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海神靈聖千古！

千百年來，在中國大陸沿海、台灣、香港、澳門及至東亞及東

南亞各國的民眾中，海上女神──天后媽祖備受敬愛與崇拜。媽祖林

默娘的故鄉原在今莆田的湄洲，但她早期卻以“泉州海神”而聞名1；

神州大地南北海疆原有各種海神，尤其是南海地區海神早已有之，但

媽祖卻由“泉州海神”變成“南海女神”2，逐漸凌駕於諸海神之上。本

文試對此中的緣由略加析述，以示天后媽祖與泉州的密切關係，並就

教於四方之大家。

（一）海神林默娘誕生於泉州府地界

按照目前學界比較流行的看法，媽祖是北宋興化湄洲的林氏

女，名默娘。她生於建隆元年（960）三月廿三，死於雍熙四年（987）九

月初九。而當時其故鄉正屬於泉州府界。

據《太平寰宇記》卷一○二：“興化軍本泉州莆田縣地，皇朝太平

興國四年於泉州遊洋鎮置興化縣，並割莆田、仙游等縣以屬焉”3。

除了該書外，宋代諸多地理載籍，如《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

《輿地紀勝》、《方輿勝覽》4，以及《宋史》所記5，都大致相同。太平

興國四年（979）在林默娘死前八年，故她誕生於泉州府地界，在其短

暫的一生廿八歲中，至少前二十年屬於泉州府人。

職是之故，《元史》屢屢稱其為“泉州神女”或“泉州海神”，實有其

緣由：至元十五年八月，“制封泉州神女號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

濟天妃”；大德三年二月壬申，加“泉州海神曰護國庇民明著天妃”6。

（二）媽祖顯靈於泉州建市舶司前後

媽祖不僅生前是泉州府人，而且死後的顯揚亦與泉州港的繁榮

頗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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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宋史．禮志》，熙寧間（1068-1077）朝臣請“自今諸神祠無爵號

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

位者，從其本封；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

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媽祖在兩宋正依序經過了

這三階：由賜廟額到封夫人，進而封妃。

媽祖之被賜廟額“順濟”，與徽宗宣和五年（1123）癸卯宋使之奉使

高麗密不可分。據廖鵬飛《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作於紹興二十年

庚午，1150）記載：“（宣和壬寅）越明年癸卯，給事中路公允迪使高

麗，道東海，值風浪震蕩，舳艫相衝者八，而溺覆者七，獨公所乘

舟，有女神登檣竿為旋舞狀，俄獲安濟。因詰於眾，時同事者保義郎

李振，素奉聖墩之神，具道其詳，還奏於朝，詔以順濟為廟額。”7

但在賜廟額之前，民間傳說媽祖早已顯靈，聖墩廟初建即因此而起。

按廖鵬飛上文所記：“聖墩去嶼幾百里，元祐丙寅歲，墩上常有光氣

夜現，鄉人莫知為何祥。有漁者就視，乃枯槎，置其家，翌日自還故

處。當夕遍夢墩旁之民曰：‘我湄洲神女，其枯槎實所憑，宜館我於

墩上。’父老異之，因為立廟，號曰聖墩。”因此，該廟始建於哲宗元

祐元年丙寅（1086），廖文乃為賜廟額之後、紹興二十年重修而作記。

按媽祖之祖廟，一般均以為在湄洲，但該廟何年所建史無明

文，據明人康大和《（萬曆》興化府志》載：“天妃廟在湄洲嶼。︙︙宋

天聖間始立廟”。天聖間為1023-1031年，然其可靠性尚待研討，聖墩

廟始建則有確實年份，是為宋人所記媽祖首次顯靈當年所立。而這一

年，正是泉州建立市舶司（元祐二年，1087）的前一年。泉州海神顯靈

於泉州海港興起前後，應非偶然之事，故學者多以為媽祖信仰之興與

泉州港的繁榮有很大的關係8。

（三）泉州媽祖廟係最早聖妃宮之一

泉州港的繁榮不僅促進了媽祖信仰的傳播，使各地媽祖廟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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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宋廷封賜前後紛紛建立；而泉州的聖妃宮本身，則是“靈惠妃”封號

頒賜後出現較早的媽祖廟。

據淳祐《臨安志》載：“順濟聖妃廟在艮山門外，考之《廟記》，神

本莆田林氏女，數著靈異，祀於莆之聖墩。宣和五年，賜順濟廟額。

紹興二十六年，封靈惠夫人。紹興三十年，加封昭應。乾道二年，加

封崇福。淳熙十二年，加封善利。紹熙三年，改封靈惠妃。”9可見

媽祖在七十年間，即被宋廷尊崇至封賜的最高級，即由賜廟額至封夫

人進而封妃。

媽祖受封靈惠妃在紹熙三年（1192年），隨後在各地即迅速出現了

許多聖妃宮或聖妃廟，包括風亭、泉州、惠安、廣州、杭州、江陰、

鎮江、上海諸地。泉州聖妃宮建於媽祖封妃後四年，即慶元二年

（1196）。明隆慶二年（1568）黃光昇等所撰《泉州府志》載：“宋慶元二

年，泉州浯浦海潮庵僧覺全夢神命作宮，乃推里人徐世昌倡建，實當

筍江、巽水二流之匯，番舶客航聚集之地。”（乾隆《泉州府志．壇

廟．晉江天后廟》轉引）bk。

或據乾隆《泉州府志》卷十所引《閩書》等，謂泉州新橋因近順濟宮

故名順濟橋bl，唯《閩書》及明、清《泉州府志》均屬晚出，而真德秀於

南宋理宗紹定五至六年（1232-1233）復知泉州時，曾有《聖妃宮祝

文》、《聖妃祝文》多篇bm。泉州廟既建於封妃以後，以情理度之，名

聖妃宮或順濟聖妃宮較為可能，後來才隨各朝加封而易名天妃宮bn、

天后宮。真德秀在復知泉州時，另有《惠安縣管下聖妃宮祈雨祝文》、

《惠安縣龍宮山聖妃祠再祈雨祝文》諸文，均可為證bo。

（四）媽祖因泉州海港的地位而升格

自古以來，中國的海神頗多。如《山海經》的〈大荒經〉所記先秦四

海之神為：北海禺強，東海禺 ，南海不廷胡余，西海弇茲。其〈海

外經〉所記為北方禺強（字玄冥）、東方句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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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覽》引《太公金匱》大同）。唐、宋時四海龍王屢被朝廷所封，

成為北海沖聖廣澤王、東海淵聖廣德王、南海洪聖廣利王、西海通聖

廣潤王。其中對海外交通最重要的自然是東、南二海之神。此外各地

的區域性海神也不少，如廣東祀奉“二伏波（將軍）”（西漢路博德、東

漢馬援），閩南有通遠王，閩北有演嶼神bp。其中許多受祭奉均在媽

祖之前，即使在媽祖初次顯靈後至被首賜廟額時，其名也尚未傳揚四

海。據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所記，使團出發時為求航行平安拜祭

過不少神靈，包括顯仁助順淵聖廣德王（東海龍君）、岳瀆主治之神、

靈感觀音，返航遇險時提到過福州演嶼神顯異，而並無片語道及海上

女神─媽祖。

然自宋、元以降，情況就發生很大變化，媽祖不但取代了一些

地方海神，而且地位凌駕於四海龍王之上，逐漸成為全國公認的海上

保護神。以南海地區為例，約十二、十三世紀之際，廣州應已有媽祖

廟，據劉克莊〈到任謁諸廟．謁聖妃廟〉文：“某持節至廣，廣人事

妃，無異於莆，蓋妃之威靈遠矣。某，妃邑子也。”bq劉克莊於嘉熙

四年（1240）任廣東提舉，故聖妃廟自建於此前。到了明、清之際，媽

祖之地位更加顯赫，如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神語載：“然今粵人出

入，率不泛祀海神，又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

融、天妃；自徐聞者，祀二伏波。︙︙而天妃神靈尤異”，“然今南粵

人皆以天妃為林姓云”br。

由此可見，媽祖是在宣和五年首次被賜廟額順濟後，尤其是她

的故鄉泉州成為世界貿易大港時，才逐漸升格為普天下統管海洋之神

聖女神的。泉州之為世界最大貿易大港，形成於南宋至元代，故南宋

時媽祖被封為妃而號稱聖妃，元代又晉封為天妃。也正因為如此，

《元史》不僅屢稱媽祖為“泉州神女”或“泉州海神”，而且多番稱她為

“南海女神”或“南海天妃”：“惟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

有奇應，加封天妃，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至元二十五年六

月，“癸酉，詔加封南海明著天妃為廣祐明著天妃”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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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之由“泉州神女”而演變為“南海天妃”，大致反映了宋元之際

泉州取代廣州而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第一大港的歷程。

（五）泉州海神的影響傳播於海內外

泉州的世界大港地位在明代以降逐漸衰落，但泉州海神─媽祖

的影響卻歷久不墮、方興未艾，這則應歸功於明清後華僑的播遷，尤

其是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人之海外移民。

以諸多廟記、碑刻及史書記載看，凡是泉州等福建人航行到哪

况，哪况很快就會出現媽祖廟，天后海神信仰遂傳播於海內外。據明

張燮《東西洋考》，福建海舶多供奉關帝、天后及舟神，“以上三神，

凡舶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絕。特命一人為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

曉起，率眾頂禮”bt。船到某處，舶商及舟子例必到當地的媽祖廟燒

香，故海外天后行宮幾無處不立，其中許多均福建海商所立，並與福

建會館密不可分。

在福建以北的海岸：寧波《甬東天后宮碑銘》記，其“分祠在江東

者三，一為閩人所建，一為南洋商舶所建︙︙”ck；吳縣天后宮，原

為“明萬曆四十一年，福建商人集貲建”，其分祠也有泉州商人、漳州

士商所建，又名溫陵會館或漳州會館cl；淮安發現有道光八年立的《福

建天后宮碑記》cm；煙台天后宮為清末泉州船幫及商人所建，建築形

制完全仿照泉州天后宮cn；廟島天后宮傳為宋代福建海商倡建co；遼

寧蓋平“一城之中有同一之海神廟三，首曰福建會館天后宮”cp。至於

日本各地，福建船商對媽祖廟之創建，也起了頗大的作用，如琉球建

立那霸久米村上天妃宮的唐營人均出身於福建，長崎祀奉媽祖的三唐

寺有兩座為漳州寺及福州寺cq。

由福建東南而下，閩泉海商及船民之四處傳播媽祖信俗，更是

不遺餘力。以台、港、澳言，福建人之移民台灣及廣建媽祖廟自不待

言cr，香港、澳門的媽祖廟竟也與泉州人有著很大的關聯。據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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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相傳明萬曆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

見神女立於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祀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娘媽

者，閩語天妃也。”cs按，“媽”或“娘媽”為閩南語女神，如觀音媽、

七娘媽；“祖”多指男神，如佛祖、呂祖；但海神天妃不但被稱為“娘

媽”，而且以“媽祖”作為專稱。故澳門因福建海商尊崇天妃，而出現

娘媽角、媽祖閣、媽閣廟、媽閣山、媽閣古堡諸名，其西名亦從媽角

（閩南語“角”音近“閣”）或媽閣轉成Macau、Macao等。後來該地清同

治七年的《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也為泉州府人所捐立，

內稱“凡吾泉郡之貿易於澳者，前後共叨惠澤，彼此均沐恩波”，今福

建移民在澳門之勢力實不可謂不大矣！香港的天后信仰並不亞於澳門

乃至福建，天后廟四處林立。其中最大的佛堂門大廟據考係南宋時修

建，也出於泉州人，蓋北佛堂天后廟後山有摩崖石刻，載“北堂古碑乃

泉人辛道朴鼎 於戊申，莫考年號，︙︙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書”ct。

除了台、港、澳外，天后信仰亦隨福建等地民眾之南航，在東

南亞各國產生頗大之影響。在南洋地區，無論呂宋、吉隆坡、馬六

甲、檳榔嶼、新加坡、雅加達、北大年或曼谷，在在都有華人或華裔

所建的媽祖廟。韓槐準在〈天后聖母與華僑南進〉一文中曾經指出：

“南洋各地，此神之祠廟所在有之，閩人最多，瓊人次之。”dk而瓊島

本就不乏來自閩南之移民，由此更可證閩泉人對於泉州女神媽祖尊崇

之虔誠了！

總之，媽祖誕生於泉州府，藉泉州世界大港地位而擴大影響，

泉州在媽祖封妃後即建成全國最大的順濟聖妃廟，泉州地區民眾並努

力把媽祖的信俗推向全世界！故以“泉州海神”來尊稱聖妃─天妃─天

后─媽祖，是非常恰當的，也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

註釋

1 見《元史》卷二○〈成宗紀〉。
2 見《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
3 樂史《太平寰宇記》，有乾隆五十八年刻本，見《四庫全書》卷六八．史部．地理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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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卷九，《四庫全書》卷六八．史部．地理類一；歐陽忞《輿地廣記》卷三四，《四庫
全書》卷六八．史部．地理類一；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三五，道光廿九年甘泉岑氏懼盈齋刊本（台北
文海出版社1962年-1963年影印）；祝穆《方輿勝覽》十三，《四庫全書》卷六八．史部．地理類一。

5 《宋史》卷八九．志四二．地理五．福建路興化軍。
6 《元史》卷十〈世祖紀〉；卷二○〈成宗紀〉。
7 參見蔣維錟編校《媽祖文獻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1-3頁。唯該文所謂“舳艫相衝者八，

而溺覆者七”，與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之記載大相徑庭。據徐兢所述，雖然使團返航時遇到驚濤
駭浪，船舟大受破壞，但最後均全部回國。若按南宋丁伯桂的《順濟聖妃廟記》，應為：“宣和壬寅，
給事路公允迪載書使高麗，中流震風，人舟沈溺，獨公所乘，神降於檣，獲安濟。明年奏於朝，錫廟
額曰順濟。”（宋施諤纂、清胡敬輯《淳祐臨安志輯逸》卷一引，見台灣中國地志研究會編、大化書局印
《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1990年）。拙文《萬里海疆崇聖妃──兩宋媽祖封祀辨識》（1995年澳門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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