费 的 ，因 为 买 大 米 的 钱 都 是 校
友捐的，此事虽小，却是一面映射
嘉 庚 精 神 的 典 型 镜 子 ，在 海 内 外
都传为佳话。

古往今来，大爱大善，最能汇聚
为崇高的精神力量，激发出推进社
会健康发展的正能量。在新时代，爱
与善是政府和民间共同弘扬的正向
价值观，是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中国梦的精神要素。爱泽人间，
善达天下，只要每个人都有一份爱
心，多一份善念善举，社会必将多一
分和谐。

当今世界，和平还面临种种威
胁，发展的基础并不稳固，族群歧
视、地区冲突、气候危机、环境污染
等问题仍时时困扰着人类，破解这
些问题，迫切需以和平包容为突出
属性的中华文明发挥更大的作用，
亟须以爱为核的妈祖文化滋润人心
广泽世界，促进全球更多地区更多
人携手走到一起，推动加快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以造福人类，共同
发展，共享太平。

大爱无疆 善达天下
□刘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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