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歹-14半岛民
妈祖信仰崇

妈祖信仰是中国南方沿海一带民

间最具有代表性的宗教信仰，信徒众

多，香火极旺。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

日，是传说中妈祖的诞生日。半岛各地

的民间都会举行传统的各具特色的上

香祈福祭拜仪式。许多村庄，还会在天

后庙前演戏酬神，远嫁他乡的妇女和

海上捕鱼的渔船亦会成群结队地赶回

家乡，参与庆祝中国沿海地区，以至世

界许多地方，拥有数亿信徒的。海上和

平女神。——妈祖的诞辰。

妈祖是中国的女神、东方文化的

海神，又称娘妈、天妃、天后。妈祖庙又

叫天后宫。史载：。天后姓林、福建蒲田

人，世居湄州，父愿，五代时为都巡

检。配王氏，生五子一女。宋太祖建隆

元年(公元960年)三月二十有三日诞

后，日九娘。弥月不闻啼声，故又名默

娘，八岁就外傅，解奥义，性好礼佛。十

三年，老道士元通至其家，日是儿具佛

性，应得正果。遂授以要典秘法。十六

观井得符，能布席海上济人。雍熙四年

(公元987年)九月升华⋯⋯自后常衣

朱衣，乘云气，遨游岛屿间，里人祀

之。。(《天妃显圣录》)沿海往来于波峰

浪谷的渔民相信她升天后常显灵于海

上。为迷航及遭遇强风浪者护航引航，

于是被奉为神明。。宣和壬寅(公元

1122年)，给事路公允迪载书使高丽，

中流震风，八舟沉溺，独公所乘，神降

于樯，遂获安济。明年奏于朝，(宋徽宗

赵佶)赐庙额日顺济。”(《艮山顺济圣

妃庙记》)湄洲一带渔人亦因受其恩惠

既多，对她愈加非常敬仰，传播开来，

四时香火不绝。妈祖神的影响越来越

大，越来越深，且越传越远。此后经宋、

元、明、清一千多年间，受历代朝廷的

敕封达32次之多。最终称号递升为

。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

生诚感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天后”。尤

其是清道光十九年朝廷特诰封天后为

天上圣母，而使她登上了至高无上的

顶峰，使林默娘从一个普通的渔家女

跃升为全国性的航海保护神，而传扬

世界，广受东方民间崇敬。

世上原本没有神，古人因需要却

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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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了神。lO世纪末叶，在佛教文化、

本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融汇之中，中

国民众造出了航海的保护神妈祖，一

方面，固然表达了当时的劳动人民美

好的愿望和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另一

方面，亦与当时的航海业的日益发展

以及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密切相

连。妈祖是中国民间的女神、航海者的

保护神，还是劳动妇女的保护神、幸福

神(所以中国妇女对妈祖的崇拜尤为

虔诚和善良)。从此，妈祖的神迹几乎

遍及大海的各处，她和水上交通安全

以及对外通商、国家外交也都系上了

一种颇为特殊的关系。福建湄州岛的

妈祖庙，早已成为信徒仰慕的圣地。从

那里历代分出的庙宇，已遍布中国东

部和南部沿海的内陆、河道沿岸、岛

屿，以至东南亚、日本等地。 衍化出

许多动人的故事。传说一：明永乐五年

(公元1407年)，郑和首次。下西洋”凯

旋归来，向朝廷禀奏称首次远航成功

是妈祖神助的结果。此后，这位伟大的

航海家每次出洋都要亲祭妈祖，然后

   



扬帆起锚。传说二：公元1661年，郑成

功自金门料罗湾率战船赴台，至澎湖，

登岛拜妈祖，然后径直驶向鹿耳港。该

港泥沙淤塞，水位低，荷兰侵略者为了

阻挡郑成功战船入港，已沉下许多废

船，阻塞航道。但郑船将妈祖像迎至船

首，焚香祷告。天助郑威，当天海潮猛

涨，史书载。加涨丈余”，郑军顺利进港

登陆，开创了清朝收复台湾的伟业。

⋯⋯当今，海内外信奉妈祖的人口空

前之多，已达数亿之众。妈祖文化无疑

已成为一份传承中华古老文明和爱国

传统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深

远的历史影响和巨大地促进民族凝聚

力的作用不容忽视，值得认真研究。

雷州半岛自汉代以来，就有海上

丝绸之路起点“始发港”之称，分布于

半岛各处的天后宫数十座，至于半岛

首座天后宫创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可

以肯定的是，半岛的妈祖情愫是随着

宋代闽人第二次南迁之时带来的，随

着当时福建人的崇拜而流布于此。在

分布于半岛众多的妈祖庙宇中，多数

是单独设立的，也有的与诸神共处一

殿，共享众生崇拜。霞山某村的天后宫

甚至与。文武帝”庙和“聚义堂”庙并建

一排，给人一种中国古代“国粹”教育

基地之感。半岛闻名遐迩的雷城天后

宫，是吸引四方游客和络绎不绝的朝

拜者的胜地之一，该庙门楹联刻着：

“闽海恩波流粤土，雷阳德泽接莆田。

等语，向人昭示，此庙创建的历史久

远。其庙内建筑亦颇具特色，极讲排场

铺设，柱拱和龛屏雕刻极为精致，花草

人物栩栩如生。庙藏明清各式碑刻很

多，有些可作研究宋代、明代闽人南迁

的史料，具有较高的史学和文物价

值。半岛还有一天后庙，以其奇异的祭

典和古老独特的遗俗引人瞩目。这就

是硇洲岛的津前天后庙。庙中天后坐

轿，刻着楹联“像是莆田尼山吴祖，庙

居津前正德元年”，向今人明示，天后

信仰是由硇洲吴姓的先祖从福建莆田

带入的，并且风俗独树一帜，每年的农

历三月二十日，硇洲岛上的渔民们会

进行斋戒，执庙内仪仗轿抬天后坐像

及簇拥着轮流在十二个坐主家中供奉

的行像神游。上坡”，回上街尼婆亭山

墩前的天后宫“娘家～朝堂”，供斋上

香祭拜，并请戏班演戏酬神，热闹非

凡。至二十三天后神诞日下午，在举行

一系列朝拜仪式之后，再将天后坐像

抬“下坡”送回津前天后宫内。开斋”，

并继续在庙前演戏酬神。岛上投缘的

青年男女亦纷纷趁此良辰吉日，结拜

成。十兄弟”或“十姐妹”，请妈祖神为

其作证，大家祭拜许愿，祈求人生事业

爱情吉祥美满平安如意。

硇洲津前天后庙，还以文物众多

而闻名粤西。明朝万历三年，雷州推官

顾以锡为报天后显灵庇佑他在硇洲海

面战胜海盗之恩，在津前天后庙前建

石碑坊一座，上面书刻“海不扬波”四

字，留下了一段美好的佳话。清朝道光

年间，硇洲振威将军时任福建水师提

督窦振彪，也专程献上产自福建的石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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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狮子，座于庙前以酬谢天后庇护神

恩。同治年间，半岛吴川状元林召棠亦

专门亲临硇洲，书题天后庙庙额真诚

献上⋯⋯遥想当年，每逢初一、十五之

晨，清廷的官员就会鸣锣开道，结队前

往天后庙朝拜祀福，真够气势!数百年

间，每当渔民或商人扬帆出海，皆先祀

天后庇佑顺风安全，并在船头供上天

后神位，古风沿袭迄今。而每每。纤云

召阴，劲风起恶，洪涛腾沓，快风摧撞4

之际，庙祝会连撞大钟不止，瞬之间钟

声长鸣传之久远，庙前旗杆顶端会火

星飞升。于是，位于茫茫大海之上，束

手无措、命系倾覆之舟之人，犹如遇见

救星降临，呼天妃应答如响，望火星而

速速航归，海上之人内心深处均会产

生出一种安全之感。天妃之神，已成为

航海之^呼唤内m洱飧坚强的精神支柱。
如今雷州半岛上的妈祖庙，常常

会被人们定期修葺一新。有的甚至建

得金碧辉煌，引入无限遐想。长夏无

冬，四季如春的雷州半岛，人们沐浴着

阵阵海风，每遇民间重大节日和喜庆

之事均会扶老携幼来妈祖神像前上香

参拜，妈祖庙无疑仍是沿海民间百姓

的精神寄托，并通过妈祖信仰传承着

中华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妈祖、天后

永远美丽和善良的仪态，令众多生生

不息的善男信女们会不断地产生许多

新的揣想、新的期盼、新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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