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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感念妈祖大爱，诠释海定波宁

（一）

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后圣母、天上圣母，是位人格化的神

祇。传说妈祖生前扶危济困、行善救世，留下“挂席泛槎”“铁马

渡江”“化草救商”“祷雨济民”等感人故事，升天后护国庇民、

泽被四海，被沿海民众尊为海上女神并立庙祭祀。据史料记载，

宋、元、明、清历代王朝，对妈祖至少有 36 次的褒封，妈祖神格也

从宋代的夫人、妃，元明时代的天妃，升到清代的天后。至光绪

元年，妈祖封号达 64 字，成为历代封字最多的女神。

妈祖慈悲博爱、济世行善、护国庇民等灵验神迹，迄今依然

流传于民间，获得了更多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亦随着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拓展与延伸，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随之衍生成为一种

文化现象。

妈祖文化认同的人文精神和共同的情感纽带，体现了中华

文化包容与和平等最基本的文化特征，其精髓是立德、行善和大

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妈祖文化是民间信俗、宫庙建筑、资料

文献、神话传说以及文化产业等有形和无形文化的统称。妈祖

文化与儒释道融合，与其他神明共祀，不仅契合中华民族追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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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包容、和谐、安定的社会发展理念，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

财富。

200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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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标志着诞生于中国的妈祖信仰成为

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2016 年，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指出

要“发挥妈祖文化等民间文化的积极作用”，这标志着妈祖文化

被写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推动人文交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和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文化纽带。

（二）

作为一个著名的港口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宁波与海上丝

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也是大运河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

自唐代开埠以来，宁波作为通商大埠，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境内

风调雨顺，民众安居乐业，故有海定波宁之称谓。河海联运的水

利优势、开明包容的文化特征、独具特色的会馆文化，进一步促

进了妈祖文化在该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宁波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众多妈祖的圣迹伟观。据了解，宁

波历史上有妈祖宫庙 200 多座，至今仍较完好地保存着的海上

丝绸之路遗存有 120 余处，而每个妈祖宫庙和海上丝绸之路的

遗存，实际上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点。尤其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庆安会馆和安澜会馆，既是当今祭祀天后妈祖

的殿堂，又是中国著名的几大天后宫和会馆之一，她见证了宁波

在历史上对传播妈祖信仰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

妈祖信仰文化，不仅仅是宁波的信仰文化，也是宁波人思想

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体现。这些散存于

宁波各地大量的与妈祖信仰有关的宫庙和楼堂馆所及相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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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研究中国沿海地区传统社会风俗的珍贵原始资料。今天，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大爱妈祖：妈祖信仰在宁波》出版发行了。

这是一本专题介绍宁波地区及其周边妈祖神迹的书籍，字里行

间饱含妈祖大爱，从头至尾诠释宁波内涵，既有别于学术论著，

又具有史料价值，信息量大，可读性强，出版后可谓惟贤惟德，益

人益智。

该书的主编王国宝同志长期在宁波从事基层文化和政协联

络、文史等方面的工作，为搜集整理妈祖资料，查阅了大量文献，

请教了众多专家，走访了许多地方，联系了不少作者，专心致志，

博及群书，强学力行，行且不息，全凭自己一腔热情，突破一个又

一个瓶颈。他对文化工作的执着追求、对妈祖文化的热爱，及其

付出的艰辛可佩可敬。

（三）

当今社会虽然物质条件优裕，科技高度发达，但社会思想多

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益凸现，需要唤醒传统文化之魅，并赋予

现代文化之魂，这同样需要长盛不衰的妈祖信仰文化洗礼，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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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久弥新。妈祖的大爱精神，始终是广大信众不变的愿望与寄

托。愿天下民众和年轻一代，多了解一些妈祖的历史文化知识，

多学习一些妈祖的无私大爱精神，多传播一些真善美方面的正

能量，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以及世界

和平而共同努力。

目前我国正在发展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建设倡议，妈

祖信仰文化与古老的丝绸之路相助而生、相伴而行。虽然已逾

千年，但如今的前景更为广阔，它将成为沿途各地和各国人民经

济文化沟通交往、互惠共赢以及和平友好的精神支柱、文化支撑

和桥梁纽带。妈祖文化这一特殊文化涵盖了海洋文化的核心内

容，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强劲发力，顺势而为，尤其

是要重视妈祖文化的保护与弘扬。一是要保护好存之不易的所

有宫庙建筑及其一草一木，二是要及时搜集、抢救和整理相关文

献资料，三是要与当前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四是要倡导学做妈祖

人、勤做公益事。

约言之，文化要长期繁荣，大爱须世代传承。再四思之，亦

此意耳。是为序。

2017 年 5 月　

第二届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
中华妈祖文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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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穿越千年时空，探寻妈祖大爱之路

一、福建莆田，是妈祖的故里，也是我的家乡

妈祖信仰，是自宋代以来，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

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民间信仰，也是世界范围内广泛人群尤其是

华人的共同信仰。由于妈祖的美好形象，以及其深厚的历史底

蕴和文化内涵，加上乡土情结，编写妈祖史料，成了我孜孜以求

的目标。

我的老家，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一个叫卓坡的地方。莆

田旧称兴化，位于闽中，乃旧府新市，妈祖祖庙就在莆田市湄洲

岛。莆田的涵江，因泄涝之水涵而名。无独有偶，涵江有个叫

宁海的地方，与宁波的宁海同名，其地有座圣墩庙，建于宋哲宗

元祐元年（1086），大概位置在白塘镇前村一带，宋廖鹏飞作《圣

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莆田的涵江霞徐码头天妃宫，存有一

幅明代《设色星图》，是研究我国古代利用星图定向航海的难得

实物。附近的青璜山，松林葱翠，乃莆田第六中学所在地，亦是

我昔日求学的地方。

卓坡古属莆田县唐安乡延寿里，乃著名菜乡。据同乡刘金

林编著、业已收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涵江区分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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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涵江的传说》所载，清乾隆帝出巡江南时曾路过涵江，夜宿过

南宋莆田状元、宰相陈文龙书匾的位于涵江铺尾的“龙津社”，吃

过宋蔡襄《荔枝谱》所记、今已绝迹的涵江黄巷村的绿砂古荔，还

有与众不同的、据说因乾隆帝筷子所夹至今留有夹痕的哆头蛏

子，以及卓坡人栽种的韭菜。

儿时所见的卓坡，位于涵江东郊，虽没什么高坡，却有绿水

环抱，种植蔬菜甚多，其中韭菜更是久负盛名。相传自乾隆皇帝

接触过卓坡人栽种的韭菜之后，韭菜菜叶再也不生黄锈斑。抑

或是这个缘故，卓坡之名让人玄思生起，妙想涌现，给人平添高

大上的遐想。

卓坡上生寺，亦闻名于世。创建于唐代的上生寺，经后人

不断修缮和扩建，相传曾占地数百亩，有寺僧数百人，为古莆田

十八宗林之一。到了明嘉靖年间，以“道释归儒，儒归孔子”为教

旨的“三一教”创始者、莆田人林龙江，亦曾在上生寺藏经阁学

经，后门徒在上生寺创建涵江第一座三教祠堂。据说，林龙江曾

多次与武当派开山鼻祖张三丰秘会于上生寺。明崇祯年间，上

生寺住持、著名诗僧传光法师，还因率众学文习武、治病救人而

留下诸多感人故事。

作为妈祖信仰的发祥地，莆田信仰妈祖的善男信女特别多，

涵江地区包括卓坡也不例外，“妈祖保佑”和“菩萨保佑”这几句

祖辈相传的祝福语，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倍增吉祥。

因为卓坡离湄洲祖庙不远，也算是延誉乡邦，妈祖的美誉如雷贯

耳。更何况，我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观念自小培成，除了肃

然可敬，还有一种亲切的感受。每次听到妈祖的传奇故事，我都

会因妈祖柔指一弹息风波、灵光一临消灾难、红颜一怒退劫掠的

神通广大而自豪不已，所以一有机会，就学着说几段，还会去湄

洲祖庙拜妈祖。如今的湄洲祖庙，早已由千年前“落落数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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