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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中浩渺湄洲湾上，浮着一个蛾髻似的小岛，岛与湾同名，岛
上矗立着金碧辉煌的祖庙建筑群，这里就是世界 3 亿多妈祖信众
心里梦里敬仰的圣地，有学者称誉此地为“东方麦加”。

与祖庙巍峨景观隔海相望的贤良港，正是妈祖林默娘少年生
活之地。从湄洲岛到贤良港，天后故里，世代流传的传奇，随海风远
播到一切有海水的地方，为世人所传颂，成为全世界妈祖信众向往
的妈祖文化发源地。

贤良港是有着 1000 多年历史的隋唐古港，其所处位置，叫港
里村。溯古思今，贤良港从昔日海上贸易的集散地到妈祖文化发源
地之一，从港口集镇到如今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追随着海洋气息
和妈祖文化的传承，千年来，贤良古港文脉从未曾断过，人们对“海
不扬波”的祈盼至今生生不息。

1000 多年来，缘起于湄洲女子林默娘的妈祖信俗、妈祖文化，
从福建远播台湾、港澳、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成为具有广泛而深刻
影响力的民间信俗文化，妈祖信俗获得联合国高度认可，被列入世
界非遗项目。

如今，妈祖文化仍是维系全球3亿多信众的一条重要纽带。传承妈
祖文化，弘扬妈祖精神，是海峡两岸人民和海外不少人士的共同心愿。

什么是妈祖精神？
答曰：大勇，大爱，大善，和天下。
在湄洲渔民心目中，身体纤弱却经常驾一叶小舟，在危险时刻

敢于顶风破浪，及时前来抢救渔民的妈祖，就是一副大勇的形象。
在生病很难得到医治的患者乡亲心目中，背着小药箱，经常无

私为他们把脉施药的妈祖，就是大爱的化身。
在远航五洲祈求平安的水手心目中，能够号令海不扬波、保佑

船只平安的妈祖，就是至善的象征。
当今世界，局部地区的冲突，使人们更加渴望和呼唤和平，而妈

祖作为广受尊崇的“和平女神”，自然得到热爱和平人士的忠实敬仰。
人们拜奉妈祖，爱戴妈祖，实际上体现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珍惜。

举世攘攘，而湄洲岛上瓣香永恒。
四海滔滔，而港里浪花静谧如歌。
爱与善的力量，任何人都心向往之。和平的力量，更是谁也阻

挡不住。
35 年前，两岸尚未开通直航，但台湾渔民为了和平的心愿，冲

破阻挠，直航湄洲进香拜妈祖。
那是 1989 年 5 月 6 日，搭载 200 多名台湾渔民的 20 条台湾渔

船，冲破重重阻隔，来到妈祖故里湄洲岛进香。湄洲岛上的民众几
乎倾巢而出，尽情款待。鞭炮炸了整整一夜，欢迎这群不怕海浪、冲
破藩篱的勇士。

“如今，在多方的努力下，妈祖文化交流已经常态化，来湄洲岛
朝拜妈祖也越来越方便，在妈祖的精神纽带下，两岸民心相通将越
来越紧密。”当年带领渔船直航湄洲岛、被誉为“台湾直航先行者”
的宜兰南方澳南天宫名誉主委林源吉多年后回忆说，当时两岸隔
绝，严禁交流交往，但为了心中那份对妈祖沉甸甸的信仰，他和这
些信众义无反顾地当了一回“先行者”。

位于湄洲湾外海的乌坵乡，与湄洲岛相隔仅 18 海里，原属福
建省莆田县，1949 年后由台湾当局控制，并改由金门县“代管”至
今。两岸隔绝后，虽然乌坵与湄洲岛亲人之间断了往来，却断不了
亲情。2002 年 5月，55位祖籍湄洲岛的乌坵乡亲跟随金门“太武”号
客轮直航湄洲岛探亲访友，圆了期盼多年的团聚之梦。现在，乌坵
渔民经常来湄洲岛探亲、朝圣，每次都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妈祖文化信俗的力量，根在民间，魂在民间。
2023年 9月，“瓣香湄洲·福佑兴化”妈祖金身巡安莆田活动隆重

举行。起驾第一天，上万名妈祖敬仰者就提前搭乘渡船来到湄洲岛，
带着虔诚的敬意，瞻仰妈祖的容颜。此次为期十天九夜的大型巡安活
动，两岸600多家妈祖宫庙参与，其中有近百家台湾宫庙参与支持，台
湾地区18个县市91家妈祖文化机构400多名台胞跨海赶来参加。

妈祖文化是福建海洋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妈祖故里莆田
市最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发展资源。当前，国家正大力推进把海洋建
成高质量发展战略高地，面对这一历史性机遇，我们要进一步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持续打响妈祖文化世界品牌，加快将湄洲岛
建设成世界妈祖文化中心，为福建构建两岸融合“第一家园”发挥
独特的重要作用，也为福建走向世界，扮演更积极的文化纽带角色。

妈祖精神
世代传承

□刘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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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近800人，台湾新北市、高雄市、桃园市、彰
化县、基隆市等数批次进香团 500多人……
临近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诞辰日，湄洲湾畔的
北岸山亭镇港里村贤良港天后祖祠香火日
盛，前来拜谒进香的妈祖敬仰者络绎不绝。

港里村位于莆田忠门半岛南部、湄洲
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境内，是妈祖信仰文化
村。港里村，古称黄螺港、贤良港。隋唐以前
就有渔民在此从事渔业，唐宋时期已成为
莆田对外贸易的重要商港。

溯古思今，贤良港从昔日海上贸易的
集散地到妈祖文化发源地之一，从港口集
镇到如今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追随着海
洋气息和妈祖文化的传承，千年来，贤良港
古港文脉从未曾断过，人们对“海不扬波”
的祈盼至今生生不息。

黄螺形胜黄螺形胜 港通海外港通海外
地名，是历史的痕迹。贤良港，则很好

寄寓了这片港湾曾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的安
良馈赠。贤良港，南以湄洲岛为天然屏障，
东有文甲笔架山连着仙洞山、莆禧城。

《忠门镇志》有载，唐代贤良港因港澳
的东南面有座螺山，逶迤至港口东边有螺
舌山（俗称“螺屿尾”），构成天然澳口，因其
状如大海螺伸出螺舌延伸海中，突出自成
一澳，且山石质地黄赤而得名黄螺港。宋

《莆阳志》与明弘治《兴化府志户纪·山川
考》对贤良港也有记载，在莆禧千户所前，
有山如象形，横亘港上，居民数百家，俗呼
为黄螺港云。唐末五代时，有后周统军兵马
使林保吉领合家老幼在此隐居，为了纪念
他的祖先九牧林蕴公曾应科举贤良科举
目，把黄螺港改名为贤良港。

清代沿海十景中有“螺港秋潮”记载，
清时吉蓼人士吴德昭有诗曰“风起芦花水
国秋，黄螺港曲海潮流”“贤良胜景于今在，
何必广陵咏溯游”等。如今，从贤良港天后
祖祠后山登顶眺望，依然能看到澳口衔抱
着一片苍茫而平静的海域。

得益于天然的海滨内澳地理位置，古
时平海、湄洲、文甲、莆禧、乌垞、山柄及周
围村庄的渔船或经过湄洲湾的境外航船都
要到贤良港避风。贤良港人以海为生，出洋
捕捞，甚至寄居湄洲捕捞，也耕地收粮，还
驻有少数军士，因而开辟了码头，带动了贤
良港人发展渔业与海上贸易。

唐代，随着海上交通工具的改进和渔
业生产的发展，忠门半岛人口开始增多，贤
良港周边逐渐形成了集镇，南来北往商船
经常到港里避风、汲水或互市。莆田地方史
研究学者蔡天新考证：“特别是南唐时，清
源军节度使留从效和统军使陈洪进先后割

据漳泉等沿海地区，鼓励民间从事海上贸
易，与泉州一衣带水的贤良港也得到发展，
彼时商船云集，外商蕃客众多，成为莆田沿
海的重要商港。”

贤良港口岸南可直通泉州、厦门、台
湾、广东、海南，北可直达浙江、上海、青岛、
大连、高丽、琉球等地，是湄洲湾内吉了港、
秀屿港、枫亭港船只出海必经之地。

“宋代，贤良港成为莆田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港口之一。兴化盛产的蔗糖、荔枝、
茶叶、瓷器等物品，从贤良港运往北方和海
外。”贤良港天后祖祠董事会原秘书长林自
东介绍，当时人们把港岸的繁华景象传为
口头禅“顶城里，下港里”，至今流传。

避风塘内避风塘内 人烟市肆人烟市肆
世事沧桑，洋面上的风云际会随烟波

浩渺隐去，而避风塘里系舟水湄的历史遗
迹，则清晰见证贤良港曾经的繁华。

码头，是一把时空记忆的钥匙。随着
元、明时期航运业发展，始建于宋代的贤良
港码头也不断扩建延伸。据史载，位于港澳
底的宋古码头，东起灵慈东宫左前侧，西至
港尾流通弯角以北，主要以花岗岩条石及
大块山石构砌，旧时全长约有 600 米，设有
多个退潮停泊位和上岸台阶。

如今，在古码头遗址仍可见到不少码
头的配套建筑。古码头遗址的东侧，有一座
灵慈东宫，宫内祀妈祖。宫前至今保存着一
对宋代青石瓜楞形莲础石柱。往宫后东北
角走数米，有一口宋代凿的八卦井，井栏由
四块古钱状石块围成，每块井栏石都雕刻
着八卦符号，虽受千年风雨侵蚀风化斑驳，
但八卦符号仍依稀可辨。

“古代码头都需配备水井，当年，出海
的大船都在此井补给淡水，即便是数十艘
大船汲水都不会干涸。”林自东指着井后大
石进一步介绍，“这面石墙上留着诸多孔
洞，为船离岸时固定撑竿所用，是古时贤良
港船运的有力佐证。”

清初因截界清野，古码头也随之荒废，康
熙二十年（1681年）复界后，码头再度成为陆
地往返湄洲岛和外海远洋商贸的繁华渡口，
成为古代湄洲湾“海丝之路”的源点之一。

贤良港与湄洲岛相隔只有 2.6 海里，每
逢妈祖诞辰日的三月廿三前后，贤良港古
码头就会迎来一年一度的渡运香客高潮。
四面八方的香客来到妈祖祖祠谒祖进香
后，再聚集在古码头等候渡船往湄洲妈祖
庙进香。林自东说，直到 1974年忠湄轮渡建
成文甲码头，贤良港宋古码头才逐渐失去
集散作用，大部分被掩埋进地下。

随时代变迁，不少古迹长埋地下，也有
古迹则重现天日。2004 年，港里上港村民黄

文喜曾在港澳浅海水域的港坛里挖出宋元
明清时制作的瓷器餐具碎片，其中较为完
整的有元代的“瓷瓮”和明代烧制的“双鱼
碟”，经专家考证系旧时舟船在港里避风时
船工遗弃的餐具。此外，灵慈东宫重修时还
挖掘出古代石雕的“鳄鱼”和“千里眼”“顺
风耳”底座的鹤、鹿（福禄）图案；重建码头
西侧的灵慈西宫时，于宫门楹下挖出一双
宋瓷小瓶，内装十二枚宋代铜钱。

据统计，港里村有大小寺、庙、祠、社、
亭、府 16 个，它们大都是宋、元、明、清的产
物，从侧面印证了历史上的贤良港人间烟
火之盛、开放程度之高。

位于天后祖祠山后腰的一尊宋刻蕉叶
相轮宝箧印经式实心实塔，是一尊佛教经
幢塔，也是古代船只进出贤良港的航标塔。

如今，经幢塔仍在，贤良港的古港记忆
已成为历史。

妈祖故里妈祖故里 信俗扬帆信俗扬帆
作为妈祖少年时代成长的港湾，当地

世代流传着妈祖行善助人的生平故事。如
今的贤良港，港口功能已经远去，但港湾里
妈祖信俗，经年生生不息。

礼拜女神、谒祖进香，古港是必经之
地。临港处，是巍峨的贤良港天后祖祠朝圣
广场。广场上，白鸽起落纷飞，游客络绎不
绝，广场南侧，一座古朴小巧的三进建筑便
是天后祖祠。

贤良港天后祖祠始建于五代末宋初，
重修于明清时期，殿内现有的“奉旨春秋谕
祭”牌、历代褒封徽号碑刻等 4件明清文物，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当地居民重建祖祠时从
废墟中挖出来的，其中故事诉之不尽。

正殿中供奉的一尊妈祖金身宝像，全
称“宋雕软身敕封天后宝像”，为南宋时期
制作。据《敕封天后志》记载，“世传祠内宝
像 ，系 异 人 妆 塑 ，各 处 供 奉 之 像 ，皆 不 能
及”，足见其精巧珍贵。

一阵锣鼓声中，有近百人的香客队伍
由祖祠一侧鱼贯而入，众人肩披绶带，双手
合十置于胸前，逐一行三进香礼、三献礼、
三鞠躬礼。

“这是汕头的进香团，他们每年至少会
来 一 趟 。还 有 来 自 台 湾 台 南 的 70 人 团 将
抵。”贤良港天后祖祠董事会董事长林自弟
说，今年 1 至 3 月，前来贤良港拜谒妈祖的
各地香客达 30多万人。

为了纪念“祖姑”，每年的妈祖诞辰日
（农历三月廿三）、升天日（农历九月初九），
港里村都要举行祭祀妈祖信俗活动，以“妈
祖回娘家”“海祭妈祖”的独特形式，缅怀

“祖姑”、追思圣迹。如今，这些活动已然成
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浪潮涤荡，春秋代序。作为中国社科院
妈祖文化研究基地、福建省对台交流基地，
贤良港无声见证着妈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
壮大。

生态文旅生态文旅 产业起势产业起势
祖祠北侧、与天后圣殿一径相通处，有

一占地 648 平方米的清末建筑，单进合院
式，土木结构，悬山顶，颇有年岁，为林氏民
居。据史载，唐末五代后周时期，从中门坊

（现北岸经开区忠门镇）举家迁居黄螺港的
莆田九牧林六房林蕴的后裔林保吉，正是
妈祖的曾祖父。

2021 年，北岸经开区对荒废已久的林
氏民居进行全方位修缮，打造孝悌文化体
验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当时，正
在莆田寻根谒祖的台胞林陈国豪来到港里
村，在此挂牌“海峡两岸妈祖文化青年创业
基地”，并搬进了林氏民居。

“我很看好莆田的发展，也想把台湾的
牛樟芝产业带到这里来，希望能通过妈祖
文化吸引两岸的优秀青年，把与妈祖大爱
精神相关的大健康产业、中医药文化做大
做强，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发挥到极
致。”林陈国豪希望，能利用自己企业家的
身份资源，将更多台湾特色产业带到妈祖
故里。

当地政府也正将北岸山亭镇打造为闽
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集镇。“凭借妈祖文化
优势，我们村每年能吸引上百万海内外游
客前来游玩朝圣，带动村民 120多人参与就
业服务。”据林自弟介绍，当地正全面整合
各方资源，加快创建港里小镇 4A 级旅游景
区，今年将逐步推进游客集散中心、旅游路
网建设等，不断完善“朝圣区”“祭拜区”“民
俗区”“海祭区”等景观区建设。

紫玉湖心，栈道蜿蜒，一湾碧水环抱于
青山之间。港坛里，昔日的避风港，如今已
被治理改造为紫玉湖湿地公园，公园以文
产融合为主题，盘活周边碎片土地，打造朝
圣旅游打卡“生态走廊”。同时，北岸正加速
串联周边莆禧古城、妈祖阁、女儿湾、紫霄
洞及众多妈祖宫庙景点，有机融合滨海风
光、海洋文化、祈梦文化等特色文旅资源，
勾画以妈祖文化旅游为核心的生态文旅产
业线，助推乡村振兴。

据北岸党工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陈顺
兴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发力“大爱之旅·
醉美北岸”文旅特色品牌打造，2023年，北岸
经开区旅游收入4.22亿元，同比增长49.6%。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如今的贤良
港，既是广大信众进香朝圣、寻根谒祖的心
灵原乡，也是一片风光绚烂、不可多得的清
净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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