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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都與人親善地往來，呈現出一派和平友好的氣

氛。正如宋人吳自牧在《夢粱集》中所寫的：“其

妃之靈著，多於海洋中，保護船舶，其功甚大。”(6)

到了元代，雖然元朝統治者源於遊牧民族，但是由

於他們看到媽祖保護海商對國家貢獻甚大，因而對

媽祖信仰十分重視，就大力褒封媽姐，把她晉封為

天妃。“由是海邦之人，莫不知尊天妃，而天妃之

神在百神之上。”(7)明清時代，封建統治者都不注重

航海貿易，甚至封關禁海。明朝封建統治者嚴令

“片板不得下海”。清代封建統治者更將航海貿易

於海外而“甘心長往之輩”視為“在天朝本應正

法”(8) 的化外之民。儘管如此，民間的經濟往來互補

互利仍然絡繹不絕，相逢於道。隨着鄭和七下西洋及

後來中國人不斷向海外播遷，華人在海外便愈聚愈

多，媽祖廟在東南亞越建越多，媽祖信仰的影響越

來越大，正如新加坡〈天福宮宗祀碑〉寫道“航海

而來，經商茲土，惟賴聖母慈航。”誠敬之心，溢

於言表，對媽祖信仰更加虔誠。可見，文化是沒有國

界的，封建統治者是不可能用行政命令禁止得了的。

尤其是海洋文化，祇要有海水的地方，文化就可以流

播到那裡。

從泉州港看，媽祖信仰與海洋文化的密切關係

就可以看得更加明顯。可是，近年來的媽祖研究，

似乎有所忽視這個歷史事實。宋代，泉州已經同三

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有經濟文化的往來，到了元代，

發展到近百個國家和地區，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

要發祥地。時人描述泉州，或謂其“田賦登足，舶貨

充羨，稱為富州”(9)，或謂其“水陸據八閩之會，梯

航通九譯之重”(10)， 或謂其“今閩粵莫盛泉山”(11)，

及至“蒼官影裡三州路，漲海聲中萬國商”(12)。元代

則更為興盛，馬可．波羅稱元初之泉州為“世界最

大的良港之一，商人商貨聚積之多，幾難信有其

事”。伊本．白圖泰稱元末之泉州“是世界大港之

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泉州的海洋文化積澱越

來越豐厚，向外的輻射功能也很大。很難想象，一

個身處偏僻海隅未曾婚嫁的女子，當時又沒有什麼

傳播條件，如果不是借着泉州的人文優勢、世界大港

的優越地位、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頻繁、海商實力的

雄厚，媽祖信仰能夠傳播得那麼廣，那麼遠嗎？事

實證明：海商在他們經商的地區，依照泉郡天后宮的

規制，在世界各地建造媽祖宮廟，每座廟內設有戲

臺，每年媽祖春秋二祭之際，大擺宴席，演戲酬神，

熱鬧非凡，影響極大，起了很大的傳播作用。由於泉

州在國內佔有重要的地位，歷代的封建統治者不能不

重視這個地方，由於媽祖在社會上的重大影響，也不

得不承認媽祖的功德，因此不斷地進行褒封。經過內

外頌揚，相互激勵，所以才有可能把一個一般的漁

村姑娘奉為神祇，從地方神祇晉封為天妃，直至晉

封為天后，達到了至高無上無以復加的境界。從媽祖

的信仰與泉州港的關係來看，從媽祖信仰與海洋文化

的關係來看，可以說明：“媽祖的誕生地並非就是必

然的媽祖信仰的主要傳播地”(13)，泉州文化和泉州天

后宮對媽祖信仰的傳播，其功是不可沒的。

媽祖信仰，現在已經昇華為一種精神，在人的

心理、思想、感情、觀念、行為和生活實踐都起妷

一種積極的淨化心靈的作用，使人臨危不懼，處險

不驚，開拓進取，勇往直前。同時，媽祖信仰也產

生一股強大的凝聚力，形成一個強大的群體，對於

社會的穩定，和平的發展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新

世紀和平發展的時代，雖然科學發展日新月異，但

是，勇於開拓的精神，堅定必勝的信心，堅韌不拔

的毅力，頑強拚搏的鬥志，濟困扶危的美德，棄惡

揚善的愛憎，助人為樂的愛心等等，仍然是我們今天

應該提倡的。所以，媽祖的精神，在新世紀新時代仍

然有其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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