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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社 福 州 5 月
11日电 题：东方“海
神”何以足迹遍布49
个国家和地区？

— — 专 访 福 建 省
妈祖文化研究会会长
宋建晓

中新社记者 龙敏
有 海 水 的 地 方 就

有 华 人 ， 有 华 人 的 地
方就有妈祖。

妈 祖 ， 又 称 天
妃 、 天 后 、 天 上 圣 母
等 ， 是 历 代 船 工 、 海
员 、 旅 客 、 商 人 和 渔
民 共 同 信 奉 的 神 祇 ，
成 为 以 中 国 东 南 沿 海
为 中 心 的 东 方 “ 海
神 ” 信 仰 。 目 前 ，
全 世 界 4 9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共 有 上 万 座 从 福
建 莆 田 湄 洲 祖 庙 分 灵
的妈祖庙，有3亿多人
信仰妈祖。2023年5月
1 2 日 ， 是 农 历 三 月 廿
三 “ 妈 祖 诞 辰 日 ” ，
湄 洲 妈 祖 祖 庙 将 在 天
后 广 场 举 办 纪 念 妈 祖
诞辰1063周年大会暨春
祭 大 典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今 年 正 月 至 今 ，
来 自 全 球 各 地 赴 湄 洲

岛 谒 祖 进 香 的 妈 祖 敬
仰 者 ， 已 有 近 百 万 人
次。

东 方 “ 海 神 ” 何
以 足 迹 遍 布 4 9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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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前 接 受
中 新 社 “ 东 西 问 ” 专
访 ， 对 此 进 行 深 入 解
读。

现 将 访 谈 实 录 摘
要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 沙
特麦加以伊斯兰教第
一圣地闻名世界。中
国福建省莆田市的湄
洲岛为何被誉为“东
方麦加”？妈祖文化
是如何形成的？

宋 建 晓 ： 湄 洲
岛 是 妈 祖 故 乡 ， 妈 祖
信 仰 及 妈 祖 文 化 发 源
地 ， 素 有 “ 南 国 蓬
莱 ” 美 称 。 这 个 海 岛
既 有 湄 屿 潮 音 、 九 宝
澜 黄 金 沙 滩 、 “ 小 石
林 ” 鹅 尾 怪 石 等 风 景
名胜30多处，更有全球
妈 祖 信 众 信 奉 的 妈 祖
祖 庙 ， 每 年 农 历 三 月

廿 三 “ 妈 祖 诞 辰 日 ”
和 九 月 初 九 “ 妈 祖 升
天 日 ” 期 间 ， 来 自 全
球 的 信 众 到 此 拜 谒 ，
湄 洲 岛 因 此 被 誉 为 “
东方麦加”。

妈 祖 ， 原 名 林
默 ， 北 宋 建 隆 元 年
(960年)农历三月二十
三 日 出 生 ， 宋 太 宗 雍
熙四年(987年)九月初
九 日 因 救 助 渔 民 不 幸
遇 难 。 此 后 ， 当 地 人
对 其 事 迹 创 作 加 工 并
口 耳 相 传 ， 最 终 塑 造
出 “ 海 上 女 神 ” 妈 祖
的 形 象 ， 产 生 了 一 系
列 妈 祖 信 俗 ， 逐 步 发
展 为 内 涵 与 外 延 丰 富
的“妈祖文化”。

妈 祖 是 集 无 私 、
善 良 、 亲 切 、 慈 爱 、
英 勇 等 传 统 美 德 于 一
体 的 精 神 象 征 和 女 性
代 表 。 妈 祖 文 化 始 于
妈 祖 信 仰 ， 又 有 别 于
妈 祖 信 仰 ， 是 以 崇
奉 和 颂 扬 妈 祖 立 德 、
行 善 、 大 爱 精 神 为 核
心 ， 以 妈 祖 宫 庙 、 祭
祀 、 传 说 神 话 、 文 学
艺 术 等 为 主 要 载 体 ，
衍 生 并 融 合 各 种 文 化
元 素 而 逐 渐 形 成 的 民
间特色文化。

妈 祖 文 化 肇 于
宋 、 成 于 元 、 兴 于
明 、 盛 于 清 、 繁 荣 于
近 现 代 。 千 百 年 来 ，
妈 祖 文 化 不 断 汲 取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精 髓 ， 寄
托 人 们 对 美 好 生 活 及
理 想 人 格 的 向 往 和 赞
美 ， 以 和 谐 共 荣 作 为
目 标 追 求 ， 强 调 人 与
人 、 人 与 社 会 、 人 与
自 然 之 间 的 友 好 相
处 、 协 调 发 展 。 同
时 ， 妈 祖 文 化 通 过 “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 传 播
到 沿 线 国 家 和 地 区 ，
与 当 地 文 化 交 流 融
合 ， 形 成 超 越 族 群 、
地 域 等 的 广 泛 共 识 ，
在 促 进 民 心 相 通 、 资
源 整 合 、 社 会 和 谐 方
面 有 着 不 寻 常 的 意
义 ， 成 为 “ 海 丝 ” 沿
线 国 家 和 地 区 民 众 的
共同文化标识。

中 新 社 记 者 ： 妈
祖文化如何向海外传
播，足迹遍布49个国
家和地区？

宋 建 晓 ： 妈 祖
文 化 发 轫 于 莆 田 ， 并
以 “ 往 西 洋 ” “ 往 东
洋 ” “ 下 南 ” “ 上
北 ” 等 四 个 方 向 向 外
快 速 传 播 。 其 中 ， “

下 南 ” “ 上 北 ” 两 线
属 对 内 航 线 ， 而 “ 往
西 洋 ” “ 往 东 洋 ” 则
属 对 外 航 线 ， 每 经 港
口 ， “ 必 放 彩 船 和
歌 ， 以 祈 神 贶 ” ， 实
现 了 快 速 发 展 。 《 中
国 历 代 海 路 针 经 》 中
所 记 载 的 东 洋 航 线 便
有43条之多，涵盖南海
及印度洋部分区域。

华 侨 华 人 将 妈
祖 文 化 带 到 世 界 ， 也
使 得 妈 祖 文 化 在 全 球
华 侨 华 人 中 成 为 一
个 比 较 特 殊 的 认 同 符
号 。 在 海 外 ， 妈 祖 信
仰 大 多 与 天 后 宫 的 实
体 联 系 。 天 后 宫 作 为
妈 祖 信 仰 的 外 在 表 现
形 式 ， 影 响 着 当 地 建
筑 、 祭 祀 、 传 统 等 方
面 的 发 展 ， 也 为 远 离
故 地 的 华 侨 华 人 们 搭
建起精神家园。

近 代 以 来 ， 妈
祖 信 众 在 广 袤 的 美 洲
和 非 洲 地 区 建 立 起 多
座 妈 祖 祭 祀 建 筑 ， 意
在 感 谢 妈 祖 于 异 乡 的
庇 护 、 祈 福 未 来 ， 同
时 也 是 作 为 联 系 宗 族
同 乡 的 活 动 场 所 。 以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为 基 础
的 妈 祖 文 化 体 系 ， 成
为 凝 聚 人 心 、 团 结 华
侨 华 人 的 重 要 媒 介 ，
使 得 “ 乡 谊 情 感 日 渐
浓 厚 ” 。 这 种 同 乡 间
互 尊 互 亲 的 精 神 ， 也
成 为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不
断 奋 进 的 精 神 动 力 之
一。

妈 祖 文 化 源 远 流
长 ， 在 海 外 流 传 很 长
时 间 ， 在 中 外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中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 产 生 了 一 定 影
响 。 它 区 别 于 其 他 民

宋建晓：东方“海神”何以足迹
遍布49个国家和地区？(上)

2020年11月1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妈祖祭典在福建省莆田
市湄洲岛举行，信众恭送妈祖金身

回銮。王东明 摄
2018年10月22日，湄洲妈祖在菲
律宾马尼拉绕境巡安。关向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