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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來華西人對媽祖信仰的認知與形象構建

張立朋 *

* 張立朋，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晚

清政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

摘   要 大航海時代以降，西方的商人、旅行家與傳教士等人抱持各自的理想與
目的走向世界各地。明末清初的來華西人是最早對中國沿海地區的媽祖
信仰有所認知與描述的群體，他們還把有關媽祖的知識帶回歐洲。近代
伊始，來華西人對媽祖信仰與媽祖文化的認識有了全面的提升，他們揭
示了媽祖信仰的多重職能，進一步豐富了西人視野中的媽祖形象。然而，
受時代局限，來華西人建構的媽祖形象仍有明顯的偏差和局限。

關鍵詞 明清時期；來華西人；形象構建；媽祖信仰

隨 着 十 六、 十 七 世 紀 葡 萄 牙、 荷 蘭 等 國 東
進， 西 方 的 旅 行 家、 商 人 和 傳 教 士 等 人 士 大 量
湧 向 東 方， 中 國 的 文 化、 歷 史、 宗 教、 地 理、
習俗也陸續進入西方的視野。 1 在他們的傳世文
獻 中， 有 大 量 對 中 國 文 化 現 象 的 記 載，“ 他 們
把 西 方 的 宗 教 科 學 傳 授 給 中 國 人， 同 時 寫 回 歐
洲 大 量 有 關 中 國 的 報 導， 使 西 方 有 更 多 的 機 會
了解中國的科學與文明”。 2

在 新 的 文 化 交 匯 空 間 中， 中 國 豐 富 多 彩 的
文 化 現 象 多 以 圖 文 的 形 式， 被 記 錄 在 西 方 旅 行
者 的 遊 記 及 民 族 誌 中， 廣 泛 的 民 間 信 仰 是 其 中
最有代表性的內容之一。 3 明清時期是中國民間
信 仰 的 興 盛 期， 中 國 東 南 地 區 又 是 當 時 民 間 信
仰 最 發 達 的 區 域， 行 至 廣 東 和 福 建 的 西 方 商 人
與 傳 教 士 對 當 地 的 民 間 信 仰 都 有 述 及。 意 大 利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利 瑪 竇（Matteo Ricci） 就 曾 對
中國繁盛的民間信仰有深刻的印象：

全中國各地的偶像數目赫然之多簡直
無法置信。這種偶像不僅在廟裡供奉，一
座廟裡可能就有幾千尊偶像，而且幾乎家
家戶戶都有。在私人家裡，按照當地的習
慣，偶像被放置在一定的地方。在公共廣
場上、在鄉村、在船上以及公共建築的各

個角落，這種到處都有的可厭惡的形象是
第一件引人矚目的東西。4

不 論 利 瑪 竇 對 此 持 何 種 態 度， 毋 庸 置 疑 的 是，
這 種 繁 盛 的 民 間 信 仰 真 實 存 在 於 當 時 的 中 國 社
會。媽祖作為福建地區影響力最大的民間信仰，
在 中 國 東 南 沿 海 地 區 有 眾 多 信 奉 者， 且 在 明 清
時 期 逐 漸 進 入 國 家 祀 典 行 列， 自 然 會 出 現 在 來
華西人的民族誌記錄中。 5

時 至 近 代， 大 批 新 教 傳 教 士 進 入 中 國， 他
們 在 前 人 的 基 礎 上 對 中 華 文 化 有 了 更 深 入 的 研
究。 這 一 時 期， 媽 祖 的 其 他 形 象 與 神 靈 職 能 時
常 出 現 在 他 們 的 研 究 論 述 中， 對 於 豐 富 媽 祖 形
象 在 海 外 的 傳 播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明 末 清 初 與 近
代 的 來 華 西 人， 除 了 主 要 群 體 有 所 不 同， 他 們
的 文 化 背 景 與 文 化 心 態 也 因 應 時 空 的 推 進 而 有
所 轉 變。 十 九 世 紀 的 產 業 革 命 使 得 歐 美 國 家 在
世 界 上 處 於 領 先 地 位， 這 種 深 刻 的 變 化 在 歐 洲
社 會 思 想 領 域 表 現 為 一 種“ 歐 洲 中 心 主 義 ” 的
認知模式。 6 此時的西人就在這種社會氛圍和文
化 背 景 下 進 入 中 國， 並 在 它 的 影 響 下 構 建 對 媽
祖信仰的認知。

目 前 學 界 有 關 來 華 西 人 筆 下 的 媽 祖 的 專
題 研 究 較 少， 僅 金 國 平 和 孔 陳 焱 對 此 有 初 步 論
述， 7 但 主 要 是 介 紹 性 梳 理， 並 未 深 入 分 析 西
方 視 野 中 的 媽 祖 形 象 的 內 在 邏 輯， 也 未 涉 及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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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 祖 信 仰 的 多 樣 性； 其 他 相 關 文 章 則 大 多 是 把
媽 祖 信 仰 整 合 於 中 國 宗 教 和 民 間 信 俗 的 框 架 中
進 行 研 究。 本 文 擬 從 明 代 以 降 來 華 西 人 的 文 獻
記 載 中， 梳 理 有 關 媽 祖 信 仰 的 描 述， 對 當 中 的
媽 祖 信 仰 的 多 重 形 象 進 行 復 原， 並 在 文 化 相 遇
的 背 景 下 闡 釋 這 種 知 識 構 建 的 內 在 邏 輯， 最 後
嘗 試 從 文 化 傳 播 的 角 度 分 析 所 涉 及 到 的 相 關 內
容。

一、明季清初來華西人對媽祖信仰的記述

1500 至 1800 年間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方
的 偉 大 相 遇 ”， 雙 方 都 對 彼 此 產 生 了 巨 大 的 影
響。 8 此時的文化交流，不僅是“西學東漸”的
過 程， 在 反 方 向 上 也 是 一 個“ 東 學 西 漸 ” 的 過
程。 9

明 清 之 際 是 中 國 民 間 信 仰 發 展 的 重 要 時
期。 一 方 面， 由 於 佛、 道 等 正 統 宗 教 日 益 民 間
化， 使 傳 統 社 會 禮 俗 中 的 宗 教 信 仰 色 彩 亦 隨 之
變 得 濃 厚， 成 為 眾 多 神 靈 偶 像 形 成 的 催 化 劑；
另一方面，明末清初南方漢人宗族文化的構建，
也 十 分 有 助 於 各 類 家 族 神 祇 的 誕 生 與 衍 化。 10

中 國 古 代 傳 統 的 民 間 信 仰 大 多 都 是 起 源 於 自 然
與 祖 先 的 原 始 宗 教， 是 民 眾 對 自 然、 祖 先 和 巫
覡 由 恐 懼、 崇 拜， 逐 漸 轉 向 天 命 與 天 道 式 的 理
解。 11 在 利 瑪 竇 等 耶 穌 會 士 來 華 之 前， 以 西 班
牙、葡萄牙商人為代表的西人就已經進入過閩、
粵 等 地， 在 他 們 的 著 作 裡 可 以 發 現 對 媽 祖 信 仰
的 零 星 記 載。 部 分 記 述 在 金 國 平 和 孔 陳 焱 的 文
章 中 已 有 詳 細 的 梳 理， 本 節 只 選 取 幾 處 有 代 表
性和以往未提及之例。

1549 年，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在 馬 六 甲 乘 中 國 商 船 前 往 日 本（ 途 中 經 過 閩 粵
海域），他對船上供奉的媽祖像有仔細的觀察：

在船艙的左側……這是上座……神龕
裡供奉着一個媽祖婆的像，因為他是水手
及海賊的保護者。在她的兩旁，一邊有一
個侍衛，全都給她跪着：一個叫千里眼，
一個叫順風耳。

第一個侍衛是一副靛藍色的面孔，
兩個眼睛都閃閃有光，有一個很寬大的
嘴，從裡面長出一些很長的牙來，他的
身量又非常的高大；第二個侍衛有一副
冬瓜似的面目，長得一個通紅的血盆嘴，
從裡面探出一條條如同寶劍一樣的長牙，
他的頭髮是紅色的，在頭頂上還生了兩
個觸角。

媽祖婆也叫天妃，船上的人對她的
敬禮很勤，每天一早一晚的總要高香長
燭地在她的像前燃着。遇着非常的事故
還 要 用 一 種 占 卜 的 方 法， 請 求 她 的 指
示。12

由 此 可 見， 方 濟 各・沙 勿 略 對 媽 祖 祭 祀 儀 式 和
千里眼、順風耳的描述非常細緻。

1575 年，西班牙為了像葡萄牙那樣，獲得
在中國的傳教和貿易據點，遂派出拉達（Martin 
de Rada）修士出使福建。拉達記載：

航 海 家 偏 愛 的 一 個 女 人 叫 娘 媽
（Nemoa），生於福建省興化附近叫莆
田（Puhuy）的村莊。他們說她在無人
居住的湄洲（Vichin）島（他們說那裡
有馬）上過着獨身生活，島距海岸有三里
格 13。

三幅大娘媽像放在一起，還有一個格
欄在祭壇前，就在一旁是一個紅人的像，
另一旁是黑人的，在接受祭品。他們常在
禮拜後獻祭的是香和香味，及大量的紙
錢，然後在鈴聲中把紙錢燒掉……他們也
用整牛、豬、鴨、魚和果品向偶像獻祭，
那些都是生的放在祭壇上。在進行了許
多儀式和祈禱後，他們極恭順地取來三小
杯酒，為他們的神（祂是天）獻酒一杯，
再喝掉餘下的，並把食物分掉，當作聖物
去吃……他們說必須舉行歡送娘媽的儀
式，她把我們護送到此以保佑我們一路順
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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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達 首 先 簡 單 指 出 媽 祖 的 出 身 和 居 住 環 境， 繼
而 詳 細 描 述 了 媽 祖 祭 祀 的 場 景 和 過 程； 此 外，
又 提 及 兩 側 的 千 里 眼 和 順 風 耳， 並 解 釋 了 當 地
人祭祀媽祖的原因。

1583 年 5 月， 一 艘 載 有 西 班 牙 天 主 教 方
濟 各 會 傳 教 團 的 船 隻 因 海 難 而 漂 流 到 海 南 島。
他 們 在 此 次 事 件 的 記 載 中， 就 提 到 了 海 南 島 的
媽祖崇拜現象：

……他們在宮廟裡舉行了一次秩序井
然的遊行，方式如下：執事們鼓樂先行，
接着，其中一個祭司出場，他唱着，並
依次向主要的偶像以及其他次要的偶像
多次鞠躬。這些偶像中有兩位確實是兇猛
的魔鬼（因為在我看來，他們敬拜魔鬼，
是擔心它會傷害他們），當他完成後，他
跟隨在執事們後面。這時，第二位祭司上
前作同樣的事，接着是第三位。他們都以
這種方式在宮廟裡繞行，吟唱着，其他在
場的人則亦步亦趨。他們用了整個白天和
夜晚，舉行如此多的儀式，以致我被震驚
了。最後，在凌晨四點時，儀式結束了，
人們燃燒了大量的紙片，他們通過這樣推
斷他們的事業是否會變得吉利。他們也擲
卦占卜。當祭祀結束後，他們舉行了一次
盛大的聚餐，分享了肉和所有其他供奉的
食物。15

此 處 記 錄 了 祭 祀 媽 祖 的 完 整 過 程，“ 兩 位 兇 猛
的 魔 鬼 ” 應 為 媽 祖 兩 側 的 千 里 眼 和 順 風 耳。 文
中 還 提 到 繁 瑣、 複 雜 的 祭 祀 儀 式 讓 其 感 到“ 震
驚 ”。 考 慮 到 他 們 是 基 督 教 文 明 背 景 下 的 西 方
人，對此感到震驚也確在情理之中。

由 上 述 可 知， 此 時 主 要 是 西、 葡、 意 三 國
人 士 把 媽 祖 文 化 記 錄 並 傳 播 至 西 方。 他 們 大 多
在 中 國 東 南 沿 海 地 區 逡 巡， 很 少 能 夠 進 入 中 國
內 地 長 時 間 停 留， 感 受 中 國 文 化。 因 此， 在 這
一 階 段 的 文 化 交 流 過 程 中， 他 們 對 中 國 的 民 間
信 仰（ 包 括 媽 祖 信 仰 ） 還 停 留 在 表 面 的 認 知 狀
態。如金國平所言：

從史料中頻頻使用的天妃俗名（即娘
媽）可以看出，初期的葡語記載可能來源
於為葡人充當水手、導航和翻譯的閩南
人。稍後葡、西、意文獻的描述則得自個
人在閩粵和澳門的直接觀察。16

耶 穌 會 士 的“ 上 層 傳 教 路 線 ” 使 其 把 大
部 分 精 力 專 注 於 天 主 教 的 傳 佈 與 施 教， 雖 然 他
們 和 下 層 百 姓 也 有 密 切 接 觸， 但 對 民 間 信 仰 的
關 注 和 研 究 較 少， 這 一 方 面 從 利 瑪 竇 在 華 的 交
遊 情 況 就 可 見 一 斑； 17 此 外， 艾 儒 略（Giulio 
Aleni）在福建地區的交遊對象也主要集中在中
上層的文人士大夫，18 雖說艾儒略也認識到福建
地 區 多 神 信 仰 的 現 狀， 但 他 只 有 少 數 記 述， 且
內容也相對有限。19 此時西人對中國民間信仰的
淺 層 認 知， 也 對 耶 穌 會 士 制 定 在 華 傳 教 策 略 產
生了消極的影響。謝和耐（Jacques Gernet）
就 指 出， 羅 明 堅（Michael Ruggieri） 和 利 瑪
竇 把 中 國 人 的 某 些 禮 儀 視 為 對 神 採 取 鄙 夷 態 度
的觀點及推論過分草率了。 20

二、晚清時期來華西人筆下的媽祖形象

鴉 片 戰 爭 前 後， 大 批 西 方 人 入 華， 他 們 藉
此 對 中 國 文 化 展 開 新 一 波 的 認 識 與 研 究。 與 明
末 清 初 所 異 之 處 在 於， 此 次 入 華 的 主 體 由 耶 穌
會 士 變 成 了 以 英、 美 為 主 的 新 教 傳 教 士， 且 對
中 國 文 化 的 研 究 方 向 也 發 生 了 群 體 轉 向。 吳 義
雄指出：

研讀這些在華西人的作品，可以清晰
地看到，它們共同鼓勵或推動了西方中國
研究的轉向，即從十七至十八世紀以耶穌
會士為主體的中國敘事，轉向以英美商人
及新教傳教士為主體的中國敘事。21

有 關 媽 祖 信 仰 的 記 述 與 研 究 也 不 例 外， 它 們 大
多 載 於 新 教 傳 教 士 所 辦 的 報 刊， 以 及 他 們 的 日
記、著作中。

1826 年，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在《 特 選 撮 要 每 月 紀 傳 》 上 發 表 了〈 媽 祖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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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論 〉， 主 要 討 論 了 媽 祖 的 起 源 和 歷 史， 尤
其 探 討 了 3 月 23 日 作 為 媽 祖 生 日 的 這 一 問
題； 至 1828 年 和 1833 年， 此 文 又 重 印 刊
行。22 1855 年，美部會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 用福州平話修訂此文， 他用方言的
形式，藉着論述媽祖來傳播基督教信仰。 23

1834 年， 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在《 中國叢報 》（Chinese 
Repository ） 上 發 表 了〈 湄 洲 的 天 后 廟 〉
（“Temple of Teen How at Meichow”），
首 先 介 紹 了 湄 洲 島 在 福 建 的 具 體 位 置 和 廟 宇 周
圍 的 環 境， 並 感 歎 類 似 的 廟 宇 遍 佈 整 個 中 國 的
海 岸 線， 然 後 對 湄 洲 島 的 天 后 廟 及 信 徒 的 崇 拜
祭祀儀式進行了詳細的介紹：

湄洲島的廟宇由許多建築物組成，這
些建築物一個接一個地逐漸升高，直到它
們延伸到山頂的懸崖邊上。它以其巨大的
鍍金圖案而著稱。在一幢較低的建築物
裡，有一匹高高躍起的大馬，它的做工顯
示出相當的技巧……天后的功德每天都
在他們的晚禱中被重複唸及，雖然她並非
源於佛教，但他們用“巴利語”歌頌她。
許多信徒聚集在這座寺廟進行禮拜。來自
福建各個地區的朝聖者，致力於贏得她的
好感。任何重要的船隻經過都要在此停留
片刻，以便船員向他們的保護女神致敬，
感謝她在危急時刻的幫助。24

郭 實 獵 認 為 當 地 人“ 被 騙 ” 了， 並 試 圖 告 訴 他
們誰才是“萬物的創造者和罪人的拯救者”。25

顯然，郭實獵把信仰媽祖當作迷信與愚昧之舉。
儘管如此，郭氏隨後分析道：

佛教思想對信徒沒有強力的說服力
［按：郭實獵在此把媽祖信仰和佛教聯繫
起來］，如果媽祖信徒的精神需求沒有得
到滿足，他們會很樂意採用基督教的信仰
體系……表面的順從對基督福音的發展
是有害的，除非《聖經》的力量能夠使他
們的內心更強大。26

可 以 看 出， 郭 氏 在 討 論 媽 祖 信 仰 的 同 時， 也
在 思 考 基 督 教 在 此 傳 播 的 可 行 性。1835 年 入
華 的 美 國 浸 禮 會 傳 教 士 叔 未 士（Jehu Lewis 
Shuck） 在 1841 年 的《 中 國 叢 報 》 上 發 表 了
一 篇 有 關 媽 祖 的 專 題 文 章， 他 在 文 中 對 媽 祖 信
仰 有 詳 細 的 描 述， 基 本 說 明 了 媽 祖 信 仰 的 歷 史
與 特 點。 與 郭 實 獵 不 同 的 是， 叔 氏 未 對 媽 祖 信
仰的性質有過多的評價。 27

1840 年， 一 位《 中 國 叢 報 》 的 通 訊 員 發
表 了 一 篇 文 章， 詳 細 描 述 了 他 對 澳 門 媽 祖 閣 的
觀察。文章開篇即言：

澳門附近最具標誌性的建築，就是面
向內港的、阿媽閣村裡的媽祖婆（Matsoo 
po）女神的廟宇。很難在其他地方看到
像媽祖閣那樣，以非常奇異的風格鋪就的
石板，它巧妙地集中呈現出一種獨特的藝
術審美。

寺廟位於陡峭的山坡上，有蜿蜒的小
路和台階可以讓你從容地登上山坡，路旁
有茂密、葉大的無花果樹。在夏天幾乎沒
有其他地方能比這裡更涼爽。28

顯 然， 作 者 曾 經 逗 留 和 觀 察 過 澳 門 的 媽 祖 閣，
又 把 當 地 的 氣 候 與 環 境 跟 中 國 的 其 他 地 方 進 行
對 比。 他 在 文 中 表 示， 很 難 找 到 中 國 人 建 廟 選
址 的 理 由， 因 為 他 們 有 自 己 的“ 風 水 ” 科 學，
根據一位前儒生的解釋，這叫做“神與人同”。
其 後， 作 者 又 介 紹 了 澳 門 媽 祖 閣 的 歷 史， 並 把
媽 祖 的 信 仰 及 神 話 傳 說， 與 佛 教、 道 教 的 神 仙
信仰聯繫起來，論述其信仰之間的異同。

傳 教 士 麥 高 溫（John Macgowan） 根 據
在 福 建 的 生 活 經 歷， 描 述 了 媽 祖 信 仰 在 福 建 的
傳 播 情 況， 並 着 重 描 述 了 媽 祖 作 為 航 海 保 護 神
的功能：

媽祖是航海女神，在廈門及周邊地區
是一種非常普遍的信仰崇拜。她最初生活
在福建省，被認為擁有神奇的力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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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幫助海民消除災難和不幸……航海者
堅決認為出海時必須要得到媽祖的保護，
如果沒有媽祖的庇佑，出海就無法獲得收
穫。29

1850 年， 美 國 人 盧 公 明 受 美 部 會 差 遣 來
到 福 州， 開 始 其 在 華 傳 教 生 涯。 盧 公 明 前 後 在
福 州 傳 教 長 達 二 十 年， 對 福 州 地 區 的 風 土 習 俗
和 社 會 生 活 具 有 深 入 的 認 識 和 獨 特 的 見 解， 其
著 作《 中 國 人 的 社 會 生 活： 一 個 美 國 傳 教 士 的
晚 清 福 州 見 聞 錄 》 也 被 認 為 是 在 描 述 中 國 社 會
生活方面較同類著作取材更為豐富的一本書。30

盧 公 明 在 其 著 作 中 有 多 處 描 寫 到 媽 祖 信 仰 的 相
關內容：

媽祖是和河流與海洋有關的航運女
神，擁有廣泛的信眾，祭祀她的廟宇很
多。

內河航行或出海的水手經常從香火旺
盛的媽祖廟取一撮香灰，裝入小紅布袋，
隨身攜帶或掛在船艙裡，或者放入船上供
奉的媽祖神像的座前香爐內。當在海上遇
到風暴，眼看生還無望時，所有人都拈香
跪在神像前苦苦地呼叫媽祖救命。如果最
後能夠安全到達港口，他們上岸一定會特
別隆重地祭媽祖謝恩……31

此 外， 盧 公 明 還 在 著 作 中 講 述 了 媽 祖 成 為 女 神
的傳說故事。

綜 上 所 述， 晚 清 西 方 傳 教 士 繼 承 了 明 清 之
際 傳 教 士 學 者 的 傳 統， 在 更 廣 泛 的 層 面 上 探 討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與 社 會 問 題。 然 而， 有 別 於 利 瑪
竇 等 人 主 張 的“ 上 層 路 線 ”， 近 代 基 督 教 傳 教
士 散 落 在 中 國 社 會 的 各 個 角 落， 有 機 會 接 觸 各
色 人 等， 直 接 觀 察 中 國 社 會。 32 為 了 使 西 方 更
了 解 中 國 及 擴 大 傳 教 基 礎， 來 華 傳 教 士 進 一 步
深 入 社 會 底 層， 撰 寫 了 很 多 關 於 中 國 社 會 的 宏
觀 印 象 的 著 作。 於 是， 作 為 中 國 東 南 沿 海 代 表
的“ 媽 祖 信 仰 ” 就 廣 泛 散 見 於 這 些 文 本 之 中，
通 過 上 述 的 例 子， 我 們 也 可 以 看 出 他 們 對 媽 祖

信仰的認識比他們的“前輩們”更深刻。

三、西人筆下媽祖信仰的多樣性

媽 祖 信 仰 經 過 元 明 清 三 代 的 發 展 與 官 方 冊
封， 逐 漸 從 莆 仙 地 區 擴 展 到 福 建 全 省， 繼 而 又
從 福 建 推 向 整 個 中 國 沿 海 地 區。 33 康 熙 二 十 三
年（1684 年），清廷賜封媽祖為“天后”，並
把天后祭祀列入國家祭祀大典。

在民眾的一般認識中，媽祖是海洋保護神，
也 是 和 航 運 有 關 的 行 業 保 護 神； 事 實 上， 媽 祖
信 仰 從 其 發 源 地 莆 仙 地 區 開 始， 就 不 僅 僅 是 海
神。首先，媽祖一直是莆仙地區人民的保護神，
百 姓 不 管 遇 到 甚 麼 問 題， 都 會 向 其 祈 求， 並 十
分 親 切 地 把 媽 祖 當 作 自 己 家 中 的 長 輩。 例 如，
湄 洲 島 的 林 氏 家 族 在 赴 島 耕 作 期 間， 常 將 兒 女
寄 於 天 妃 廟 中， 並 交 代 姑 祖 母 照 看 小 孩。 34 此
後， 媽 祖 信 仰 傳 入 相 對 內 陸 的 地 區， 其 傳 嗣 送
子 的 功 能 也 逐 漸 增 加。 35 其 次， 媽 祖 信 仰 的 多
重 功 能 在 各 地 的 福 建 人 聚 居 處 或 外 地 人 在 福 建
的 聚 集 地 都 有 一 定 的 體 現。 最 後， 媽 祖 信 仰 體
系 本 身 也 隨 着 時 間 的 推 移 和 不 同 地 區 民 眾 的 需
要 而 逐 漸 擴 展， 人 們 會 根 據 需 求 賦 予 其 更 多 的

“神力”與職能，媽祖逐漸成為“普遍神”與“全
能神”。

媽 祖 職 能 的 普 遍 性 在 來 華 西 人（ 尤 其 是
近 代 傳 教 士 ） 的 文 本 中 有 明 確 的 記 錄。 叔 未 士
不 但 說 明 媽 祖 是 民 族 保 護 神（ 莆 仙 地 區 ）， 還
記 載 了 無 兒 婦 女 祭 祀 媽 祖 後 順 利 產 下 兒 子 的 故
事：

整個城市都崇拜媽祖，其中有一位結
婚十年卻尚無兒子的婦女，她到各地去拜
神，但都沒有回應。後來她開始崇拜祀奉
天妃，最終生下了兒子。因此，那些無子
婦人都毫不猶豫地跟着信奉崇拜天妃，不
久她們的祈拜都有了回應。36

華 琛（James Watson） 在 對 香 港 地 區 的
媽 祖 信 仰 研 究 中 也 提 到， 媽 祖 會 被 部 分 民 眾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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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生 育 女 神， 陸 上 的 婦 女 會 向 其 請 教 婦 科 與 育
兒 方 面 的 問 題。 37 此 外， 華 琛 又 指 出 陸 上 居 民
與 水 上 居 民 對 媽 祖 的 看 法 有 較 大 的 差 別， 筆 者
認 為， 這 是 因 為 水 上 居 民 與 陸 上 居 民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日 常 獲 取 的 生 活 資 料 不 同， 故 其 所 需 有 相
應 的 特 點。 加 之， 他 們 有 各 自 的 道 德 及 社 會 體
系， 因 此 雖 然 他 們 都 視 媽 祖 為 保 護 神， 但 其 要
護佑的“對象”並不一致。 38

此 外， 媽 祖 作 為 商 業 神 和 會 館 神 在 西 人 的
記 錄 中 也 多 有 體 現。 衛 三 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曾提到寧波城的媽祖廟與會館：

裝修得最精美的建築是媽祖廟。在城
外東門和橋門之間，靠近江邊處，供奉
了被大眾所崇拜的女神……其牆體牢固，

裝飾華麗；每逢節日，眾人歡欣鼓舞無與
倫比。燈籠和卷軸高懸，上面有奇妙的圖
案、漂亮的字畫，色彩鮮明，令人注目。
原來空白的牆壁掛滿了許多圖畫。39

衛 三 畏 特 意 為 此 插 入 了 一 張 寧 波 媽 祖 廟 的 圖
片， 孔 陳 焱 認 為 這 幅 圖 在 1848 年 版 的《 中 國
總 論 》 中 並 未 出 現， 是 在 1883 年 的 修 訂 版 中
添 加 的。 40 由 此 可 見， 媽 祖 信 仰 給 衛 三 畏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此 外， 懷 禮（Isaac William 
Wiley）在遊歷福州城時，曾寫道：

這裡的寺廟看起來也很多，一些寺廟
的建築規模很大，有一個供奉海上女神媽
祖的寧波寺廟（Ningpo Temple）是這
裡規模最大、最有意思的寺廟。41

圖 1.　《 中 國 總 論 》 中 的 寧 波 媽 祖 廟 圖（ 圖 片 來 源：Public domain, via Wellcome Collection <wellcomecollection.org/works/
fugtwq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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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盧 公 明 曾 也 提 到 寧 波 商 人 在 福 州 南 台（ 今 倉
山）所建的最大、最豪華的媽祖廟會館。42 筆者
認 為， 兩 人 所 述 應 為 同 一 座 媽 祖 廟。 早 在 明 萬
曆 年 間， 福 建 人 在 江 蘇 吳 縣 就 建 有 供 奉 媽 祖 的
“ 福 建 會 館 ”； 到 了 清 末， 據 統 計， 天 后 宮 兼
會館共 291 座，分佈在 18 個省，其中以福建商
幫建立的最多。43 徐曉望也指出，福建的會館基
本 都 把 媽 祖 奉 為 保 護 神， 而 其 他 省 的 會 館 則 供
奉不同的神靈。至清康熙後，媽祖已經貴為“天
后 ”， 故 在 福 建 地 區 以 外 也 有 影 響 力； 而 福 建
人 共 同 祭 祀 媽 祖， 還 可 以 起 到 聯 絡 各 地 鄉 親 的
紐帶作用。44 因此，當時的西人在述及會館及其
所 供 奉 的 神 靈 時， 經 常 會 提 到 媽 祖 信 仰， 而 這
些建築的華美裝飾也經常使西人印象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媽祖信仰屬於儒、釋、
道 哪 一 教 的 系 統， 一 直 都 有 爭 論。 在 媽 祖 信 仰
的 發 展 中， 三 教 都 曾 與 其 產 生 過 關 聯。 麥 高 溫
就 認 為 媽 祖 是 道 教 神 祇 的 代 表， 還 將 其 與 玉 皇
大帝並舉：

玉皇大帝和媽祖，都屬於道教的曆法
系統。前者普遍地被中國人認為是最高的
統治者和至高神，其主要身份是統治天界
和各路神仙……45

美國傳教士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
同樣把媽祖置於道教神仙體系之中，他在《龍、
像 與 魔： 中 國 儒 釋 道 三 教 》 的〈 道 教 的 鬼 神 〉
一 章， 圖 文 並 茂 地 介 紹 了 道 教 的 諸 神 體 系， 順
序 如 下： 玉 皇 大 帝、 哼 哈 二 將、 三 十 六 天 神 天
將、 祖 師 菩 薩、 城 隍、 東 嶽、 天 后 娘 娘、 溫 天
君、 三 官、 三 茅、 五 聖， 等 等。46 雖 然 杜 步 西
選 介 的 標 準 並 不 嚴 謹， 但 媽 祖 在 此 神 仙 體 系 的
排 位 較 為 靠 前， 也 從 側 面 說 明 了 當 時 媽 祖 信 仰
的 覆 蓋 範 圍 與 影 響 力 大。 其 實， 媽 祖 信 仰 不 論
是 在 類 型 上， 還 是 在 信 仰 起 源 上， 似 乎 都 更 偏
向於道教，而且道教對媽祖信仰的滲透也最早，
所 以 有 部 分 西 人 傾 向 於 把 媽 祖 劃 入 道 教 神 仙 系
統。 實 際 上， 在 媽 祖 信 仰 逐 漸 壯 大 的 過 程 中，
三 教 都 曾 利 用 媽 祖 的 聲 勢 來 增 強 本 教 的 影 響
力。華琛曾提到：

天后作為一個救星和保護神的特點使
一些論者認為，她的主要基礎是佛教信
仰……其他論者同樣有理由認為，天后是
一個有意識創造出來的道教神明，目的在
於“抵消”大眾信仰的佛教神明觀音的影
響。47

在 三 教 對 媽 祖 的 爭 奪 中， 最 常 見 的 方 式 就
是 把 媽 祖 的 誕 生 過 程 融 合 於 本 教 的 法 理 系 統，
使 其 擁 有 根 源 上 的 合 法 性， 這 就 和 中 國 古 代 的
皇 帝（ 尤 其 是 開 國 皇 帝 ） 在 出 生 時 伴 有 天 文 異
象 的 敘 事 邏 輯 異 曲 同 工。 48 三 教 與 媽 祖 的 融 合
在 現 實 中 最 直 接 的 體 現 就 是“ 合 祀 ”， 我 們 至
今 仍 能 看 到 這 一 現 象， 例 如 媽 祖 與 道 教 諸 神 同
供 一 廟， 媽 祖 與 觀 音 同 供 一 廟， 尤 其 是 媽 祖 與
觀音的合祀在西人的記述中有諸多體現。

楊慶堃指出：

在中國的宗教生活中，制度性宗教
與彌漫性宗教相互依賴、互為表裡。一
方面，分散性宗教依賴制度性宗教發展
其神話或神學的理念，提供神明或其他
崇拜的象徵，創造儀式和供奉方式，以
及對信徒進行專門訓練；另一方面，制
度性宗教依靠為彌漫性宗教所依存的世
俗制度提供服務，以便維持其自身的存
在和發展。49

由 此 來 看， 媽 祖 與 主 流 三 教 紛 繁 複 雜、 盤 根 錯
節 的 聯 繫， 在 中 國 的 制 度 性 宗 教 和 民 間 信 仰 中
並 非 個 案， 而 是 作 為 一 種 常 態 存 在。 50 也 就 是
說， 中 國 的 民 間 信 仰 很 少 能 夠 和 主 流 宗 教 完 全
分 離， 它 們 總 是 有 着 千 絲 萬 縷 的 聯 繫， 共 同 構
成中國的宗教系統。 51

另 一 方 面， 西 人 對 媽 祖 信 仰 體 系 的 自 身 變
化也有所記載。盧公明提到：

媽祖有兩個主要的助手，在廟裡，他
們總是站在她的兩側：一個叫“千里眼”，
一個叫“順風耳”。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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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還 觀 察 到 神 靈 職 能 的 增 加， 如“ 千 里 眼 ” 就
增加了治病的職能： 53

在福州，近幾年來“千里眼”不僅被
認為是一個好水手，而且還是一名治療發
熱和瘧疾的醫生……還建了一座專門供
奉這個醫生的廟，生病之人頻繁到廟裡燒
香。54

盧 公 明 的 敘 述 較 前 人 更 加 深 刻 與 細 化， 這 既 與
他 長 期 在 福 州 生 活 有 關， 也 與 其 身 為 漢 學 家 的
視 野 和 眼 光 有 關。 這 種 神 靈 職 能 增 加 的 現 象 也
反 映 出 民 眾 會 跟 據 自 己 的 想 像 和 需 要， 創 造 或
補 充 以 天 妃 為 首 的 信 仰 體 系。 西 人 文 獻 中 的 媽
祖 信 仰 的 多 樣 性 從 側 面 證 明 了 媽 祖 並 非 只 是 大
眾 常 識 中 的“ 海 神 ”， 媽 祖 的 神 靈 職 能 會 因 應
崇 拜 群 體 的 差 異 性 而 改 變， 從 而 滿 足 不 同 社 會
群體的需要。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在
關於“戰神關帝”的研究中指出：

在複雜的歷史背景下，神話連續的核
心內容是易於變化而非靜止的，但在變
化中也有一條紐帶使其連續而不致斷裂。
由此，文化象徵即使在自身發生變化時，
也會在某一層次上隨着社會群體和利益
的變化保持連續性。55

媽 祖 與 關 帝 同 為 民 間 信 仰， 其 發 展 歷 程 有 諸 多
相 似 性。 政 府 和 民 眾 對 其 提 供 的 庇 佑 功 能 的 利
用，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四、西人對媽祖形象構建的內在理路

正如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言，
十 五 世 紀 以 降 的 世 界 是 由 貿 易 打 造 的， 經 濟 的
全 球 化 也 必 然 會 導 致 文 化 交 往 的 全 球 化。 明 清
之 際 的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就 是 早 期 全 球 化 在 東 亞 的
映照。

來華西人的民族誌文本傳播到西方，使西方
的讀者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文化通過被人
們記錄、傳承及傳播，對人們的認識活動和結果

產生 影 響。 56 在 此 過 程 中， 西 人 對 媽 祖 的 知 識
構 建 所 展 現 出 的 文 化 圖 像 也 逐 漸 清 晰。 然 而，
當 時 西 人 的 文 化 認 知 在 時 間 與 空 間、 主 體 與 客
體 上 都 有 其 局 限 性。 通 過 文 本 分 析 可 知， 他 們
對 媽 祖 的 認 知 並 不 全 然 客 觀， 也 並 非 全 為 洞 悉
真 知， 或 多 或 少 有 其 淺 薄 和 偏 見 之 處。 這 從 他
們描述媽祖信仰時運用的詞彙中，便可見一斑。

從 宏 觀 上 看， 以 傳 教 士 為 代 表 的 西 人 對 媽
祖 等 民 間 信 仰 的 蔑 視 和 批 判 態 度 是 中 西 文 化 遭
遇 後 的 自 然 反 應： 當 兩 種 或 多 種 異 質 文 化 相 遇
後， 文 化 自 身 的 活 力 與 彈 性 既 可 能 進 行 調 適 與
融 合， 也 可 能 產 生 碰 撞 與 摩 擦。 57 其 次， 明 中
期以降，傳播基督信仰是西人來華的一大目的，
當 方 濟 各・沙 勿 略 第 一 次 見 到 媽 祖 祭 祀 儀 式 並
隔 海 遙 望 這 片 大 陸 之 時， 就 想 要 拯 救 處 於“ 魔
鬼 ” 統 治 下 的 異 教 徒； 同 為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的 裴
化行（Henri Bernard）也認為中國的“異端”
情 形 需 要“ 解 救 ”； 58 其 後 的 麥 都 思 與 盧 公 明
也 是 為 了 便 於 傳 教 而 解 釋 媽 祖。 再 次， 在 世 俗
社 會 的 現 實 情 境 中， 各 類 信 仰 發 達 的 傳 統 社 會
與基督教會常常有着諸如人際關係、社區利益、
地 產 糾 紛、 婚 姻 網 路、 教 徒 爭 奪 等 紛 繁 複 雜 的
實 際 利 益 糾 葛； 而 近 代 大 多 數 教 案 發 生 的 真 實
原 因， 也 大 多 如 此。 59 因 此， 不 論 是 出 於 何 種
原 因， 傳 教 士 在 其 文 字 紀 錄 中 都 不 大 可 能 對 中
國 的 民 間 信 仰 給 予 正 面 的 評 價。 最 後， 受 眾 的
理 解 是 文 本 意 義 生 成 的 前 提， 傳 教 士 創 作 的 文
本 主 要 是 面 向 西 方 的， 這 些 作 品 還 擔 負 着 為 母
國 民 眾 傳 遞 異 域 社 會 文 化 資 訊 的 任 務。 他 們 希
望 用 這 些 論 述 批 評， 尤 其 是 關 於 宗 教 信 仰 方 面
的 內 容， 形 塑 母 國 民 眾 對 中 國 的 看 法 和 觀 感，
由 此 激 發 他 們 對 傳 教 運 動 的 支 持 和 贊 助， 並 號
召 更 多 人 投 身 海 外 傳 教 事 業。 60 因 此， 傳 教 士
可 能 會 對 中 國 的 社 會 情 況 進 行 有 選 擇 性 的 報
導， 並 在 某 些 方 面（ 尤 其 是 宗 教 信 仰 ） 着 重 渲
染 中 國 社 會 的“ 晦 暗 詭 秘 ”。 當 中 國 的 民 間 信
仰 在 話 語 層 面 被 降 低 地 位 後， 傳 教 士 便 獲 得 了
“ 拯 救 ” 他 者， 使 他 者 生 活 方 式“ 文 明 化 ” 與
信仰世界“福音化”的使命意識。 61

若 着 眼 於 這 些 文 本 本 身， 並 結 合 文 化 傳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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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視 角 加 以 分 析， 或 許 可 以 對 其 展 現 出 的 西 人
對 中 國 文 化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有 更 清 晰 的 認 識。 首
先， 文 本 的 創 制 者 有 其 自 身 的 立 場 和 目 的。 鴉
片 戰 爭 前 後， 儘 管 西 人 對 中 國 文 化 的 認 知 水 平
已 經 有 所 提 升， 並 對 儒、 釋、 道 三 教 和 民 間 信
仰 都 有 更 深 入 的 認 識， 但 因 為 傳 教 士 群 體 致 力
於 在 華 傳 播 教 義 和 散 佈 福 音， 所 以 會 受 制 於 交
流 情 境 和 主 體 的 價 值 取 向。 例 如 盧 公 明 雖 然 以
福 州 方 言 對 媽 祖 進 行 介 紹， 但 他 仍 然 從 貶 斥 媽
祖信仰的角度，藉此述說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
以 期 促 進 基 督 教 的 傳 播。 其 次， 在 文 化 傳 播 的
過程中，文本的建構者和闡釋者都有其局限性。
在 文 本 的 解 讀 過 程 中， 閱 讀 者 通 常 會 依 賴 傳 播
主 體 為 文 本 賦 予 的 權 威 和 意 涵， 62 因 此 在 閱 讀
和 解 讀 文 本 時， 我 們 要 有 批 判 取 捨 的 眼 光， 並
結 合 當 時 的 歷 史 情 境， 以 期 最 大 程 度 地 還 原 真
實 的 歷 史 圖 像。 西 人 對 媽 祖 等 民 間 信 仰 的 批 評
並 不 意 味 着 它 們 就 是 一 無 是 處， 儘 管 當 中 確 有
迷 信 的 成 分 存 在， 但 它 們 同 樣 承 載 了 一 些 道 德
倫 理 價 值， 並 具 有 整 合 社 會 力 量 及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穩 定 的 作 用。 最 後， 文 化 傳 播 的 過 程 也 是 一
個 文 化 再 造 的 過 程， 西 方 傳 教 士 從 自 己 的 文 化
背 景 和 生 活 經 驗 出 發， 依 據 自 己 的 價 值 觀 念 和
思 維 方 式， 對 耳 聞 目 見 的 媽 祖 信 仰 作 出 獨 特 的
個 人 解 釋， 使 之 與 自 己 的 需 求 和 目 的 相 契 合，
這 一 過 程 蘊 含 着 影 響 其 判 斷 與 解 釋 的 多 重 因
素。 63 概 之， 近 代 來 華 西 人 因 其 特 有 的 文 化 背
景、政治觀點和宗教口徑，在“歐洲中心主義”
的 背 景 下， 認 識 和 述 寫 了 中 國 的 民 間 信 仰。 其
筆 下 迷 信、 落 後 的 媽 祖 信 仰 知 識 建 構， 既 是 文
化 衝 擊 下 的 自 覺 反 應， 也 反 映 出 基 督 宗 教 在 華
傳播的基本訴求。

餘論

早期來華西人對媽祖信仰的描述，多為“遊
記漢學”式的基本記載，特別是在“禮儀之爭”
之 前。 64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入 華 後， 中 國 民 間 信 仰
的 多 神 性 與 天 主 教 的 理 念 出 現 衝 突， 加 之 來 華
傳 教 士 致 力 於 促 使 中 國 民 眾 信 仰 上 帝， 因 此 傳
教 士 群 體 為 了 突 出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合 理 性 與 正 統
性， 對 中 國 民 間 信 仰 多 持 批 判 的 態 度。 這 一 點

與 近 代 新 教 傳 教 士 批 判 中 國 民 間 信 仰 的 目 的 基
本 一 致。 然 而， 由 於 此 時 的 來 華 傳 教 士 人 數 較
少， 教 務 繁 忙 冗 雜， 傳 教 士 把 其 絕 大 部 分 精 力
置 於 處 理 教 務 及 與 中 國 士 人 交 往 之 中， 因 此 他
們對民間信仰的關注則相對較少。

近 代 伊 始， 以 新 教 傳 教 士 為 主 體 的 來 華 西
人 得 以 在 相 對 自 由 廣 闊 的 空 間 內， 書 寫 其 所 見
的 中 國 事 態。 起 初， 他 們 眼 中 的 中 國 民 間 信 仰
形 象 多 是 未 開 化 與 落 後 的， 以《 中 國 叢 報 》 為
例，“ 他 們 所 發 表 的 有 關 中 國 社 會 的 民 間 信 仰
和風俗的文章，向西方讀者展示了一個古老的、
封 閉 的 東 方 大 國 的 性 格， 塑 造 了 一 個 以 偶 像 崇
拜 和 迷 信 為 主 要 精 神 特 徵 的 民 族 的 形 象 ”； 65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末 二 十 世 紀 初， 西 方 人 對 中 國 文
化 的 認 識 進 一 步 加 深， 逐 漸 認 識 到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所 具 有 的 民 族 特 色 和 區 域 特 色。 此 時， 文 化
相 對 主 義 學 說 開 始 萌 芽， 伴 隨 着 歐 洲 對 世 界 各
地 自 然 科 學 認 知 的 進 步， 歐 洲 學 者 逐 漸 承 認 世
界 範 圍 內 不 同 文 化 所 具 有 的 客 觀 價 值。 從 十 九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起， 以 衛 三 畏 和 理 雅 各（James 
Legge） 為 代 表 的 傳 教 士 漢 學 家 就 開 始 把 中 國
文 化 推 到 學 術 研 究 的 高 度， 嘗 試 以 更 為 客 觀 的
角 度 來 認 識 中 國 文 化。 如 費 正 清（John King 
Fairbank）所言：

傳教士作者們逐漸變得欣賞起中國文
化傳統並被其所影響。他們試圖在這種文
化中扮演學者的角色，進而影響和改造這
種文化。他們發現自己在雙向通道上忙
碌。他們把中國的形象傳遞給西方，同
時又在幫助形成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觀
點。66

此 外， 媽 祖 信 仰 的 多 樣 性 在 盧 公 明 等 傳 教 士 的
廣 泛 活 動 和 深 入 觀 察 下， 逐 步 展 現 在 西 方 的 文
本 之 中， 豐 富 了 西 方 民 眾 對 媽 祖 文 化 的 認 知，
在 客 觀 上 也 促 進 了 媽 祖 文 化 在 空 間 維 度 上 的 傳
播。

總 而 言 之， 來 華 西 人 對 媽 祖 信 仰 的 知 識 構
建 受 到 主 體 價 值 取 向、 特 定 目 的 與“ 歐 洲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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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義 ” 等 多 重 因 素 的 影 響。 在 此 背 景 下， 方 濟
各・沙 勿 略 與 郭 實 獵 等 人 認 為 媽 祖 信 仰 是“ 異
端 ”， 甚 至 認 為 信 仰 媽 祖 的 民 眾 是“ 被 欺 騙 ”
和“ 愚 昧 ” 的， 具 有 明 顯 的 主 觀 色 彩。 與 此 同
時， 西 人 筆 下 的 媽 祖 信 仰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還 原
了 當 時 祭 祀 媽 祖 的 儀 式 和 媽 祖 信 仰 的 興 盛 狀
況，並揭示出媽祖形象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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