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马丽清/文 石美祥/摄

福建有位“陆上女神”，与妈
祖齐名，她就是临水夫人陈靖姑。

从唐代至今，从一位普通女
子到“救产护胎佑民”的女神，陈
靖姑信俗文化千年不衰。陈靖姑
信俗从福州仓山、宁德古田一带
传到海内外，在中国台湾影响尤
大。

临水文化，千年传承；情系两
岸，一脉相承。本报《台胞寻根工
程》专栏第五期，讲述陈靖姑信俗
文化在两岸的传播。

以文化人
陈靖姑生于公元767年，是福

州仓山下渡人。相传陈靖姑幼年
前往闾山学法，能降妖伏魔，解厄
除灾。18岁时，陈靖姑嫁给古田
人刘杞为妻，后在闽江流域及闽
北诸地施医救民、除恶安良。24
岁那年，陈靖姑在闽江龙潭角施
法祈雨抗旱，为救黎民百姓殒身，
其英灵再赴闾山学习保胎护产之
术，最终成为“救产护胎佑民”的

“妇女儿童保护神”，受历代帝王

加封敕赐。
位于仓山区工农路 76号的

陈靖姑故居，系顺天圣母陈靖姑
的出生地，占地 1300多平方米，
正殿供奉顺天圣母及其父母等
诸位神祇，大殿后方有一口溶洞
式的千年古井，传说陈靖姑从小
喝此井的水长大。去年，仓山区
依托陈靖姑故居建成闽台陈靖
姑信俗文化中心，作为台胞及海
丝沿线国家和地区来宾寻根问
祖、探访陈靖姑信俗起源的重要
交流平台。

“陈靖姑信俗起源于仓山、根
植于福州、情系海峡两岸，已被列
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福州陈靖姑故居管委会主
任郑炜介绍，随着历史的发展传
承，广大信众对陈靖姑的崇拜，已
由传统的信仰习俗延伸为一种渴
望和谐、平安、幸福的共同愿望和
美好追求，上升为一种有益于促
进祥和、安定的信俗文化，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脉相承
陈靖姑信仰漂洋过海，与福

建地区百姓移居台湾分不开。
据史料记载，清朝康熙年间

统一台湾后，朝廷解除海禁，大批
福建先民入台垦荒种植。由于缺
医少药，为求女神赐予子嗣家族

繁衍、护佑妇孺，临水宫在台湾各
地应运而生，台湾开始有了陈靖
姑信仰。

清乾隆年间，台南市临水夫
人庙兴建，此后该庙成为台胞信
仰临水夫人文化的中心，其信徒
多为来自福州的移民。

目前，陈靖姑信俗文化在海
内外得到广泛传播，宫庙多达
4000余座，信众逾亿人。

千年临水，情系两岸。在台
湾地区，主祀陈靖姑的宫庙有500
多座，配祀宫庙3000多座，信众逾
千万人。陈靖姑故居还是大陆第
一家在台湾设置办事处的民间信
俗机构。

陈靖姑信俗在传入台湾的
数百年中，不仅是宗教信仰中护
产保婴、斩妖除魔、除暴安良的
正义之神，还是安定民心的天
使、善良风俗的感召者、伦理道
德的楷模。

情牵两岸
同祈福、共传承，两岸一家亲

赓续着千年临水情。陈靖姑信俗
文化已经成为连接闽台民众情感
的纽带。

近年来，以陈靖姑文化为纽
带，福州与台湾许多民间组织建
立了联系，持续举办各种交流活
动，巩固和深化两岸“人同宗、神

同源”的共识和认同。
从 2008 年至今，福州举办

了 16届闽台陈靖姑民俗文化旅
游节，其中第八、第十、第十二届
活动在台南、桃园、宜兰、花莲会
场举办，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两岸人员往来、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

2012年 12月，福州陈靖姑
故居里的顺天圣母金身首次赴
台绕境巡安，足迹遍布嘉义、高
雄、台南、台中、桃园、新北、宜
兰、基隆以及马祖等县市，参与
人数超 15万人，展现两岸同根
同源的文化渊源。

2010年至今，福州陈靖姑故
居先后组织30多次团组、逾千人
次赴台开展民间交流。每年前来
陈靖姑故居寻根问祖的台胞近万
人次，且人数逐年增加，越来越多
的台湾同胞跟随临水夫人“回娘
家”。

“顺天圣母让闽台越走越近，
走上融合发展的崭新道路。”郑炜
说，海峡两岸民众以临水夫人朝
圣为纽带，以陈靖姑信仰为桥梁，
不断挖掘和承续两岸文化渊源关
系，对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两
岸民间文化交流都具有深远的意
义。

“陆上女神”信俗文化长盛不衰

陈靖姑故居：两岸赓续千年临水情

两岸信众参观陈靖姑故居。 资料图

桥仔渔村是位于马祖北竿乡
西北方的一座小村落，在壁山山
阴北向倾斜的山谷内。山谷历经
雨水切割，沟壑纵横，村落境内小
桥随处可见，马祖方言“仔”即为

“小”，因此名为“桥仔”。
桥仔渔村昔日富渔盐之利，

曾作为对祖国大陆商业的转运
港，客舟商旅往来其间，人口超千
人。

桥仔渔村的屋舍保存了传统
闽东建筑的特色，也是全马祖庙
宇最多的聚落，有“庙村”之称。
20世纪70年代，这里的人口大量
外迁，一度出现“神比人多”的现
象。

到这里可以欣赏马祖传统庙
宇的美丽特征——红墙绿瓦以及
如火焰般燃烧的封火山墙，村内
中心点更可见“三庙一体”的特殊
景观。近十年来，村内的海景民
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口也逐

渐回流，整个村庄呈现繁荣发展
的景象。

桥仔渔村是目前北竿最大的
渔村，部分村民仍从事传统定置
网及养殖渔业。桥仔港如今在旅
游旺季时会有固定航班搭载游
客，前往北竿大坵岛寻幽访胜、探
寻梅花鹿，或在蓝眼泪出现的季
节夜航追泪，每年由桥仔港出入
的游客超过十万人次。

桥仔渔村的渔业展示馆及燕
鸥馆，是探访渔
村历史及体验生
态不可错过的参
观点。其中，渔
业展示馆展示早

年捕鱼的作业方式、渔船及渔具，
以及制作虾皮的过程等等。

2022年，有百年历史的五间
排历史建筑由当地政府整修完
毕，未来将成为展馆，增加桥仔
的旅游资源。兴建中的大坵游
客中心也位于桥仔村，待大坵桥
完工通行后，桥仔与大坵将串连
成北竿最具吸引力的生态聚落
景区。

文图均由《马祖日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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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神比人多”，如今繁荣发展

马祖北竿第一大村——桥仔渔村

桥仔港旅游旺季时会有固定船班搭载游客往返。

马祖传统庙宇。

■记者 马丽清/文 包华/摄

福州晚报讯 昨日，以“同
台共舞一家亲·同气连枝闽台
情”为主题的闽台青少年交流
联谊活动，在福州台湾会馆启
动，台东县丰田中学少数民族
交流团一行57人将在福州度过
5天4夜。

活动期间，两岸青少年将
在金山中学的绿茵场上切磋球
技，在福州文教职业中专学校
进行音乐交流。

在榕期间，交流团还将参
观三坊七巷、镇海楼、福道、上

下杭、烟台山等地，领略福州
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共同
体验制作花灯、包肉燕、包饺
子、包春卷、写春联等活动，在
互动中了解两岸一脉相承的
民俗文化，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魅力。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教育
厅、福建省台联指导，福建省台
联青年工作委员会、福州市教
育局、福州市妇联、福州市台联
主办，福州文教职业中专学校、
福州金山中学、台东县丰田中
学协办，福州市宣传教育培训
中心承办。

5天4夜活动多

闽台青少年在榕交流联谊

台湾青少年品尝福州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