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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9_BE_E6_96_87_E5_c34_238200.htm 共同的文化基础，必

然产生相同的宗教现象。 从祖国辽东到粤桂的沿海地区，流

传着一个传说。说的是在公元960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农历

3月23日，家住福建莆田湄州岛的林姓人家，生下了一个小女

孩。小女孩因为出生满月后也不会哭，因此父母叫她为默娘

。默娘心地善良，经常不顾自身安危，解救海上遇险的渔民

，她的事迹被人们传颂。不幸的是，28岁时林默娘病故。人

们为了纪念她，就在湄州岛上设立庙宇，并把她看作渔民出

海的守护神“妈祖”。崇祭妈祖在沿海地区迅速流行，妈祖

成为生活在海边、劳动在海上的民众的最重要的神灵。 云林

北港朝天宫，是闽粤移民最早修建的妈祖庙。随着台湾的开

发，祭祀妈祖也传入台湾。在台湾妈祖被尊称为“天妃”、

“圣妃”、“天上圣母”，各地修建的近千座妈祖庙则成为

北港朝天宫的“分灵”，台南天后宫则是规模较大的一座。 

在台湾每年还有特殊的祭祀活动。每年三月间，妈祖的信男

信女陪伴妈祖神像步行北港探亲。因为农历三月间，北港的

妈祖常把远在大陆的父母兄弟接到北港来小住，因此位于台

中县大甲镇澜宫的妈祖回到北港探亲。每逢此时，来自台湾

各地的数十万信徒，则赶来大甲镇汇合，陪伴妈祖神像步行

前往北港探亲，探亲结束后还要护驾返回大甲镇。来回有300

里，历经30多个村镇，参拜沿途数不清的庙宇。在这为时数

天、信徒队伍长达数十华里的活动，秩序井井有条，气氛极

为隆重、虔诚。这种民间组织、自发参加、并且成为各界要



人所看重的活动，能够年复一年的坚持下来，并且规模颇有

发展趋势，可见妈祖的吸引力之大。 amp.quot.古武祭

典amp.quot.普化宗教amp.quot.多神合一&amp.quot.宗教现象

，从台湾宗教和神祗到大陆的寻根热，从大甲妈祖回娘家，

完全可以证明两岸宗教同根共源，一脉相承，有着密不可分

的人文历史源头。同时，台湾的宗教文化，也成为维系血浓

于水的民族意识和乡土情结的主要纽带和共同的基础。 两岸

文化习俗的相同是多方面的，从台湾的居民组成，到生活习

俗、文化体育、宗教信仰等方面与祖国大陆深层的联系，这

决不是简单的文化影响、风格模仿、强行灌输的结果，也不

是偶然的巧合，只能充分证明两岸同根相连，同属一源，同

承一脉，同为一体，血脉相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