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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亭 渤
——陈靖姑在福州最早、最大的祖庙

塔亭娘奶庙，原名顺懿元君庙。据《福建通志"、《晋安逸志Ⅺ记载，它位于“雁峰之巅”(即今塔亭地

方)，始建于宋兴宗景福年间(公元1031年)。原为福州孝女为父母延寿，筹资建一座延寿塔，后又于塔旁建

亭，供远行者休憩之用(塔亭地名因此而来)。人们为纪念砾靖姑，在此建庙，建筑面积广达1000多’F方米，

是福州最早也是最大的陈靖姑祖庙。当时拥有大殿、后殿、偏殿、戏台、花园等，规模恢宏壮丽。每年农历正

月十五，到庙行香、请花的信众，如水似潮，盛况空前，热闹非凡。只可惜，1961年被消防系统(化工厂)占

用，因火灾付诸一炬。自此而后，每况愈下，幸得热心人士林振玉、张守钦、庄依霖、林述妙、刘发基等人勉

力撑持，才保存有缩影后的正殿、偏殿、天井等建筑，以及“保我子孙”石碑、“育麟诞凤”匾额等古迹。正

殿供奉陈靖姑、林九

娘、李三娘、丹霞大

圣、三世予、金舍

人、王、杨两太保；

偏殿左供三十六婆

官、陈昌夫妇、仁甍皇

宫同师陈守元、白花

桥守将高元帅；右供

慈航道人一南海观世

音菩萨。

陈靖姑，于唐哀

帝李机灭枯元年

(904)正月f五出生

于仓山下渡(另一说

生于唐大历二年(767

年)，又一说为五代

闽王时期人)。父陈

吕为人厚道，兄陈守

元为福州著名道士，

金墟不断千年火玉姆畏蹄蓠毒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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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闽千拜为灭师(国师)。据传，靖姑十二三岁前往间山大法院，被许真君收录门下为徒，三年后尽得闾山正法；

后}i；嫁占田刘杞莲为妻。后唐天成二年(927)，福州大早，为解民悬，靖姑不顾有孕在身，毅然脱胎前往龙潭

颦祈雨，丹诚感天动地，大雨滂沱。然而，大雨中珠胎因遭长坑鬼吞噬而舟覆身亡，年仅24岁。南宋淳祜年|11】

(1241—1252)，朝廷加封衬靖姑为“昭惠崇福临水夫人”，赐额“顺懿”；清道光皂后难产，得临水夫人帮

助而顺产，致使道光帝连呼“真乃朕之前生父母”，陈靖姑因此被称为“太后”；清咸丰年间，又加封其为“顺

天圣母”，封垮几近妈祖；民众则尊称陈靖姑为临水陈太后。从此尔后，不论是驱疫、除妖、求子、护婴、祈

雨，民众都纷纷到塔亭娘奶庙祈求临水夫人，这种信仰随后流传到台湾、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陈靖姑成为与

莆田妈祖齐名的福建女神。值得一提的是：福州自唐朝建中三年(782)六月直至民国五年(1916)秋天，

1100余年M，遭到干旱灾荒多达四十余次，而每次举行祈雨恬动，临水陈太后的神像都是从塔亭娘奶庙出发的。

塔亭娘奶庙，历经柬、无、明、清、民国，迄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据老前辈追述，民国十年(1921)，洪

锡九、陈长寿等人蛆织成立“冯泛高”救火会，占用顺懿庙前殿作办公场所；民国十四年(1925)，因修筑马

路第一殿被折除，塔与亭也被移至对面(原塔亭医院)路旁；不久，中殿梭仓泛救火会龙泵浦占用；解放后，

停放消防车，后殿改为化工厂，直至被火焚毁。一座具有千年悠久历史的娘奶祖庙，遭此厄运，仓山民众伤心，

海外侨胞牵情，当地民众及台、港侨胞迫切希望重建。然而囿干场地的限制，未能如愿。如今，随着福州旧城

改造工作的发展，这座闻名遇迩的娘奶庙，儿怕要在塔亭处消失，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啊!爱固尊教的林

振玉、张守钦等人，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但仍赤诚如火，不分昼夜，一直孜孜不倦地为能恢复“塔亭娘奶庙”

昔日风貌作着不懈的努力。但愿他们的努力，能够引起市宗教部门以及有关领导的重视，为保护历史古迹，为

弘扬中华民族道教文化、陈靖姑1F物质文化遗产给予大力点助!

过去塔亭娘奶庙内以及民间所举行的民俗活动，大致由行香、请花、过荚、请鞋、迎神等为主要内容。为

保存历史旧貌，特将活动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行香为了迎神析l时，驱魔镇鬼，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后，福州各地都要举办祭典盛会，俗谓“行香”c

成千上万的民众来到塔亭娘奶庙，在临水陈太后神位前奉E供品祭物，点香呜炮，祈求新年平安，如意发财c

活动一般从f四日便开始，因为陈_太后出生于这天的子时(23-l点)之问，过一刻钟便是元宵节(正月卜五)，

所以陈靖姑卫叫脒f‘四蛛。到了f五这一天的凌晨，人们先在香案前的大香炉咀燃起熊熊炭火，然后人们纷纷

从香炉里挟·块火炭，回家重新生起一炉火，借以祈求全年红红火火，洪愿不退；到了十五晚上，人们敲锣打

鼓，兴高彩烈地抬着临水陈太后的神像绕境过街，以此驱逐境内妖魔鬼怪。街境农村多搭起高台，或演闽剧或

讲评话，内容有“陈靖姑辞师F山”、“臼花桥灭除妊坑鬼”等故事；小孩子用小竹竿插了一个柚子(福州话

叫‘抛’)，到庙里香炉巾取r许多香线，插满柚了，然后举着它参加迎灯活动n

请花山干陈太后是位注生女神(注生即于抟肩负生育重任)，所以栽种有红花臼花。桤分红自，分刖为女

婴、男婴。凡新婿或久婚不孕的妇女，都可到J占内在陈太后神像前敬香默祷，然后从案L的花瓶中按自已所需

(红花或自花)，选取一J{插到自L三的鬓发问，此即俗称的“请花”。日后不论生男生女，都得于正月十五进

行“谢花”(献r鲜花、纸质花或塑料花两枝，插到案上的花瓶中，捌时排l：各种供品，焚烧伍元宦，举行还

愿仪式。)

过戈 卟人从出生到平安、健康长大成人，按五行及时辰八字经专、Ik人士测算，便知晓他(她)的五行
缺陷以及会遇七多少和什么样的关卡。为人父母者，没有一个币为了女操心，于是，除r把孩子过继给陈太后

@



F契仔(谊儿)外，还得延请道L(3—5人)到家里举

i“过关禳灾”仪式(费时·天)。举行仪式时，以竹

F支架，用色纸作城门，道上头戴道冠，身穿法衣，口吹

E角，手摇铜铃，口念咒语，面临水奶驱邪保安符张贴屋

j，由法师带领孩子安然过关，使之平安成长，直至16

，(成丁)为止。

请鞋：祈盼多子多孙，儿孙满堂，此乃中华民族繁衍

；嗣的传统观念。为此，凡婚后多时未曾得有子女的妇

c，往往来塔亭娘奶庙，在临水奶神像前上香析拜后，选

Z一只绣花小鞋，藏在怀中带回家去，日后怀孕得子，同

#要到庙供上谢礼，并送上新绣的一双小鞋以还愿。

迎神：走在迎神队伍最前面的是高照、凉伞、执事

}，接着的是临水陈太后香幢以及千里眼、万里耳、四大将、六部将和三十六荽官等神明。陈靖姑神像坐在八

L抬大轿上，走乡穿街过境。迎神时间前后3—5天，队伍浩措荡荡，气氛既严肃而卫热闹非凡。

长期以来，福州女性因对娘奶怀有深厚而朴素的感情，代代相传有三件“忌事”：一、陈靖姑18岁出阁、

4岁为祈雨殉难，为此，女子凡18岁、94岁忌订婚或出嫁(阁)；二、析雨时，陈靖姑遭长坑鬼变成的鸡陷

}，幸得鸭子救助，所以，妇女分娩后忌鸭吃鸡；三、陈靖姑羽化成神后，蛇妖阴魂不散，哀求仙师让它宣新

￡活，陈靖姑发誓说。想要复活，除非铁轿开花，天地香炉灰满，为此，陈太后坐轿不点灯烛，庙中香炉灰天

t清除。

责任编辑：张芝玲

左起：庄依霖张守钦林振玉林述妙刘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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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林兆明(名誉总理) 自仁官(主任)黄解(嗣|量 福建福州王爷舍人庙管委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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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靖姑是福州历史名人，她

出生在下渡，学法于间山，除妖

降怪，卫囡济民，祈雨救灾，护

产保婴，功德无量。生伟大，死

为神，敕封顺懿崇德夫人、顺天

圣母、临水陈太后等。千百年

来，深受广大人民敬仰，誉为儿

童妇女保护神、、F安女神。

龙潭角为当年陈靖姑祈雨之

处，1996年由黄锦铨、陈桂森、

黄椿森、陈则盛等人发起，并由

黄锦铃献房建庙，后冈公路扩建

『f1『拆迁至此。为了弘扬陈靖姑祈

雨救灾舍已为民之伟大精神，为

了发展旅游事业，加强闽台两岸

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往福

州市和仓山区人民政府及宗教、

旅游、园林、城建等有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在龙潭山批地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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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于2001年lO月7日举行奠基典礼。承蒙闽、台、浙各界人

士大力捐助，重建工程进展顺利，2002年4月11日主体工程上搡大

占；2002年12月30口举行开光典礼。

为建好龙潭角陈靖姑祈雨处，由仓山园林局义务设计，精心施工，工程按官殿园林模式，高

标准、高质量、高品位建造，祈雨宝殿、临水慈善堂、龙珠亭等建筑面积已达1200多平方米。神

像由榕城雕塑名家塑造，画壁聘浙江画院国手彩绘，画栋雕操，金碧辉煌。前门用花岗石雕塑祈

雨法像，后山借岩壁营造龙潭胜景。重绿化，移植百年榕树，增植奇花异草。龙潭山明水秀，登

台遥望，榕城美景，尽收眼底，极日南天，心旷神怡。现已成为陈靖姑信仰朝拜圣地，福州旅游

观光景点。

重建龙潭角陈靖姑祈雨处，让千年古迹重光，诚乃当今盛世之盛举也，是以为志。



——福州琅岐天安禅寺巡礼
天安寺碑记周书荣撰

峻宇飞甍，敢侈开山增气概：丽灭绚日，还期观海壮襟怀。本应七人志存高远，壬申岁，
‘

钵开ljI，龙天拥护，建丛林，肃清规，领众修持。f一五年问，喜见天安禅寺新姿焕发，蔚为闽海

名蓝。徜徉其中，宅树琪花，赏心悦目。天王殿、大雄宅殿、西方三圣殿、大悲楼、法堂，巍峨

壮观，辅以内外山门、开山堂、宏德堂、香积厨、永怀亭、三观台、舍利塔，美轮美奂，媲美大

丛林。

佛教文化博大精深，上人矢志弘扬。藏经阁度藏《龙藏"、“大正藏*及众多大乘经典，供

众研习。七人翰墨缘深，各殿堂匾额楹联，多出海内名家之手，常令观赏者驻足流连。左海吟

侣，每携筇揽胜，赋诗赞叹。

天安禅寺一角

套，羹{《



永怀亭中的汉白玉舍利塔熠熠生辉

百城烟水，欣参大德；万里香花，喜结

胜因。上人足迹遍海内外，曾先后巡礼五

台、普陀、峨眉、九华四大菩萨道场。请贝

叶于滇池，迎玉佛于缅甸。南洋之星洲、马

来西亚、逞罗暨东瀛、南韩诸国，亦曾飞

锡。客岁，与省内外诸大丛林高僧应邀赴台

湾宝岛，参与供佛斋僧胜会，萃一堂龙象，

叙两岸法缘，洵闽台佛教交往之佳话也。

寺中玉佛迎请自缅甸十分庄严

国圈圜匿
困围困口
图圈圆图

上人精擅岐黄之术，经禅余暇，悬壶济 慈悲济世造福桑梓

世，遇贫苦患者，辄相赠以药。遵佛陀“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之教诲，赈灾救

厄，拔莆与乐，扶持希望上程，为学校赠书，诸多佛予本分事皆踊跃担当。上人今为福州市佛教

协会常务理事、马尾区政协委员，宝坊既辟，尤致力于培养后秀。余与上人相契，喜两度相属撰

文纪盛，踵事增华，有厚望焉。

天安寺碑铭文稷撰
康山襟海，瞻此宝坊，朱楹画栋，酋丽堂皇。花拈丈室，经唪禅房，潮音万里，明月一廊。

道心坚固，戒德冰霜，开山愿大，艰苫备尝。胼胝宁恤?四众赞襄，与时俱进，文化弘扬。宗传

曹洞，派衍寿昌，白云沧海，奕叶流芳。雍熙盛世，民乐小康，利生弘法，如意吉祥。

地址：福州琅岐金砂架台山天安寺电话：83603036 87309772手机：1 359943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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