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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撥200萬元基金
援建媽祖廣場

1998年、2000年習近平專程帶隊兩次登
上湄洲島調研，與海島幹部共同植樹，並強調
要 「把湄洲島建設成生態島」 ，這成為湄洲島
華麗嬗變的肇始；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又囑
託莆田市委主要領導要 「保護好湄洲島」 。

「湄洲島是媽祖的誕生地，習近平總書記
當年在福建工作去島上調研的時候，湄洲島管
委會的人跟他說，他們在建造廣場，要接待很
多人，包括來自台灣的同胞，但是資金不足，
工作出現困難。當時省裏有200萬元的省長基
金。習近平總書記了解到湄洲島的情況以後，
就把這200萬元都撥給他們，還囑咐他們要把
廣場做大一點，讓台灣同胞來得多一點。」 福
州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陳承茂回憶
道。

陳承茂說： 「媽祖文化是兩岸人民的共同
信仰，因此可以作為兩岸共同的紐帶。我想，這
可能就是習近平總書記重視湄洲島建設的深意
所在。」
資料來源：轉載自2020年1月6日《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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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莆田湄洲島，有一
張在海峽兩岸乃至全

球範圍內形成共識的閃耀
名片：媽祖文化。這裏是
媽祖誕生地。伴隨着古老
廟宇的香煙繚繞和信徒們
的虔誠祈福，媽祖文化在
海內外發揮着強大的凝聚
力。在這股力量中，2021
年，台胞王淑華和丈夫繞
瑞和來到了媽祖文化的發
源地，在湄洲島當起了義
務講解員。 7 月 6 日，
「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踏上了湄
洲島，與王淑華夫婦進行
交流，透過他們的故事，
學子們了解到閩台民間往
來非常頻繁熱絡，每天都
有台灣島內台胞專程奔赴
湄洲島向媽祖進香，同時
也深刻感受到閩台之間有
着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和
同根同源的血脈親情。

掃一掃有片睇

「既是鄉土文化也是重要旅遊資源的媽祖文
化，是凝聚兩岸同胞的一條紐帶，要充分發揮其
在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2011年3月，習近平在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福建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指
出。

「媽祖在哪裏，我們的家就在哪裏。」 王淑華
和丈夫繞瑞和來自台灣宜蘭縣，2021年他們選擇在
湄洲島定居，平常經營餐車，售賣結合了莆田特色
與台灣風味的小吃。而他們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就
是在湄洲媽祖祖廟擔任義工，為遊客講解媽祖文
化，至今已義務講解3年了。

在陸台胞 做兩岸文化交流使者
媽祖是王淑華一家的精神支柱。35年前，224

名台灣媽祖信眾衝破重重阻隔，從台灣宜蘭縣直航
福建莆田湄洲島，來到 「媽祖故里」 進香，成就了
1949年以來兩岸第一次大規模民間直航。王淑華就
是當年台灣漁船直航湄洲島的船員之一王明枝的女
兒。

如今，王淑華和丈夫繞瑞和延續着這份信仰，
跨過淺淺的海峽，留在湄洲島，不僅把台灣的美食
文化帶到島上，還致力於傳播弘揚媽祖文化，做兩
岸文化交流使者。

近幾年，夫婦二人活躍於媽祖文化的交流活
動，在島上協助舉辦媽祖誕辰慶典、為遊客講述台
灣媽祖文化，還積極參與到對岸的媽祖廟會中。媽

祖作為海峽兩岸共同信仰的海神，不僅是漁民的守
護神，更是兩岸文化交流的象徵。王淑華夫婦深知
這一點，便開始策劃更多的交流活動，如組織兩岸
媽祖信徒互訪、共同舉辦媽祖文化研討會等，增進
了兩岸民眾對彼此文化的了解，也讓更多人感受到
了媽祖文化的魅力。

「能在媽祖的 『腳下』 當義工，我感到很榮
幸、很自豪、很開心。」 王淑華表示， 「只要條件
允許的話，我願意一直幹下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小事，把媽祖故事講給更多人聽，將媽祖文化發揚
光大。」

閩台地緣相近 台胞登陸第一家園
數十年間，像這樣的海峽故事還有很多。自民

間而起，於民間而興。海峽兩岸人同根、神同源，
文化一脈相承。聽完王淑華講述與媽祖和湄洲島的
經歷後，有港生深表感動： 「媽祖文化不僅是信仰
的寄託，更是連接兩岸同胞心靈的橋樑。王淑華夫
婦的故事，是這橋樑上的美麗風景，見證了民間割
不斷的交流交往，展現了兩岸民眾血濃於水的情
感。」

「福建氣候以及飲食跟台灣相近，台胞可以快
速融入這邊的生活，這裏就是台胞登陸第一家園。
我希望能有更多台灣年輕人以媽祖文化為情感紐
帶，多到大陸走走看看，讓兩岸年輕一代心更近，
情更深。」 港生薛卓穎說。

近年來，兩岸媽祖文化交流趨向多元化，不僅
涉及謁祖尋根、巡遊祭典、締結友好宮廟等，還包
括舉辦研討會、展覽、文化節等。去年9月，為期
10天9夜的海峽兩岸同胞護駕湄洲媽祖金身巡安莆
田活動掀起一股 「媽祖熱」 ，兩岸600多家媽祖宮
廟上萬人參與護駕，其中包括台灣91家宮廟500多
名台胞。兩岸同胞以媽祖文化為紐帶，演繹了一段
新時代兩岸民間文化交流的傳奇佳話。

大公報實習記者

劉秋樺莆田報道

2024年

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福建行

之7

在福建莆田湄洲島上，矗
立着一座座巍峨壯觀的媽祖

像，它們不僅是島上獨特的文化景觀，更是連接兩
岸同胞心靈的橋樑。

不知不覺， 「金木水火土」 五行媽祖已經齊聚
湄洲島。湄洲島上的五行媽祖包括：黃金媽祖
（金）、巴西花梨木媽祖（木）、硨磲媽祖
（水）、翡翠媽祖（火）以及傳統的泥塑媽祖
（土）。這些媽祖神像們雖形態各異，材質不同，
但都承載着媽祖文化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兩岸同胞的

共同信仰。
其中，代表火行的翡翠媽祖與台灣淵源特別

深。高1.33米、重1.6噸的翡翠媽祖神像，不僅展
現了中華玉雕藝術的非凡魅力，更成為兩岸媽祖文
化交流的重要載體。據了解，這座翡翠媽祖與2011
年贈予台灣大甲鎮瀾宮的翡翠媽祖像同出一源，均
取材於同一塊翡翠原石。這種 「同源同宗」 的紐
帶，不僅體現了媽祖文化在兩岸的深厚根基，也象
徵着兩岸同胞血脈相連、情感相依的深厚情誼。

大公報實習記者李博池

閩台翡翠媽祖同出一源
猶如兩岸同胞同根同源

血脈相連

媽祖文化常新吸引青年粉絲
2012年，由內地演員劉

濤主演的電視劇《媽祖傳奇》
熱播，講述了海上女神媽祖的一生，這或許是很多
年輕人了解媽祖文化的最初渠道。而使媽祖 「出
圈」 則是關於媽祖巡安辦理 「身份證」 的新聞：為
了方便湄洲媽祖乘機搭船到馬來西亞、新加坡、菲
律賓、泰國等國家巡安，公安部門為媽祖首次製作
了虛擬身份證。媽祖用這張身份證購票乘飛機、搭
郵輪、坐動車，通過媒體的報道傳播，產生了轟動
效應。

因親和的形象，媽祖被越來越多年輕人所了解
和喜愛，甚至有網友親切地稱她為 「默娘」 。在7
月6日走訪中，學子們在湄洲媽祖祖廟內見到，香
煙繚繞，人潮湧動，鞭炮聲不絕於耳。信眾們虔誠
膜拜、懇切許願。當中不少是年輕一代，他們將手

中的三支清香高舉過頭，虔誠地行三跪九叩禮。看
到此情此景，有港生不禁感慨道：相信媽祖文化這
一寶貴的民間信仰將在未來會得到更好的傳承。

湄洲島上，以媽祖為原型設計的文創商品，讓
許多年輕人對媽祖文化產生了新鮮感，覺得 「很酷
很時尚」 。

「店內的產品巧妙地將媽祖文化與現代設計相
融合，創造出了一系列既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又不失
時尚感的商品。」 有同學邊看邊忍不住表示，以媽
祖元素設計的冰箱貼，既實用又有紀念意義；別致
的胸針，將媽祖IP形象用現代設計呈現，令人愛不
釋手；而媽祖服飾的香包，更是巧妙地將傳統服飾
的精美圖案融入其中，散發着淡淡香氣，既美觀又
祈福。

大公報實習記者李博池、薛卓穎

學子觀察

「看起來容易，但實際操作還是要掌
握一定技巧的，沒有那麼簡單。」 記者在

湄洲媽祖祖廟前廣場上體驗了一把穿着大型神偶服飾巡安。
聽到記者對巡安很感興趣，台胞繞瑞和從一旁安放大型神偶

服飾的廟堂裏 「請」 出了媽祖身邊護法千里眼將軍，並讓記者體
驗穿上。

他向記者講解了一些操縱神偶的技巧，但穿上重重的服裝，
還要操縱服飾內的鐵絲，讓神偶似人般自如地擺動，真的十分不
易。當記者脫下高2.2米、重達30公斤的神偶服裝時，大汗淋
漓，全身濕透。

每年正月初八至十四，湄洲島媽祖金身繞境巡安布福鬧元
宵，千里眼、順風耳兩尊將軍 「神偶」 會行進在隊伍前列作為開
路先鋒。類似於西北的社火，廣東潮汕地區的英歌舞，媽祖巡安
布福是一種精神寄託，也是全民皆可參與的民俗活動。

不僅是老一輩，近年來越來越多年輕人也關注並參與到這一
文化活動中。今年的新版神偶形象就有 「00後」 參與設計，神偶
操縱者也多為春節返鄉青年和在校學生。年輕人通過短視頻拍攝
直播，親身參與，以及文創
產品設計製作等形式弘揚媽
祖文化，為傳統文化注入新
鮮的血液。

大公報實習記者張皖博

學子手記

請出媽祖護法 港生穿神偶服飾巡安

碧海、金沙、綠林、鵝尾奇石、絢麗
晚霞與落日……無數遊客湧入湄洲島，在

有着 「東方夏威夷」 之稱的美麗海島，享受綺麗迷人的海島風
情。

「這些年，湄洲島的變化真的是翻天覆地。」 馬冰蓉是湄洲
島 「土著」 ，生於斯長於斯的她，見證了湄洲島的變化。 「過
去，島上風沙很大，沒什麼綠化，面朝大海的海景房沒人要，大
家笑稱之為 『海景煩』 。」

自2000年起，湄洲島向綠色發展，持續開展全民義務植樹
運動。同時，啟動島上唯一天然淡水湖綜合整治工程，使得島上
生態環境保護加強，污水治理和綠色低碳發展取得成效。如今的
湄洲島，天更藍、島更綠、灘更淨、水更清、物更豐。2023年6
月，湄洲島榮獲自然資源部頒布的 「和美海島」 國家級稱號。

「來過湄洲島，才知道，原來日出竟可以如此驚艷。而落日
餘暉下的湄洲島，又有一種寫意的美。」 港生邱子斌在前一天欣
賞過湄洲島的日落後，第二天清晨4點，特意早起騎車開啟了一
趟環島旅程。 「一眼望盡的海天被朝陽暈開的霞光染得緋紅，岸
礁在海面蒸騰而起的薄霧中似隱若現，或許真的只有傳說中的蓬
萊仙島，才會有此妙境。」 邱子斌興奮地描述道。

「如今環境好了，基礎設施也跟上了，湄洲島開始不斷加大
推廣媽祖文化。」 馬冰蓉說，這些年莆田舉辦了 「天下媽祖回娘
家」 和 「媽祖巡安」 的推廣活動，透過媽祖文化，大大增加湄洲
島的知名度，而媽祖文化也成為湄洲島的著名特色，旅遊相關產
業在湄洲島得到蓬勃發展。

大公報實習記者
周世駿、盛宇晨

蓬勃發展

風沙島變東方夏威夷

五行媽祖
黃金媽祖（金）─高3.23米，重
323公斤，頭戴冕旒，身着霞帔，手
執如意，是全球最大純金媽祖神像。

紅木媽祖（木）─高3.23米，由整
塊非洲巴西紅花梨雕刻而成，無任何
拼接，全球罕見。

硨磲媽祖（水）─高3.23米，由
323塊硨磲組成，是全球最大的硨磲
媽祖雕像。

翡翠媽祖（火）─高1.33米，重
1.6噸，通體翠綠，晶瑩剔透，為全
球最重的翡翠媽祖神像。

泥塑媽祖（土）─祖廟南軸線天后
宮鎮殿媽祖，神威顯赫，雍容端莊。

小資料

▶7月6日， 「2024范長江行動
福建行」 採訪團一行到訪莆田
湄洲島，探尋兩岸信仰之源，
感受媽祖文化魅力。

大公報實習記者詹藝攝

▲學子們採訪定居湄洲島的台胞王淑華。▶港生在台胞繞瑞和指導
下，體驗神偶巡安。

大公報實習記者邱子斌攝

◀莆田湄洲島有
「東方夏威夷」
之美譽，島上景
色迷人，學子們
感受祖國海島風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