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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同安，别称“铜鱼城”，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 年）正式置县，辖 3 乡

11 里，包括前厦门市、同安县、金门县及龙海市一部分。古时因其县城东西

较宽，南北较窄，形状呈束腰银锭状，故此也被称为“银城”。

许濙开疆二千载，朱熹过化八百年。同安历史久远，拥有丰富的文化

底蕴和灿烂的民俗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众多民间信俗也

在同安落地生根，如开闽王、清水祖师、保生大帝、浦头十八王公等。

古同安，今厦门。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支点，千年来，同安人民

往来于厦、台之间，逐波于南洋之上，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极具特色

的海洋文化，“银同黑脸妈祖”便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民间信俗之一。

妈祖文化肇始于宋，不仅在莆田、闽南和台湾地区广为传播，在全球

都颇具影响力。在同安，妈祖文化由来已久，同安是闽南地区最早奉祀妈

祖的地方之一。同时，银同天后宫也是台湾三大妈祖支派之银同妈祖（黑

脸三妈）的祖庙。如今，妈祖信仰在台湾信众最多，而其中近七成的妈祖庙

都信仰黑脸妈祖。

2007 年 10 月，银同天后宫被厦门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涉台文物古

迹。在银同天后宫的神龛内，并祀湄洲妈祖（粉脸大妈）、温陵妈祖（红脸二

妈）和银同妈祖（黑脸三妈）。其中，黑脸三妈为本宫主神，着绿色龙袍，位

居神龛中央；大妈着黄色龙袍，位于神龛内左侧；二妈着红色龙袍，位于神

龛内右侧。

妈祖文化缘何传至同安？银同妈祖为何黑脸？又是如何衍播至台湾？

在这背后，蕴含着同安人民瀚海风帆，逐波台湾海峡，经略海洋、走向深蓝

的时代壮歌。

同安黑脸妈祖的
文化意义

□叶细致

公元 282 年，同安置县，在此后 1700 多
年间，同安属地、辖区几经变易，但同安作为
一座城池的历史一直传承至今，没有中断。特
别是宋元以后尤为繁盛，在剧烈的社会变革
中突显出来，为厦门的腾飞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

妈祖，是海上的“保护神”，也是地方的
“守护神”。2009 年，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
录，其信俗发端于莆田，已成为具备世界影响
力的文化符号，而且比宗教信仰更具有民间
特色。同安银同天后宫黑脸妈祖信俗涵括了
地方性文化，是在地民众对于自身生存认识
的结晶。在长期的传播发展过程中，流播到台
湾各地，并形成一种文化合力和社会秩序，得
以再发展，至今成为海峡两岸传统文化的“金
名片”。

同安这片土地，背靠群山，面向大海，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喜欢冒险，对未知的大海满
怀热情。无论是镇守同安南门城楼时“以阴兵
击贼，脸色尽紫不退”，还是随着郑成功出海
东征，收复台湾，又或是台湾信众为寻找黑脸
妈祖而来谒祖朝圣络绎不绝，成为连接两岸
黑脸妈祖信众的纽带……有关黑脸妈祖的故
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为同安增添了无穷的
魅力，这些故事都与海洋文化高度契合，是海
洋性与包容性的集中体现。

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随着时代的
进步不断演化，同安黑脸妈祖不仅成为海洋
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促进各地域之
间的文化融合和族群互信，更是两岸交流的
重要纽带。在文化交流合作、经贸融合发展、
中华传统认同等方面黑脸妈祖均扮演着重要
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民间信俗中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文化最深刻的本质，在于交流、交往、交
融，只有丰富彼此的特色和价值，才能构成一
个万物并育，循环壮大的人类文明生态场域。
于是，坚持民心相通，是民间交往的催化器，
务实合作的推进器，两岸和平的稳定器。黑脸
妈祖信俗在两岸架起了亲情的桥梁，将为民
心相通打开心灵之窗。

继往所以开来。同安黑脸妈祖文化，是厦
门宝贵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也是两岸融合
的缩影，其独特的文化品质对世界闽南文化
保护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自宋元之后，一代代同安先辈鼓起勇气继
续走向海洋，开始海上贸易，沿“海丝”之路漂洋
过海，穿梭往来于世界，给世界文明添上了海
洋的色彩，直至今日，仍然是闽南人走向世界
中心的舞台和窗口，塑造了同安从原乡走向世
界的海湾新格局。同安拥有丰富的海洋文化遗
产，包括送王船等相关习俗，具有闽南文化的
独特优势，应整合资源，念好“侨”和“海”的文
章，一如既往地发奋图强，就像滋养着她的东
西溪一样，一路奔流不息，汇入大海。

（作者系厦门市闽南文化保护发展专家委
员会主任委员、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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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一场战斗正在同安
城上激烈进行。大批倭寇进犯同安南门，军民奋起
反抗。战斗正酣之时，同安南门奉祀的守护神妈祖

“显灵”，助军民退倭，妈祖“以阴兵击贼，脸色尽
紫”，终成黑脸不褪……

民间信俗虽然只是传说，无从考证。但信仰却
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的产
物，在文明之中饱含人性和柔情。

据史书记载，自明正统十三年（1448 年）起的一
百余年间，东南沿海屡受倭患，同安尤甚。明嘉靖三
十三年（1554 年）至隆庆三年（1569 年）之间，倭寇五
次侵犯同安，三次攻城。

又 一 说 法 则 是 ，倭 寇 犯 城 往 往 是“ 浮 海 犯 南
门”，即倭船由石浔海口沿溪上溯至南门，故南门司
镇神妈祖必须加强御盗捍贼的神力。又受佛教佛像
装饰的影响，其中黑脸、青紫脸佛形象威猛，有御盗
神力。因此，粉红脸的妈祖为御倭而改塑为黑脸。

同安文史专家陈金城在《黑脸妈祖根在同安》
一文中记载：“银同黑脸妈祖信仰出现于明嘉靖年
间，是同安民众抗倭平倭心愿之集中反映。而其深
层次原因则是明代中后期同安海运业之崛起和清
初同安人民犯禁渡台高潮的迭起，需要创造自己的
地域性或宗族性的海神。”显然，这就是银同“黑脸
妈祖”的成因。

据《同安县志》记载：同安沿溪沿海多有“天后
宫”，其中南门天后宫由郑成功部将林圯分灵至台
北云林，后再分炉台湾各地，均称“银妈祖”，奉南门
天后宫为祖庙。

林圯是同安南门铜鱼馆人，老宅如今也在银同
天后宫附近。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记载，林
圯是郑成功的部将，历战功至参军。清顺治十八年

（1661年）随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相传林圯在出征前，迎请南门黑脸妈祖神像上

战船供奉，并在战船上特意设“妈祖堂”，祈求庇佑。
大军渡台途中二次阻风回驻澎湖，但郑成功担心贻
误大潮汛期的有利时机，毅然下令冒风进军，并整
衣冠率部将在船头设香案，祈求妈祖平息风浪，助
潮济师。当战船在夜晚到达台湾鹿耳门外海时，果
然潮水加涨高丈余，使兵船顺利越过沉船的阻塞从
内禾寮沙滩登陆，一举收复赤嵌。

战后评功时，郑成功钦定妈祖平息风浪，涌潮
济师，功居首位。随后下令把荷兰鹿耳门教堂改为

“土城圣母庙”，为如今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前身，
专祀林圯所奉的银同黑脸妈祖神像，以志护海女神
功绩。银同黑脸三妈从此开基台湾，成为台湾三大
妈祖支派之一。1668 年，林圯又于屯垦地水沙连（旧
林圯埔，今南投竹山镇）立庙奉祀，至今在台知名分
炉近百座。

同安文史专家、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颜立水在
《“银同妈祖”祖庙——同安南门天后宫》一文中认

为，银同妈祖分炉台湾的主要途径有三种，分别是
林圯垦台、施琅定台和移民渡台。明清时期，同安共
有 68个姓氏、1000余宗支移居台湾。

台湾多山临海，从同安迁移而至的民众多以捕
鱼和海上贸易为生。然而，靠海维生相比农耕，要面
对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在古代科技落后的条件
下，宗教信仰对心灵的慰藉，是同安人民艰难求生
过程中重要的精神支柱，这也为黑脸妈祖在台湾

“生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带领将士开垦土地，扎根台

湾。将士们大多来自福建沿海，普遍认同妈祖信仰。”厦
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叶细致认为，在另一方面，
郑成功收复台湾屡次受到妈祖保佑的消息在民众间
传开，也让妈祖的信仰在台湾更加深入人心。

千年宫庙福泽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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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河畔，南门桥头，银同天后宫坐落于厦门
市同安区南门内 4号的南门桥铜鱼馆，旧时地名“土
窟墘”。天后宫坐西北朝东南，三进格局，前殿为山
川殿，中为正殿，后殿为圣父母厅，硬山顶砖木结
构，面阔三间 6.93 米，进深 21.75 米。原右配释仔宅，
前有麒麟照墙。天后宫中，神龛上悬挂“银同妈祖”
匾额，神龛中供奉着三尊妈祖像。

银同天后宫始建于何年并不可考，而《同安文
物大观》对其的始建年代明确为宋代。并根据清代
蔡骥良曾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至四十五年

（1706 年）间任同安教谕时，写下《天后宫记》推断，
银同天后宫又在此期间重建，并形成现有规制。

清嘉庆版《同安县志》卷十“坛庙寺观”中收入
有蔡骥良所作的《天后宫记》：邑之有镇神也，城隍
为之主。而保障一方，不能无捍御之助，则东、西、
朔、南，各有神以司之。如天后者，同之南关锁钥也。
旧 祀 于 城 之 南 楼 ，虽 祀 典 弗 载 ，而 邑 之 人 ，咸 尸
祝焉。

银同天后宫 2003 年和 2011 年两次重修。2022
年，银同黑脸妈祖信俗入选厦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展现了地方风情与人文底蕴兼
具的同安特色。

据《东市林氏族谱》记载，北宋皇祐年间，与妈
祖相隔二世的同宗侄孙林怿任同安掾吏，居同安东
市，自湄洲妈祖庙奉请本家姑婆神像于厅堂供奉。

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 年），彼时同安知县王轼
在大轮山下新建同安城，县城东西长，南北窄，形似
银锭，同安因此得名“银城”。城设五门，在其中的南
门上，将东市林家厅堂的妈祖神像移至城楼供祀，
并以此为守护神。

据颜立水介绍，朱熹首仕同安担任主簿时，曾
游同安县安仁里蔡林社并为之标题八景。其中的

“珠屿晚霞”更附诗一首:“宝珠自古任江流，锁断银
同一鹭洲。晓望平原灿日色，霞光映入满山丘。”后
来“银同”一词常作同安的代称，银同妈祖中的“银
同”便也由此而来。

千年银城，四海同安。滨海之同安，有浯洲、嘉
禾里、大小嶝岛等众多岛屿。居民多以耕海为生，故
宋元以来皆信仰海神妈祖。据《同安县志》《厦门志》

《金门志》统计，明清以来同安共有天后宫 14 座，金
门有 10座。由此可见，同安的妈祖信仰历史之久、分
布之广。

蕴含城市的脉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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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日，一场关于黑脸妈祖的民俗文化节将在
厦门市同安区举办。活动邀请中台湾振兴团、台湾云
林元兴堂、彰化华德宫等数个来自台湾的宫庙代表
一同参加银同天后宫恭祝圣诞的系列活动，见证将
分灵往中台湾振兴团永久供奉的妈祖开光仪式。

“作为台湾银同黑脸妈祖的祖庙，接下来我们
将组建黑脸妈祖文化研究会，整合黑脸妈祖的历史
材料进行编绘，形成系统的书籍，将黑脸妈祖文化
向世界传播。”厦门银同天后宫管委会主委柯福晟
表示。

2010 年 10 月，银同天后宫向台湾奉祀妈祖的
宫庙发出“银同天后宫黑脸三妈台湾寻亲大团圆”
的邀请函，邀请台湾的宫庙到银同天后宫参访，也
正是这一封邀请函，为银同天后宫带来了参访的

“热潮”。
在邀请函发往台湾不久后，银同天后宫也收到

了彰化元清观的邀请。2011年 1月，银同天后宫管委
会首次组团入台参加元清观重建入火安座大典，随
团人员利用参访间隙，拜访了台中乐成宫、台南鹿耳
门天后宫、台南大天后宫等 11座台湾妈祖宫庙。

从那时起，这些妈祖宫庙开始组团回访交流，
每年来银同天后宫朝圣参访的台湾进香团不断增
加。此外，银同天后宫先后与彰化南瑶宫、台中乐成
宫、台南鹿耳门天后宫、嘉义新港奉天宫、嘉义溪北
六兴宫等台湾知名妈祖宫庙结成了友好宫庙。

据了解，自 2016 年起，厦门银同天后宫管委会
先后 10 余次受邀组团参加台湾妈祖宫庙的入火安
座、圣诞和徒步进香等活动，逐步增进了与台湾妈
祖宫庙的交流联系。

“近年来，银同天后宫不断改善内外软硬设施，
为开展对台交流提供良好平台；另一方面，积极举
办主题活动，开展慈善活动，弘扬妈祖精神，借此提
高银同黑脸妈祖的知名度。”厦门银同天后宫管委
会秘书长柯朝阳表示。

如今，同安仍保存着诸多传统文化，其中信仰
文化就是一种。千百年的历史，宗教信仰不仅仅是
同安的地方文化，更是中华文化的传承。银同黑脸
妈祖也在地缘、文脉之外，为台湾同胞搭建了一条
通往心灵归属与乡情的“信仰通道”。

▲银同天后宫与彰化南瑶宫的
结盟书 洪清凉 摄

▲银同天后宫内部陈列布置
夏海滨 摄

妈祖佑两岸妈祖佑两岸
银同是归乡银同是归乡

□邱赵胤 杨心亮 夏海滨

▲神龛内的三尊妈祖像 夏海滨 摄

同安老城区鸟瞰图同安老城区鸟瞰图 夏海滨夏海滨 摄摄

▲2012年，台中乐成宫 700余人组团来访银同天后宫。（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