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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媽祖廟聯誼組織在兩岸宗教交流的角色和影響力，同時

釐清中共利用媽祖信仰進行對台統戰的目的和機制。以鎮瀾宮成立的台灣媽祖聯

誼會為研究對象，本研究藉由深度訪談發現，國內近 20 年逐漸興起的媽祖聯誼

會成為大中型媽祖廟爭奪象徵地位的新場域，而入會的廟宇亦從中爭取該廟的神

聖和世俗利益，體現了聯誼會開拓南北的「媽祖緣」及伴隨的人情壓力。在「信

仰搭台，經貿唱戲」的宗教治理思維，中國境內近 20 年亦出現多個含省市級以

下的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多點對接台灣各媽祖廟聯誼組織，兩岸媽祖信仰交流出

現組織化、制度化的趨勢，強化了兩岸媽祖信仰社群「核心－邊陲」的生態體系。

綜覽近 20 年的兩岸媽祖信仰交流，本研究認為這已形成一個跨海峽的「媽祖文

化產業複合體」，這個共生關係由兩岸地方政府、媽祖廟團體和旅行業者組成，

他們幾乎聯合壟斷各種形式的交流。 

本研究以統戰是維持中共政權正當性的視角切入，從「正當化理論」衍生出

「整合」、「吸納」、「動員」、「排擠」與「分化」5種統戰策略，描繪中共利用媽

祖信仰在兩岸施展哪些統戰作為，並驗證中共對台宗教統戰的最終目標，是透過

在深度參與兩岸交流的跨海峽社群內部進行「大宣傳」，以維繫中共的執政正當

性。現有文獻多提及中國宗教團體是中共統治的工具，卻忽略了在大格局下台灣

行為者的主體性。本研究認為，台灣廟宇在交流過程中具有潛在放大或縮小中共

統戰效果的能力。從台灣宮廟頭人的交流經驗重構和詮釋當中，本研究得以推斷

台灣媽祖廟聯誼組織在應對中共統戰攻勢，成為民主社會的破口或堤防，可能取

決於宮廟頭人在交往過程掌握多少主動權及風險意識。 

關鍵詞：媽祖信仰、媽祖聯誼會、兩岸交流、政教關係、宗教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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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veals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to Taiwan’s civil society in the case 

of popular religion—Mazu belief, at the same time clarifies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Taiwan’s Mazu temple associations in the cross-Strait religion exchanges. The case 

study of the thesis is Taiwan Mazu Fellowship founded by Jenn Lann Temple in 2001. 

Since then, other Mazu temples in Taiwan have established more temple associations 

to strengthen their influence across the Strait. Those temples joining the associations 

also attempt to gain more sacred and secular interests. They believe Mazu gives the 

serendipity among the temples from southern to northern Taiwan, but they also face 

more interpersonal pressure. The religious policy in China encourages local 

governments to aim for economic gains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There are multiple 

Mazu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s established in China within two decades to contact 

Taiwanese counterparts. It shows the organ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trend of the cross-

Strait Mazu belief exchanges, which has strengthened a more “core-to-periphery” belief 

ecosystem. The study finds a cross-Strait “Mazu-Cultural-Industrial Complex” is 

formed under the cross-Strait Mazu belief exchanges within two decades. Local 

governments, temple associations, and travel agencies across the Strait have 

monopolized all forms of Mazu belief exchanges.  

Inspired by the Legitimation Theory, the study argues that united front work is a 

powerful tool for the CCP to maintain its legitimacy. The thesis illustrates a more 

dedicated approach through five types of mechanisms: integration, cooptation, 

mobilization, attrition, and division. The ultimate purpose for the CCP’s united front 

work is inward-looking propaganda to strengthen its legitimacy. The target audience of 

the propaganda is those who thoroughly engage the cross-Strait exchanges.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mentioned the CCP takes the advantage of Chinese religious groups for 

governance, however, ignored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ese actors in the contex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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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 considers Taiwanese temples can increase and de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s united front work. The study infers that to deal with the CCP’s offensive united 

front work on religions, the crux is whether those temple supervisors have enough 

initiative and self-consciousness on the risk in the engagement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s.  

 

Keywords: Mazu belief, Temple associations, Cross-Strait exchanges, State-religion 

relation, United front work on 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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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中國因素」（China factor）近年成為海外媒體和學術社群的熱議詞，但中

共對台統戰早就是台灣社會長年關切的議題，而習近平主政後更是加大對台統戰

的力度。2014 年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是中共重新檢視對台統戰工作的轉折點，近

年它陸續提出多項惠台措施，這是中共走向制度性統戰，提供更多制度誘因來吸

引台灣人民西進中國，並且改變他們對中國的觀點（曾于蓁，2018）。陸媒對台

輿論宣傳近年也善加運用多媒體的手法，持續製造「兩岸一家親」的氛圍；自習

近平上任後，中共更強化推廣「大統戰」思維與擴大宣傳系統的能量。 

「兩岸命運共同體」作為習任內對台政策的核心理念，1  從「兩岸一家親」

延伸出「共同發展、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內涵」（周建閩，2017, 101），

而「文化中國」的論述仍不斷被強調。譬如，中華文化不僅是「維繫台灣與祖國

密不可分的精神紐帶」，並且這也是「實現祖國統一的重要基礎」（林國平，2013）。 

若說兩岸所保存的中華文化具備共同特徵，其中儒家思想和東南沿海地區的

民間信仰最具有代表性。民間宗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定位為封建迷信，遭到政

權大力破壞，直到改革開放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推動在地民間信仰的恢復，以

「信仰搭台，經濟唱戲」吸引台商、華僑投資。在媽祖信仰方面，福建省的湄洲

媽祖祖廟在 1987 年大甲鎮瀾宮訪問團來訪後，開始迎來大批台灣信徒進香；加

上台灣各地主要媽祖廟開始捐建祖廟的牌樓，90 年代中共中央認為有對台統戰

的操作空間，媽祖信仰在中國才得以復興（張珣，2014）。2004年時任全國政協

主席賈慶林給甫成立的「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賀詞表明：「媽祖文化是中

                                                 

1 習近平 2013 年 2 月 26 日會晤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表示，「大陸和台灣是休戚與共的命

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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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促進海峽兩岸交流與

合作的橋梁與紐帶」（陳進國，2010, 161）。中國境內媽祖廟的數量從清末民初 194

座快速成長到 2012 年 2126座，分布從東南沿海擴及至西藏邊境（張家麟，2019, 

62）。2  

然而，對於信奉無神論的中共而言，宗教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工具」（張

家麟、蔡秀菁，2009, 43）；強調媽祖信仰是文化遺產而不是宗教靈驗，體現在大

型石雕媽祖立像，讓神廟走向觀光化（張珣，2014, 146-147）。「宗教文化化」

（culturification of religion）不再僅是單一媽祖廟的生存策略，在信仰社群頭人與

黨國的互動中，逐漸受到地方政府承認並加以運用（古明君，2019, 108-109）。如

今，媽祖更被中共稱作「海峽和平女神」、「世界統戰部長」，中共統戰部外圍組

織「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會徽是吉祥結與和平鴿，這體現了由官方主導「文

化（信仰）搭台，統戰唱戲」的文化交流模式（陳進國，2010, 161）。因此，民間

信仰屬於中共文化統戰的一環，從文化統戰邁向政治統戰，是中共拉攏台灣基層

非常重要的策略。 

這些資訊讓筆者產生興趣：中共如何透過兩岸媽祖信仰交流建構對台統戰的

機制？目的為何？而這些台灣宮廟處在兩岸宗教交流的政治漩渦，如何認知它們

的角色與做出回應？ 

一、研究動機 

陸委會專書《中共現階段對台統戰與滲透活動》（1994）很早就觀察到，兩

岸文化交流是一個不對稱的交流，即台灣民間與中國官方的交流，並非兩岸真正

的民間交流。黃寶瑛（2009）指出，由於台灣政府在解嚴後制定兩岸宗教交流相

                                                 

2 張家麟特別說明，由於清朝各省方志只記錄大型媽祖廟，未深入地方統計中小型媽祖廟，194

座有失真之嫌，但就分布而言，至今東南沿海省分仍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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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規，限制中國宗教人士來台的舉措，從 1990至 2000年代已造成「台灣去的

多，大陸來的少」的不平衡現象。2008年開放陸客來台自由行後，來台參加短期

宗教活動的大陸人士才終於破千位，落在 1000 至 4000 人次不等，其中 2010 年

達到最高峰，歷年第一季人次穩定高於其他季，本文呈現於圖 1-1。3 楊德睿（2011）

點出第 3個交流不對稱的面向，認為兩岸宗教交流的結構是一種「很不平衡的貿

易」，台灣對中國的「輸出」是大於後者的貢獻。 

圖 1- 1  歷年大陸人士來台進行宗教活動人次 

參考來源：〈中國大陸人民來台從事文教交流統計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https://www.mac.gov.tw/News.aspx?n=4892E8B8F5C0E174&sms=AF44BFB2584887A0，查

閱時間：2020/03/07。 

兩岸宗教交流的不對稱性歸因於兩岸迥異的政教關係體制。中國民間信仰社

群是由黨政主導，無論是全國或地方性的宗教協會皆有民主黨派代表人士為領導

                                                 

3 大陸委員會取自內政部移民署統計數據，為兩岸短期文教交流製表。本文擷取 2001 至 2013年

宗教活動的數據。據陸委會統計資料說明，2014 年起內政部移民署不再統計大陸人士來台短期

交流人次，只統計從事專業交流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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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相對台灣民間信仰社群在早期是一盤散沙，各地宮廟服務於在地祭祀圈的

信徒，加上戒嚴時期的國民黨政府限制了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類似神明會的組

織並不允許存在。直到解嚴後，社會風氣日漸開放帶動民間社團的蓬勃發展，而

台灣政府在宗教社群的影響力有限，面對兩岸宗教交流也是如此。鎮瀾宮在解嚴

前夕赴湄洲媽祖祖廟進香開啟了新階段的兩岸宗教交流，引起台灣媽祖廟的跟進，

讓中共注意到鎮瀾宮在台灣媽祖信仰社群的影響力。基於對信仰祖源的探尋和歷

史情感的推動下，捐建賢良港媽祖故居成為鎮瀾宮建立台灣第一個媽祖聯誼會的

契機。 

在兩岸宗教交流結構的不對稱性之下，鎮瀾宮的台灣媽祖聯誼會成為代表台

灣媽祖廟與中國相關人士交往的主要節點，不僅帶動了台灣其他媽祖廟成立聯誼

會的風氣，也逐漸形成以台灣人民自主成立的宗教社團與中國官方主導的宗教協

會所對接的兩岸交流模式。由於現有文獻並沒有專門探討台灣媽祖廟聯誼組織在

兩岸交流的角色和影響力，這成為筆者有意深入研究的動機。 

因此，本研究挑選大甲鎮瀾宮在 2001 年成立的台灣媽祖聯誼會作為研究案

例，理由如下。第一，鎮瀾宮是全台知名大廟，也是解嚴前夕第一個西進交流的

宮廟。旗下的台灣媽祖聯誼會成立將滿 20 年，其會員橫跨台灣各縣市逾百間，

規模勝於其他台灣大型媽祖廟成立的聯誼組織，如鹿港天后宮的中華媽祖聯誼會、

北港朝天宮的寰宇媽祖文化國際交流協會。第二，台灣媽祖聯誼會的人際網絡橫

跨政、商、宗教界，成為中國廟宇、中央與地方政府交涉兩岸事務的重要節點（古

明君、洪瑩發，2017）。第三，該聯誼會積極參與日漸多元的兩岸媽祖交流活動，

包括謁祖進香、慈善救助、學術研討等，亦協辦部分大型節慶如中國．湄洲媽祖

文化旅遊節。 

學界已有部分論文討論中共滲透台灣不同類型的宗教，產生的效果不一，但

一致認為媽祖信仰是中共利用宗教統戰台灣人民的重要管道（劉怡寧，2017；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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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洪瑩發，2017）。在 2020年總統大選的備戰期，有媒體揭露統促黨吸收全

台 30間宮廟作為中資洗錢的管道（林俊宏、黃揚明，2020）。這段期間的網路文

章充斥「宗教促統」、「中共滲透宮廟介選」等標題引發輿論發酵，網民熱烈討論

台灣宮廟與中國政商之間的連結，讓原本就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宮廟，越加無法

擺脫「統戰」的外在標籤。同時期通過的《反滲透法》引發與中國交流密切的宮

廟頭人非議，擔憂法條模糊的規定讓他們易被打成「共諜」，其中大甲鎮瀾宮董

事長顏清標面對媒體訪問時，高呼「誰被誰統戰不曉得」（陳淑娥，2019）。 

然而，台灣媽祖廟團體為何成為中共對台統戰的標的？中共想從中達到什麼

目的，而它透過哪些機制，利用媽祖信仰在兩岸做統戰？當台灣媽祖廟團體面對

中共的統戰意圖和作為，他們潛在的破口和優勢又各是如何？ 

本文假設，統一戰線是中共維持執政正當性的工具，而對台宗教統戰的最終

目的，其實是為了維繫中共的正當性。台灣媽祖廟團體成為中共對台統戰的目標，

筆者認為原因有二。一是中共在交流過程中讓台灣宮廟有意或無意識地幫助它做

「大宣傳」，而宣傳工作的受眾是深度參與兩岸交流的跨海峽社群，透過黨媒傳

遞出由中共主導的兩岸文化交流活動，是有助於增進兩岸民間的友善互動和融合

發展，向受眾傳遞兩岸「想像的共同體」敘事，讓這些深度交流者逐漸相信「我

們是一個共同體」。二是中共透過台灣宮廟所形成的人際和地際網絡來接觸台灣

草根社群，從「基層一線」試圖讓台灣草根社群對中國政府持友善的態度。 

現有文獻多提及中國宗教團體是中共統治的工具，而中國政教關係的變化影

響了不同時期的兩岸宗教交流，卻忽略了在大格局下台灣行為者的主體性。筆者

認為，台灣廟宇在交流過程中具有潛在放大或縮小中共統戰效果的能力。相較於

中國，台灣媽祖廟在民主社會中具有獨特的優勢，尤其廟宇的董事會或管委會，

經由相對民主的程序進行歷屆人事的更替，在廟務管理、經營和傳承上發展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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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信仰的管理學，參與兩岸交流的動機也不盡相同。這不僅顯示台灣宮廟的主體

性，每間廟宇獨特的經營學問也成為中國媽祖廟團體來台交流時取經的重點。 

為了探索台灣媽祖廟在交流過程潛在放大或縮小中共統戰效果的能力，本文

以台灣媽祖聯誼會為例進行深入調查。筆者在分析會員名單後發現，早期會員以

鎮瀾宮的友宮為主，以及有部分廟宇同時加入台灣多個媽祖聯誼會。因此，筆者

分類台灣媽祖聯誼會的會員，以（一）與鎮瀾宮聯繫的強弱、（二）加入多個聯

誼會與否為標準，區分成 4類。本文以此分類基礎為評估指標，進行抽樣訪談，

試圖瞭解宮廟頭人對於兩岸交流經驗的詮釋，以及他們對於中共在交流過程進行

統戰的理解和立場。從他們的經驗重構和詮釋當中，本研究得以推斷台灣媽祖廟

聯誼組織在面對中共統戰攻勢，成為民主社會的破口或堤防，可能取決於宮廟頭

人在交往過程掌握多少主動權及風險意識。 

有關台灣媽祖聯誼會的研究，在整體媽祖信仰研究中實為少數。涉及此議題

的現有文獻，有重建它成立的背景和會員的擴張（洪瑩發，2005），強調它在兩

岸交流的角色（古明君、洪瑩發，2017，2018），或者凸顯它增強媽祖廟在廟際

競爭的作用（張伯鋒、陳國川，2010；唐鶯妮，2012；范正義，2013）。因此，筆

者想藉由本研究，仔細梳理媽祖廟聯誼組織在兩岸宗教交流所扮演的角色和影響

力，以及民間信仰和統戰之間的關係，豐富這一研究領域。如實傳遞台灣媽祖界

人士的聲音是本研究的堅持。 

二、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以統戰是維持中共政權正當性的視角切入，探討台灣媽祖廟

聯誼組織在兩岸宗教交流的角色和影響力，同時釐清中共利用媽祖信仰進行對台

統戰的目的和機制。 

為了達成研究目的，本文檢視了這 4類文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21

 

7 

 

（一）兩岸主要的媽祖廟團體、媽祖聯誼會／文化交流協會與代表人物 

（二）兩岸宗教交流類型 

（三）中共對民間信仰的治理模式與地方回應 

（四）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政教關係及統戰策略 

雖說本文以統戰觀點進行研究，但筆者無意將台灣的媽祖廟直接等於中共在

台代理人，部分網路流言和傳媒的宮廟「染紅」論，造成社會分化，不是筆者所

樂見。本文認為看待兩岸各社會團體的密切交流，即便他們有被中共利用統戰的

可能性，但不能直接推斷他們「已被統戰」，必須以嚴謹的態度檢視交流過程所

涉入的行為者。本文最重要的是透過理論和實證對話，釐清中共透過官方和半官

方組織與台灣宮廟交流，為何明知統戰效果不彰，仍持續投入？除了廣泛接觸台

灣地方代表人士，最終目的其實是做「大宣傳」工作以維持執政的正當性？ 

本文致力於提供微觀與宏觀面的雙重視野。從微觀面看兩岸媽祖信仰的行為

者，筆者將台灣媽祖聯誼會的會員分作 4類，透過訪談來歸納它們在兩岸交流中

對於自身角色的認知和互動經驗，並在第三章深入介紹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中國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莆田市政府以及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從宏觀面

看兩岸媽祖信仰交流，由於台灣媽祖聯誼會成立於 2001 年，橫跨江澤民、胡錦

濤和習近平任期，但當年江任期即將結束，因此本文主要檢視胡、習時期的發展。 

綜上所述，本文預期會有 3點貢獻： 

（一）突破多數文獻訪談單一媽祖廟、或沒有以訪談結果為依歸的情況，嘗

試以媽祖聯誼會為研究對象，並進行跨會比較（詳細請見研究設計）。本文發現，

廟宇近年加入多個媽祖聯誼會的趨勢，不僅凸顯了宮廟網絡的複雜性，其中可能

含有外界不得而知的意涵。 

（二）採用「正當化理論」（legitimation theory）作為中共對台宗教統戰的分

析框架更有解釋力。此框架主張統一戰線作為中共維持正當性的工具，以及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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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戰工作的「敵友觀」原則，既可以解釋統戰台灣不同政治立場行為者的成功和

失敗案例，也能解釋中共吸納民主黨派人士和無黨派鄉土菁英的情況。正當化理

論能協助作者釐清中共統戰的本質和實際目的，進而討論統戰的運作機制。 

（三）盡可能還原台灣不同的媽祖廟團體進行兩岸交流的過程和立場，避免

踏進外界所謂「台灣宮廟皆被中國滲透」的認知陷阱。每間廟宇都有獨特的發跡

過程，資源、人事的組成和主事者的觀念亦會影響廟宇發展，因此它們參與兩岸

交流的積極性和自身定位的期許，必然有態度與程度上的差異。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學界回顧型文獻早期有張珣〈台灣的媽祖信仰－研究回顧〉（1995），中期有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與莆田學院合編的《媽祖研究資料索引》（2004），近期有

張珣與楊玉君主編的《媽祖研究書目》（2016）。《媽祖研究書目》將國內外的媽

祖信仰研究分類成 18 種主題，其中「兩岸交流」、「媽祖信仰與政治」類別與本

文主題最為相關。 

本文將相關文獻分類後，歸納學界大致有四種視角觀察兩岸媽祖信仰交流中

錯綜複雜的連結： 

一、政教關係理論 

此途徑關注兩岸各自的政教關係如何影響媽祖信仰的發展。這批文獻無論是

單獨或一齊探討中國、台灣政教關係的本質，還是聚焦解嚴後伴隨逐漸開放的兩

岸交流，均彰顯宗教團體是兩岸往來的重要行為者。 

由於學界對於政教關係的定義並沒有共識，因此如何操作化將決定一篇論文

的研究方向和品質（張家麟，2002；黃寶瑛，2009）。張家麟（2002, 44-45）將政

教關係操作化為「政府組織與宗教團體的互動」，並以支配性強弱區分成「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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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支配 A型」、「支配 B型」、「衝撞型」四種政教關係類型。4 他以 1989年

南方澳南天宮運用漁船私自直航大陸、2000 年宗教直航事件為例，顯示台灣政

教關係接近「衝撞型」；而中國給予宗教團體有限合法地位的環境之下，其政教

關係接近「支配 B型」，即政府組織支配宗教團體（張家麟 2002, 62-63）。黃寶瑛

（2009）依循張家麟的模型，以政教關係解讀兩岸宗教交流模式，分成謁祖尋根、

講經弘法、宗教節慶、慈善救助、宗教學術模式；並從交流模式中分析影響宗教

交流的內在變因，具體化「政治」、「宗教」與「政教關係」三個面向在兩岸宗教

交流的意義。 

張家麟（2008）另在陸委會委託報告中詳細論述中國的宗教政策、主要宗教

團體的成立過程和任務、舉辦的宗教節慶活動，以及宗教研修學院狀況。其中指

出中國宗教團體從事兩岸交流具有幾點特質：不違背中共領導的原則；運用政經

力量滲入宗教組織；以及自詡為「文化中國」的聯繫紐帶，拉攏台灣宗教團體來

朝聖，欲藉此改變他們的認同。 

二、政治代理人模式 

近年解釋中共對台統戰的研究，逐漸推演出一套「政治代理人模式」，以吳

介民為代表。此途徑主張，中國政府透過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給予代理人政商

紅利，代理人再尋找在地協力者合作，使得跨海峽資本能在台灣社會發揮影響力，

進而影響台灣民眾對於中國的觀感，甚至做出對於中國有利的行動，像是投票支

持友中政黨（吳介民，2015）。 

《吊燈裡的巨蟒》一書內有專文針對中國因素在台灣佛教、基督教與媽祖信

仰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響力，為目前國內唯一以同一研究框架檢視不同宗教。這

                                                 

4 張家麟解釋，「溫和型」代表宗教團體與政治分離，「支配 A型」代表宗教團體支配政府組織，

「支配 B 型」代表政府組織支配宗教團體、「衝撞型」代表宗教團體與政府組織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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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文獻聚焦在中國對台灣各宗教發揮的影響力，嘗試回答中國因素是否作用，如

何作用的問題。中共對台宗教統戰的施力點，箇中關鍵取決該宗教是否「中國化」、

宗教治理的模式與中國市場的階段性擴張。 

劉怡寧（2017）認為台灣佛教在宗教市場與中國淵源這兩大因素的作用下，

是否會在交流的過程，成為中國意圖以佛教進行統戰的在地協力者網絡；但從四

大佛教道場反映出三種不同的經營模式來看，未能產生定論。由於中共對基督教

的敵視和無神論的價值觀，導致政教之間的低度信任，加上台灣基督徒的比例不

如其他民間信仰，造成中國因素在台灣基督教社群發揮的效果十分有限（黃克先，

2017, 385-387）。至於民間信仰，部分台灣地方政治人物或廟宇董事會在兩岸的

宗教網絡中成為「信仰買辦」，從中獲取不同的宗教紅利，古明君、洪瑩發（2017）

分別以節點、活動、規模、動力四個面向，解析媽祖信仰社群複雜的政經網絡。 

三、交流外溢效應視角 

有不少現有文獻聚焦在兩岸媽祖信仰交流所帶來的外溢效應，本文再歸納出

兩種研究面向： 

（一）模式、意義與認同：中國媽祖信仰復甦下的兩岸交流 

第一個面向聚焦在中國境內媽祖廟復甦的背景下，帶動了後續的兩岸交流，

學界常見的分析是歸納交流模式、解構信徒認同，或者探討特定媽祖文化活動的

意義。洪瑩發（2010）爬梳中國媽祖信仰的復甦，關鍵事件是大甲鎮瀾宮 1987年

解嚴前夕率團赴湄洲進香。此舉引發台灣其他廟宇競相模仿，除了迎回湄洲媽祖

神像，台灣媽祖廟與信徒還捐獻各項經費，以助恢復湄洲媽祖祖廟在文革時期遭

受破壞的建築群。這些舉措不僅幫助振興中國境內的媽祖信仰，亦擴大日後兩岸

媽祖廟的交流。張珣（2014）分析，中國神廟要恢復必須滿足五要件，而湄洲媽

祖祖廟復興的關鍵，是國家級領導人的認可，因為它能為中國統一大業提供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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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楊鵬飛（2012）編著的《媽祖文化三十年》集結了一批深度投入兩岸交

流和媽祖研究的學者談親身經歷，從領導人講話、機構和活動創立的回憶錄、傳

播和交流經驗的重述，呈現了媽祖信仰交流的影響力。陳國成和艾士易（2020）

回顧閩台 30 年的媽祖文化交流，歸納出 5 項特點：交流領域多元化、人員往來

直航化、人員組成高層化、學術研討專題化、文化交流規模化。 

相較於台灣學者將焦點放在大甲媽祖從北港認同到湄洲認同的變遷（蔡相煇，

2006），在兩岸民間回復交流後，中國學者懷有一種想像——藉由宗教信仰重構

台灣信眾對「文化中國」、「政治中國」的認同。現有文獻有從閩台文化的歷史源

流談起（林國平，2013）；台灣信徒透過拜祭媽祖等同拜祭宗親祖先的情感投射

（連晨曦等人，2020）；兩岸共同的媽祖記憶是由神源、地緣和族緣所構成，並

藉由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展現、重構與共享」記憶（胡騫，2019）；或是台灣

宗教人士經由交流感受到「祖國大陸的新面貌與繁榮景象」，增強他們對大陸的

認同感（王國龍，2013）。討論福建發揮對台「五緣」文化優勢的文章更是不勝

枚舉。5 

除此之外，兩岸學者研究媽祖文化活動的意義也有所出入。有關湄洲媽祖金

身巡遊台灣的文獻，瞿海源（1997）透過隨機抽樣電訪民眾對於湄洲媽祖來台的

觀感，發現宗教參與強度無關乎個人的政治意識，這含括對該活動的評價，以及

對兩岸宗教交流的看法。另外，該文亦指出多數民眾基於「神明要多多朝拜」而

非「大陸熱」的心態，是湄洲媽祖恰好經過所居的鄉鎮才去朝拜。因此，該文認

為有論者擔憂湄洲媽祖在台引起朝拜熱潮，進而憂心台灣的媽祖信仰失去主體性，

可能是多慮了。中國學者林國平與范正義（2013）則將媽祖巡遊活動類比成「古

代帝王巡狩四方」，表現湄洲媽祖要確認台灣亦是祂的「信仰領地」，藉此鞏固祖

                                                 

5 「五緣」指的是親緣、地緣、神緣、業緣與物緣。相關討論可參照周建昌等人（2007）〈發揮

「五緣」優勢與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研究〉、沈永林及黃凱鋒（2009）〈「五緣〉文化研究二十

年述評〉、陳倉福（2010）〈二十年來之「五緣文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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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地位，並加強連結那些從未聯繫的台灣宮廟。在活動過程，湄洲媽祖祖廟、主

辦宮廟、駐蹕宮廟在兩岸的「廟際關係網」中各取所需，獲得相應的社會資本。 

至於有關媽祖文化旅遊節的文獻，張家麟與蔡秀菁（2009）則以福建省的宗

教文化節慶和旅遊活動為例，深入探討閩省對台宗教交流有持續性、擴張性、工

具性及地緣性的趨勢，交流的意涵顯示在活動由官方發起、跨部門趨向緊密合作

的現象，促進宗教觀光產業，以及運用「尋根謁祖」傳統，製造兩岸同一「宗教

文化中國」的事實。中共統戰部外圍組織「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2008年將第

10屆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包裝成「天下媽祖回娘家」活動，林茵璇（2010）認為

這是中共試圖讓台灣信徒在進香過程中降低戒心，甚至認同中共是中華文化繼承

者，製造「回娘家」等於「回祖國」的錯覺。不過，中國學者陳春陽及林國平（2019）

則是側重文化節對民間信仰的影響，由於「神明職能的政治化」，在多元的神明

節主題中，對台交流乃是核心；並將中國地方媽祖節遍地開花的現象，導致地方

政府難以掌控，歸結成是中共對「民間信仰合法化」的承認。 

（二）幕後導演：媽祖信仰交流暗藏的政治因子 

第二個面向探討兩岸媽祖信仰交流下對台的政治影響力，這不僅涉及國家安

全，更與統戰議題密切相關。 

一批文獻認為中共針對媽祖信仰統戰對台灣具有不小的政治影響力，本文稱

為「交流威脅溢散論」。古明君與洪瑩發（2017）提及，中共對台灣的宗教統戰

「呈現溢出宗教領域之外的兩岸政治後果」，不能單純將其視為跨越國境、具有

宗教能動性的實作，應考量宗教行動背後可能的政治意涵。鄭榕虎（2012）指出，

中國對台宗教交流存有「和平統一台灣」的企圖，在未來兩岸交流更為開放、自

由的趨勢下，會使中共對台的統戰策略更加難以預防。陳冠錚（2014）以文化安

全理論的觀點，認為中共藉兩岸宗教交流拉近雙方人民，吸引台灣人到中國從事

經貿和觀光活動，強化中國身為宗教宗主的地位，進而發展成政治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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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部分論文則認為兩岸媽祖信仰交流對台灣的政治影響力有限，包括少

數中國學者據此觀點，本文稱之「交流威脅有限論」。蕭真美（1998）指出兩岸

的統獨之爭觸及宗教領域時便是毫無意義。中國學者陳進國（2010）引述 2003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福建省民間信仰問題的調研報告」，指出中共在面對台灣

信徒，「過分樂觀地在信仰媽祖－認同中國－贊同統一之間劃等號」。他反而擔心

中國信徒參與的積極度遠不及於台灣方，因此看似活絡的宗教交流，反倒弱化大

陸祖廟神聖的「超越性」和「正統性」，間接導致「『一個媽祖，各自表述』或『兩

個媽祖』（政治的媽祖和信仰的媽祖）的文化陌生感」。許清仁（2010）從經濟、

信仰文化、政治、交流管道分析交流的影響，認為台灣媽祖信仰雖逐漸認同「湄

洲媽祖祖廟」，但綜合學者觀點，由於中國宗教活動空間的侷限性和台灣宮廟赴

中朝拜的功利性，認為兩岸宗教交流僅能有限度影響信徒的統獨認同。王如經

（2014）則透過問卷調查，探討兩岸媽祖信仰交流對朴子配天宮信徒的政治認同

是否產生影響，結果與整體台灣人民在兩岸統獨議題的態度趨向一致，這也呼應

前述瞿海源（1997）的研究發現。 

四、廟際競爭視角 

最後，有部分文獻論及媽祖聯誼會能增強廟宇在兩岸媽祖信仰的競爭力。范

正義（2013）依據關係網絡理論，由於宮廟在經費、信徒、活動上缺乏支持和資

源，因此萌生組織聯誼會的念頭，透過「佔據」網絡核心、「借取」同祀宮廟資

源、為兩岸宮廟「搭橋」，從這三種途徑發揮「非正式的社會影響力」，以獲得更

多的社會資本。洪瑩發（2010）指出，台灣媽祖聯誼會的初始成員為鎮瀾宮的遶

境途經廟與分靈廟，透過各自的交誼網絡吸引其他廟宇加入，而鎮瀾宮在經營本

會的過程，逐漸擴大對台灣媽祖廟的影響力。張伯鋒與陳國川（2010）透過廟宇

對人際和地際關係的需求來解釋大甲鎮瀾宮在不同時期進香路線的變化，其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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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台灣媽祖媽聯誼會對鎮瀾宮的作用。他們認為，鎮瀾宮巧妙地轉換每年遶境所

聚集外地媽祖社群的力量，透過聯誼會的運作，讓鎮瀾宮在兩岸的媽祖廟宇競爭

中擁有更堅強的後盾；雖然成員間沒有制式的權利義務關係，但透過聯誼會的活

動連結，逐漸凝聚一股台灣媽祖信仰的氣勢。唐鶯妮（2012）指出，鎮瀾宮透過

聯誼會連結各地區的大廟，將廟際的交陪關係制度化為人民團體，而廟際競爭既

體現神聖的平等原則，凝聚宮廟間的認同；但也彰顯了世俗面，在能力與財力的

不平等關係。 

從前面的討論可發現，兩岸媽祖信仰交流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不過，這四

種視角各有其侷限。政治代理人模式在研究台商和台灣政治人物具有它的解釋力；

不過，吳介民（2015, 9-10）也承認，這種「以商圍政」的分析框架不足以解釋宗

教界、文化界交流結合物質與非物質（意識形態）誘因的混合模式。當我們把宮

廟放入此分析框架，這裡的代理人指涉宮廟頭人，然而就如筆者在研究目的所言，

這會形成一籮筐將所有宮廟打成「中共同路人」的問題。交流外溢效應的視角彰

顯了交流的類型和各項影響，但這有「見林不見樹」的缺失，它忽略了台灣宮廟

（行為者）參與兩岸交流的主體性，並不是兩岸政府互動下的棋子而已。廟際競

爭視角的優勢是體現宮廟的能動性，呈現宮廟關係網，以及回應兩岸宮廟在信仰

界的競合。然而，該視角有「見樹不見林」的劣勢，無法從這個角度分析中國政

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參與兩岸宗教交流的動機。 

本研究採用的正當化理論整合了政教關係理論的優勢，不僅可以解釋兩岸各

自的狀況，亦能深入分析夾雜在政府和宗教團體之間多元行為者的互動。不過若

是要研究宗教統戰，政教關係可能讓文章的研究範圍過於龐大，而正當化理論能

在第一步就能清楚地劃出範圍：統一戰線是中共維持正當性的工具，再往下討論

政教關係，研究主軸也會更明確。 

五、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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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察文獻的發表年分，發現 1990 年代多是針對解嚴後兩岸文化與宗教

交流現象的評估和分析，2000 年後開始討論宗教統戰的文章有上升趨勢，但由

於胡錦濤任內對台態度較緩和，以及民間信仰發展的環境較自由，因此有些學者

提出樂觀的局勢判斷。習近平上任後的政教關係趨於緊張，中國滲透台灣社會的

力量又比前 10 年更加強勁，因此近年針對中國緊縮的宗教政策、中共利用宮廟

進行統戰的相關討論更為盛行。 

綜合學者討論，中共利用媽祖信仰作為對台宗教統戰已是台灣學界的共識，

並且建議政府應小心防範，但針對中共統戰的成效、台灣因應的做法，國內學者

則有不同見解。另外，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可能因不同宗教而產生不同效果，取決

於信徒組成、地域分布、歷史發展、中共態度等因素。從微觀視角看兩岸媽祖信

仰，我們無法輕忽媽祖廟聯誼組織日漸擴大的影響力。 

現有文獻所採用的研究途徑和方法，筆者歸納有以下幾種途徑：政教關係理

論、歷史研究、文化安全理論、軟實力、政治代理人模式、中地理論、社會建構

主義、宗教工具論等。這些理論放在不同的研究脈絡均有其價值，不過就與本文

研究主題較為相關的途徑而言，像是文化安全理論雖然能一定程度解釋兩岸廟宇

爭取媽祖文化的正統，但是這個視角只能呈現中共利用民間信仰對台統戰的部分

面貌；政治代理人模式強調「以商業模式做統戰」的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卻無

法解釋宗教界、文化界交流結合物質與意識形態誘因的混合模式（吳介民，2015, 

9-10）；宗教工具論讓我們瞭解在中共眼中，宗教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工具，但其

應用的範圍就不只包含統戰，可能觸及例如社會回饋、商業化、愛國主義等面向，

討論就相對地不夠聚焦。 

至於研究方法，則有文獻分析法、案例研究法、深度訪談法、問卷調查等，

惟了解兩岸交流狀況的細節，訪談應是相關主題研究者需要採取的方法，但有部

分論文只選擇純粹分析現有文本，加入大量自我推論和想像，實屬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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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現有文獻有以下幾點值得筆者修訂補充： 

（一）直接從中共統戰視野看媽祖信仰的文獻相對稀少，雖然晚近文獻有較

多相關討論，但多是即時性分析文章，無法清楚地描繪變遷軌跡。另外，常見的

立場是擔憂宗教交流影響到信徒的政治認同，但此部分的推論過於簡化。依現有

文獻討論其他形式的兩岸交流，像是青年族群，得到的結論反而是，青年接觸後

未影響政治認同，甚至有部分對中國產生排斥的情感。信徒參與的宮廟活動大多

到湄洲島謁祖進香為主，至多就兩到三天的行程，況且又有多少人能夠年年赴陸

參加祭典？因此，短期交流改變人民長期形塑的政治認同，這個機率是相對低的。 

（二）相關文獻切入的視角沒有命中研究核心。第一，論文多提及中共「先

經後政」的統戰目的，但沒有具體說明這些統戰的機制如何運作。本文認為，即

便我們沒有機會接觸中共官員或前線交流的中國相關人士，但仍可以透過蒐集文

本，嘗試分析這些地方的代表人士如何「交朋友」。像是在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研究機構、宮廟服務的領導，有的是中共黨員，有的是民主黨派人士，有的是無

黨派的鄉土菁英，行為者的多元樣貌應被展現。第二，有部分學者著重分析中共

對台政策的變化，這確實影響統戰的整體戰略，但是應加入中國政教關係的討論，

像是回顧中共治理民間信仰的模式和立場，才能更精確論述對台宗教統戰的運作。 

（三）第二點的狀況，顯露出多數現有文獻缺乏嚴謹的理論架構，以至於研

究範圍不夠聚焦。這會產生兩種缺失。首先，即便中共利用宗教進行對台統戰在

學界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鮮少文獻意識到要把統戰的概念操作化。雖然整個宗教

統戰體系囊括了跨部門、跨組織、跨地區的運作，以一文而蔽之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本文認為仍能從文本和訪談中獲得許多線索，進而把兩岸交流的經驗進行分類、

定義和詮釋。其次，文獻多論及在中國，宗教團體是國家統治的工具，但沒有進

一步延伸討論宗教「工具論」的意義，並與兩岸交流的主題結合，實屬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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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但是，部分論文出現過於放大宗教「工具論」的影響力，卻疏忽了台

灣宮廟方的主體性。固然中共以強而有力的國家機器試圖主導兩岸媽祖信仰交流，

但從交流經驗來看，台灣媽祖廟團體也展現了多元而彈性的行動能量。他們利用

自己在廟務經營和信仰推動的能力，為宮廟在交流過程中爭取符合自身發展的利

益，譬如拓展人脈、吸引更多信徒參拜、拉抬自己在兩岸媽祖信仰社群的地位。 

第三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途徑：正當化理論 

中共的正當性來自協商式民主，但實際上人大和政協都是橡皮圖章，無法解

釋中共是依靠它們來維持正當性，而這體現出統戰部存在的意義（Wang & Groot, 

2018, 570）。本文依循此論點，統一戰線是中共「正當化」的工具，作為切入對

台宗教統戰的視角。正當化理論可以幫助筆者釐清中共統戰的本質和它的實際目

的，才能進一步討論中共進行宗教統戰的機制。本文聚焦民間信仰中的媽祖信仰，

再進而研究這個管道所形成的人地網絡和運作機制。關於理論的詮釋與應用，本

文將在第二章詳細說明。 

二、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本文描述宏觀面的兩岸宗教與媽祖信仰交流，時間範圍落在 1987 年台灣解

嚴後至今；中國的相關政策則著重比較胡錦濤和習近平主政的宗教政策和統戰策

略。在微觀面的案例探討，則以 2001 年台灣媽祖聯誼會成立作為起始點，探討

成立將滿 20年、全台規模最大的媽祖聯誼會是如何與對岸打交道。 

（二）主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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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聚焦兩岸的媽祖信仰，瞭解中共對台宗教統戰的機制和其目的，至

於統戰的成效為何，在最後兩章會提出個人的見解，但不是本文的研究重點。另

外，本文主要探討大甲鎮瀾宮與台灣媽祖聯誼會成員，亦會著墨鹿港天后宮和北

港朝天宮的聯誼組織，但後兩者不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對象。本文希望藉由聚焦討

論，研究成果能有助於理解台灣主要媽祖廟聯誼組織與中國官民的互動。 

三、研究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 

本文預計從莆田文化網、東南網、中國台灣網、中國新聞網、新華社、《福

建日報》、《湄洲日報》、天下媽祖網、「天下媽祖」微信公眾號等中國媒體，觀察

它們針對兩岸媽祖信仰交流活動的報導和評論，如何塑造台灣相關行為者的形象。

筆者希望藉由深入探索中國的文本，彌補無法訪談到中國相關人士的缺憾。 

為了瞭解台灣相關行為者參與兩岸交流的狀況和其觀點，以作為準備訪談、

查核訪談內容、加強論述的資料，本文以《聯合報》、中央社等媒體資料庫為基

礎，輔以廟宇的刊物及官方網站，蒐集相關資訊。 

（二）深度訪談法 

質性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是採用半結構式或非結構式的訪談方法，

觸及受訪者經驗的歷史性，從時空脈絡理出事件發生的頭緒（高淑清，2008, 116; 

120）。撰寫深度訪談大綱時，應首重鋪陳其時間序列，從一開始「聚焦在生命歷

史的經驗描述」，「圍繞目前生活經驗的細節」到「邀請其反思生活經驗的意義」，

以極開放非預設的用詞訪談研究參與者（高淑清，2008, 120-121）。 

本研究的個案是台灣媽祖聯誼會，除了聯誼會組織人員是必要訪談對象，筆

者將台灣媽祖聯誼會網站所列舉的會員廟，建立一資料庫。由於網站未公布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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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的加入年分，筆者僅能從幾個管道推估，以及初步認識它們與大甲鎮瀾宮的

關係（分靈廟、交陪廟、遶境途經的廟宇等）。6  

根據目前獲得的資訊，筆者假設台灣媽祖聯誼會的擴張可分成 3 個時期：草

創期（2001-2005）、停滯期（2006-2010）及快速成長期（2011-至今）。台灣媽祖

聯誼會在草創期有 35 個成員，停滯期增加 7 至 42個，快速成長期的會員數成長

超過 3 倍，目前共有 151 個會員，會員分布以中、南部地區為主。7 有趣的是，

筆者發現光是 2020 年就新增至少 38個會員，是否與《反滲透法》通過的效應有

關？是否這些新加入的宮廟想藉由加入組織，為它們未來的兩岸交流背書？還是

另有原因？ 

會員有進有退通常是任何組織發展必經的歷程，本文發現有 10 餘間宮廟曾

加入台灣媽祖聯誼會，一併列於附錄。洪瑩發（2005）提到退出的理由有該會舉

辦大型餐會讓小廟吃不消，以及該會的財務不透明。筆者認為，即便聯誼會並沒

有正式的權利義務關係，但在競爭的心態驅動下，有資源、有號召力的地區型大

廟可能尋求自立門戶。 

另外，筆者嘗試將另兩間具有代表性的台灣媽祖廟聯誼組織──鹿港天后宮

的中華媽祖聯誼會及北港朝天宮的寰宇媽祖文化國際交流協會，與台灣媽祖聯誼

會成員交互比對，8 發現部分台灣媽祖聯誼會的會員廟，亦加入這兩間聯誼會。

                                                 

6 筆者經由以下資料交叉比對後，推估出每一會員廟加入的確切年分或年分範圍：洪瑩發（2005）。

《戰後大甲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轉變》，頁 129-132；洪瑩發（2010）。《解讀大甲媽：戰後大甲媽祖

信仰的發展》，頁 241；洪瑩發、古明君（2018）。〈螺港延香：賢良港天后祖祠與台灣媽祖宮廟交

流概述〉，頁 54-55；張伯鋒與陳國川（2010）。〈權力、空間與象徵：大甲鎮瀾宮的進香路線〉，

頁 67，以上文獻都是根據鎮瀾宮或台灣媽祖聯誼會所發布的文件。另外，筆者也把舊版（更新至

2010 年） http://www.lesson.com.tw/taiwanmazu/html/index.asp 和新版台灣媽祖聯誼會網站

https://www.taiwanmazu.org/與以上文獻做比對。 
7 根據訪談結果。本文呈現現存會員名單，以及它們的加入年分和地區分布於附錄。 
8 中華媽祖聯誼會和寰宇媽祖文化國際交流協會的會員名單並沒有對外公開，經過數次在網路搜

尋，目前筆者只有找到這兩間媽祖聯誼會成立時與會廟宇名單的公開資訊。參考〈中華媽祖聯誼

會成立大會出席名單〉，鹿港天后宮，http://www.lugangmazu.org/view_event.php?type=7&id=9892，

查閱時間：2020/06/03；蘇榮泉（2016/12/21）。〈向世界推展媽祖文化 寰宇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成

立〉，台灣好新聞，http://www.taiwanhot.net/?p=405916，查閱時間：2020/06/03。 

http://www.lesson.com.tw/taiwanmazu/html/index.asp
https://www.taiwanmazu.org/
http://www.lugangmazu.org/view_event.php?type=7&id=9892
http://www.taiwanhot.net/?p=40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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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被列為對岸的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成員則有南方澳南天宮、大甲鎮瀾宮、西

螺福興宮、花蓮港天宮、鹿耳門天后宮、虎尾福安宮及馬祖天后宮。10 

綜合上述發現，本文以「該廟加入多個媽祖聯誼會與否」為橫軸，以「該廟

與大甲鎮瀾宮聯繫的強弱」為縱軸，進一步將台灣媽祖聯誼會的宮廟分成四種類

型。這裡的「多個會員」意指，該廟除了加入台灣媽祖聯誼會之外，也加入鹿港

天后宮或北港朝天宮所成立的聯誼會。 

表 1- 1  4個類型會員廟 

 有多個會員身分 沒有多個會員身分 

與大甲鎮瀾宮屬於強聯繫 I II 

與大甲鎮瀾宮屬於弱聯繫 III IV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另外從文獻得知，起初加入台灣媽祖聯誼會的宮廟都是鎮瀾宮的友宮，他們

跟著聯誼會參與兩岸交流的時間較長，因此被中共代表接觸的機會，高於晚期才

加入聯誼會的宮廟；更大膽地假設，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類型 1的宮廟被利用

統戰的機會是高於其他類型。 

但筆者必須承認，這樣的分類方式有它的侷限。廟宇之間的關係是處於動態

且十分複雜，本文判斷關係屬於強聯繫或弱聯繫可能與現實有所落差。因此，本

                                                 

9 因為註 8所列的限制，具有多個聯誼會會員身分的媽祖廟實際上大於筆者掌握的數量。 
10 除了以上這些會員，目前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有 5 間台灣廟宇擔任第 3 屆副會長，分別是

大甲鎮瀾宮、鹿港天后宮、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台南大天后宮。參考〈中華媽祖文化交流

協 會 2016 年 會 員 大 會 在 湄 洲 島 隆 重 舉 行 〉， 湄 洲 媽 祖 祖 廟 ， 2016/10/31 ，

http://www.mzmz.org.cn/txmzzmz/492.jhtml，查閱時間：2020/06/03。另有報導稱 2014 年 7 月有 38

間中南部媽祖廟集體加入該會，但至截稿筆者找不到這 38 間的詳細名單，只知道可能是由北港

朝天宮領銜該參訪團。參考〈台灣 38家宮廟集體加入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台灣網，2014/07/29，

http://big5.taiwan.cn/local/wenhuajiaoliuyuhezuo/201406/t20140625_6388541.htm ， 查 閱 時 間 ：

2020/06/03。 

http://www.mzmz.org.cn/txmzzmz/492.jhtml
http://big5.taiwan.cn/local/wenhuajiaoliuyuhezuo/201406/t20140625_63885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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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先判定與鎮瀾宮強聯繫者為它的分靈廟、遶境途經廟，以及聯誼會成立後 5年

內加入該會的廟宇。 

因此，本文欲從這 4種類型的廟宇，瞭解他們與中國媽祖信仰相關組織的交

流情況，並找出台灣宮廟放大或縮小中共統戰效果的可能性。筆者訪問了每種類

型至少一間廟宇，再透過滾雪球的方式，觸及其他參與兩岸媽祖信仰交流的人士。

除了訪問會員廟外，台灣媽祖聯誼會本身的組織人員亦是本文的核心訪談對象。

筆者總共訪談了 8 間宮廟，12 位相關人士。為了保護受訪者隱私，避免曝光其

身分，進而造成他們在組織內人際關係的困擾，本研究一律為所有受訪者匿名，

以代號 T編碼的形式呈現訪談內容。代號後面的號碼為亂數填入，不代表訪談的

前後順序。 

第四節  章節安排說明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途徑與方法、研究範

圍和章節安排。 

第二章為解釋理論架構、研究假設與本文主題之間的連結。 

第三章「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政教關係的互動：以媽祖信仰為中心」首先介紹

改革開放後中共宗教治理的基本政策、對民間信仰的立場與治理模式。第二節以

媽祖信仰為例，分析全國性和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成立契機、角色和影響

力。最後一節聚焦在媽祖信仰的發源地莆田市，解析當地媽祖信仰相關的人事與

組織，如何推廣與利用信仰達成政經目的。 

第四章「兩岸媽祖信仰交流與政經實作：以台灣媽祖聯誼會為例」首先探討

大甲鎮瀾宮成立的台灣媽祖聯誼會，有關它的發展歷程與定位，並呈現宮廟加入

的動機和對聯誼會角色的看法，最後分析媽祖聯誼會興起的成因。第二節回溯

1987至今的兩岸媽祖信仰交流，本研究著重觀察近 20年的發展，歸納出 4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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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模式，最後分析近 10 年的發展趨勢。第三節從 3 個行為者、3 個事件深入探

討兩岸媽祖信仰交流下流動的政經力量。該章討論兩岸交流事蹟以台灣媽祖聯誼

會為中心，亦部分論及中華媽祖聯誼會、寰宇媽祖文化國際交流協會等台灣主要

的媽祖廟聯誼組織。 

第五章「中共宗教統戰下的台灣宮廟」首先回應本文的研究假設──統一戰

線是中共維持執政正當性的工具，而對台宗教統戰的最終目的，其實是為了維繫

中共的正當性。由於台灣媽祖廟團體作為中共對台統戰的目標之一，中共在交流

過程中讓台灣宮廟有意或無意識地幫助它做「大宣傳」，而宣傳工作的受眾是深

度參與兩岸交流的跨海峽社群。第一節從組織培力、活動報導和台灣宮廟頭人的

表態 3個面向分析。第二節回顧台灣媽祖廟主事者的交流觀點和立場，歸納他們

對兩岸交流、中國統戰以及《反滲透法》的看法。最後綜合前面章節的討論，本

研究逐一介紹 5種統戰策略，分析中共利用媽祖信仰在兩岸做統戰的作為，並思

考媽祖聯誼會面對中共統戰攻勢下幾處潛在的破口與優勢。 

第六章為結論，從結構、組織、個體和機制 4 個面向綜合研究發現，說明本

研究的研究限制，最後給予政策和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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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框架介紹與應用 

本章首先進行理論對話，分成兩大部分敘述。第一部分聚焦在國家正當性的

來源與維持策略，並著重討論以中國為焦點的威權政體研究；第二部分聚焦在政

黨正當性的維繫策略，歸納以香港作為案例的中共統戰機制研究。再來，本章分

析中共正當性和統一戰線的連結，以及統戰部在中共正當性和宗教治理的意義。

最後，本章解釋本研究的假設：宗教統戰是為了維繫中共的正當性而服務，並介

紹本研究歸納中共利用媽祖信仰做對台統戰所施展的 5種策略。 

第一節  理論對話 

一、國家正當性的來源與維持策略 

在國家正當性的研究領域，學界對於正當性的來源長年未能產生共識，如今

共有 5大學派，分別為特殊主義學派、社會學派、發展學派、民主學派與官僚學

派（Gilley, 2009, 32-39）。特殊主義學派主張沒有普世性的正當性來源，而是隨著

時空有所變化，不過其他學派無法認同該說法，認為國際至少有部分共同的正當

性來源。社會學派則強調，一國的社會與文化條件能讓人民對於國家有正向態度，

像是更多的民族自豪感及社會信任，但龐大人口、多元的民族或宗教反映了不同

的規範與期待，反而挑戰了國家的正當性。 

發展學派聚焦在物質福祉的分配、生產與組織，像是收入、就業、教育等發

展因素是國家主要的正當性來源，其中也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互相地

批判，辯論哪種經濟體制更好穩固國家的正當性。民主學派和官僚學派則注重一

國的政治表現，民主學派專注探討一國是否擁有一套完整的人權體系，包括各式

各樣的政治與社會權利；官僚學派則認為國家機構的效能與力量是一國正當性的

基礎，看重政府組織的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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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批學者致力於研究威權國家的正當性來源與維持策略。Dukalskis（2017）

指出，過往研究威權國家正當性較少與意識形態連結，但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他將一個威權政體的意識形態與「正當化訊息」（legitimating messages）11 稱為

「威權的公共領域」（authoritarian public sphere），而威權政體和它的盟友主導、

操控該空間的一切發言與資訊。他觀察中共掌控中國的公共言論空間，以幫助黨

順利交替領導班子而不受其他黨外勢力的挑戰；在習近平上任後，中共以緊縮言

論自由與運用新科技來加強國家的控制。 

Gerschewski（2013）另提出了假設。他認為，每一個政權背後存在「正當性

概念」（legitimacy idea），就算是威權政體，現今也不能濫用權力而能長久治理。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存在相互依賴的特性，從中國、古巴和北韓的例子可看出，

威權和極權政體的表現比預設還要路徑依賴。正當化亦是威權政體維持韌性

（resilience）的三大穩定支柱之一。 

國家正當性研究的發展歷程，逐漸演變出「正當性」（legitimacy）和「正當

化」（legitimation）兩種研究途徑。學界對「正當化」也有不同的定義。它被視為

是一政權維持其正當性的動態過程（Bourricaud, 1987；Gilley, 2009；Sandby-

Thomas, 2014），或者是一國菁英為了合理化他們的權力所做出的努力（Dukalskis, 

2017）。探討中共正當性的眾多論文中，具代表性的論戰是 Sandby-Thomas 和

Schbert在 2014年就「正當性」和「正當化」兩種途徑探討中共如何維持正當性，

展開研究途徑和方法上的辯論。12 另外，誰才是中共維持正當性最重要的支持者，

                                                 

11 據 Dukalskis（2017）的解釋，「正當化訊息」是一威權政府透過多元管道傳播對其有利的資訊，

同時封鎖對其有害的資訊。 
12 關於兩人辯論的始末，請參照 Schubert, G. (2008). One-party rule and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setting up a new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7(54), 191-204; Sandby-Thomas, P. (2014). How do you solve a problem like 

legitimacy? Contributing to a new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8), 575-592; 

Schubert, G. (2014).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visited: theoretical refinement and 

empirical opera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8), 59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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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也有不同見解。Sandby-Thomas 屬於「菁英」派，而 Schbert 則屬「底層群

眾」派。 

Sandby-Thomas 認為，因為要操作化「正當性」的定義並不容易，因此他建

議將研究焦點轉往「正當化」，也就是建立正當性的過程，進一步建立經驗的分

析，挑戰 Schbert所提出的「正當性區域模型」（zones of legitimacy building）13 。

不過，Schbert指出，正當性途徑依然重要，正當化途徑比較像是從另一個視角切

入問題。不過在研究方法上，他採納 Sandby-Thomas的建議，重新修正了「正當

性區域模型」。Schbert 一再強調，學界不能因為正當性難以測量就不去碰，還是

要勇於嘗試。 

針對支持中共正當性的關鍵群體，Sandby-Thomas認為中共為了向中國社會

交代，在後天安門時期的「正當化」是充分利用了「穩定」論述，以維持它在中

國執政的正當性。由於黨內菁英決定了中共政權的正當性，因此對於中共領導人

而言，取得「菁英內部的正當性」（intra-elite legitimacy）是關鍵。然而，Schbert

以政策分析的角度切入，指出公眾如何回應地方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結果更為重要，

由於地方官員直接面對群眾，個人和集體的「信念」（beliefs）更容易反饋到官僚

身上，進而顯示他們對政府支持的態度。 

部分學者將眼光放在「政績正當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他們認為這

能夠解釋一個政權維持正當性的基礎。Gilley（2009）試圖重建國家正當化的過

程，也就是從一國政績連結到一國正當性的運作機制。Gilley認為，國家為了回

應人民多元的需求，以國家的政績創造客觀的社會條件，像是公平、自由、透明，

而這些條件進一步轉化為正向的社會心理條件，像是個人福祉、社會信任、群體

自豪感等；一旦人民擁有這些主觀感受，他們會持續將這些感受和國家正當性連

                                                 

13 為了尋找更好測量中共正當性的研究方法，Schbert（2014）以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論為基

礎，重新修正他在 2008 年提出的「正當性區域」模型，分成輸出、執行和反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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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若沒辦法產生這層連結，那麼這個機制的成功只能是曇花一現。Yuchao Zhu

（2011）則引用杭亭頓 1968 年《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書的觀點，認為政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政治制度化，政府

機構可能藉此發展特殊利益；而保護、推廣這些成果能催生政府的正當性。他指

出，這個論述符合中共公開追求現代化道路的目標。政府的政績必須要透過國家

機器進行政治宣傳，凸顯這不僅代表政府的特殊利益，同時也代表廣大人民的利

益。 

Zeng（2014）編碼中國學者在 2008 至 2012 年發表，一共 125 篇的期刊論

文，發現有 4成文章認為中共的正當性處於危機或匱乏的狀態，僅有 1成 5認為

中共的正當性穩固。雖說在 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引發焦慮的「政績困局」

（performance dilemma）是主因，但這也顯現中共的正當性其實不如外界想像的

穩固，須靠一些策略來維繫。從 Zeng（2014）、Gilley & Holbig（2009）分析的策

略面向14 來看，共同之處是「意識形態」與「社會正義」，他們皆點出意識形態

是多數中國觀察家所忽略的因素，但卻是中國境內討論的重心。針對意識形態的

再詮釋與傳承，是中共在不同時空下持續「正當化」非常重要的一步（Gilley & 

Holbig, 2009, 346）。 

不過，他們並沒有解釋這些意識形態如何化作行動，而綜觀中共的官僚體制，

囊括所有黨外人士群體工作的統戰部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王韻和格魯特（Gerry 

Groot）（2018）認為，中央統戰部正是幫助中共穩固正當性的工具，它評估特定

個人和群體的價值來決定吸納、忽略或孤立的對象，藉此正當化與去正當化（de-

legitimation）不同群體在中共政權的地位。正當化策略是給予特定團體或個人成

為他們所屬領域的代表或中共的「朋友」；去正當化策略則是正當化前者後，就

能控制、分化、詆毀他者，進而吸納、中立或孤立反對者。該文以 1950 年代的

                                                 

14 兩篇文章分析框架的異同，請參照 Gilley & Holbig（2009, 344）；Zeng（2014, 62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21

 

27 

 

三自教會運動為例，指出這場運動呈現「統戰部－政協－三自教會」的正當化機

制，藉以鞏固三自教會在中國基督教的合法地位。Liao & Tsai（2019）則提出習

近平時期出現新的統戰模式—「結對子」，即省級領導一對一聯繫黨外代表人士。

作者透過第一手訪談，揭露官員與黨外代表人士建立「關係」的運作模式和思維，

他們認為這樣的行為模式是「侍從主義式的國家統合主義」（clientelistic state 

corporatism）。不同於傳統的國家統合主義將焦點放在組織之間的聯繫，它強調個

人層次的恩庇侍從網絡所帶來的影響力。該文梳理 3種常見的「結對子」策略： 

（一）談心交友：產生個人情感的連結，譬如以同鄉、求學、任職地點為配

對的參考指標。  

（二）座談會：定期邀請黨外人士參與座談會，蒐集政策上的意見，並表示

這些意見會及時回饋，「直通車」到省級黨委和省政府，表現對他們的尊重。 

（三）共同調研：贊助黨外人士經費在地方進行調研，協助政府解決社會問

題或調整政策。 

二、中共對港的統戰機制 

中共統戰機制的相關討論，近年多以香港學者深入探討中共對港統戰的論文

為主，其中多以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和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的視角切入香港的「國家－社會關係」，而統一戰線即為中共在香

港建立執政正當性的工具。Lam, W.M. & Lam, C.Y.（2013）歸納出中共對港統戰

的策略有 5種類型：軟的一手有整合、吸納、合作，硬的一手有遏制、詆毀。在

2014年雨傘運動後，香港接連發生大小社運，一批香港學者（Lo et al., 2019; Cheng, 

2020; Lee, 2020; Yuen & Cheng, 2020）發現港府近年擴張了統戰的範圍和強度，

並轉變統戰的策略，來回應香港社會日益高漲的反中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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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2020）將研究焦點放在港府統戰機制中的反動員（countermobilization）

策略，藉由分析傘運和反送中運動得出 4種類型：吸納菁英和草根團體；雇傭匪

徒來反抗爭；利用制度增加反對者的成本；以及污名化反對者並設置模糊的紅線。

Lee（2020）聚焦在香港中聯辦的角色，它透過選制打造常勝聯盟、摸頭菁英群

體、控制特首及反制公民社會的力量，以完成中共非直接統治香港的目標。Yuen 

& Cheng（2020）觀察香港的統一戰線逐漸去中心化和多層次開展，統戰的重點

對象也從吸納菁英到積極地反制民主派的力量，其中國家權力不僅限縮在政府機

構，也將觸角伸入複雜的社會網絡，影響多元的社會行為者。 

Lo et al.（2019）揭露中共在港「新」統戰的複雜網絡，其中也揭示針對香港

6大宗教的統戰工作。他們歸納出有 4種手法：利用宗教傳播中國文化傳統；動

員宗教界代表人士；對親民主派的宗教人士「分而治之」，進行細緻的政治排斥；

親北京人士成為主要宗教團體的核心，逐漸變成中共的支持者甚至是在地協力者。

中共面對道教人士有效的統戰涉略，是利用道教團體的集體性和一致性，把非政

治性的文化活動當成工具；另外也創立學術機構，使其成為統戰組織的延伸。 

同樣是針對宗教，Kwong（2020）提到研究香港的中央－地方關係中，學界

常把焦點放在商業、媒體、共產黨員菁英的吸納策略，但針對宗教菁英的討論仍

不足。他歸納中共的間接影響力是吸納和動員在地協力者，直接影響力是引誘和

政治排斥。他指出，中共的間接影響力從 90 年代開始，邀請這些菁英參與《基

本法》的草擬和相關會議，並邀請他們和中國相應的宗教組織見面，展現中共重

視這群宗教菁英的意見。香港回歸後，中共在立法會席次中保留給宗教界 60席，

保證他們參選的權利；香港中聯辦也經常邀請他們參加國家重要節慶，像是國慶、

春晚等場合。直接影響力則彰顯在「走進去」（walking-in）和「走出來」（walking-

out）活動。「走進去」指的是親北京宗教團體舉辦多元形式的活動，像是宗教祭

典、藝術表演、社會服務中心開幕典禮等；「走出來」則是他們到內地參加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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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省級宗教活動，並受統戰部、國宗局官員召見，而中共官員直接指示這群在地

協力者執行統戰工作。 

綜合上述討論，中共正當性策略研究以及對港統戰機制研究捕捉了現今中共

執行統戰的目的與策略，但就如 Kwong（2020）所言，學界研究中共統戰的對象，

宗教菁英並非研究主流，不僅是香港，台灣亦是如此。即便台灣學界近年也有些

許論文聚焦相關主題，但仍缺乏系統性梳理宗教統戰的機制，以及在兩岸交流底

下台灣宗教菁英的立場和回應，這是本文在理論上力圖補遺之處。 

第二節  統一戰線在中共正當性和宗教治理的意義 

一、統一戰線與黨的正當性 

中共發展自身的統戰理論追溯自毛澤東，他也奠下歷任領導人闡述統戰思想

的基礎。他在 1925 年 12月《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論述統一戰線內涵為

掌握主導性的「敵友觀」，並在 1939 年的《〈共產黨人〉發刊詞》定調統戰核心

思想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更視其為戰勝敵人的「革命三大法寶」

之一。中央統戰部的前身是革命時期的「中央城市工作部」，1948年改名為「中

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負責管理「國民黨統治區工作、國內少數民族工作、政權

統戰工作、華僑工作及東方兄弟黨的聯絡工作」15 ，同時籌備成立「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以下簡稱「政協」）。中共建政後，定調統戰部的基本職能為「瞭

解情況，掌握政策，調整關係，安排人事」。16 

                                                 

15〈本部介紹〉，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31165447/http://www.zytzb.gov.cn/tzb2010/bbjs/201012/690111.sh

tml?time=0.4547280866344916，查閱時間：2021/02/13。 
16 同前註。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31165447/http:/www.zytzb.gov.cn/tzb2010/bbjs/201012/690111.shtml?time=0.45472808663449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31165447/http:/www.zytzb.gov.cn/tzb2010/bbjs/201012/690111.shtml?time=0.454728086634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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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楊開煌（2001）對於中共建政後全國性統戰工作會議的分析，統一戰線

工作經歷了三個階段：從建政之初「利用到輕視統戰時期」，文革的「嚴重破壞

時期」，到改革開放後的「重新重視時期」。政協是第一個階段的制度產物，統戰

對象主要是民主黨派人士、民族資產階級與少數民族。然而，隨著中共政權趨於

穩定，統戰工作沒有因應社會新情勢逐漸淪為口號。後來「反右鬥爭」嚴重地破

壞統一戰線當初的宗旨，中共在第二階段重新把統戰對象變成「階級敵人」，對

其批鬥。直到鄧小平執政後，從新調整統一戰線的對象是以「愛國」來區分，內

容以「民族與國家」為核心，新階段的統一戰線至此定調為「愛國統一戰線」。 

鄧小平在 1979 年 6 月政協會議上表明，「國家進入了以四化為中心的歷史

階段，因此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1, 156）。

在鄧小平任內，3份重要文件形成改革開放後統一戰線的性質、任務和基本政策，

分別是 1976 年 6 月發表《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1976 年 9 月

發表《新時期統一戰線是社會主義勞動者與愛國者的聯盟》、《各民主黨派和工商

聯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的談話。這些文件體現鄧小平重新系統性論述

政協的地位，藉由「撥亂反正」鞏固知識分子對於改革開放進程的作用，確保民

主黨派也加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針對港澳台問題則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

（劉俊峰，2016）。 

鄧小平的「愛國統一戰線」思想，後來經 1982 年修憲被寫入《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憲法》序言第 10 段提及「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

民和知識份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並形容新時期統一戰線：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

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

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

將繼續鞏固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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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胡錦濤任內沒有特別更動統戰系統的配置，習近平上任後，他改變或強

化前任領導人所建立的制度，並在黨和政府體系中建立了新的規範，統戰系統也

在其中。他開始進行統戰系統的機構改革，強化組織和人事的權限。例如，2014

年 12 月政治局委員孫春蘭兼任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民委主任王

正偉 2015年 4月兼任統戰部副部長，是統戰部歷經 30多年後再次出現雙副國級

的配置。 

2015 年是統戰系統的轉折年。習近平不僅成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領導

小組，還親自擔任組長；統戰部新增約 4 萬名幹部（Groot, 2016, 169）；並頒布

首部關於統戰的黨內法規《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賦予統戰領

導小組法源依據。中共同年 5月把原先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改稱「中央統戰

工作會議」，從「全國」到「中央」凸顯黨中央對統戰工作的重視，這是中共睽

違 9年再次召開中央層級的統戰工作會議，亦是習近平任內的首次（人民日報，

2015）。 

在試行版條例施行數年後，2021 年 1 月印發新修訂《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

工作條例》（以下簡稱《統戰條例》）。據該條例定義的統一戰線，「是指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

者、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愛國者的聯

盟」。它將統戰思想擴張為「奪取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勝利」、「鞏固黨的執政

地位」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

第 5條特別註明，「統一戰線工作對象為黨外人士，重點是其中的代表人士」。 

面對國家新形勢，統戰手法勢必要隨之調整。王韻（2016）將統一戰線的制

度設計類比為「棒子下的胡蘿蔔」。他指出，中共近年在民間組織與海外統戰失

利的背景下，傳統的統戰工具失效，也凸顯過去的統戰部無法給予真正的「胡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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蔔」，也就是政策綠燈。即便社會各方勢力不一定會拒絕統戰部給的紅利，但他

們無法肯定與統戰部合作之後，就能免於遭到秋後算帳的壓力。 

不過，在習近平「畫出最大同心圓」的「大統戰」思維下，對於統戰對象來

說，統戰部的擴權也讓「胡蘿蔔」變得更加實在。依據「政績正當性」的研究，

如何讓民眾對於政績有感，讓人民感受到經濟發展的果實，認為由中共領導的中

國才是王道，政治宣傳的工作是關鍵。習近平「大統戰」思維亦反映在 2015 年

的中共中央統戰工作會議。會議首次將「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列為統戰對象

（方曉，2019），同年統戰部舉辦的「第 12 期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理論研究班」，

55名學員中有近 3分之 1來自網路和新媒體業。據《中國統一戰線》雜誌披露，

這也是中央統戰部第一次將新媒體從業人員大規模地納入培養體系（中國共產黨

新聞網，2015）。從統一戰線的歷史，以及統戰部的擴權、人事組成與任務來看，

如今的中共，確實是把統一戰線作為維持正當性的主要工具。 

二、統戰是宗教政策的核心 

中國宗教政策的兩條主線，分別是統戰與安全。統戰主線的宗教政策以「尊

重宗教信仰、團結廣大信教群眾、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原則，

安全主線則是以「防止外來宗教滲透、打擊三股勢力17 和『四個維護』18 」為綱

領。因此，這兩條主線的互動與彼此消長形塑了中國複雜的宗教政策，而統戰線

的相對加強、安全線的相對淡化是中國宗教工作的發展趨勢（徐以驛、劉騫，2013）。 

1949 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將中共的宗教政策定為基本

國策之一，某方面是以「統戰」形式確立宗教在中國的合法地位（徐以驛、劉騫，

2013）。從建政前後周恩來的發言來看，中共高層很早就把宗教與統一戰線的內

                                                 

17 中共定義的「三股勢力」，分別是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恐怖主義。 
18 中共定義的「四個維護」，分別是維護法律尊嚴、維護人民利益、維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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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結合。他曾言：「馬列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並願和宗

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他在建政後又說：「不管是無神論者，還是有神論

者，不管是唯物論者，還是唯心論者，大家一樣地擁護社會主義制度。」 

首任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是中共在宗教工作發揚統一戰線的關鍵人物。他認為

中國的宗教有「五性」特徵：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複雜性與長期性。他提

出了宗教統戰工作的首要目標，是團結大多數宗教界上層人士，從中培養接受黨

領導的一批人，就會減少宗教制度改革的阻礙。19  

統戰主線的做法是把宗教工作融入中共的意識形態及國家戰略。國家宗教局

局長王作安（2013）總結中共處理宗教問題的主要經驗，其中一點是「建立同宗

教界的愛國統一戰線」。他指出在改革開放後，中共在處理宗教人士的關係，建

立了「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則，兩者缺一不可；而 17 大報

告中反覆強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指示要「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

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胡錦濤在 2006 年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首次提出

「五大關係」20 的和諧，其中包含宗教關係。為了促進宗教和諧，「努力實現宗

教與社會和諧相處，各宗教和諧相處，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信仰不同宗教群

眾和諧相處」（葉小文，2006），中共希望人民在「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團結

合作」（葉小文，2010）。 

習近平時期則是把宗教引入「中國夢」的內涵，推動「宗教中國化」。為了

要鞏固愛國與統一戰線，「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我國宗教的中

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榮啟涵，2018）。宗教如何「中

國化」，簡單而言就是將社會主義與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融入各宗教的教義和

儀式當中（張家麟，2016），並且對「外來宗教」的宗教人士，像是基督教、天主

                                                 

19 李維漢的「五性論」成為現今中國官方和學者在描述政教關係時，經常被引用詮釋的概念。李

維漢（1981）。〈在全國第七次統戰會議上的發言〉，《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頁 171-74。 
20 「五大關係」指的是政黨關係、民族關係、宗教關係、階層關係與海內外同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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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伊斯蘭教，加強「愛國主義」的訓練，支持習近平為首的領導核心，以及共

同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郭承天，2017）。 

中共具體落實宗教「中國化」，其中一個關鍵是大改組宗教事務部門。2018

年中共中央頒布《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國家宗教事務局（以下簡稱「國

宗局」）不再是國務院直屬機構，併入統戰部底下的「宗教綜合司」及「宗教業

務司」，對外保留國宗局招牌，變成「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國宗局局長兼任統戰

部副部長，這也意味黨加強對宗教事務的控制。「大統戰部」的制度設計，顯示

習對於「愛國宗教隊伍」實行狀況的不滿，要求這些外來宗教須提出「中國化」

的改革進程（王韻，2019）。 

統戰主線之下，「去正當化」與「正當化」策略清楚地彰顯在中國政教關係

的互動過程。「去正當化」部分宗教的手法，在習近平任內經常實施。譬如，不

核發宗教活動場所的登記證，為迫害創造合法理由；或者打壓不服從「宗教中國

化」政策的宗教。部分民間信仰的廟宇也面臨遭強拆的命運。中共在 2019 年就

拆除數千間土地公廟，最為人所知是江蘇省高郵市 3月以「違建」為由，一個月

內拆除近 6000座土地公廟，引發當地居民不滿（葉嵐，2019）。 

至於「正當化」策略，以民間信仰的合法化歷程為例，從文革時期被排斥的

「迷信」，到 1980 年代正名為「民間宗教／信仰」，到 21 世紀被認可為中國的

「宗教軟實力」（張家麟、蔡秀菁，2009），有不少民間信仰的習俗和儀式被列為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今，民間信仰與象徵「境外敵對勢力」的外來宗

教不同，它被放入中國歷史悠久發展的脈絡之下，以強化中華文化的正統性論述。

2006年以降，中國部分大學申報的省級或國家級社科項目，陸續出現以「民間信

仰與和諧社會」為題，讓民間信仰與國家意識形態趨向和諧（吳真，2009）。以

媽祖信仰而言，中共從文革時期大規模拆廟，1987年舉辦「天下媽祖回娘家」媽

祖千年祭，到 2006 年列入湄洲媽祖祭典為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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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功申請媽祖信仰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事蹟（陳

建平、陳旻，2012），直至今日仍被中國學者和廟宇人士津津樂道。 

正如社會學派提及多元民族與宗教對於國家建立正當性的挑戰，中國因應此

挑戰的重要策略，即從統戰工作下手。由於習近平時期的統戰環境與以往不同，

所有制形式、社會階層、社會觀念、敵對勢力的滲透手段比過去更加複雜，因此

習近平多次指出，須透過統戰工作促進「五大關係」的和諧（袁紹東，2018）。

在《統戰條例》第 3 條亦明確提及。這些跡象顯示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統戰部的效

能。 

總結來說，胡、習時期對於宗教人士的統戰工作主要有幾點相同的目標。宗

教被視為黨團結龐大信教群眾、發展經濟的工具。以媽祖信仰為例，2000年代沿

海省分陸續舉辦媽祖文化旅遊節，對媽祖信仰的發源地－湄洲島的開發更是如火

如荼。但最重要的是，統戰工作要以黨的最大利益為優先，共同建設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不同之處在於，雖然習近平也強調宗教關係的和諧，但是前提是各宗

教要邁向「中國化」，因此執行「去正當化」策略的頻率升高，特別是針對基督

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這樣的作法背離了胡錦濤任內「不與有信仰的民眾為敵」

的原則。 

第三節  理論的應用 

統戰部經歷不同時期的興衰，它能存在至今，是因為與中共維持正當性密切

相關。學界對於正當性的定義、來源與操作化有諸多辯論，以中國作為研究案例

的觀點更是分歧，而甚少文獻論及統戰部扮演的角色。統一戰線是中共維持其正

當性與長期執政基礎所建立的機制之一，以「敵友觀」作為思想準則，實踐上以

結交特定朋友和分化敵人兩頭並行。交友是選定對象後以吸納方式籠絡；分化敵

人是滲透敵方造成敵人內部矛盾，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這是一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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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主動性的過程，隨著時局變化，針對不同對象進行「去正當化」或「正當化」，

而在中國宗教政策強化統戰主線的趨勢下，這些策略清楚地彰顯在中國政教關係

的互動過程，以服務中共所堅持的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依循上述對於統戰與正當性的討論，本文認為的「中共對台統戰」，是中共

從「三中一青」（中小企業、中低階層、中南部民眾、青年）到「一代一線」（青

年一代及基層一線）的統戰對象中挑選特定群體，在單一社群內試探代表人士，

拉攏易受影響的個人，給予政商利益，成為中共在台代理人；並同時挑起敵人內

部矛盾，進而透過媒體傳播放大矛盾，打擊主要敵人，即為「台獨勢力」。 

本文假設，統一戰線是中共維持執政正當性的工具，而對台宗教統戰的最終

目的，其實是為了維繫中共的正當性。台灣媽祖廟團體作為中共對台統戰的目標，

一是中共在交流過程中讓台灣宮廟有意或無意識地幫助它做「大宣傳」，而宣傳

工作的受眾是深度參與兩岸交流的跨海峽社群；二是中共透過台灣宮廟所形成的

人際和地際網絡來接觸台灣草根社群，從「基層一線」試圖讓台灣草根社群對中

國政府持友善的態度。 

本文認為在兩岸媽祖信仰交流，宣傳工作不是只有在地域上的「中國境內」，

比較像是在網路上針對「兩岸特定群體內」進行輿論宣傳。兩岸特定群體意指深

度參與兩岸交流的跨海峽社群，包含宮廟頭人、台商協會、各產業代表等。另一

方面，地方政府官員與台灣宮廟人士「聯合演出」，透過台灣宮廟頭人的表態，

或者籌畫新建設，得以交代上級領導「統戰」台灣人的政績，黨中央則以這批「愛

國宗教隊伍」鞏固執政的正當性。 

在參照前述的統戰機制相關文獻後，本文提出中共利用媽祖信仰在兩岸施展

的統戰機制分為 5種策略：「整合」、「吸納」和「動員」歸為正當化策略，「排擠」

和「分化」歸為去正當化策略。這 5種策略之間是相輔相成，而整個統戰機制反

映了中共透過多元管道來維護正當性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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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策略是中共基於和兩岸相關人士的共同利益，在經濟措施、意識形態與

學術研究 3個部分，透過特定組織或個人代表共同形成規範，或者中共單方

面創造新的環境，將兩岸相關人士納入中共所認可的行為及思維框架。 

二、吸納策略是中共透過給予兩岸相關人士社會資本，納入中方建構的媽祖信仰

社群，展現「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中國中央和地方

政府是恩庇者，試圖拉攏兩岸的宗教菁英，成為在地協力者（ local 

collaborators）。 

三、動員策略是中共透過兩岸媽祖聯誼會或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人際網絡，號召

組織內的宮廟團體參與由中方主導的兩岸媽祖文化場合，包括媽祖文化節和

海峽論壇。 

四、排擠策略彰顯在現今有越來越多台灣媽祖廟選擇加入聯誼會進行交陪，而聯

誼會為有興趣前往中國的宮廟提供一條有效直達的通道，因此沒參加聯誼會

的台灣廟宇若想要投入兩岸交流，付出的成本就會比較高。 

五、分化策略彰顯在中共鼓勵台灣媽祖廟前來交流，但也會在台灣宮廟派系之間

製造摩擦。 

依據前述 5種統戰策略，本研究應用理論的邏輯如下：以「敵友觀」作為思

想準則，統戰系統在台灣宮廟社群內吸納價值觀相近的宮廟頭人，成為中共代理

人，但這是少數案例，大部分宮廟是被統戰部劃入為次要敵人。中共與這一批次

要敵人交流，在中國境內能造成宣傳效果，從宗教文化和歷史面加強「兩岸命運

共同體／兩岸一家親」的敘事。由於中共是挑選特定群體的代表人士進行統戰工

作，台灣廣大人民有無買單倒是其次。更要緊的是那些受到影響的個人，他們有

意或無意間幫助中共在中國境內推廣兩岸統一的論述。他們的言行透過中國媒體

傳播，使積極參與兩岸交流的跨海峽社群支持中共執政的正當性，並相信如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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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所言：「偉大復興是兩岸同胞共同的榮耀，而且台灣同胞也是

不能夠缺席」（周煊惠，2019）。 

 

圖 2- 1  本研究的理論應用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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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政教關係的互動：以媽祖

信仰為中心 

本章首先介紹改革開放後中共宗教治理的基本政策、對民間信仰的立場與治

理模式。再來，本文以媽祖信仰為例，分析全國性和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

成立契機、角色和影響力。最後本章聚焦在媽祖信仰的發源地莆田市，解析當地

媽祖信仰相關的人事與組織，如何推廣與利用信仰達成政經目的。 

第一節  民間信仰與世俗政權的互動 

上一章介紹完統戰和安全主線是中國宗教政策的核心，本節主要呈現改革開

放後宗教治理的基本政策和歷任中共領導人的宗教立場，再深入官方對民間信仰

的立場與治理模式；最後歸納地方菁英在應對官方的治理政策，運用至少 4種策

略來確保民間信仰的存續。 

一、改革開放後宗教治理的基本政策 

改革開放後的宗教政策迎來重大轉折，有 4份政策和法律文件主要決定當今

中國宗教治理的基本政策（王韻，2016；蔡源林，2013；張家麟 2003，2008；劉

勝驥，2001；劉澎 2008）。 

（一）1982年中共 11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

基本看法》（又稱「19號文件」），修正文革左傾錯誤，准許恢復各宗教協會，恢

復並開放部分宗教活動場所。該文件有 3個原則：一是確定宗教長期存在、與社

會主義共存的立場，再提宗教「五性論」；二是宗教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非主要矛

盾，不能用宗教作為劃分群眾政治差異的標準；三是團結信教的群眾。 

（二）1991年 2月中共中央發出「第 6 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

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該文件承繼以上 3原則，強調要依法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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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事務進行管理，包含涉外管理的規定，強烈抨擊境外敵對勢力。經登記的宗教

活動場所受到法律保護，並在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領導下，由愛國宗教團體和宗

教教職人員負責管理。 

（三）1982年憲法根據前兩份綱領性文件，第 36條明令：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

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 

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四）《宗教事務條例》：這是 2004 年由國務院頒布中國首份有關宗教的綜

合性行政法規，2005 年 3月開始實施（劉澎，2008）。2017年國務院再頒布新版

《宗教事務條例》，明示宗教團體應當遵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維護國家統一

和社會穩定。該條例除了允許信眾代表設立臨時活動地點為正面促進宗教自由，

多數規定為緊縮宗教自由，像是宗教院校設立審核更加嚴格；限制大型露天宗教

造像；網路宗教訊息流動應符合網路法規；檢視宗教場所的財務管理等（郭承天，

2017）。 

在改革開放時期，雖然每任中國領導人對宗教的見解有所出入，但大抵以第

19號文件、第 6號文件與《憲法》的內容為基本論調。鄧小平時期主力在修復與

宗教菁英的關係，參與起草 19號文件的李鵬（1990）曾說：「如果我們在對待宗

教問題上產生急躁情緒，試圖用行政命令的辦法或其他強制性手段對待宗教，將

會破壞黨和政府同信教群眾之間的關係。」中共在此時期將 5大合法宗教團體納

入國家決策機制，宗教菁英得以參與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張家麟，2003）。江

澤民時期承接鄧小平提出的宗教治理原則，再引入「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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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相適應」的概念，並發展「團結信教群眾為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的宗教經濟

發展觀（王韻，2016）。 

胡錦濤時期提出「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以呼應黨的

意識形態論述「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共建和諧世界」（張家麟，2008）；並強

調「依法治理宗教事務」的「科學發展觀」（王韻，2020）。此時期中共密集地進

行宗教法治建設，國家宗教事務局推出數份行政規章作為《宗教事務條例》的配

套措施，包括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教職人員、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宗教院校設立

等辦法（劉澎，2008）。習近平時期將宗教政策引入「中國夢」的內涵，致力推

行宗教「中國化」，提出「有中國特色的政教分離」，黨政機關依法管理和領導宗

教，而宗教團體必須維護黨的執政地位，藉此鞏固愛國性質的宗教隊伍（張家麟，

2016）。2018年國務院頒發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將國宗局劃入統戰

部之下，強化黨對宗教事務的管控。 

總結來說，中共在改革開放 40 年後形成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一定程度上

反映前述的政策及法律文件和領導人立場：「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

應。」 

二、民間信仰的治理模式 

國家宗教事務局曾言：「民間信仰出現復興勢頭，活動頻繁，影響擴大。一

些我國五大宗教以外的傳統宗教以及新興宗教傳入我國，並謀求合法地位，對我

國宗教格局形成衝擊。」中國直至今日尚未制定全國層級的民間信仰管理制度，

不過各地方政府參照《宗教事務條例》和 5 大宗教的治理模式，依照屬地管理、

分級管理等原則因地制宜，已經形成所謂的「福建模式」、「湖南模式」和「浙江

模式」（范麗珠、陳納，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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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內由於民間信仰興盛，因此該省是中國民間信仰治理發展最成熟的省

分之一。習近平擔任省長期間，就已明確指示民間信仰事務歸口宗教事務部門管

理，結束民間信仰無人管的狀態（陳進國，2014）。2002年福建省委、省政府辦

公廳發布了《關於加強民間信仰活動管理的通知》，這是全中國首份民間信仰治

理的相關文件。2000 年代末積極設置「創建和諧民間信仰活動場所示範點」，包

括湄洲媽祖祖廟、賢良港天后祖祠等處，發揮民間信仰場所促進社會和諧的作用

（范麗珠、陳納，2012）。福建模式採用「依政治理」，以發布指導性的政策文件

為主，給予下級地方部門較多自主管理的空間，治理較為彈性和方便，但缺點為

政出多門，各地管理無法統一；相較之下，「湖南模式」屬於「依法治理」，直接

給予民間信仰明確的法律地位，但缺點是法規在治理經驗尚不成熟時容易出現一

刀切的弊端，過於強化政府管制的力量，也難以做出適時調整（陳進國、陳靜，  

2014, 185-186）。「浙江模式」的經驗重點有三，一是設立各類宗教執法和服務機

構，推動專業管理；二是強化鄉鎮屬地管理，層層問責；三是增強群眾自我管理，

在小行政區推動自養自治，減輕政府直接管理易帶來的摩擦，並培養地方民間信

仰治理的人才（陳進國、林敏霞，2015, 202-203）。 

但在許多地方政府眼裡，治理者看到的是宗教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價值，逐漸

形成「信仰搭台，經貿唱戲」的治理原則，造成民間信仰的「工具化」。其中部

分民間信仰潛在龐大的開發利益，也讓地方官員看見商機，利用宗教帶動地方的

旅遊產業，官方的觸手因而深入宮廟治理，在中國各地形成「黨政辦廟」的風潮。

香火鼎盛的寺廟被包裝成是紀念館、博物館、文化園區，民間信仰的「遺產化」

又加劇了這樣的運作模式，陳進國（2010, 180）認為這種「文化權力尋租」的現

象，長久不利於民間信仰的傳承與創新。 

國家宗教事務局亦注意到地方「宗教搭台，經貿唱戲」現象日漸猖獗，2012

年發布《關於處理涉及佛教寺廟、道教宮觀管理有關問題的意見》，明白批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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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企業和個人以弘揚傳統文化、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為藉口，投資新建或承

包寺觀，借教斂財」（陳進國，2013, 231）。然而，中央政府還是默許該現象持續

存在，甚至提升至國家戰略的層次。2016 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採納福建省人

大代表的提議，將「發揮媽祖文化等民間文化的積極作用」寫入國家「十三五」

規劃中「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章節，鼓勵官民合作舉辦各類型的文化節慶。 

即便中國已有一些地方政府著手健全民間信仰的法制，但在各地近年又傳出

頻繁的拆廟事件，部分民間信仰又再次遭受污名化（陳進國，2014, 197），反映

這些地方政府長久以來消費這些廟宇，而不是真心保護的心態。一方面是大規模

開發廟宇文化旅遊業，但一方面進行「拆廟造城」，一保一拆的雙向運動已然對

廟宇生態產生破壞（陳進國，2013, 232-233）。由此可見，中共的宗教政策具有發

展上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宗教發展，另一方面又鼓勵宗

教因應社會需求發展（張家麟，2008）。 

三、民間信仰的生存法則 

民間信仰從中國帝制時代就持續尋求國家意識形態的承認，國家也藉由冊封

特定神祇、立碑、頒發廟宇牌匾等手段實現對民間信仰的控制。當代中國進入改

革開放時期，在宗教復興的浪潮下，民間信仰也極力擺脫文革時期被貼上「迷信」

的標籤。學界開始辯論民間信仰是一種「文化」還是「宗教」的展現，鄉土菁英

也重新關注鄉村鄰里內隱藏的信仰儀式，在 90年代形成一股民間信仰廟宇重現、

廟會祀典大肆擴張的黃金歲月。 

然而，在一片熱鬧活力的表面底下，中央及地方的宗教主管部門在心態上與

法制上，對於民間信仰的復甦仍有所保留。民間信仰並非中共認定的 5大合法宗

教，也缺乏完善法制的監管，加上中央和地方政府早期未屏除破除迷信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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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民間信仰在缺乏包容的環境之下，地方菁英只好另尋他路。本文歸納中國地

方人士在改革開放時期爭取民間信仰取得合法的地位，常見的策略有四： 

（一）戴帽子 

這是把地方神祇在名義上納入國家承認的制度性宗教體系。中國的地方廟宇

經常見到正殿供奉佛、道教神祇，但香火最旺的反而是位於偏殿的小神（吳真， 

2009）。另一種是寺廟在爭取成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後，積極將地方信仰神祇

「升格」為道教神祇，這是民間信仰借助制度化宗教「昇華」的形式（吳重慶、

陳韻如，2016）。 

（二）雙名制 

民間信仰廟宇也運用中共傳統機構安排「一套人馬，兩個牌子」的策略，以

文化機構的名稱像是博物館、文化園區、旅遊景區來申請土地使用權，避開了宗

教主管部門的規定。高丙中（2006）指出中國人民若要幫民間信仰蓋永久性建築，

一間新廟的誕生要「先有名，才有實」，並且這個「名」還要是「雙名」。譬如，

位於河北省范庄村的龍祖殿，門上兩塊招牌分別是「河北省范庄龍牌會」及「中

國趙州龍文化博物館」。 

在取得空間的合法身分之前，關鍵是已在「學術的、政治的、政府管理的話

語或者符號結構裡佔有了一席之地」（高丙中，2006, 165）。以媽祖信仰為例，該

把它定位成宗教還是文化，早期曾引起中國學界爭論，關鍵轉折是林文金 1987

年在研討會中發表〈應該重視媽祖文化研究〉一文。中國學者的共識才逐漸導向

強化它的文化性，削弱它的宗教性；加上兩岸開放探親後，多個台灣宮廟進香團

前往湄洲島謁祖進香，地方和中央領導注意到龐大的涉台利益，才有後來的重建

湄洲媽祖祖廟、創辦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等行動。 

（三）非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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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民間信仰如何在國家的宗教政策中求生存，最典

型的正當化過程是成為「非遺」。這是民間和官方經歷長期博弈的平衡（陳進國， 

2015）。 

陳進國（2013）認為 200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人類非物質文化

遺產公約》，對中國的民間信仰合法化和發展模式影響深遠。中國國務院依據公

約，在 2005 年頒布《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和《關於

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兩份文件，啟動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意見》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視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

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所蘊含的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

想像力和文化意識，是維護我國文化身分和文化主權的基本依據」。這兩份文件

推動各地方政府開始大規模執行民間信仰的普查，2006 年發布的中國非物質文

化遺產普查手冊中，明確將民間信仰劃入範疇，成為「信俗類」21 非物質文化遺

產，民間信仰相關人員也變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人」。民間信仰一旦掛靠

「非遺」身分，就等於確保它的合法性，因此廟宇與其大費周章成為宗教主管部

門承認的宗教場所，不如直接掛牌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示範基地」，取得

更龐大的利益（吳真，2009）。然而，中國各地仍有大量的民間信仰不具備成為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性，它們深刻融入在地方群眾的生活方式，但不需要被外人

認可它的存在價值，如祖先崇拜、風水等（范麗珠、陳納，2012）。如何處理這

類的民間信仰，成為中國宗教主管部門的另一課題。 

（四）取得中共中央的肯認 

                                                 

21 參與信俗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審理的中國學者烏丙安（2018）解釋，「信俗」是「民間信仰

習俗」是簡稱。在中國，「信仰」一詞通常指的是形容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等「意識形態思想工

作的語彙」，為了規避官方的用法，因而強調民間信仰的民俗性特質。「信俗」一詞就這樣產生，

避免未來各地非遺的申報工作出現被上級否決的情形。請參照：烏丙安、胡玉福（2018）。〈「俗

信」概念的確立與「媽祖信仰」申遺──烏丙安教授訪談錄〉。《文化遺產》，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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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種生存之道，可能比前三者更為有效的，是直接獲得中共中央的明確

表態，特別是來自正副國級的領導人。然而，比起前三種制度性的策略，這種非

制度性的策略不是每種民間信仰都能使用，需要特殊的機運與發展契機。媽祖信

仰就是典型的案例。 

1987年湄洲島上的「媽祖千年祭」活動吸引不少台灣信徒前往，時任中國國

家主席楊尚昆在聽取福建省領導匯報後表示：「媽祖廟可以重修嘛!這比修其他一

些廟還更有意義」（楊雲鵬，2012）。媽祖信仰由於有特殊的涉台利益，自從湄洲

媽祖祖廟 90 年代開始舉辦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吸引每年眾多台灣進香團到湄

洲島進香兼觀光；加上申請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成功故事，即便民間信

仰的法制尚不健全，媽祖信仰一直是在保護傘之下。 

胡錦濤和習近平皆對媽祖信仰有過明確的表態。胡錦濤 2006 年在福建考察

時發表講話，提出「媽祖信仰等深深地紮根在台灣民眾精神生活當中，福建要運

用這些豐富資源，在促進兩岸交流中更好地發揮作用」（許晨聰，2012）。習近平

早期任職福建省長的經驗，因而清楚媽祖信仰的涉台利益。他曾在兩會參與福建

代表團討論時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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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媽

祖文化交流協會，2019）。習近平另有「保護好湄洲島」、「建成台胞台企登陸的

第一家園」等指示被媽祖信仰相關人士不斷地重覆提倡，領導人的幾句話成為了

媽祖信仰發展的護身符。 

第二節  全國與地方性的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前一節著重梳理宗教政策和治理模式，本節轉往探討宗教組織的性質。在中

國，各級宗教協會名義上為民間組織，但實則具有「準政府」的性質（許清仁，

2010），即便是五大宗教外的民間信仰也不例外。不過，民間信仰的制度化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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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化不同於制度化宗教，並非建立在宗教職能的基礎，而是凸顯它的民俗性特徵，

結合社會組織與傳承民俗活動的功能（王霄冰、任洪昌，2018）。本節以媽祖信

仰為中心，聚焦在中國的全國性與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先介紹中華媽祖文

化交流協會的成立過程、人事組成與主要任務，再分析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興起的動機和影響力。 

一、5大宗教外的愛國宗教隊伍：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中共的宗教組織創立有 3種型式，分別為官辦、民辦官方主導、官方主導，

而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屬於第 3 種（許清仁，2010）。中共規定社團組織必須

「掛靠」，以達到對民間社團的控制，因此社團需要找「兩個婆婆」，一個是業務

主管部門，另一個是登記管理機關（民政部門），方能獲得合法地位。因此，全

國性質的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在籌備過程須爭取到國家文化部22 的支持，並

通過國家民政部批准。 

（一）成立過程 

湄洲媽祖祖廟 1998 年在湄洲島上舉辦「紀念媽祖金身巡遊台灣一周年座談

會」，會上有許多宮廟代表提出成立「世界媽祖信眾聯誼會」，並由湄洲媽祖祖廟

牽頭（陳劍、楊田，2012）。不過，該會一直停留在籌備階段，直到 2001年由鎮

瀾宮領銜的「台灣媽祖聯誼會」成立後，「世界媽祖信眾聯誼會」的倡議者看到

新的交流契機，於是在 2002年決定將該會改名為「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由

湄洲媽祖祖廟董事長林金榜擔任籌委會主任（古明君，2019）。國家文化部 2003

年 5月以《關於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 2069 號建議的答覆》表示：「我部建議

                                                 

22 2018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國家文化部、國家旅遊局合併為國家文化旅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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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成立地方性的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待條件成熟時，再以適當形式成立全國性

的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可見當時中央猶疑不決的態度（陳劍、楊田，2012）。 

同年 9月是事件的轉折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視察湄

洲島後表態支持該會的成立，此後莆田市政協台港澳僑委等黨政機關請示中央有

關單位，希望中央領導看重此事（陳劍、楊田，2012；陳建平，2012）。同時籌委

會到澳門與兩岸四地的宮廟代表人士會面，商討協會的人事安排，部分台灣廟宇

如大甲鎮瀾宮、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花蓮港天宮、南方澳南天宮、台南大

天后宮等亦參與該會的籌備座談會（董振雄，2003）。國家文化部 11 月改變態度，

同意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成立，向福建省文化廳指示做好省內協調工作，並在

隔年 1 月同意做為業務主管部門。經國家民政部批准後，2004 年 10 月 31 日在

福建莆田市湄洲島舉行成立大會，是中國第 1個全國性的媽祖文化社團。會長由

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張克輝擔任，6位副會長分別為中國僑聯主席林

兆樞、莆田市人大主任林國良、湄洲媽祖祖廟董事長林金榜、天津天后宮管委會

主任蔡長奎、大甲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北港朝天宮董事長蔡永常（郭瑞華，2004）。

成立當日收到有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全國政協與人大重要領導、文化部社團辦

等 133 個單位的賀電（陳劍、楊田，2012）。當時一共有海內外 175 間媽祖文化

組織申請入會，其中 57間來自台灣，初始會員共 268個（曲金良，2012）。2018

年第 3屆 3次會員大會，據統計來自世界 45 國共 800多名會員代表參加大會（中

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2019）。 

（二）「媽祖人」的隊伍建設 

從協會核心幹部的背景能一窺組織背後的中共勢力。會長張克輝的背景十分

特殊，他是在中國政治地位最高的台籍人士，出生自彰化市，黨政資歷豐富。早

期在福建省歷練，曾任福建省委統戰部長，1990 年在中共加強對台工作的背景

下，張克輝出任國台辦副主任，與福建時期原長官—主任王兆國再度合作，王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21

 

49 

 

前是福建省長。張克輝在 1996 年初拔擢為「正部級」幹部，曾任統促會會長、

全國台聯會長、海協會顧問、台盟中央主席，1998 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享

有「副國級」待遇（郭瑞華，2004）。副會長林兆樞是福建省本地人，早期亦在

福建打滾，最高曾任省委常委，後來進入全國政協擔任常委，並兼任全國政協港

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僑聯主席（張家麟，2008）。 

另一則是蔡長奎，他是中國知名畫家，身兼天津市民俗博物館館長、天津市

媽祖文化促進會會長，以及天津天后宮管委會主任。常務副會長林國良長任莆田

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後來出任中華媽祖文化研究院院長，該學院是 2007 年莆田

市文化事業建設其中的項目，而協會為業務主管單位（周文輝，2012）。副會長

兼秘書長林金榜是湄洲媽祖祖廟的董事長，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是中國「黨政治

廟」的經典案例，而成員多來自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另一中國的民主黨派，

簡稱「民革」）的莆田市委會，本文將於下一節詳細說明。 

第 2屆名單與前屆相差不大，主要是多了幾位新的台灣代表。第 3屆會長仍

是張克輝，副會長細分為「個人」與「單位」代表。副會長個人代表多了兩位新

人，俞建忠及趙柳成。俞建忠是莆田本地人，他的政壇經驗從莆田縣黨委副書記

開始，曾任湄洲灣北岸經濟開發區黨工委書記、莆田市委副秘書長等職，在 2016

年被推選為第 6屆莆田市委員會副主席。趙柳成的身分是上海玉成天賜珠寶有限

公司董事長，家族長年在緬甸經營玉石礦業，據傳他在礦區事故後因信奉媽祖而

度過事業低潮（陳榮裕，2015, 215-216）。他的著名事蹟是捐贈兩尊巨型翡翠媽祖

像，分別贈予湄洲媽祖祖廟、大甲鎮瀾宮，2011 年 11 月翡翠媽祖來台曾引起一

時轟動。「單位」代表則新增泉州天后宮董事長許曉輝，亦為對台交流的主要媽

祖廟。 

由此可見，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創立的核心幹部，中國方的背景主要來自

全國或省級政協體系，不是與福建頗有淵源，就是管理的宮廟與台灣交流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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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協的主要目的即是匯集各民主黨派，協助中共在各界進行統戰工作。名譽會

長找來企業人士，為協會開拓財源。會長則找來台籍人士，說明協會的主要交流

對象是台灣宮廟代表，以推展兩岸媽祖文化交流為優先。這也說明該會另一隱藏

的身分是統戰部外圍組織。它廣泛邀請台灣的媽祖廟加入，甚至當事人沒同意就

直接「被入會」。陸委會（2005）調查發現有 8 成以上廟宇表示未加入，呼籲國

內廟宇不能入會，否則違反「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3條。 

台灣主要媽祖廟是協會拉攏的對象，從歷屆副會長的名單可見端倪。協會到

第 3屆涵蓋台灣媽祖廟的各大山頭，注意到台灣不同媽祖信仰勢力的平衡（古明

君，2019）。筆者訪談其中一位，他表示擔任副會長時早期要贊助協會的活動，

但如今中國方資金充裕，只要求出席活動就好，明顯看出協會活動聚焦的主要客

群是台灣人。 

表 3- 1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台灣代表名單 

第 1屆 顏清標（大甲鎮瀾宮）、蔡永常（北港朝天宮） 

第 2屆 
鄭銘坤（大甲鎮瀾宮）、曾蔡美佐（北港朝天宮）、

張偉東（鹿港天后宮）、何達煌（新港奉天宮） 

第 3屆 

顏清標（大甲鎮瀾宮）、蔡咏鍀（北港朝天宮）、張

偉東（鹿港天后宮）、何達煌（新港奉天宮）、曾吉

連（台南大天后宮） 

參考來源：湄洲日報（2009/11/01）。〈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第二屆會員大會在湄洲島舉行〉，

莆田市人民政府網站，

http://www.putian.gov.cn/zwgk/ptdt/ldhd/200911/t20091101_93678.htm?from=groupmessage，查閱

時間：2021/04/13；〈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2016年會員大會在湄洲島隆重舉行〉

（2016/10/31）。湄洲媽祖祖廟，http://www.mzmz.org.cn/txmzzmz/492.jhtml，查閱時間：

2021/04/13。 

另一位宮廟頭人對協會則有以下的評價。由於湄洲媽祖祖廟董事長亦是該協

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協會舉辦活動以湄洲媽祖祖廟為焦點，譬如每年 10 月底

11月初配合媽祖 9月 9昇天日所舉辦的「中國．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 

http://www.putian.gov.cn/zwgk/ptdt/ldhd/200911/t20091101_93678.htm?from=groupmessage
http://www.mzmz.org.cn/txmzzmz/492.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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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現在厲害啊，你要不要參加，現在很難講。反而台灣會害怕的事情是，

以後大家去祖廟，誰要來你 X 宮，誰要來你 Y 宮？對呀，只是這次疫

情有比較好啦，呵，就都沒辦法去。對呀，整個...人就不一樣。就是台

灣的信徒給台灣人帶去，都是帶去湄洲媽祖祖廟啦。下半年度，哪有可

能台灣辦什麼活動啦，下半年度都嘛去大陸了。大家都去大陸了。（T8） 

（三）核心任務  

據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旗下的「天下媽祖網」介紹，它的核心任務可分為

6大部分：強化兩岸及國際交流、學術合作、輿論宣傳、慈善事業、提升品牌經

濟與設施建設及自身隊伍建設。下述以申請「世遺」、文化推廣、品牌開發 3 個

部分切入看協會的任務性質。 

1. 推動「媽祖信俗」23 申請「世遺」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亦是媽祖信仰「非遺化」重要的推手。協會在 2006年

5月成功申報「媽祖祭典」為國務院首批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8年 5月

新任莆田市委書記楊根生在湄洲島調研後，提出申請媽祖信俗為世界人類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想法。媽祖信俗世遺申報工作小組因而成立，由多名中華媽祖文化交

流協會核心幹部組成。協會常務副會長林國良擔任指導，工作小組由時任湄洲島

黨工委副書記、協會副秘書長唐炳春擔任組長，湄洲媽祖祖廟董事長、協會副會

長林金榜任副組長，成員還包括湄洲島工委、管委會辦公室主任林宗儲，協會副

秘書長周金琰（海石，2019）。 

據參與者的回憶，呈交申報資料給文化部外聯局不到一個月的準備時間，協

會運用兩岸人脈，從撰寫申請書，蒐集照片，委託莆田廣播電視台和央視人員製

作宣傳短片，到邀請兩岸媽祖廟頭人拍攝支持短片等行動，最終一舉成功在隔年

                                                 

23 「媽祖信俗」是媽祖信仰重新詮釋的概念，上一章討論「非遺化」策略已提及「信俗」是「民

間信仰習俗」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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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會議，委員會決議將「媽

祖信俗」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湄洲媽祖志，2011）。這項榮譽

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協會和湄洲媽祖祖廟，兩方高度重疊的人事共同拉抬中國的媽

祖信仰到新的高度，強化湄洲媽祖在世界媽祖信仰社群的地位。國際的認證帶動

世界各地的媽祖信眾到湄洲島朝聖，成為協會透過不同場合和刊物，一再歌頌的

事蹟。 

2. 從組織和刊物強化文化推廣 

2008年成立的「中華媽祖文化研究院」是莆田市文化事業建設項目之一，為

社會各界人士籌資興建，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為業主單位。研究院的定位是組

織媽祖文化研究和學術交流，蒐集、編撰媽祖文化專著和相關史料。會刊《中華

媽祖》的發行地也在此。協會自 2005年 5月正式發行雙月會刊《中華媽祖》，其

中的學術欄目吸引兩岸學者投遞文章，莆田市人大常委、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許銀

梅曾讚許該雜誌「擴大了媽祖文化的影響和宣傳」（張明星，2012）。協會旗下的

「中華媽祖網」僅公開 2017至 2019年出版的雜誌內文，古明君（2019）指出該

雜誌產出官方認可的媽祖文化論述，呈現 3 個特點：一是持續淡化媽祖信仰的宗

教色彩，強調它的民俗文化特性；二是從地方信仰的象徵，透過媒體傳播昇華為

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三是建構出「媽祖人」的道德行為主體，這個群體囊括了

受到媽祖影響的人，以及從事推動媽祖文化工作的人。筆者觀察它的協辦單位包

括莆田市人大和政協常委會辦公室、湄洲島國家旅遊度假區、湄洲媽祖祖廟董事

會及鹿港天后宮管委會，由協會常務副會長林國良擔任雜誌社社長，顯示這個刊

物可能受到官方支持資助。 

3. 開發多元活動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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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創立之初即為兩岸交流而服務，16 年來發展出 3大代表性活動：24 

表 3- 2  兩岸媽祖信仰主要交流活動 

活動名稱 創立年分 舉辦時間 活動性質 

天下媽祖回娘家 2008 
每年農曆 3 月 23 日

前後，為媽祖誕辰日 

世界各地媽祖文化

相關機構到湄洲島

謁祖進香 

媽祖文化活動周 2009 

配合每年海峽論壇

的時間，通常為 5月

初 

結合多元主題的次

論壇，以宮廟聯誼、

招商引資為主 

中國．湄洲媽祖文化

旅遊節 
1994 

每年農曆 9 月 9 日

前後，為媽祖昇天日 

主軸為祭祀大典，結

合經貿論壇、展覽等

周邊活動，推廣湄洲

島旅遊觀光 

資料來源：筆者綜合整理。 

協會最新的 2019 年工作報告鉅細靡遺回顧創會 15年以來的工作成果，並展

望未來的工作目標，從中即能發掘協會在不同階段的重心。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

會成立之初以對台交流為重點，積極參與兩岸宮廟的交流活動，並宣示要「堅定

不移地把擴大和深化對台的交流與合作當作永恆的工作主線」（中華媽祖文化交

流協會，2019）。會長張克輝 2009 年受台灣媽祖聯誼會邀請來台，率 15 人團進

行 10 天的參訪，在台中縣梧棲鎮受到鎮瀾宮為首的 51 間宮廟擺宴接風（趙宏

進，2009）。另外，台灣主要媽祖廟頭人幾乎每年都會率團親自前往協會進行交

流，或是共商協辦活動的前置作業。再者，協會代表亦會出席兩岸媽祖廟的結盟

典禮或神像的分靈儀式。這些無非是強化協會在兩岸媽祖信仰事務的主導權，並

透過湄洲媽祖祖廟鞏固協會在兩岸媽祖信仰交流的地位。 

                                                 

24 由於章節安排的設計，本文將「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置於第三節（頁 64 起）深入分析，「媽

祖文化活動周」置於下一章第二節（頁 90）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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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近年該會的核心任務有所轉向。自從「媽祖信俗」成為聯合

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後，它不滿足只是對台交流的節點，更想成為世界媽祖交

流的中心。如今，協會外擴的任務是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文化建設，像是舉

辦「媽祖下南洋．重走海絲路」活動，加強與東南亞華僑的情感連結；而媽祖也

被冠上「一帶一路的文化使者」稱號，為中國政府做「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

再次體現了神明職能的政治化。2016年創辦的「世界媽祖文化論壇」是這個戰略

思維的產物。福建副省長洪捷序在論壇致詞：「媽祖文化不僅是建設 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資源，同時也成為海絲沿線國家的共同文化記憶」

（林春茵、阮煜琳，2016）。論壇主題將媽祖文化的內涵與海洋科技、海洋經濟

發展、區域經貿合作掛勾，《中國新聞網》（2016）的〈聚焦世界媽祖文化論壇：

媽祖，「一帶一路」的文化使者〉一文充分展現了宗教的工具性： 

具體落實在推動設立「中國－東盟海洋合作中心」，加強海洋科技創新，

推進漁業、經貿等領域合作；以及加快建設中國（福建）自貿貿易試驗

區，重點拓展與東盟自貿區的經貿合作，進一步擴大與印度洋沿岸國家

的貿易總量，打造貿易合作基地。 

二、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本文發現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近年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其中因素值得深

入探討。由於現有文獻缺乏進一步討論中國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性質和角

色，因此筆者試做初步的分析。 

依據新聞資料和訪談成果，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是整合該地區的媽祖廟，

通常是由當地最大的媽祖廟或政協主導，再透過這些協會接觸台灣的三大媽祖聯

誼會，才會連結到台灣本地的媽祖廟。這說明了除非個別廟宇透過自身網絡直接

與對岸的宮廟來往，否則在多數情況是以「協會－協會」形式進行互動。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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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認為這些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是民間組織，若是官方，則台灣這邊較有

顧忌。但就如先前所說，在中國表面是民間組織，實則是「半官方」性質，如同

五大宗教愛國協會在不同地方層級有平行組織，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也是如此。 

（一）人事組成 

現有資料尚沒有釐清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和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

關係，加上資訊不透明的緣故，很難得知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完整的人事名

單。本文就經常對台交流的省市級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整理成表 3-3： 

表 3- 3  中國省市級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名單 

協會名稱 創會年分 創會會長 創會會長背景 

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 1998年 10月 顏延齡 

現任澳門寶盛集團總裁。曾任澳

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

第 9屆全國政協委員 

天津市媽祖文化促進

會 
2006年 11月 蔡長奎 

現任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副會

長、天津天后宮管委會主任 

南京媽祖文化交流協

會 
2009年 4月 查無資料 

現任會長王隆京為南京市鼓樓區

政協主席 

青島市媽祖文化聯誼

會 
2010年 趙起良 

現任青島市委常委、中國農工民

主黨中央聯絡委委員、農工黨省

委常委 

海南省媽祖文化交流

協會 
2011年 1月 林秀才 

現任中國城投建設集團總裁。曾

任海南省政協委員、海口市政協

常委、海南省福建商會會長 

永春開永媽祖文化交

流協會 
2012年 李文峰 現任永春陳阪宮董事長 

昆山兩岸媽祖文化交

流協會 
2012年 夏梁鑫 

曾任昆山市委副書記、昆山開發

區黨工委副書記 

廣東省汕頭市媽祖文

化交流協會 
2012年 11月 王杏元 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 

廈門市兩岸媽祖文化

交流協會 
2016年 1月 蔡馬勇 

廈門本地人，現任廈門市大甲鎮

瀾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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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媽祖文化促進

會 
2016年 7月 蔡馬勇 同上 

山東省海峽兩岸媽祖

文化交流協會 
2020年 10月 趙樂通 現任長島顯應宮主委 

資料來源：筆者綜合整理。 

筆者發現，省市級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創會會長與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核

心幹部的背景類似，以政協代表、民主黨派代表人士、宮廟頭人為主，有的甚至

是當地大企業家。這些協會在兩岸交流特別活躍，部分領導的媽祖廟透過媽祖文

化交流協會的名義，已和數十間台灣媽祖廟結為姐妹廟，或互相分靈以示交好。

除了表 3-3的協會外，以媽祖信仰發源地自居的莆田市，轄下各區近年相繼出現

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譬如涵江區、秀嶼區、城廂區、仙遊縣、荔城區，甚至在 2014

年出現全市第一個村級的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莆田文化網，2014）。 

（二）經濟誘因：「嫁接傳統」的地方媽祖文化 

中國各地興起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現象背後，經濟誘因可能大於政治誘因。

一位宮廟頭人指出，亦觀察到近 5 年中國出現越來越多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

會，他認為是政策補貼所致，只要與台灣交流就容易拿到「重點補助」： 

因為大陸現在很多的政策就是說，你如果把它設成廟還是設成什麼，它

就不會被拆掉啊還是怎麼樣。就是會有很多政策關於媽祖交流的，得到

一些補助啊什麼的，所以它就會一直雨後春筍長出來。（T8） 

從青島市副市長孫立傑的一席話中，可見青島市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舉辦青島

市媽祖文化聯誼年會的目的。該協會會長趙起良與台灣媽祖聯誼會名譽會長顏清

標在會中簽署了「友好聯誼協議」（游勝鈞，2017）： 

此次兩岸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簽署的協議中，強調在加強兩地聯誼會交流

的基礎上，促成相關產業對口協作，鼓勵兩地企業進行多種形式的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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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建立優勢互補、產業對接、資訊互通機制。同時，充分利用兩地舉

行的文化、旅遊、體育賽事、經貿展會等開展全面交流與合作，促進兩

地文化經濟事業快速發展。 

很多地方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為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理事單位，其中的任

務是加強與湄洲媽祖祖廟、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交流。它們每年同樣舉辦媽

祖節慶的平行活動，形成以湄洲島為中心外擴的大小節點。馬炳濤（2017）形容

地方推廣媽祖文化是「嫁接傳統」的展現，他以南沙天后文化學會舉辦的媽祖文

化活動為例，是經由「標準化」與「地方化」來推動。「標準化」是保持與湄洲媽

祖祖廟、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一致性，同時尋求結合地方文化的特色。 

因此，地方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在「依樣畫葫蘆」的同時，亦要思考如何從中

國各地的媽祖文化活動中脫穎而出。不過現實能否做到，這可能跟主辦方的級別

跟能力有關。如果是縣級以下的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應只能觸及鄰近城鎮的民眾

前來參與；但若是到了省市級的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可能有足夠的野心和相應的

能耐邀請到省級以上的中共菁英，以及台灣的宮廟和媽祖聯誼會參與，此時對台

交流的外溢效應就會湧現。在多元形式的媽祖活動中，媽祖文化節是典型的案例。 

地方媽祖文化節遍地開花的現象，不僅反映了民間信仰在中國尋求合法化的

歷程，同時亦是地方政府尋求經貿利益、擴大財政收入、提升城市影響力的策略。

原先中共官方只有在湄洲媽祖祖廟舉辦媽祖文化節，但透過媒體和信眾的傳播，

地方的媽祖廟看見文化節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不同地方層級的媽祖文化節紛紛出

籠，下至鎮村級也有，像是廣西桂林平樂縣華山村媽祖文化節、海南海口市新坡

鎮媽祖文化節等，而部分亦有地方政府參與（陳春陽、林國平，2019）。 

以天津媽祖文化節為例，天津市政府從 2001 年至今共舉辦 9 屆，創辦以來

複製湄洲媽祖文化節的模式，同樣含民俗表演、學術研討會、展覽、商貿活動等

多元主題（黃寶瑛，2009, 194-197）。承辦方有天津市台辦、市旅遊局、市文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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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區人民政府、津南區人民政府以及市媽祖文化促進會（張道正，2018）。這

不僅成為台灣媽祖廟赴陸主要參加的媽祖文化節，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局長張

大春 2012 年還曾帶人參加第 6 屆活動。市政府的考察報告（2012）指出，藉由

參訪文化節系列活動、觀摩濱海新區25 媽祖聖像落成典禮，作為台中市日後舉辦

相關活動、興建大安港媽祖主題園區26 的參考。報告亦透露出席文化節開幕式的

中共官員，包括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會長張克輝、副會長林兆樞、國台辦副主

任葉克冬、天津市政協主席邢元敏、天津市委統戰部長劉長喜等人，一共約有2500

人參與開幕式。從上述名單即能看出，文化節存在高度的政治意味。值得注意的

是，在文化節期間，天津市政府同時舉辦「天津．台灣旅遊合作交流峰會」，邀

請台中市觀光旅遊局與會交流之外，會後數位天津與台灣旅行社代表還簽署了

「遊團隊合作協定」，這強化了宗教文化節的旅遊觀光性，弱化了宗教性的意義。 

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興起體現了地方政府「信仰搭台，經濟唱戲」的

治理策略。中國學者陳進國專門為官方出版的《宗教藍皮書》寫歷年民間信仰的

主題報告，他在 2013 年的《藍皮書》中公開批評這些慶典是「千人一面、相互

抄襲、過度開發的局面」，變成是一種「文化政績的象徵性表演」。從地方媽祖文

化節的地點來看，有些明顯不在原本就有信仰媽祖的沿海地區，而部分縣級以下

地區亦沒有足夠的政治誘因吸引省級高層領導關注，形成對台統戰效應。因此比

起政治誘因，經濟誘因是多數中國地方創立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動機。 

第三節  媽祖信仰的人事與組織：以莆田市為例 

                                                 

25 天津媽祖文化園區在濱海新區建立，由大甲鎮瀾宮與天津有關單位規劃，本文將於下一章第三

節（頁 104起）詳細說明其成立背景與經營手法。 
26 大安港媽祖主題園區歷經 3 任市長至今尚未完工，因為經費問題無法購入高達 3億的媽祖像，

變成「有基座、沒媽祖」的蚊子區。張明惠（2020/04/21）。〈大安媽祖園區沒媽祖 台中市府擬買

雕像解套〉，聯合報新聞資料庫，查閱時間：202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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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以莆田市為例，探討地方媽祖信仰相關的人事與組織，是如何推廣與利

用媽祖信仰達成政治與經濟目的。本節先介紹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的發展史、經

營模式與兩岸交流成果；再歸納莆田市領導層以「信仰搭台，經貿唱戲」的治理

策略如何開發湄洲島，促進莆台經貿合作；最後分析莆田學院在推廣媽祖信仰所

扮演的角色。 

一、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 

（一）發跡過程 

媽祖信仰最早追溯至中國宋代，歷經了元、明、清的媽祖靈應事蹟而受到朝

廷加封，媽祖成為有「護國庇民」封號的女神。相傳是媽祖昇天地的湄洲島，島

上的湄洲天后宮在中共建政前已達到相當的規模。然而，湄洲天后宮在文化大革

命期間被視為封建遺物而遭破壞，建築只留下聖父母祠、中軍殿，媽祖神像在湄

洲島漁家女林聰治的護衛下，幸運留存（董振雄，2003）。 

在 1978 年仍把媽祖信仰看作迷信的社會氛圍之下，林聰治開始號召鄰里鄉

親集資重建，後來各地而來的信徒亦參與修復，不過到 1985年完工時，「為一單

殿式建築，規模約略與台灣鄉村小廟相當」（蔡相煇，1995）。1986 年湄洲媽祖祖

廟管委會為了要降低籌備「媽祖千年祭」的官方色彩，在莆田市領導的協助下，

重組董事會，由時任莆田市政協主席林文豪擔任董事長，林聰治擔任常務董事長，

負責推展廟務（古明君、洪瑩發，2017）。原莆田市政協文史委主任、《湄洲媽祖

志》主編朱合浦（2012）在〈難為媽祖傳承人〉一文如此形容林文豪：「他將一

個純屬民間社團的祖廟董事會打造成名聞遐邇、作用巨大的統一戰線組織」。後

來兩人在 1997年選擇退休，林金榜成為第 2 屆董事長，他連任 4屆，直到 2018

年由其弟林金贊接任第 6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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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洲島林氏一家堪稱是因為媽祖信仰，從體制外走進體制內的典型。林聰治

是林金榜、林金贊兄弟的母親，是湄洲媽祖再次發揚的關鍵人物。在她擔任常務

董事長（1986－1997 年）是湄洲天后宮關鍵的復興時期，包括 1987年舉辦「媽

祖千年祭」，重建牌樓建築群，找尋失落的媽祖祭典儀式，以及 1994 年舉辦第一

屆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這些活動吸引兩岸媽祖廟代表和信眾的參與，奠定了湄

洲天后宮的「祖廟」地位，之後它以「湄洲媽祖祖廟」聞名於世。為了表揚她對

湄洲媽祖文化振興的付出，福建省婦聯因應 70 周年國慶授予她「新中國共成長

的閩籍優秀女性代表」（搜狐網，2019）。 

朱合浦（2012）在〈難為媽祖傳承人〉一文中，對林金榜接任董事長的過程

有詳盡的描述。湄洲島國家旅遊度假區管委會黨工委書記李德金為了尋覓下一任

董事長人選，向莆田市委常委推薦林金榜。他當時在莆田縣笏石鎮擔任人大主席

團主席，由於兒女在城市讀書，加上城裡的職涯發展自然較好，因此林金榜起初

是不願意回湄洲島接替母親的職務。李德金嘗試說服他： 

一來台灣信眾對我們協助祖廟工作有誤解，你是老董事長阿八（林聰治）

的兒子，完全可以淡化政治色彩；二來阿八最迫切的要求是繼任者應讓

他完全放心，兒子接母親的棒，自然是放心了。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 

最後在莆田市委領導的堅持下，林金榜還是服從命令。林金榜在 1997 年從

母親手上接任董事長一職後，藉由他過去從事黨職的制度管理經驗，領導湄洲媽

祖祖廟逐漸從地方提升至全國等級的宗教場所。2004 年創立的中華媽祖文化交

流協會，可說是沒有湄洲媽祖祖廟的復興，就沒有協會的誕生。湄洲媽祖祖廟2006

年成為中國國務院認定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湄洲媽祖祭典同年被列入

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年推動「媽祖信俗」成功申報為世界人類非

物質文化遺產。這些事蹟讓湄洲媽祖祖廟從此穩固在兩岸媽祖界的祖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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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政治廟」的管理模式 

湄洲媽祖祖廟的管理模式為典型的「黨政治廟」（陳進國、陳靜，2014, 194）。

「湄洲媽祖祖廟景區管理處」和「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為「兩個牌子，一套人

馬」，像是景區管理處主任同時兼任祖廟董事長（湄洲媽祖志，2011）。前者於 1997

年創立，是董事會的執行辦事機構、國家 3 類事業單位，受湄洲島國家旅遊度假

區管委會和祖廟董事會的雙重領導，職能是協調祖廟與政府的關係，2018 年更

成立了黨支部委員會。後者的上級機關為莆田市民族與宗教事務局，其最高機構

為湄洲島媽祖信眾代表大會，由湄洲島各媽祖廟協商產生，再選舉出董、監事會

人選。董事長、副董事長 1屆有 5年任期，可尋求連任。一般而言以祖廟董事會

的名義處理內外事務，若是處理官方事務則掛祖廟景區管理處的牌子與官員互動

（陳進國、陳靜，2014, 194）。 

雖說董監事會成員是由信徒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但實際上是先經由湄洲島黨

工委批准名單，就連當初選定林金榜接任董事長一事，林聰治本人是被告知的對

象。張家麟（2008）亦點出《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章程》缺乏對監事的規定，給

予該會人事安排的模糊空間。觀察董事會成員的背景，除了湄洲島國家旅遊度假

區管委會副主任、對台辦公室主任（古明君、洪瑩發，2017）；其餘董事會成員

多來自民主黨派「民革」的莆田市委會，積極承擔對台統戰的工作（陳祖芬，2010）。

以現任祖廟董事長林金贊為例，他不僅是民革湄洲島支部委員會主委，還是現任

民革莆田市委副主委、民革莆田市委「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的分管領導。

現任祖廟董事陳金森和朱金池，同樣在民革湄洲島支部委員會、民革莆田市委「祖

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身居要職。 

另外在財政收入方面，陳進國與陳靜（2014）提到祖廟董事會和景區管理處

的收入是分開計算。祖廟門票收入和渡輪船票分別由景區管委會和政府承包，兩

項金源要上繳給莆田市政府。祖廟董事會的收入分成 3種：一是特定景點的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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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媽祖文化園、媽祖文化影視園、上林天妃故里遺址公園），二是兩個飯店

的經營收入，三是香油錢和其他媽祖活動的營收。 

《湄洲媽祖志》（2011）清楚地揭示董事會的架構，本文呈現於圖 3-1。董事

會底下有眾多部門專責不同業務，規模之大儼然像是一間大型企業，甚至擁有一

間「泰福公司」專門經營祈福賓館、安泰大酒店兩個飯店，提供進香團住宿，儼

然是台灣宮廟香客大樓的升級版。一位台灣宮廟頭人（T6）回憶，早期台灣進香

團去湄洲媽祖祖廟謁祖進香必須要當日來回，在兩岸交流更為頻繁後，如今神像

和人員都可以直接在島上過夜，十分便利。 

綜上所述，湄洲媽祖祖廟集結了宗教場所與企業部門的特色，並聚集來自不

同黨政單位的領導班子。因此，表面上「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經營模式，但

各類活動的決定權實則在各級黨政部門，特別是台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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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蔣維錟、朱合浦主編、莆田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編（2011），《湄洲媽祖志》，頁 111。 

湄
洲
媽
祖
祖
廟
董
事
會

辦公室 電腦室、檔案室、文秘室、收發室、文保所

人事科

保衛科

慈善科

接待科 諮詢中心

財務科

基建科

後勤科 誦經團

環衛科 醫療所

水電科

媽祖文化園 媽祖文化展覽館、貢品製作組

小車隊

勞動服務公司

天后藝術團

培訓中心

泰福公司 安泰大酒店、祈福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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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交流：祖廟地位的多重確認 

「開展同台、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中媽祖信眾的聯誼工作，增進相互瞭解，

加強團隊合作，發展媽祖文化事業。」《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章程》的規定，彰

顯與台灣宮廟「做朋友」的統戰工作是首要任務。由於湄洲媽祖祖廟董事長亦是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基本上與協會的兩岸活動是幾近重疊，

以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莆台媽祖文化周、湄洲媽祖金身巡安活動為主。湄洲媽

祖金身巡台活動是湄洲媽祖祖廟「消彌祖廟紛爭、強化祖廟地位的現實意義」，

湄洲媽祖巡遊各地的活動效仿「古代帝王巡狩四方」，從巡遊的過程展現台灣亦

是祂的「信仰領地」，以此穩固祖廟地位，並聯誼台灣各地的媽祖廟（林國平、

范正義，2013）。經過和台灣媽祖廟超過 30 年的接觸來往，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

已和近 1000 家大小宮廟有聯繫交流，並和台灣 10 大媽祖廟結成「至親廟」（姚

文琦，2008）。雖無法取得確實數據，據長期與湄洲媽祖祖廟來往的知情人士告

訴筆者，台灣在疫情前每年約有 10至 20萬人次至湄洲島進香或旅遊觀光。 

除了積極與台灣廟宇交流，湄洲媽祖祖廟申請湄洲媽祖祭典為國家級「非遺」，

並與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莆田市政府合作推動「媽祖信俗」申請聯合國人類

非物質文化遺產。加上林聰治和她的兩個兒子林金榜、林金贊母子長期經營深獲

地方人士認可，這些事蹟使得湄洲媽祖祖廟從中國各地的媽祖廟中脫穎而出，取

得更多來自中共官方的資源，以維持自己的發展利益，本文稱之為「祖廟地位的

多重確認」。由於中國另有其他與台灣交流密切的媽祖廟，在福建有莆田賢良港

天后祖祠宣稱是媽祖的出生地，泉州天后宮認為自己是「閩南始發祥」之地（董

振雄，2003），莆田文峰宮和松山天后行宮也是各有特色。北方省分較著名的則

有天津天后宮、浙江昆山慧聚天后宮及山東長島顯應宮。這些潛在的競爭者讓湄

洲媽祖祖廟必須不斷透過對外活動以發展廟際網絡，藉此鞏固在中國媽祖信仰社

群的「祖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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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莆田市「信仰搭台，經貿唱戲」的實踐 

湄洲媽祖信仰的復甦，讓莆田市官員看到了地方經濟發展的契機。莆田市政

府透過跨部門大規模實踐「信仰搭台，經貿唱戲」的治理策略，使我們得以見證

中國的地方政府如何以媽祖信仰為由，進行招商引資，帶領湄洲島從改革開放前

的貧困海島，搖身一變成為莆田市的金雞母。 

（一）創辦與發揚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  

莆田市政府在 1994 年與福建省旅遊局、媽祖文化基金會27 主辦首屆湄洲媽

祖文化旅遊節。經歷前 3屆活動的累積，從 2002年第 4屆到 2004年第 6屆有新

的突破，開始受到福建省委和中央的重視。2002 年「湄洲媽祖文化旅遊」被列為

福建省 5 大旅遊品牌、全國 35 個王牌旅遊項目之一，該年福建省委副書記黃瑞

霖擔任旅遊節組委會主任，副省長汪毅夫則是常務副主任（人民網，2002）。第

六屆從原先的「福建莆田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改名為「中國．湄洲媽祖文化旅

遊節」，名稱的變化顯示「湄洲媽祖」品牌已是中共中央認可的中國代表性文化

節慶之一。從文化節的規模來看，從 2002年第 4屆起每年例行舉辦，到 2020年

已舉辦了 22 屆；而光是活動的開幕式出席人數，從一開始的一千多人，到後來

已是一萬多人的大場面。另一個變化反映在節慶主題。文化節從第 17 屆開始與

「一帶一路」倡議掛勾，修改過去沿用下來的「同謁媽祖，共用平安」，變成「媽

祖光輝、『海絲』風順」、「媽祖文化 海絲精神 人文交流」等名稱。 

本文將歷屆湄洲媽祖文化節辦理單位的變遷整理成表 3-4。原先福建省旅遊

局、莆田市政府是主辦單位，從 2006 年第 8 屆開始轉為承辦單位，因為有更高

層級單位取而代之。2007年第 9屆開始由福建省政府主辦，而 2009 年胡錦濤在

                                                 

27 媽祖文化基金會是地方性的民間組織，在 1992 年 10 月創立，由湄洲媽祖祖廟董事長出任會

長，該組織實則由湄洲媽祖祖廟掌握（楊德睿，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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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考察，以及「媽祖信俗」申請成功為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契機，2010

年中國國家旅遊局同意與福建省政府共同主辦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從第 12 屆

起該節慶升格為國家級文化活動（林文家，2010）。湄洲媽祖祖廟還在 2010年與

閩台緣博物館、武當山，名列國台辦第一批認證的「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國台

辦，2021）。 

協辦及指導單位的歷屆名單較不齊全，不過也能看出一些變化。比較有趣的

是，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在創會後曾擔任過活動主辦、承辦到近年都是協辦，

本文推測可能是官方考量到節慶的活動規模越辦越大，主辦、承辦方由政府機關

出面，在條塊體系下協調與執行較為容易。另外，台灣方的協辦單位從第 8屆起

皆是台灣媽祖聯誼會及台灣旅遊業六大工會，一方面台灣媽祖聯誼會是由大甲鎮

瀾宮領頭，該會擁有全台最多的媽祖廟會員，而鎮瀾宮在動員參與節慶的號召力，

勢必有助於主辦方向台灣媽祖廟和信徒推廣文化節。將台灣旅遊業六大工會拉入

協辦亦不難想像，旗下旅行社的旅遊配套措施，亦有助於吸引台灣遊客至湄洲島

觀光。 

至於指導單位，自從第 9屆主辦方改為福建省政府，國家文化部也開始涉入。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簡稱「中國僑聯」），它在文化節早

期就參與至今，這與它「聯繫廣大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的任務有關。由於莆

田本地為中國重要的僑鄉，加上文化節近年的重心是吸引「一帶一路」中海絲沿

線國家的華僑前來參與，以及聯合辦理世界媽祖文化論壇所需龐大的涉外及僑務

工作。因此中國僑聯雖然是人民團體，但主辦方亦依賴它所建構的人際網絡，來

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活動目標。中國僑聯在第 17 屆的開幕式上授予湄洲媽祖祖廟

「中國華僑國際文化交流基地」稱號，希望文化節能成為連結海內外華僑的文化

紐帶（台海網，2015）。 

表 3- 4  歷屆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辦理單位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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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屆次 單位名稱 

主辦

單位 

1-6 莆田市政府、福建省旅遊局 

7 莆田市政府、福建省旅遊局、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8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海峽兩岸

旅遊交流協會 

9-11 福建省政府 

12-22 國家旅遊局*、福建省政府 

承辦

單位 

1-6 湄洲島國家旅遊度假區管委會、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 

8 福建省旅遊局、莆田市政府、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9-11 
福建省文化廳、福建省旅遊局、莆田市政府、中華媽祖文

化交流協會 

12-22 福建省文化廳、福建省旅遊局、莆田市政府 

協辦

單位 

4 台灣、澳門、天津、山東、浙江的旅遊機構 

8 台灣媽祖聯誼會、台灣旅遊業六大工會 

12-13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福建省對外文化交流協會、莆

田市旅遊局、莆田市文化局、湄洲島管委會、湄洲媽祖祖

廟董事會、台灣媽祖聯誼會、台灣旅遊業六大工會 

16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莆田市委台辦、莆田市貿促會、

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台灣媽祖聯誼會、台灣旅遊業六

大工會 

指導

單位 

4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中國僑聯、中國旅遊協會 

6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中國僑聯 

8 國家旅遊局、中國僑聯 

9 國家文化部*、中國僑聯、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 

10 國家文化部、中國僑聯 

11 
國家文化部、中國僑聯、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中華全國台

灣同胞聯誼會 

12、13、15 國家文化部、中國僑聯、全國台聯、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資料來源：筆者綜合整理。 

備註：*國家旅遊局在 2018 年與國家文化部合併為國家文化和旅遊部。 

開幕式出席的官員名單亦可看出端倪。2010年第 12屆升格為國家級節慶之

後，除了全國與省級政協、省級人大及旅遊局官員、福建副省長、莆田市常委、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會長等人出席外，還加上國家文化部代表、福建省委書記、

福建省長等高層幹部出席。2016年第 18屆開始舉辦世界媽祖文化論壇之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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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有國家海洋局、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局、國家自然資源部、外國駐中使館等單位

代表出席，主辦方明顯朝「一帶一路」倡議的海洋戰略多邊合作在籌劃節慶的周

邊活動。 

（二）招商引資的策略 

從歷屆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的主要活動內容觀察，經貿類型的活動可分為 3

種。第 1 種是經貿洽談會。文化節早在第 2 屆就融入了首屆「湄洲旅遊經貿洽談

會」，這為莆田市和湄洲島拿到了鉅額投資項目（張家麟，2008）。第 7屆則是湄

洲島與金門縣政府簽訂旅遊經貿對接意向書，兩地在旅遊經貿相關的商務行為展

開合作，包括「資源分享、產品互推、客源互送、經貿互往、資訊互通、交流互

動等方面」（史冰，2005）。 

第 2 種是開竣工項目的剪綵儀式，這在部分屆數都會出現。譬如在第 14 屆

開竣工項目中，呈現了多種形式的開發工程，讓潛在的投資者知道湄洲島具備強

大的發展性（莆田市人民政府，2012）： 

此次湄洲島開工項目有 15 個，分別是湄洲島媽祖祖廟夜景照明二期工

程、宮下對台客運碼頭擴建工程、宮下碼頭道路連接線改擴建工程、蓄

能電站、工商綜合服務大樓、球幕電影院、環島東路「白改黑」工程、

農網升級改造工程、「海神 6 號」客船、實驗幼稚園項目、媽祖中學教

學樓、北部區電纜下地工程、媽祖中學教師宿舍樓、新一輪海堤強化加

固一期湄洲後巷海堤工程、污水收集管網一期工程；竣工項目有 9個，

分別是媽祖文化影視園、宮下旅遊專用碼頭、污水管網工程、湄洲大道

瀝青路面改造工程、「三線」下地管網一期工程、「湄洲 2號」車渡船、

校安工程、徐家匯酒店、湄洲第一中心小學運動場改造工程等，總投資

額分別為 2.8億元和 1.4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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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種是旅遊產業相關的論壇和產品展銷會，這種比較屬於聯誼交流性質，

幾乎是每屆文化節都會出現的活動類型。第 13 屆配套了「中國．湄洲媽祖文化

旅遊品牌推廣大會」，部分兩岸四地的旅行同業公會、旅遊局共同簽署《媽祖文

化旅遊圈戰略合作湄洲宣言》；而湄洲島國家旅遊度假區與福建、廈門、山西、

陝西、浙江等地的旅行社，以及海峽自駕遊聯盟、海峽旅遊景區聯盟一共 56 家

旅行社簽署《湄洲島旅遊發展合作協定》（莆田市旅遊局，2011）。第 16 屆舉辦

相同的活動，邀請 50 間旅行社帶著專家、遊客和媒體團在莆田踩點、考察與選

購；並舉辦首屆媽祖文化產品博覽會，邀請 100間廠商擺攤媽祖的文創商品進行

交流，徵選最代表湄洲的產品，其中有 30 間是台灣的文創業者（莆田市人民政

府，2014）。第 22 屆則另舉行「媽祖文化和旅遊國際傳播論壇」，聚集了旅行業

者、外國駐中使館代表、傳播和行銷專家，以「媽祖文化在海絲沿線國家和地區

的國際傳播現狀、問題和對策」進行研討（華廣網，2020）。 

綜合中國媒體數據，湄洲島每年吸引觀光、進香的境內外遊客超過 100萬人

次，其中海外遊客及港澳台地區人數超過 20 萬人次。曾到湄洲島進香的宮廟頭

人，皆對島上地貌的巨大變化印象深刻。他們談到每一次去的地貌又有了改變，

形容房子像「雨後春筍」，飯店林立，湄洲媽祖祖廟也有自己經營的飯店。 

湄洲島的變化很快，他們的建設很像春筍有沒有，曬到太陽就一直衝一

直衝這樣。蓋房子，去的時候看到那邊還是一片荒原，下次再去房子就

蓋好了，很快。那個路又寬又大又直，不像我們歪來歪去的。（T5） 

現在湄洲島什麼都嘛可以，都快變自由貿易港了，整個湄洲島的經濟跟

旁邊莆田的鄉下那能比啊，它可能一碗飯一兩塊，湄洲島一碗飯都要三、

四十塊了。（T8） 

（三）深化莆台合作：打造「台胞台企登陸的第一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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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平（2012）在《媽祖文化三十年》一書中寫道：「這些年來，莆田市政

協巧妙地利用媽祖文化搭台，唱出了兩岸經貿合作的連台好戲。」莆田市以媽祖

文化旅遊節打響知名度的外溢效應，其中一個是吸引台商前往莆田投資。早期投

資的台商多為虔誠的媽祖信徒，像是曾政仁與周明朗融資 300萬美元，創辦億承

鞋業有限公司；吳文儀亦投入製鞋業，先後創立大福、大永等 8家鞋廠，貢獻總

投資額 3200 萬美元；台灣豐泰集團王秋雄在莆田創辦協豐鞋業等事例，為莆田

當地提供不少的就業機會（姚文琦，2008；陳建平，2012）。一位宮廟頭人如此

說道： 

他們就是非常喜歡我們台灣人過去，因為我們會帶錢過去，不是因為他

們注重媽祖，是我們台灣人在注重，那他們跟著注重。（T1） 

大批台商的進駐，為莆田帶來額外的發展機會，成為兩岸產業交流的前瞻城

市。莆田市近期重點發展醫療健康產業，2018 年的海峽論壇媒合了 57項莆台合

作項目，總投資額共 70 億人民幣，其中包括了媽祖文創和醫療產業。國台辦在

2019 年同意福建省在莆田市設立全中國第一個國家級的「海峽兩岸生技和醫療

健康產業合作區」，目的是承接台灣的健康產業轉移，從軟體的人才、技術到硬

體的醫學中心、製藥廠（東南網，2020）。 

針對媽祖文創產業，湄洲島管委會主任林韶雯曾在 2016 年海峽論壇的媽祖

文化活動周宣布，凡在島上舉辦文創活動最高可獲莆田市政府補貼 30 萬元人民

幣，祭出文創業者開辦觀光工廠最高可獲 40 萬元人民幣獎勵，小型文創企業每

月還有租金補貼，此舉希望將台灣文創產業引進湄洲島（林春茵，2016）。中國

傳媒大學副校長張樹庭在媽祖文化周論及媽祖文創 IP 具有龐大潛力，他認為「媽

祖文化擁有極強的凝聚力、親和力、爆發力、傳播力等特質，是一個未被喚醒的

超級 IP。」湄洲媽祖祖廟在該場合也向鎮瀾宮請益「三月瘋媽祖」的文創旅遊經

驗（林愛玲、陳盛鐘，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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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最明顯的政策為，莆田市政府 2018 年依照中央《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惠台 31條」），發布了《莆田市關於促進

莆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簡稱「莆田惠台 35條」），其中有 5項條文

與媽祖信仰相關。這些條文不僅是鼓勵「台灣同胞」前來，同時也是激勵地方相

關單位積極向台灣宮廟頭人推銷下列措施的誘因： 

（十）進一步鼓勵和支持民間團體、機構、宮廟等加大對台文化交流力

度，每年單列資金 300萬，用於以上民間機構文化交流項目的補助。（責

任單位：市台辦、財政局） 

（十一）鼓勵和支持台灣同胞申報莆田市「媽祖信俗」各級代表性傳承

人，經認定的市級以上代表性傳承人滿 45周歲後可給予每人每年 3000

元傳承補助，用於開展授徒傳藝、教學、交流等各項傳習活動。（責任

單位：市文廣局、財政局） 

（十二）台胞享受湄洲島入島門票及全島景點門票全免優惠；莆田市轄

區內所有景點門票對台胞實行減半優惠，台胞旅遊團門票實行三折優惠。

（責任單位：市旅發委、各縣（區）政府管委會） 

（十三）與台灣有關文創企業開展文化創意產業專案合作或配合開展主

題文化活動的在莆田市行政區域內依法登記註冊設立、具有獨立法人地

位，並從事文化產業相關業務經營管理的單位，申請莆田市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專項資金補助、獎勵、融資貼息補助，在符合莆田市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莆財教〔2017〕223號）相關規定和申報程

式的條件下，予以優先考慮。（責任單位：市委宣傳部、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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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鼓勵台灣船運公司直航湄洲島，按照實際人數船票的 50%

給予補助。（責任單位：湄洲島管委會、市財政局、湄洲灣港口管理局、

市交通運輸局） 

莆田市黨政機關透過媽祖文化旅遊節的載體，積極推動湄洲島的媽祖信仰走

出去，除了試圖讓湄洲島成為世界媽祖文化中心，配合對台政策像是「莆田惠台

35條」、福建自貿試驗區、小三通模式，一併連帶的政經效益帶動了「湄洲島－

莆田市－福建省」三個層次的地方發展，期望「建成台胞台企登陸的第一家園」。

在「信仰搭台，經貿唱戲」的本領，莆田市確實是打得響亮。 

三、莆田學院的角色 

在中國媽祖信仰的學術機構中，不能忽略莆田市唯一公辦普通本科高校「莆

田學院」所扮演的角色，它是深根媽祖信仰地方教育的主要推行者。莆田學院2005

年 4 月成立媽祖文化研究所，意圖建立該院的特色學科，而媽祖文化研究所 2                                                                                                                                                              

007 年改名為媽祖文化研究中心，2012 年升格為媽祖文化研究院，2013 年 1 月

成為全國台聯媽祖文化研習交流基地（百度文庫，2020）。莆田學院網站稱該單

位「在經濟建設方面，為促進兩岸交流，為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湄洲灣港

口城市和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服務」（莆田學院，2011）。  

莆田學院為了持續發展它的辦學特色，2016年不僅創立媽祖文化傳播學院，

還開設首屆「媽祖文化傳播人才培養特色班」（陳祖芬，2017），每年收一班共 40

多位學生，至今已經培養出 100多位媽祖文化傳播應用型人才（王成良、王福梅，

2020）。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同年起贊助莆田學院每年 40萬元人民幣專款，設立

「湄洲媽祖祖廟媽祖文化人才培養獎教獎學金」，支持學院的媽祖文化研究和人

才培育（吳偉鋒，20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21

 

73 

 

依莆田學院學者葉燕霞（2020）所述，「媽祖文化概論」是全校學生的必修

課程，所有科系的大二體育課開設「大學體育．媽祖舞功操」，並在各系所開設

「媽祖文化研究」等選修課程。筆者推斷，這門媽祖操體育課是為了學校動員學

生在每年的媽祖昇天大典中表演。依據湄洲日報（2016）描述，莆田學院大學生

會在當日扮演舞生，跟隨音樂起舞演出，一受訪者亦向筆者提及此事。不過，葉

燕霞（2020）提到目前課程需改進之處，應要沉浸式教學，不是只在教室內傳授

學生媽祖文化知識；王成良與王福梅（2020）則建議開設線上課程以傳播相關知

識。他們以學院共同選修課「媽祖文化教育概論」為例，課程在 2017 年上架到

MOOC 線上教學平台後，一學年吸引將近 6000 位在校生選修，是原先實體課程

選修人數的 5倍，到 2020年已經有將近一萬人選修，400多萬人次訪問的紀錄。

因此，若媽祖文化主題的線上課程普及化，可能對兩岸媽祖信仰學術社群產生哪

些影響，是本文認為未來中國高校媽祖文化教育的觀察面向。 

對台交流方面，莆田學院已跟台灣媽祖聯誼會、彰化縣私立明道大學合辦的

媽祖文化學院簽訂合作備忘錄。兩方 2019 年在明道大學聯合舉辦「媽祖與文化

產業：2019 海峽兩岸媽祖文化與地域發展研討會」，邀請兩岸 26 位產官學專家

參與討論（林明佑，2019）。莆田學院亦是海峽論壇媽祖文化活動周的協辦方。

從上述來看，莆田學院利用媽祖文化發源地的地緣優勢，與湄洲媽祖祖廟合作培

育媽祖傳播應用型人才，協辦海峽論壇，與台灣學術單位合辦研討會等行動，促

進兩岸交流和當地媽祖文化產業的發展，而最大的受益者還是莆田市政府。 

小結：由神引人，以民促官 

從這些中國方媽祖信仰主要行為者的觀察，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和湄洲媽

祖祖廟為共創雙贏的互利關係，而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興起主要和經濟誘

因有關，另外中共近年或許也有鼓勵各省創立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以「地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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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做對台工作更細緻的對接。這也顯現中共在媽祖信仰的統戰模式：以「統戰

部－政協（民主黨派）－媽祖廟董事會（管委會）／全國與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

協會」三層次進行，再把宗教代表人士納入地方政協體系。 

湄洲媽祖祖廟「黨政治廟」的管理模式之下，在意識形態方面，從《湄洲媽

祖祖廟董事會章程》可看出其「愛國」性質：「對媽祖信眾進行愛國主義和社會

公德、文明行為的學習，加強對憲法和有關法律、法規、政策的學習，促進愛國

主義與媽祖信仰的有機結合。」。宮廟頭人不是純粹的宗教場所管理者，還身兼

不同黨職，這樣人事安排的目的，有助於莆田市領導層掌握宮廟的動態和發展方

向，並確保宮廟是為了黨國而服務。在學術研究方面，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

《中華媽祖》雜誌、莆田學院的《媽祖文化研究》期刊奠定了兩岸媽祖研究學者

對話的基礎（陳國成、艾士易，2020）。在經貿利益方面，國發委把「發揮媽祖

文化等民間文化的積極作用」寫入「十三五」規劃，莆田市政府透過媽祖文化節

招商引資，一面深化莆台經貿合作，另一面把媽祖信仰融入國家發展戰略，推動

莆田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經貿合作。這個政策目標也反映在中華媽祖文化

交流協會近年的發展主軸，加強與東南亞華僑的聯繫。然而，這種新型的宗教「公

共外交」是否奏效，仍有待後續觀察。 

這些媽祖信仰相關的機構陸續創立，反映了中共重視媽祖信仰發展和利用價

值，以及地方治理民間信仰朝向法制化、組織化前進。筆者繪製中國涉及媽祖信

仰相關組織於圖 3-2。這樣的發展對於民間信仰具有優劣。一方面民間信仰相關

人士能夠透過制度化管道尋求資源，另一方面它又受限於政府透過組織主導了宗

教的發展。這種兩難處境也普遍存在於中國所有的民間組織。在中國的「國家－

社會」關係，沒有所謂獨立的民間組織，分類控制是中共掌握、侷限民間力量的

根本原則。因此，官方性質的民間宗教組織舉辦文化活動，即使沒有政治統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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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量，也會想在經濟上有所斬獲，達成「宗教搭台，經貿唱戲」的目標（張家

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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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中國涉及媽祖信仰相關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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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兩岸媽祖信仰交流與政經實作：以台灣媽祖

聯誼會為例 

本章首先以大甲鎮瀾宮成立的台灣媽祖聯誼會為例，探討它的發展歷程與定

位，並呈現宮廟加入的動機和對聯誼會角色的看法，最後分析媽祖聯誼會興起的

成因。第二節回溯 1987 至今的兩岸媽祖信仰交流，本文著重觀察近 20 年的發

展，歸納出 4種交流模式，最後分析近 10 年的發展趨勢。第三節從 3個行為者、

3個事件深入探討兩岸媽祖信仰交流下流動的政經力量。本章討論兩岸交流事蹟

以台灣媽祖聯誼會為中心，亦部分論及中華媽祖聯誼會、寰宇媽祖文化國際交流

協會等台灣主要的媽祖廟聯誼組織。 

第一節  台灣媽祖聯誼會的成立與影響 

本節介紹台灣媽祖聯誼會的發跡與定位，不僅帶動其他媽祖廟成立聯誼會，

也演變成近 10年的台灣媽祖信仰社群，單一媽祖廟加入多個聯誼會成為常態。 

在會員遍布全台的媽祖聯誼會蔚為流行之前，台灣媽祖廟團體就熱衷於以大

廟為中心所形成的分香網絡，成立區域型的聯誼組織。譬如，鎮瀾宮聯合 10 幾

個搶香團體和友宮成立「大甲媽祖聯誼會」，是台中地區媽祖信仰的中心；彰化

南瑤宮底下有 10個「媽祖會」，分布擴及整個彰化縣（張珣，2008, 189）。多數

受訪者提到台灣最早、規模也最大的神明會是 1991 年由鹿耳門聖母廟主導成立

的「金蘭會」，該會不限於特定神明，只要是內政部立案的廟宇都可申請加入。 

一、台灣媽祖聯誼會的任務與定位 

根據郭金潤（2005）主編的《大甲鎮瀾宮志》與訪談資料，鎮瀾宮在 2001年

受到莆田賢良港天后祖祠的邀請，協助募集資金以重建年久失修的建築群，於是

號召友宮參與捐助，最終決議各宮廟捐獻 40 萬元，鎮瀾宮再加捐 100 萬元。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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瀾宮主事者認為若能邀請台灣各地媽祖廟合力捐建會更有意義，也藉此整合台灣

廟宇的力量，促進台灣內部和兩岸的宮廟聯誼，因此有了以台灣的地名成立「台

灣媽祖聯誼會」的想法。於是這 18 間宮廟成為台灣媽祖聯誼會創會會員，由鎮

瀾宮副董事長鄭銘坤領銜，於 2001 年 7 月 14 日在鎮瀾宮文化大樓召開會員大

會，正式成立聯誼會，台灣跨黨派政要包括副總統呂秀蓮、立法院長王金平，以

及中國主要媽祖廟董事長均來電祝賀或贈賀詞（郭金潤，2005）。這些初始成員

為鎮瀾宮的遶境途經廟與分靈廟，再透過各自的交誼網絡吸引其他廟宇加入；創

始頭 3 年每 3 至 4 個月舉行會員大會，2004 年後改成每半年一次，每次會員大

會的主辦方以會員輪值方式進行（洪瑩發，2010）。 

本文將統計到 2021 年 5 月為止的會員名單和地區分布列於附錄。台灣媽祖

聯誼會的會員條件限於主祀媽祖且登記財團法人或管委會的廟宇（郭金潤，2005）。

筆者歸納台灣媽祖聯誼會的擴張可分成 3個時期：草創期（2001-2005）有 35個

成員，停滯期（2006-2010）增加至 42個，快速成長期（2011-2020）成長超過 3

倍達 151個會員。28 會員橫跨全台各縣市，其規模遠勝於北港朝天宮主導的寰宇

媽祖國際交流協會，以及鹿港天后宮主導的中華媽祖聯誼會。29 筆者在訪談前即

發現，台灣媽祖聯誼會 2020 年就新增至少 38 個會員，推測可能在《反滲透法》

通過之後，這些宮廟藉由聯誼會為他們未來的兩岸交流背書。不過，在綜合訪談

資料發現，會員數的突增主要是因為主事者為了應對寰宇媽祖國際交流協會的競

爭壓力，積極邀請宮廟入會。這是台灣內部廟際競爭的結果，與兩岸交流無關。 

                                                 

28 聯誼會網站上顯示的會員數與實際有落差。網站列出 145 間，但在最近一次 2020 年 11 月的

會員大會中，總幹事透露有 151個會員。訪談聯誼會主事者也獲得證實。 
29 依據筆者掌握的資料，中華媽祖聯誼會目前規模約在 50 至 60 個成員，寰宇媽祖國際交流協

會則約在 70 至 80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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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歸納台灣媽祖聯誼會的任務主要有 3種。一是協助會員推廣各自主辦的

活動，像是遶境、祈福法會等。這些地方活動在聯誼會的官網會提前佈告，而主

事者在會員大會現場，也會直接詢問在場會員有無要宣傳本宮的活動。 

二是推動信仰傳承的工作。聯誼會與彰化縣私立明道大學合作在 2017 年創

立媽祖文化學院，目前已開設媽祖文化學分學程供學生選修，與明道大學資傳系

合作籌組媽祖電視台，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街頭開辦媽祖學堂，每年發行兩

本《媽祖信俗研究學刊》30 ，並為推廣媽祖文化的宮廟頭人頒發「榮譽院士」頭

銜。31 近期重點任務是 3年內籌建媽祖國際智庫，蒐集台灣各媽祖廟的宮志、文

物和相關學術著作（媽祖文化學院，2020）。從會員大會的直播影片中，大會特

別留給明道大學中文系主任、媽祖文化學院院長謝志隆向各宮廟代表做工作報告，

可見聯誼會十分重視該學院的發展。 

三是兩岸交流。鎮瀾宮在當代兩岸媽祖信仰交流扮演重要的角色，自從成立

聯誼會後，在這 20 年來的兩岸媽祖活動是活躍的主辦者及參與者。台灣媽祖聯

誼會協辦由中國主導的媽祖文化節慶，像是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湄洲媽祖．海

峽論壇等，鎮瀾宮亦是在台「媽祖之光」晚會的主辦方。在參與活動方面，聯誼

會動員台灣信眾到湄洲進香的人數是一年比一年盛大，甚至籌劃「萬眾齊拜」的

進香團，在 2014 年號召了一萬兩千多人前往。聯誼會會員也有來自中國的媽祖

廟，有大甲分靈的澳門天后宮、廈門市兩岸媽祖文化交流協會，還有已退出的香

港天后宮和青島市媽祖文化聯誼會。澳門天后宮為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興建，該

基金會 2000 年聘請顏清標和鄭銘坤擔任澳門天后宮的顧問，協助宮廟建造和宮

務管理（郭金潤，2005）。在台灣媽祖聯誼會的核心領導群，大甲鎮瀾宮和新港

                                                 

30 據學院新聞稿，該刊物已取得國際標準期刊號。 
31 請參照明道大學媽祖文化學院官網：

http://www2.mci.mdu.edu.tw/?fbclid=IwAR0_C14lGczRZXT7zMgCxQska4WEGM04kbMTIcf0-

SDMMAiwfVM84bEZSCo。 

http://www2.mci.mdu.edu.tw/?fbclid=IwAR0_C14lGczRZXT7zMgCxQska4WEGM04kbMTIcf0-SDMMAiwfVM84bEZSCo
http://www2.mci.mdu.edu.tw/?fbclid=IwAR0_C14lGczRZXT7zMgCxQska4WEGM04kbMTIcf0-SDMMAiwfVM84bEZ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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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宮為現任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副會長，而會員至少有南方澳南天宮、西

螺福興宮、花蓮港天宮、鹿耳門天后宮、虎尾福安宮及馬祖天后宮也加入了中華

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從台灣媽祖聯誼會的成立契機和主要任務觀察，聯誼會的廟際聯誼在一開始

就橫跨兩岸，為鎮瀾宮往後擴展它在兩岸媽祖信仰社群的影響力奠下良好的基礎。

聯誼會的影響力不僅限於信仰社群，主事者在中國政商的廣泛聯繫也受到中共中

央的注意，依據公開的新聞資訊，國台辦主任也多次與聯誼會代表團會面，塑造

台灣媽祖聯誼會在兩岸的政治影響力。從上一章分析的中國媽祖信仰社群樣貌便

可知，兩岸宗教交流有多層級的中國黨政機關涉入，而台灣媽祖聯誼會成為代表

台灣宮廟與對岸交往的主要節點，突出兩岸宗教交流的結構不對稱性。本文在第

二節和第三節論及兩岸媽祖信仰交流下的多元行為者和代表事件，將會更深入地

描繪媽祖聯誼會在結構不對稱的兩岸民間交流，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一）廟宇加入媽祖聯誼會的動機 

張珣（2008, 190）提出台灣媽祖廟喜歡串連，可能是仰賴經商的信徒捐獻，

廟宇透過串聯與結盟形成信眾之間的社會網絡。經商本業的信眾就可透過這樣的

網絡增加在地商機，因此有商人參與的廟宇喜歡串聯。除了信徒的影響，台灣宮

廟頭人多有地方的政經背景，受訪者 T2 提到加入聯誼會的好處是拓展人脈和幫

助個人事業的經營。兩位宮廟頭人另指出，由於廟重視傳承，藉由加入聯誼會，

在組織的牽線下，受訪者 T6側重於吸取他廟的優點，受訪者 T11則表示能從中

瞭解其他廟宇祭祀的門道： 

如果你想要瞭解地很透徹，有時候沒辦法，因為他的防衛心會比較重。

但你今天是有一個組織、一個樞紐帶進去的話，他反而會很熱情地告訴

你，他們為什麼怎麼做，然後他們做哪些事情，然後哪一些是從頭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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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變的，什麼是有變的。所以這些聯誼會他們當然的責任是寺廟對

寺廟交流的一個樞紐。（T11） 

不過，有 3 位宮廟頭人則表示當初加入聯誼會是基於人情。受訪者 T3 所屬

的廟宇是創會會員，他提到加入聯誼會的條件是看你跟主事者之間的關係，畢竟

要付出金錢和人力參與聯誼會的活動。受訪者 T4 和 T1 皆說該廟加入聯誼會是

因為鎮瀾宮邀請，不過前者是基於與主事者的私交而友情捧場，但對於後者近 5

年才入會、與鎮瀾宮關係相較疏離而言，筆者聽口氣感覺上是「不敢不答應」或

「不好意思不答應」的人情壓力。 

會員有進有退通常是任何組織發展必經的歷程，本文的附錄呈現有 10 餘間

宮廟曾加入台灣媽祖聯誼會。洪瑩發（2005）認為該會舉辦大型餐會讓小廟吃不

消，財務不透明等理由可能是這些宮廟退出的主因。筆者則以為，即便聯誼會並

沒有正式的權利義務關係，但為了競爭台灣媽祖信仰社群的香火領導權，有資源、

有號召力的地區型大廟可能依該廟的人際網絡尋求自立門戶。 

（二）宮廟頭人對媽祖聯誼會角色的看法 

受訪者 T4 表示，聯誼會能以團體的名義幫助會員牽線，讓交流進行得更順

利，並協助解決會員在管理廟務的問題，以及在必要時整合會員的力量賑災。受

訪者 T3 認為，以聯誼會成員身分交流的好處是能接觸到更多人，也有機會被主

事者邀請合辦活動，譬如聯合遶境。受訪者 T5也有類似看法： 

其實廟跟廟之間也是人為的啦，對不對。人為的話有時候是在一個場合

之下大家認識以後，就在那邊可能就是...做一些互動啦。（T5） 

有數位宮廟頭人肯定聯誼會與明道大學合作創立的媽祖文化學院，為傳承媽

祖信仰與培力年輕世代產生帶頭效果。受訪者 T11表示，希望透過學院能讓年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21

 

82 

 

人知道，媽祖信仰並不是盲目的信仰。不過，也有宮廟頭人顧慮學院發展的方向

太大，什麼都要嘗試，感覺不踏實。 

聯誼會的定位受到以上的肯定，但也有宮廟頭人不滿聯誼會近年的表現，直

言聯誼會淪為吃團飯，搏人情，並沒有實質幫助會員之間進行聯誼。他認為，聯

誼會把重心放在大陸交流，對台灣內部交流卻不上心，都是配合鎮瀾宮的決策行

事。 

大家會覺得說，這個聯誼會揪去大陸，但大家也不會...一年都去一兩次，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聯誼會的工作就是對大陸那邊的交流。可是因為疫情，

大陸沒辦法跟我們交流的時候，就是開始思考說，啊我們聯誼會到底都

在幹嘛。 

也不能說它沒有做事啦，其實它是有它的運作，可是問題是...連它自己

的會員裡面其實也都有很多問號，因為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大甲鎮瀾宮

那邊處理，所以我們就只是聽命行事。它就是說，來，交什麼東西，就

交；來，幹嘛，就幹嘛。聯誼會就是這樣的情況。（T8） 

從上述來看，宮廟主動參加聯誼會是基於擴張交陪網絡以幫助廟宇解決宮

務、信仰傳承、整合慈善救助能量，以及宮廟頭人個人的事業。被動加入來自於

該廟與聯誼會主事者的關係，可能是友情支持，或者是因應陌生邀請的人情顧慮。

這不僅影響每間媽祖廟參與聯誼會活動的熱衷程度，會員代表也在其中透過組織

的力量，從聯誼牽線、信仰傳承中試圖爭取發揚自身宮廟的機會。 

二、聯誼會興起：廟宇爭奪象徵地位的新場域 

台灣媽祖信仰社群近年以祖源為新的象徵資源，企圖重建虛擬系譜，謀求新

一代的象徵地位，而組織媽祖聯誼會是其中的策略（古明君、洪瑩發，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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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台灣媽祖聯誼會，其餘各大山頭如北港朝天宮和鹿港天后宮，同樣以分靈廟

和友宮為基礎的廟際網絡，分別在 2016年和 2018年創立聯誼會。經由筆者探索

交互比對不同聯誼會的成員名單，發現有不少宮廟加入一個以上的聯誼會。32 多

個媽祖聯誼會並存的現象，也造就如今台灣媽祖廟參與多個聯誼會趨於常態，這

跟台灣媽祖信仰社群越加重視跨域交陪、發展地方經濟、推展兩岸交流有關。 

受訪者 T11 提到近 10 幾年國內媽祖聯誼會成立不下 2、30 間，有的沒有

「顯山露水」，圈內人才曉得。他指出台灣廟宇早期除了謁祖進香外，跨縣市的

交流並不普及33 ，因為沒有那麼多經濟能力；而漳州和泉州人的省籍情結，將廟

的信徒限制在單一地域。針對越來越多台灣媽祖廟組織聯誼會的現象，另一受訪

者如此評價： 

其他宮廟看到鎮瀾宮成立聯誼會後可以和很多廟來聯誼，大家可以做個

交流，他們覺得很好所以就跟上來。媽祖廟的頭人都是受到肯定的地方

人士，所以透過聯誼會可以開拓南北，我們叫做「媽祖緣」，無論是要

做親戚，還是做生意，透過廟宇頭人打聽地方的這個人，可不可靠。所

以很多很多都會參加媽祖聯誼會，再透過這個，每個宮廟本來沒什麼人

去，哇它加入媽祖聯誼會，帶動地方的經濟，這就是重點。（T2） 

如今媽祖信仰跳脫出傳統村庄的「祭祀圈」34 ，由於鄉村人口大量移居城市，

信徒的意義已不是傳統認定「祭祀圈內出錢有份之住民，且其資格可以代代父子

相傳」（張珣，2003, 110）。現在廟宇迎接的是來自全台各地的香客，因此若要在

                                                 

32 有關詳細的比對資料來源，請參照註 7。 
33 該受訪者指出，早期跨域交流最著名的例子為 1917年為了慶祝台中火車站落成，台中曾有「七

媽會」活動，邀請台中萬春宮、台中樂成宮、北港朝天宮、梧棲朝元宮、新港奉天宮、彰化南瑤

宮及鹿港天后宮遶境祈福。參考〈「七媽會」少一媽！台中百年媽祖會 鹿港天后宮爆未受邀〉

（2017/07/04）。三立新聞網，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69373，查閱時間：

2021/02/03。 
34 祭祀圈的概念不在本文討論的重點，可參照張珣（2003）《文化媽祖：台灣媽祖信仰研究論文

集》、林美容（2006）《媽祖信仰與台灣社會》等著作。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6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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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上千間媽祖廟中維繫在台灣的信仰位階，需要透過頻繁的跨域交流以爭取能

見度，但也變相產生要在各地奔走「還人情」的壓力。一宮廟頭人認為，這樣的

人情壓力就如同中小學家長會的情形，聯誼會應該要更積極幫忙廟宇推廣活動，

邀請各宮廟來捧場，減輕會員的壓力，這樣聯誼會的功能才能體現。 

就是所有的行政工作都是聯誼會幫你處理，這樣廟參加聯誼會才有實質

啊，這樣人家也會覺得很爽，喔你看大甲有來，誰也來，全部通通來。

人家在看就會覺得，喔一間在地的小廟，因為參加聯誼會之後你們可以

得到這麼多的情況，這樣，會不會參加？會呀，當然會，因為有實質的

利益啊。啊不然你參加聯誼會，講一句難聽的，沒有實質意義，你參加

這個幹嘛？（T8） 

另一位宮廟頭人則有不同的解讀。他指出台灣這 3大媽祖聯誼會各有不同的

特色，像是學校內不同性質的社團。他認為，北港朝天宮注重會員展現傳統的祭

祀科儀；相較之下大甲鎮瀾宮鼓勵會員在傳統的文化活動中結合新科技，不斷推

陳出新；鹿港天后宮還在起步的階段，目前著重在宮廟之間的連繫。 

其實，比較白話一點來說，你這個同學組成一個讀書會，另外一個同學

成立詩社會，再一個同學成立西洋棋會，這三個同學都跟你非常的要好，

他們性質不同，所以你都會選擇加入。（T11） 

受訪者 T6 也持相似的觀點。他表示主掌的廟宇就有加入 4 間媽祖聯誼會，

他認為每家聯誼會差異性不大，只是著重的焦點不同，也不是所有聯誼會都致力

於拓展規模。35 他另指出，聯誼會主事者也不會排斥會員參加多個聯誼會。針對

                                                 

35 該受訪者舉例，「中華天上聖母聯合會」都是固定 10間媽祖廟進行聯誼，成員有西螺廣福宮、

社口福天宮、吳厝朝興宮、虎尾福安宮、朴子配天宮、嘉義天玄宮、斗南順安宮、南投慈善宮、

埤頭合興宮及王功福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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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筆者分別訪問了 3位不同聯誼會的主事者，他們持有相同的看法，皆表示

本會與其他聯誼會是秉持一種「朋友互相學習」的態度在交流。由此得知，台灣

媽祖廟在結社方面是展現了民主與多元。 

兩岸交流亦是大廟組織聯誼會的主要任務，也為有興趣前往中國交流的宮廟

提供一條有效直達的通道。由於鎮瀾宮透過台灣媽祖聯誼會成為兩岸媽祖信仰交

流的重要節點，因此有心經營跨海峽政經資本的廟宇也躍躍欲試。自從鹿港天后

宮和北港朝天宮36  成立聯誼會後，在新聞上也經常見到主事者以聯誼會的名義

帶領會員前往中國，與媽祖信仰相關人士交流。一宮廟頭人說道： 

以兩岸來說好了，大陸一些媽祖廟以團體交流嘛，啊個人過去跟人家不

熟，有團體過去的話，在互動方面，就能很快的就可以彼此相互介紹。

（T4） 

一位宮廟頭人則說，只要是聯誼會辦的兩岸交流活動，該廟都會盡量參加。 

畢竟我們廟與廟之間，都是一個共同體。所以在這個部分，只要聯誼會

那邊有規劃，原則上，廟這邊都會參與。其實並不只是說，只是聯誼會

的事情，既然我們是會員，那也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本來媽祖就是從湄

洲那邊過來的神尊。（T6） 

另一位受訪者表示，由於聯誼會主事者和中方有關高層熟稔，因此聯誼會能

發揮「橋樑」的功能，幫助小廟展開更深一層的兩岸交流。 

有些小宮廟它們去到大陸的時候是不會受到那麼大的禮遇，所以它跟著

聯誼會過去，它感受到那種接待的場面就不一樣。它們有時候也沒那個

                                                 

36 北港朝天宮的寰宇媽祖國際交流協會內有「國際」理監事的席次，涵蓋來自美國、日本、南非、

馬來西亞的媽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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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過去，難得有這個機會大家聯誼會一起過去拜媽祖、交流這樣。我

覺得是（聯誼會）把兩岸媽祖做一個橋樑，很多小廟都很高興。因為我

們台灣人比較閉俗啊，比較老實，所以就是要有人帶。（T5） 

雖然有宮廟頭人向筆者強調，台灣媽祖廟以地域名互稱展現平等關係，像是

「新港媽」、「大甲媽」、「北港媽」，但實際上聯誼會成員仍有核心與邊陲之分，

會員大會即是最佳範例。從座席配置來說，最前面一排面向觀眾是黃金席次，屬

於會長和副會長，其他的是按照北中南東區宮廟依序排位。在會員大會冗長的唱

名環節，會長和副會長得到全體會員的掌聲最為轟烈，其餘宮廟代表的唱名則是

稀疏的掌聲錯落。 

那麼誰有資格成為副會長？以台灣媽祖聯誼會來說，身為副會長的宮廟勢必

是早期與鎮瀾宮即有來往，為遶境途經廟或分靈廟。另一種是宮廟頭人本身的能

耐讓鎮瀾宮願提拔他當副會長一職。與中國的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類似，副會

長的配置也展現不同區域大廟的勢力平衡。 

從上述受訪者的回應，呼應了現有文獻提到廟宇透過組織聯誼會以增強在兩

岸媽祖信仰社群的競爭力，謀求新時代媽祖信仰的象徵地位。從「佔據」網絡核

心，「借取」同祀宮廟資源到為兩岸宮廟「搭橋」，廟宇透過組織聯誼會，在這三

種途徑發揮「非正式的社會影響力」（范正義，2013）。多個媽祖聯誼會則呈現了

廟宇的競合關係，大中型山頭都想透過組織鞏固自己的勢力，但也不排斥會員同

時參加別的聯誼會，展現媽祖信仰界結社自由的特質。主事者在競爭下建立各家

聯誼會的制度規範，發展出類似的經營通則，展現廟宇組織化、制度化與層級化

的結果，共同促進台灣媽祖信仰的繁榮。如今跨域交陪的盛行，媽祖廟在不同聯

誼會所形成的交錯人際網絡，建構一圈又一圈「目標導向型的廟際關係網」（林

國平、范正義，2013），逐漸凝聚一股台灣媽祖信仰的氣勢。但這也讓有心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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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的頭人必須跨出傳統的祭祀圈奔走聯誼，或者透過辦活動增加廟宇的曝光度，

無形中增添眾廟「還人情」的壓力。 

第二節  兩岸媽祖信仰交流的模式 

本節以黃寶瑛（2009）、楊德睿（2011）分類兩岸宗教交流的模式為基礎，從

4個面向分析中國媽祖信仰復甦下的兩岸媽祖信仰交流：謁祖尋根（延伸神聖之

物的流動）、宗教節慶、慈善救助，以及宗教學術，並總結近 10年發展的新趨勢。 

一、謁祖尋根 

此為最早也是最根本的兩岸媽祖信仰交流模式，宮廟頭人自行前往或帶領信

眾至湄洲島謁祖進香，一方面是朝聖心理，另一方面是透過香火「刈香」，取得

祖廟的香灰來增添自己廟宇的靈力（洪瑩發，2010）。鎮瀾宮 1987年率團赴湄洲

謁祖進香，並迎回一尊湄洲媽祖神像。鎮瀾宮去湄洲島的背後動機有二：一是對

當時大甲媽是北港媽的分靈一說感到不滿，要求朝天宮對外澄清但它沒有正面回

應，因此取消北港進香前往新港「遶境進香」；二是藉由直接去湄洲天后宮「謁

祖」迎回神像，拉抬鎮瀾宮在台灣媽祖廟的地位（郭金潤，1988；陳榮裕，2015）。

當時是解嚴前夕，以觀光名義經過第三地私赴中國是違法的，但由於立法院長劉

松藩、國民大會祕書長陳川各代表台中海線的紅派及黑派，有兩位政府大佬撐腰，

鎮瀾宮董監事才躲過法律的制裁。經媒體報導後，這次事件帶動台灣各家媽祖廟

開始回湄洲媽祖祖廟進香與分靈的熱潮（郭金潤，2005），而政府破例同意鎮瀾

宮的行徑，使得該事件成為兩岸分治後宗教交流的首例。 

近年此模式最大的進香團是 2014 年超過 400 間宮廟組成一萬兩千人的「萬

眾齊拜」，數位受訪的宮廟頭人亦對此印象深刻。該活動舉辦的動機，受三立電

視台節目「寶島神很大」（2016）訪問的鄭銘坤說：「最重要的是帶動兩岸這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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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互動，求一個平安，求媽祖保佑和平這樣子，兩岸的經濟更加繁榮。」這

場活動也體現台灣媽祖聯誼會龐大的動員力和疏通萬人交通與吃住的協調能力。

據主事者回憶，回程前晚遇到颱風肆虐，回台客輪決定隔日停駛，萬人可能因此

滯留在莆田。經過聯誼會與中方徹夜協調，加上隔日奇蹟似的風雨轉小，才照原

計畫順利回到台中港。主事者稱是媽祖的保佑。 

根據香港媒體「端傳媒」和數據分析公司 Precoo 分析湄洲媽祖祖廟的公眾

號，從中統計台灣媽祖廟在 2014至 2019年前往湄洲媽祖祖廟進香的次數，本文

發現名列前 15 名的宮廟有 9 間是台灣媽祖聯誼會的會員。不過，由於每間廟在

信仰界的影響力不同，進香的意義也不會一樣，所以進香次數的多寡頂多能說明

該廟的資源豐沛程度和動員能力。觀察排名越前面的媽祖廟，確實都是兩岸媽祖

信仰交流中積極的行為者，而前 3名正是台灣 3大媽祖廟聯誼組織的主事者。 

表 4- 1  台灣媽祖廟前往湄洲媽祖祖廟進香次數排名（2014-2019） 

宮廟 台灣媽祖聯誼會會員 次數 

大甲鎮瀾宮 是 23 

北港朝天宮 否 23 

鹿港天后宮 否 16 

嘉義新港奉天宮 是 15 

雲林麥寮拱範宮 是 10 

高雄獅甲慈明宮 否 8 

台中大雅永興宮 是 6 

宜蘭南方澳南天宮 是 6 

台中大里杙福興宮 是 6 

台南祀典大天后宮 否 6 

台北松山慈祐宮 是 5 

苗栗竹南后厝龍鳳宮 是 5 

台北關渡宮 否 4 

台中豐原鎮清宮 是 4 

新北萬里漁澳順天宮 否 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21

 

89 

 

資料來源：台灣媽祖聯誼會網站，https://www.taiwanmazu.org/，查閱時間：2021/02/26；俞健源等

人（ 2020/01/02）。〈神明不投票：「宮廟影響選舉」的可能與不可能〉，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102-taiwan-temple-election/，查閱時間：2020/02/20。 

但不是每間廟宇都熱衷於去湄洲謁祖進香。受訪者 T1 所屬的廟對於外界交

流比較保守，他與身旁的董事認為每年去湄洲進香「很沒必要」，這樣反而帶有

一種特定目的。相較之下，他們比較重視地方的「謝平安」遶境活動。創廟兩百

多年以來，該廟前幾年才首度去湄洲進香是因為媽祖託夢給主委有這個意願，廟

方擲聖筊後才確認神意。受訪者 T4 笑稱，主掌的廟在台灣的地位如同祖廟，不

需要常去對岸證明自己；加上每去一趟所需的事前踩點和協調十分繁雜，所以不

可能會經常去湄洲謁祖進香。然而，該廟是表 4-1所列名單之一，還是屬於高頻

率進香的廟宇，顯示廟方的心態和行動不太一致。 

筆者另歸納兩種從謁祖尋根衍生的交流形式。第 1種是早期台灣媽祖廟至湄

洲進香看見媽祖祖廟和故居殘破不堪，於是 1980年末至 2000年初，台灣媽祖廟

頭人和信徒紛捐建湄洲媽祖祖廟牌樓，包括大甲鎮瀾宮、新港奉天宮、鹿港天后

宮、北港朝天宮等台灣主要廟宇。2001年則是由鎮瀾宮為首的 18間宮廟集資重

修賢良港天后祖祠，成為台灣媽祖聯誼會創立的契機。第 2種是「神聖之物的流

動」，是兩岸媽祖廟聯誼常見的作法，這個的特色是雙方廟宇展現出平等「會香」

而非上對下「謁祖進香」的關係，有學者指出這也是中國廟宇拉攏台灣宮廟頭人

的策略。本文再細分成 3類。 

（一）台灣與中國主要廟宇締結「至親廟」 

這經常伴隨兩邊媽祖廟「雙向分靈」的現象，以表示兩地情誼（黃寶瑛，2009, 

103-104）。湄洲媽祖祖廟 1988 年與北港朝天宮、1989 年與大甲鎮瀾宮結成至親

廟，後來又與更多台灣各地主要媽祖廟建立至親關係；賢良港天后祖祠 2002 年

10月竣工典禮，和鎮瀾宮在內的與會台灣宮廟簽字成為至親廟（郭金潤，2005）。

福建霞浦縣松山天后行宮已和百間以上台灣媽祖廟有至親關係（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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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09年鹿港天后宮參與湄洲媽祖金身巡安興化（莆田的古稱），曾駐駕福

建鰲塘天后宮而結緣成為至親廟，它分靈一尊媽祖像給鹿港，鹿港天后宮 2013

年再分靈到鰲塘（鹿港天后宮志，2017, 185）。 

筆者曾觀看一間 A 縣的台灣媽祖廟與 B 省 C 市大陸媽祖廟在 2020 年的締

約結親儀式直播，兩邊有各自的主持人分別進行來賓致詞環節和締約儀式。出席

重要人物除了兩方廟宇的主委外，中方有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常務理事長、湄

洲媽祖祖廟董事長林金贊、B 省下的 C、D 市台商協會會長，台方則有 A 縣縣

長、台灣媽祖聯誼會副會長及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締結書內容寫道： 

為弘揚媽祖濟世惠澤，神聖懿德，發展兩岸同胞民俗文化交流，增進胞

誼親情，敬修厥德，物阜民康，永結至親，實賴神存。 

（二）台灣媽祖神像「逆向分靈」到中國媽祖廟 

這個現象特別發生在台灣主要的媽祖廟，它們在兩岸媽祖信仰位階的競爭中

有意識地贈送或分靈神像至中國，以擴張廟宇的社會資本和靈性資本（陳進國，

2013）。一位宮廟頭人告訴筆者，有時經過交流認識的對岸宮廟也會主動提出分

靈的請求。鎮瀾宮 2001 年分靈媽祖至尚在興建的澳門天后宮，2004 年分靈至泉

州天后宮、上海松江天妃宮及天津天后宮。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主席顏延齡率團

2004年回鎮瀾宮謁祖進香（郭金潤，2005）。新港奉天宮 2011 年分靈至福建永春

陳坂宮（羅惠文，2012）。鹿港天后宮 2005年分靈第一尊媽祖到中國，落在昆山

慧聚天后宮；2012年分靈至泉州的霞州天后宮（鹿港天后宮志，2017）。據《中

華日報》報導，北港朝天宮在中國的分靈遍布至少 16省（劉春生，2018）。 

（三）媽祖金身遶境 

媽祖遶境在台灣是稀鬆平常之事，但在中國這樣的傳統已經失落，加上組織

上街需要特別申請，因此中國媽祖廟舉辦遶境的頻率相較於台灣是非常低。湄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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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金身曾在中國部分地區與台灣遶境，通常為兩岸主要廟宇或媽祖聯誼會合

辦，其中巡台的活動共有 4次。1997年、2013 年、2017年三次遶境台灣本島37，

2002 年則是金門全境。每次湄洲媽祖金身巡台的過程皆引來輿論熱烈討論，最

引人注目的是 1997 年和 2017年兩次。 

1997年為台南大天后宮邀請湄洲媽祖來台舉行 102天遶境活動，跨 19縣市

停駐共 30 多間宮廟。三尾裕子（2003, 198-199）分析此次活動的三大爭議。第

一，鎮瀾宮最早提出邀請湄洲媽祖環台，但湄洲媽祖祖廟要求 9000 萬以上的巡

境費用，比原預算高出超過一倍。祖廟經過一年多後最終選擇他廟，被鎮瀾宮懷

疑是為了獲利。第二，據台南大天后宮的推測，由於該廟是台灣最早官祀的媽祖

廟，湄洲媽祖祖廟選擇它是認為雙方地位相襯。還有論者主張是中共為了塑造對

台統戰的象徵，才選擇大天后宮。第三，中國方的主辦單位「閩台交流協會」為

福建台辦的外圍組織，「湄洲媽祖研究會」亦有中共黨員，因此此番活動並不是

純粹的民間交流。共黨問題研究中心（2000, 48）則觀察到中共當時派出大批涉

台系統人員以「護駕」名義來台，以宗教交流展開「對各地的遊說、拉攏和吸金

等統戰攻勢」。該文另發現福建省台辦曾總結該活動的成效，一是「加強台灣同

胞根在大陸的意識，增加對祖國向心力」，二是「提高台灣同胞對中華傳統文化

認同感」，三是「成功拓展爭取台灣中南部民眾工作」。林本炫（1997）認為台灣

媽祖信仰社群之所以要強調自己的歷史地位和傳承自湄洲信仰中心，是為了爭奪

島上的香火「領導權」，而誰能和湄洲媽祖祖廟攀上關係，就能取得「台灣媽祖

信仰的總代理權」，因為香火背後代表著龐大的政經利益。 

                                                 

37 2013 年的活動「2013 世界媽祖會北港」，由北港朝天宮發起，與湄洲媽祖祖廟、天津天后宮聯

合主辦，匯集了上千間來自世界各地的媽祖廟，現場共有 4643 尊媽祖神像，成功挑戰金氏世界

紀錄。副總統吳敦義、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親臨現場見證。此次含湄洲媽祖在內的兩岸上百尊媽

祖金身一同遶境台中、彰化、雲林共 10 多個鄉鎮 4天 4 夜（海思，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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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9月湄洲媽祖「媽祖架金橋 海峽譜新篇」巡台活動則由鴻海集團、

板橋慈惠宮、台灣媽祖聯誼會邀請，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居中協調，活動為期

17 天跨 11 縣市停駐 91 間宮廟。活動號召的名義是為了紀念湄洲媽祖金身巡遊

台灣 20周年和媽祖昇天 1030周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有企業涉入，鴻海集團董

事長郭台銘38  接受媒體訪問稱，他有注意到年初板橋慈惠宮提議今年再邀請湄

洲媽祖來台，而他在媽祖誕辰前曾親赴湄洲媽祖祖廟獲媽祖聖筊指示，便與板橋

廟方合作這次活動（梅源，2019）。他說這是回饋媽祖，也是效仿「過去先人坐

木筏渡過黑水溝到台灣的精神」（李雨昕，2017）。湄洲媽從平潭直航台北港下船

後，第一站便是板橋慈惠宮，主辦方還在板橋第二體育場以 300萬元新台幣打造

湄洲媽祖行宮，供湄洲媽祖駐駕（黃旭昇，2017）。 

至於在中國境內的巡安活動，2009 年湄洲媽祖金身巡安興化，鹿港天后宮

一同隨駕；2015 年兩廟再合辦第二次兩岸媽祖巡安遶境，在媽祖昇天日巡安湄

洲島嶼（鹿港天后宮志，2017）。除了湄洲媽祖祖廟，亦有其他中國廟宇曾請媽

祖出巡。澳門旅遊局、文化局及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 2004 年聯合主辦「澳門天

后宮媽祖遶境台灣」活動，協辦方為福建省旅遊局和台灣媽祖聯誼會（任中弘，

2004）。  

上述頻繁的謁祖進香活動，讓中共官方重視這些地方媽祖廟所帶來的兩岸交

流效應。國台辦在 2010 年首發「中國海峽兩岸交流基地」，湄洲媽祖祖廟為第一

批獲選的場所。根據國台辦網站最新數據（2021年 1月），如今全中國的兩岸交

流基地共有 79 個，其中有 3 間媽祖廟，分別為湄洲媽祖祖廟、慧聚廣場（屬於

                                                 

38 板橋慈惠宮亦是台灣媽祖聯誼會的成員，而鴻海與鎮瀾宮的合作並不是偶然。據陳榮裕在《媽

祖的囝仔》一書所述，顏清標在入獄期間捐款給當時快破產的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出獄後基金會

為了感謝他的捐助，2009 年邀請他與郭台銘出席基金會活動，兩人因而結緣。鴻海旗下的永齡

基金會後來捐助 500萬元給收容孤兒的鎮瀾兒童家園。郭台銘 2011年 11月首度幫立委參選人公

開站台，對象就是顏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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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慧聚天后宮）、天津天后宮，還有台灣宮廟經常參訪位於泉州的閩台緣博物

館。 

二、宗教節慶 

本文在上一章分析中國從 1990年代以湄洲媽祖文化節為肇端，開啟近 30年

地方媽祖文化節遍地開花的現象，反映了民間信仰在中國尋求合法化的歷程，以

及地方政府尋求經貿利益、擴大財政收入與提升城市影響力的策略，體現「宗教

搭台，經貿唱戲」的治理思維。因此，中國政府在舉辦大型宗教節慶，會順道創

立多元性質的周邊活動，從旅遊、經貿、學術到文化等名目的論壇，以創造更大

的政經外溢效應。 

有別於地方的媽祖文化節，另一比較特別的活動是海峽論壇舉行的「媽祖文

化活動周」，從 2009 年開始為海峽論壇的子論壇之一，至 2020 年已經舉辦 12

屆。該活動涉入的主辦、協辦到承辦方橫跨中國黨政及學術機關，包括中華媽祖

文化交流協會、莆田市台辦、莆田市各縣區管委會、莆田學院、共青團莆田市委、

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莆田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等單位。它以「中華媽祖情，

兩岸一家親」為活動主軸，為期一周舉辦各類活動。以第 9屆媽祖文化活動周為

例，活動包括開幕式、紀念媽祖金身巡遊台灣 20 週年交流成果圖片巡迴展、紀

念媽祖金身巡遊台灣 20週年交流座談會、紀念媽祖金身巡遊台灣 20 週年親歷者

座談會、「馨香湄洲」兩岸媽祖文創作品湄洲聯展、2017年海峽兩岸青年體驗周、

2017「媽祖盃」海峽兩岸漫畫大賽暨漫畫精品展、莆台美麗鄉村村里長代表交流

座談會、「湄洲之夏」第 4 屆海峽兩岸沙灘音樂季暨海峽流行樂團邀請賽（碧仙

等人，2017）。從以上來看，活動類型大概分成周年慶座談、文創競賽與展覽、

兩岸青年交流與基層政治人物交流，同樣呼應媽祖文化節創造多種的交流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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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會談與比賽過程增進兩岸人民之間的情感，認同兩岸同屬一個「文化中國」

的思維，亦符合海峽論壇的要旨。 

在台灣方面，主要的媽祖節慶除了鎮瀾宮與台中市政府自 2004年起合辦「大

甲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2007年由連江縣政府、交通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與馬祖境天后宮管理委員會合辦首屆「連江縣媽祖文化旅遊節」之外，2018

年「浙台蒼南第 6屆媽祖文化節」為中國媽祖廟首度在台灣舉辦文化節，地點在

北港朝天宮。由於主辦方浙江省蒼南縣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下的媽祖廟有北港朝天

宮的分靈，於是回台灣謁祖進香之際舉辦該節慶（劉春生，2018）。 

三、慈善救助 

兩岸宮廟頭人常言要發揮媽祖「積善、立德、大愛」的精神，慈善救助方面

主要表現在賑災，發揮組織的力量募集善款。加上民間信仰的信徒普遍具有一種

功德觀，認為「濟世救難」是彰顯媽祖信仰的精髓。 

在 2008年四川大地震後，由於災區彭州市濛陽鎮是莆田市對口的援建地區，

台灣媽祖聯誼會籌措 24 家宮廟的善款共 560 萬元新台幣，透過湄洲媽祖祖廟和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在當地捐建一座「媽祖幼兒園」（徐向陽，2008）。2010

年 4月正式啟用，200 多名小朋友上課不須再借用小學的教室，濛陽小學的師生

在啟用儀式中拉出感恩橫幅，上頭寫著「感恩福建莆田、感恩媽祖、感恩台胞」

（陳榮裕，2015, 53-54）。另外，台灣媽祖聯誼會、鎮瀾宮董事會與這兩個中方機

構為災區生產一批 6 萬盒的莆田特產「興化速食米粉」，包裝箱還印有「仁愛媽

祖濟世救難，兩岸同胞心繫災區」的字句（陳建平，2008）。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常務副會長林國良曾向記者表示（陳建平，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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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震災情發生後，許多台胞信眾十分關切，踴躍捐獻愛心款。台灣

媽祖聯誼會會長鄭銘坤先生多次打來電話瞭解災情，共商賑災事宜，並

積極籌措資金。這證明了兩岸同胞骨肉相依，血脈相連，情感相通。 

至於中國透過兩岸媽祖交流進行慈善救助，最著名的案例是位於高雄的「媽

祖橋」。為了協助莫拉克風災重建，中國海協會將 5.4多億元新台幣善款，透過台

灣海基會再轉給陸委會和內政部，捐建一座位於高雄市杉林區台 21 線上遭風災

沖毀的「火山橋」，並委託台灣媽祖聯誼會辦理該橋的重建工作。據陳榮裕（2015, 

56）所述，這個構想是鄭銘坤率團訪問國台辦主任王毅時提出，中方也同意，變

成在風災重建過程中，唯一透過兩岸合作協商，再由民間團體執行發包的工程。

綜合新聞報導（丁治綱，2012；王淑芬，2014；劉宥廷，2014），火山橋是串聯高

雄市旗山區、杉林區、甲仙區的重要道路橋樑，該橋的造型設計參考廟宇屋頂屋

脊及媽祖霞冠，並規劃千里眼和順風耳的造型路燈，被當地居民稱作「媽祖橋」。

橋一端放置融合媽祖文化意象的石碑及涼亭，另一端則鑄造一座名為「交融」，

代表「兩岸相生相倚、互惠雙贏」意涵的銅雕藝術品。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 2012

年 10 月曾來台，與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台灣媽祖聯誼會榮譽會長顏清標一同

為新橋剪綵。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2014年 6月訪台行程中，就特別安排走訪此處。

據聯誼會主事者敘述，國台辦也透過中國各省募資將近 50 億元新台幣給台灣紅

十字會。 

四、宗教學術 

在兩岸媽祖學術交流中，主要行動者有中方的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究院、中

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中華媽祖文化研究院，以及台方的明道大學媽祖文化學

院、新港奉天宮的世界媽祖文化研究暨文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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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訪談資料，新港奉天宮的世界媽祖文化研究暨文獻中心在 2010 年成立，

主要任務是媒合研究者與宮廟，定期舉辦研討會，更新媽祖研究圈現況，以及蒐

集台灣相關文獻，成立 10 年已保存龐大的兩岸媽祖學術資料庫。文獻中心也幫

助廟宇提升能見度，成為大陸學者訪台的必經之地。明道大學媽祖文化學院則已

和莆田學院、湄洲灣職業技術學院、泉州華光學院簽訂合作備忘錄。39 一位受訪

者指出，中國設有多處「媽祖研究文化基地」，從湄洲媽祖祖廟一路延伸到鴨綠

江旁的丹東，台灣學者去中國通常是跟這些基地交流互動。但他觀察到多數研究

基地只是「立基掛牌」，沒有實際的作為。 

這些行動者最著名的交流事蹟為花了將近 10年合編《媽祖文化志》。它是首

部兩岸合編的媽祖文化專志，由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台灣媽祖聯誼會 2009

年聯合組織兩岸學者，最後編成《媽祖宮廟與文物史跡》、《媽祖祭典、活動與民

俗》、《媽祖文學藝術與學術研究》和《媽祖信仰組織》4卷（林春茵、李莉，2018） 。

2019年 4月在鎮瀾宮文化大樓首發該書受到兩岸高度關注，包括前總統馬英九、

福建省地方志學會名譽會長陳秋平、大甲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等人分別致詞，也

為 2019年媽祖信俗國際研討會拉開序幕（宋秉忠等人，2018）。 

兩岸最早的媽祖學術研討會追溯自 1990 年 4 月，由福建省社會科學界聯合

會、莆田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北港朝天宮董事會聯合在

莆田舉辦「媽祖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再由林文豪、朱天順等人篩選部分論文，

於 1992年出版成《海內外學人論媽祖》一書（蔡相煇，1995）。 

綜觀歷年兩岸媽祖學術研討會，筆者歸納有 4種類型。第一，它經常是中國

官方舉辦大型宗教節慶其中的系列活動，最早是 2001 年首屆「天津媽祖文化旅

遊節」系列活動下的「媽祖文化論壇」，後來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跟進，2005年

起新增「湄洲媽祖．海峽論壇」。在台灣的大甲媽祖國際文化節也有相同的做法。

                                                 

39 根據一受訪者提供的 2020年台灣媽祖聯誼會 9月臨時會議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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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兩岸相關機構常藉由慶祝特定事件如成功申請「世遺」，或者藉由宮慶之

餘舉辦周年慶的學術聚會。第三，媽祖文化研究經常是閩台文化學術研討會下的

重要子題，代表「五緣」中的「神緣」。第四，年度研究主題緊扣中國國家政策

的內涵，像是與「一帶一路」倡議掛勾的世界媽祖文化論壇40 。筆者整理近 20

年兩岸著名的媽祖學術研討會於表 4-2。 

表 4- 2  近 20年兩岸著名的媽祖學術研討會 

會議名稱 地點 創立年分與舉辦頻率 主辦方 

湄洲媽祖．海峽論壇 中國 2005年起每年舉辦一次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

會 

海峽兩岸媽祖信仰文

化論壇 
台灣 2010年 4月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

會、鎮瀾宮董事會、台

灣媽祖聯誼會 

媽祖與華人民間信仰

國際研討會 
台灣 2010年 5月 

新港奉天宮世界媽祖

文化研究暨文獻中

心、中研院、東華大學

合辦 

世界媽祖文化論壇 中國 2016年起每年舉辦一次 莆田市政府 

海峽兩岸媽祖文化與

地域發展學術研討會 
台灣 2019年 

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

究學院、明道大學媽

祖文化學院等單位 

資料來源：筆者綜合整理。 

一位經常參與兩岸媽祖學術場合的受訪者指出，大陸宗教研究落後台灣，眾

多的媽祖學術論壇美其名是文化交流，實際上就是交朋友，取經台灣學者經驗；

相對而言，台灣的場合是認真在討論研究成果。他如此評價湄洲媽祖．海峽論壇： 

這個活動他們藉由台灣這些學者過去之後跟我們講一些事情，之後他們

藉由台灣的經驗去做大陸的研究。因為他們畢竟對宗教研究這塊說真

                                                 

40 本文在第三章第二節（頁 53）提及世界媽祖文化論壇（湄洲媽祖文化節系列活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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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實真的起步比較晚，所有的起步真的都比較晚。而且一些新資訊

的取得跟文獻的取得真的比較慢。所以他們最近一直在做，像上海的長

江三角地區台商媽祖兩岸研究交流關係，在做這種課題的論文，這都聽

不懂到底在做什麼。（T8） 

他另指出兩岸媽祖學術場合多年形成一個互相落地接待，注重大排場的潛規

則： 

它就像一個模板那樣你知道嗎，這種就是個模板，去大陸人家這樣請你，

人家來這邊就是一定要第一天開幕，再來歡迎晚宴，第二天論壇，第三

天晚上一定要來個惜別晚宴。「我們非常的高興，我們這次論壇圓滿結

束，掌聲鼓勵！」【模仿司儀講話】就是這樣。所以他們來，第一天一

定要來個歡迎晚宴，好像沒有就會對不起人家，然後（他們）就會喝到

醉醺醺，醉到不知道怎麼辦。（T8） 

五、小結：近 10年的交流趨勢 

從謁祖進香、宗教節慶、慈善救助與宗教學術這 4種交流模式回顧兩岸媽祖

信仰交流，筆者發現近 10年有下列幾點趨勢： 

（一）活動規模往光譜兩端移動，下至村里，上至國際。有越來越多中國城

鎮舉辦媽祖文化節吸引台灣宮廟進香團蒞臨；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 2016 年起增

加世界媽祖文化論壇，並將台灣廟宇拉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戰略。 

（二）非廟宇人士的介入，尤其是商人在兩岸媽祖交流的角色日漸吃重。部

分台商協會積極涉入兩岸媽祖信仰的活動，像是出席廟宇祭典現場、引進分靈、

協助蓋廟，以及派團參加海峽論壇的媽祖文化活動周。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21

 

99 

 

（三）兩岸的媽祖廟聯誼組織快速增長。以「協會－協會」形式進行兩岸人

員互動和合辦活動成為主要形式，在兩岸媽祖信仰社群產生新一輪的層級化、組

織化和互動潛規則。 

（四）中國廟宇不斷透過新形式，擴大與全台媽祖廟頭人的聯繫。這反映在

越來越多台灣廟宇頭人受聘為中國宮廟的榮譽董事長，而有部分兩岸媽祖廟出現

「雙向分靈」或「全殿神明完全分靈」的交流，或是廣結至親廟。只是兩邊互相

分靈神尊的行為，如今看來更像是因為利益而互贈交流「禮物」，降低了分靈本

身的神聖性。另外，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宮廟間的視訊直播成為當道。像是 2020

年 3月湄洲媽祖祖廟和台灣媽祖聯誼會聯合舉辦「天佑中華祈福武漢─海峽兩岸

媽祖宮廟攜手抗疫線上祈福」活動。這類的「雲交流」是國台辦因應「海峽兩岸

交流基地」無法有實體互動所推廣的新形態兩岸交流，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

員李冠成指出，這類線上活動的通訊軟體和伺服器由中方掌握，因此參與者的個

資有外洩疑慮（吳書緯，2021）。 

第三節  媽祖經貿力與政治力的展演 

本節以 3個行為者與 3個事件為例，深入探討兩岸媽祖信仰交流的政經外溢

效應。 

一、行為者 1：台商41 

黃敦厚（2012）指出商人是媽祖廟經濟來源的重要支柱。由於他們普遍有「善

舉」和「利人利己」的思維，因此願意為媽祖修廟、贊助慶典、捐錢捐地等奉獻

行為，除了相信能獲得福報，還能順便帶動當地經濟的需求，促進商機。在中國，

                                                 

41 根據田調現場，筆者觀察到台灣媽祖聯誼會辦事處門口，另掛「泉州台商投資區－台中招商聯

絡處」的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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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台商是媽祖的虔誠信徒，除了上一章提到莆田市政府利用這點招商引資之

外，有部分台商運用他們的人脈協助引進台灣廟宇的分靈，如福建霞浦的松山天

后行宮；或者協助當地重建被毀的廟宇，並打造媽祖文化經貿園區，位於浙江省

的昆山慧聚天后宮便是一例。 

綜合新聞資料，昆山市是台商聚集之重鎮，有「小台灣」之稱。由於中國禁

止私人建新廟，2005 年在昆山台商協會的倡導下，台商決定募款重建因「八一三

事變」遭日軍損毀的千年古寺慧聚寺，並在項目中納入媽祖廟，最終獲得蘇州市

42 民族宗教事務局的批准。這是首間台商主導重建的中國寺廟，也是鹿港媽祖分

靈首度回傳中國。昆山台商和本地信眾認捐所有建設資金約 3億人民幣，據傳最

後工程花費超過 6 億人民幣（中央社，2010；洪肇君，2014；許湘欣，2010）。

43 據慧聚天后宮的官網所述，昆山慧聚寺文化景區的總面積約 21,000 坪，劃分

為 5大區塊：慧聚寺、慧聚文化廣場、兩岸媽祖文化交流中心、媽祖文化主題公

園和兩岸風情街。44 

捐建慧聚天后宮的想法是由冠軍建材集團董事長林榮德、寶成集團蔡其瑞與

蔡其建兄弟先後發起（Chien & Liu, 2016），而蔡氏兄弟是主要的捐建者，一人就

捐助 1000 萬人民幣。起初慧聚天后宮應從湄洲媽祖祖廟還是台灣迎請分靈，昆

山台商協會與地方官員之間曾有一番斡旋，由於台商協會順利取得昆山市市長和

書記的信任，加上台商是自台灣養成信奉媽祖的生活習性，因此最後宮廟的神尊

與建築風格採自台灣（Chien & Liu, 2016）。因為蔡氏兄弟出身於彰化鹿港，慧聚

寺建築格局仿造鹿港龍山寺和天后宮，亦從這兩間廟宇分靈神尊，主殿供奉觀世

音菩薩，後殿供奉媽祖（中央社，2009；洪肇君，2014）。 

                                                 

42 昆山市為一縣級市，由蘇州市代管。 
43〈慧聚天后宮 6 億人民幣打造〉，《中國時報》，2014/03/11，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 20140311001006-260301?chdtv，查閱時間：2021/05/05。 
44  昆山媽祖慧聚天后宮網站，http://www.ksmazu.com/Home-List-index-cid-8.html，查閱時間：

2021/05/05。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140311001006-260301?chdtv
http://www.ksmazu.com/Home-List-index-cid-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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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台商協會和官員也利用他們的社會網絡，成功將一間縣級市的重建廟宇

引起省級甚至是中央單位領導的注意。2010 年 9 月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

坤甚至在鹿港天后宮親自迎送「煌三媽」，當時為了送媽祖神像在昆山安座，昆

山台商協會還舉辦「千名台商送媽祖和萬名台商迎媽祖」的活動，更是成就台灣

媽祖第一次在華東地區遶境（許湘欣，2010）。2020 年第 12 屆海峽論壇媽祖文

化活動周的開幕式上，昆山台商協會榮譽會長、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常

務副會長孫德聰致詞時說，即使昆山街上充滿台灣小吃和台灣意象，但直到昆山

慧聚寺有了媽祖後，「台商才找到家的感覺」（PChome 新聞，2020）。 

慧聚天后宮建成後按照媽祖信仰的禮俗，分靈廟須連續 3年回祖廟進香，於

是在 2014至 2016年回鹿港天后宮謁祖進香，其中也有中共高官和台商參與的身

影。慧聚天后宮在 2014 年組織台商眷屬和信徒共 3000多人的進香團，身上繫著

「海峽媽祖心、慧聚兩岸情」紅帶首度來台（吳敏菁，2014）。時任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也選在與進香團的同一時間率團訪台，不過遇到台灣民眾抗議人潮而臨時

取消參訪鹿港天后宮的行程，改派國台辦交流局長程金中贈送漆器媽祖給廟方

（馮昭，2014；裴禛，2014）。2015年「煌三媽」起駕儀式有昆山台商協會會長

李寬信、榮譽會長孫德聰和中共昆山市委副書記張月林共同護送神尊（張淑伶，

2015）。2017年慧聚天后宮迎請湄洲翡翠媽祖的分靈，是由孫德聰接下湄洲媽祖

祖廟董事長林金榜的分靈證書，他本身也是昆山兩岸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副會

長。這個分靈儀式同時是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會員大會的環節，當年大會就在

慧聚廣場舉行。2019 年 9 月，昆山媽祖、湄洲媽祖與鹿港媽祖同在慧聚廣場舉

辦昆山市區巡安活動，遶境隊伍走進當地台企祈福（鄭江洛，2019）。   

針對台商在中國建廟的行為，一位宮廟頭人（T11）認為他們是在異鄉尋求

心靈的寄託，這也讓當地人知道，台商不是只來那邊賺錢，還會回饋給地方，畢

竟當地的媽祖信仰已經失落，由台灣人幫助他們傳承。「其實台商的想法絕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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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要深入，還要長遠。因為他們並不是在那邊做一朝一夕而已。」除了慧聚

天后宮，2017年昆山台商另集資興建「昆山北港朝天宮」，採「全分靈」的方式

復刻北港朝天宮（張朝欣，2019），這也成為廈門閩南朝天宮之外，由北港朝天

宮第二間「全殿神明完全分靈」至中國的案例。 

另一個例子是湄洲島的植樹活動。2018 年 3 月台灣媽祖聯誼會會長鄭銘坤

偕台灣宮廟代表、廈門市台商協會的台商代表共數十人，種下台灣特有的樹葡萄、

牛樟樹和福建常見的小葉榕、芒果樹，象徵兩岸「友誼林」；而當天莆田市委書

記林寶金、市長李建輝也帶領領導幹部參加義務植樹活動（林群華，2018）。如

此恰好的時機必是事先特意安排的結果，讓莆田市領導與台灣宮廟、台商代表互

動。2019 年 5 月另有一台灣宮廟團前往，由中華媽祖聯誼會會長、鹿港天后宮

主委張偉東率團，和湄洲島媽祖祖廟、湄洲島管委會共植「兩岸同願林」，台商

和 26間宮廟代表宣示一同保護湄洲島。曾參加該活動的受訪者 T6指出，植樹只

是一個開場，官方說法是想把湄洲島打造成一個很美麗的島嶼，重點是招商，串

聯台商與其它有意願開發湄洲島的人士。在植樹活動結束後，湄洲島管委會與這

些宮廟代表簽定文化旅遊合作協議，以期建立兩岸媽祖文化旅遊圈（林善傳，

2019）。 

受訪者 T6 告訴筆者，無論是經營事業的台商或是台幹，若來自同個家鄉，

也會特地前來向廟宇交流團打招呼，像有遇過前任主委的兒子宴請交流團人員。

不過在某些交流場合遇見的台商，因為廟宇沒接觸過，所以也不會有什麼互動。

另一位宮廟頭人則說曾熱情邀請台商參加進香活動，卻被碰軟釘子： 

我們是好意去，說希望（他們）能來湊個熱鬧，他們會習以為常說：「欸

這個不知是不是來跟我們...揩油還是要衝啥【台語】。」所以我們去大陸

辦活動，我們是不會主動去找人家台協會。（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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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T9 把台商分作兩類，一種是行事低調的「被動式」台商。他們在台

灣當地跟宮廟連結很深，捐獻很多，但這在跟中國交往，有時會讓自己陷入尷尬

的局面，容易受到威脅，所以這類台商不會讓別人知道他們有捐錢給哪些宮廟。

他舉例，若那間宮廟有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去參拜，當台商在中國受到壓力，他們

就說「那（政治人物參拜）不是我們能決定的事情」。另一種是積極換利的「主

動式」台商。他們知道中國在搞統戰這一套，跟地方台辦、統戰部交換條件，但

幫助做統戰的成果可能很失敗，根本原因是台灣宮廟的管委會不是隨便的人都可

以參加。 

綜合上述，從廟宇重建的歷程到後續的媽祖信仰交流，台商擁有「台灣人」

和「商人」的雙重身分，成為中共官方和半官方組織拉攏的重點對象。台商也利

用他們的身分優勢，體現了商人的能動性，不僅讓他們在中國有一處心靈寄託，

參與「精神家園建設」，也和當地政府合作共創經濟雙贏，展現他們在兩岸媽祖

信仰社群的影響力。 

二、行為者 2：旅行社 

旅行社在兩岸媽祖信仰交流扮演重要的中介者。上一章已提到旅行業者是中

共在媽祖文化節拉攏的重點對象，像是安排他們踩點新的行程，簽署兩岸旅遊合

作協議等。另外，無論是為宮廟團或一般旅行團客製進香行程，或者協助廟方處

理交流活動事前準備、控制旅費開銷、維護活動進行的秩序等，兩岸媽祖廟都需

要他們從中協調，交流才能順利進行。 

據訪談資料，筆者推斷台灣媽祖廟進香團接洽的旅行社分為兩種，一種是與

聯誼會主事者長期配合的大型旅行社，另一種是廟方所在地區的中小型旅行社，

跟哪種配合端看廟方的意願。數位宮廟頭人提及，聯誼會分享的資源也包含旅行

社的人脈。受訪者 T11 指出他們選擇聯誼會配合的旅行社有 3個理由，一是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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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專門安排大陸宮廟行程，嫻熟當地人；二是它的品牌代表有履約保證能力；

三是固定接洽以掌握它的業務品質、安全性以及溝通模式。受訪者 T6 也有類似

觀點，強調該旅行社在兩岸交流、宮廟聯繫與臨機應變有豐富的經驗，曾協助過

聯誼會辦理「萬眾齊拜」湄洲進香團，以及趙柳成捐獻翡翠媽祖等多場大型兩岸

媽祖信仰交流活動。他肯定該旅行社在安排大陸交流的行程「規劃蠻到位的」，

尤其是和中國當地非廟宇人員的聯繫，更要仰賴旅行社的協助。 

比如說，我們規劃今年要去 5間宮廟，旅行社事先聯繫上都會幫我們做

接洽，包括去那邊，一個歡迎的布條，他們都會幫我們做到位。所以那

個感覺上就是不一樣，畢竟台灣這邊和大陸那邊的宮廟可以直接互通，

但是在其他更細的部分是沒有辦法的。像我們之前去船政天后宮，我們

去到那邊，沿路的那些居民他們所準備的一些香案，那是我們沒有辦法

去跟他們聯繫的，勢必要由他們（旅行社）去做一個...可能跟地方上告

知，還是說他們怎麼去規劃。（T6） 

受訪者 T12 專門帶台灣去大陸的進香團已有 30 年，包含民間信仰的大小神

祇，去過湄洲島 20 多次。他回憶第一次帶團去湄洲進香是 1988 年的媽祖昇天

祭，當年台灣宮廟和信徒約有兩萬多人前往，這些香客分別從中國別處旅遊後，

最後再到湄洲島上集合。他說早期台灣人去進香還要自己帶金紙，那裡也沒有在

拿香拜拜的習俗。不過，自從台灣宮廟捐建的牌樓完工後，之後島上就有提供金

紙了。 

他表示，比起是哪間旅行社，宮廟是直接認特定的領隊，以每團的需求安排

行程，中共官員不會干涉台灣團的行程路線，但會干涉參觀廟宇的過程。尤其習

近平上任後這幾年，宮廟的管制收緊，像是很多寺廟只能參觀，禁止燒香。以湄

洲島來說，一般觀光行程是兩小時，宮廟團多半是兩天，如果沒有指定在島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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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話，大部分的台灣旅行團是住在莆田市區。神明團沒有淡旺季之分，端看神

明的旨意。 

「香客怎麼想我不知道，他們看到這些東西就說，啊以前我們也是這樣生活，

從我的角度來講就是統戰。」他認為閩台緣博物館是中共要告訴來訪的台灣人說

我們文化相近，根在這裡，不要忘本。由於該館優待台胞證不用門票費，因此它

經常是台灣宮廟團參訪的景點；他也提到天津天后宮也是憑台胞證免費參觀，其

他廟都要收錢。45 

他以「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形容兩岸媽祖廟團體的互動。當

台灣宮廟出越多錢，可以換得中方越高的接待層級，受訪者 T1也提到這個現象。

若台灣宮廟頭人跟大陸地方領導熟識，他們可以開「方便之門」，像是可拍照，

可拿香。若在當地長期經營，跟大陸公部門認識的旅行社，當地政府就會給這一

團一些方便。他表示，國台辦落地招待宮廟進香團的情形很常見，像是進香團 5

天的行程，一人就補助 4000元人民幣。 

三、行為者 3：兩岸政治人物 

兩岸政治人物涉入媽祖信仰交流有幾種不同的作法。一是在謁祖進香場合參

與神轎起駕或回鑾的儀式，陪著神轎走一段路，或者出席廟宇結盟的典禮。二是

出席媽祖文化節、學術論壇或海峽論壇．媽祖文化活動周的開幕式，重要人物還

會上台致詞；未能親臨現場者則贈送題詞。這兩種都是象徵性的致意及表達支持。

第三是政治人物跟隨宮廟進香團或以「經貿／文化團」名義率團到彼岸交流，這

一種相對前兩者而言是積極涉入。 

（一）台灣政治人物赴中訪問 

                                                 

45 湄洲媽祖祖廟自 2018 年「莆田惠台 35 條」頒布起，台灣人憑台胞證免費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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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類是台灣政治人物跟隨宮廟進香團到中國交流。2007 年澎湖天后宮組

織 400多位媽祖信眾到泉州天后宮進香，團員包括無黨籍立委林炳坤、澎湖縣議

會副議長藍俊逸、馬公市長蘇昆雄等知名政界人士（王國龍，2013）。2019 年 7

月台中市副市長楊琼瓔與大雅永興宮、烏日聖母宮等 60 多名信眾到湄洲謁祖進

香（余曉霞，2019）。 

第 2 類是以「文化考察團」名義赴中訪問。2009 年 2 月，由逢甲大學公共

政策研究所所長楊志誠率領南投縣議員閩台文化參訪團 30 多人受全國台聯、福

建省台聯、廈門市政協、台聯及泉州市台聯接待，至莆田祭拜媽祖，參觀閩台緣

博物館、福州馬尾船政文化博物館、武夷山等地，並與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的學

者見面（福建省台聯，2009）。同年另有台灣鄉鎮市民代表會聯合總會考察團，

一行 60人至湄洲島考察媽祖文化，並與湄洲鎮幹部代表座談交流（王國龍，2013）。 

第 3類是黨政機關主事者率團訪中，宮廟為套裝行程之一。如新黨主席郁慕

明 2005年應胡錦濤邀請，率新黨訪問團以紀念抗戰 60周年的名義到中國訪問，

也有到湄洲島進香（湄洲媽祖志，2011）。2014 年，時任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一

行 9 人到慧聚天后宮，據廟方網站稱是「還願」，並有昆山市委書記張雪純、昆

山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石敏、昆山兩岸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會長夏梁鑫等人陪同。  

（二）中國政治人物來台訪問 

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在 1996 年 5 月首度訪台後，多次組團來台與各宮廟交

流，而 2000 年後有越來越多中國宮廟組成聯合訪團，比較大型的有 2008年 4月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湄洲媽祖祖廟、天津天后宮聯合組團 100多人來台，參

加協會與鎮瀾宮合辦的台灣媽祖文化論壇。2004 年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成立

後，中國訪團多以該協會為領團代表，用民間組織的名義來降低政治色彩，爭取

台灣政府放行，像是 2009 年湄洲媽祖祖廟董事長林金榜以協會副會長的身分，

全國政協副主席張克輝以協會會長的身分來台訪問 10天。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21

 

107 

 

另一種策略是以「經貿團」或「文化團」包裝來台，像是 2010 年 4 月林金

榜率領 46 間媽祖文化機構代表約 200 人觀摩鎮瀾宮遶境。同年 5 月先後有中華

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常務副會長林國良、莆田市副市長李耀龍帶領的「福建莆田文

化交流團」參訪全台 10 餘間宮廟，以及福建省省長黃小晶率「省赴台經貿文化

交流團」來台，曾到鎮瀾宮拜謁媽祖。 

第三種是由台辦系統領導組團來台，訪問台灣政黨、地方官員與基層群體，

宮廟通常是目的地之一。如 2009年 12月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兩度來台，曾至鎮瀾

宮參拜媽祖。2011年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訪問嘉義地區，曾至新港奉天宮參拜，

有奉天宮董事長何達煌、嘉義縣議會議長余政達等人陪同。2014 年 6 月國台辦

主任張志軍率團來台曾參訪高雄的「媽祖橋」46 ，最後一天行程原本要親臨鹿港

天后宮，不料遇群眾抗議而改派人致贈漆器媽祖。 

由此可見，兩岸政治人物訪問宮廟以兩岸事務機關主事者的套裝行程、以文

化或經貿名義出訪，或跟隨宮廟進香團為共同起手式。從部分受訪者的描述來看，

兩岸宗教場合上「不可免俗」有官員出席，當然就會有一些場面話，以營造友善

交流的氛圍。但中共官員不會在公開場合對台灣宮廟頭人刻意談及政治敏感的話

題，而宮廟頭人也會有意識地進行言論的「自我審查」，顯示雙方皆顧慮踩到彼

此的地雷。 

其實在整個兩岸廟宇的互動，他們還是著重於廟宇的深耕，文化是互動，

交流才是重點。他們想要營造的是，那種氛圍，就是互動性的氛圍。所

以說，並不會有政治上的考量，還是說，一個政治上的談論，也應該幾

乎沒有。......當然在共同開發市場的部分會有，比如說，我剛剛談到的，

                                                 

46 上一節介紹「慈善救助」模式（頁 91-92）已提及此事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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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一同來開發湄洲島，當然這是一個很正向的東西，會有。但是不會

去談論到政治方面的問題。（T6） 

官方出來，他們會講說，兩岸人民能夠共榮共存，和平相處，這當然是

一些官方談話啦。至於解讀的話，我們比較不清楚啦。當然以這五年的

交流經驗，或者以過去委員的交流經驗，曾經有問過（委員）他們，其

實他們在（和官員）閒聊當中，他們也感覺不出有統戰的意味。單純就

是媽祖文化交流而已啦。（T11） 

四、事件 1：宗教直航  

2000 年「宗教直航」事件的始末和各界回應已有幾篇文獻詳盡闡述（張家

麟，2002；楊美惠，2003；董振雄，2003；洪盈發，2005, 145-147、172；黃寶瑛，

2009, 107-108），本文僅簡要回顧，主要分析在 2000年該事件後續的影響。1999

年以鎮瀾宮為首的台灣媽祖廟希望台灣政府能開放民眾不經由第三地，直接從台

中港直航湄洲島，以節省宮廟和信眾往返進香旅途的時間和金錢成本（公孫策，

1999）。於是鎮瀾宮向陸委會提出「世紀 2000 兩岸媽祖首航計畫書」（董振雄，

2003），加上顏清標向媽祖擲筊詢問媽祖哪天前往湄洲進香的意願，並遊說部分

台中縣立委聯署支持宗教直航，被國內論者評為是以宗教施壓政治，迫使政府須

在媽祖指定的時間點前回應，事件演變成台灣宗教團體與政府之間的對立。 

這讓中共官方看到了政治操作的機會，於是表態支持台灣廟方，大力宣傳「宗

教直航」的好處，並高度配合鎮瀾宮預想的進香形式，準備為台灣香客直接在莆

田設立邊防站，以辦理落地簽證（共黨問題研究中心，2000；黃寶瑛，2009）。

但這些行徑反讓台灣政府看到了國家安全的疑慮。由於這起事件演變成政治角

力，已不是縮短進香路途如此單純的初衷，最後總統府並未同意鎮瀾宮進香團直

航湄洲島，最後將近 4000 人進香團改搭機至香港再轉機進入廈門（吳小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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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張家麟、洪瑩發、黃寶瑛等學者評價這起事件展現台灣媽祖廟在民主社

會形同壓力團體，亦表現宗教團體的高度自主性。 

台灣政府為了回應媽祖廟團體的壓力和選票考量，在 2000 年 3 月立法院通

過《離島建設條例》第 18條，俗稱「小三通條款」，12月行政院通過《試辦金門

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2001年元旦正式實施「小三通」，金門、馬

祖、澎湖地區得以和大陸地區通航，這成為宮廟謁祖進香的主流交通方式（黃寶

瑛，2009, 128-129）；隔天就有馬祖天后宮組織的「馬祖島平安進香團」共 523人，

從馬祖福澳港直航到福州馬尾港，媒體稱是「兩岸分隔 52 年來首次宗教直航之

旅的首站行程」。 

本文觀察台灣進香團的航運路線，台灣出發主要在金門、澎湖、馬祖、台中

港，中國出發主要在廈門、泉州、平潭、湄洲島之間來回移動。這給予這些地方

政府龐大的商機。湄洲媽祖金身 2002 年 5 月從湄洲島直航金門遶境，這是湄洲

島 3000 噸級對台客運碼頭在 1996 年完工後首次直航台灣。林國平與范正義 

（2013）解析此次的直航是金門縣政府給宮廟頭人釋放金門能成為「宗教中轉地」

的訊息，讓更多宮廟進香團選擇以途經金門的小三通形式進出中國。金門政府之

後開始大力推展「金門－湄洲島」海上直航旅遊，從香客身上賺取宗教經濟。2002

年 7月，澎湖成為台灣首度直航泉州之處，17年後 2019年賴峰偉重新擔任澎湖

縣長，仍津津樂道當年事蹟，又說兩岸民間交流在澎湖重啟「宗教直航」，兩岸

攜手拚觀光、拚經濟（陳可文，2019）。中國方面，上一章提及湄洲島的航運收

入歸於地方政府，「莆田惠台 35 條」內亦涉及到航運的優惠：「鼓勵台灣船運公

司直航湄洲島，按照實際人數船票的 50%給予補助。」 

另一著名的「宗教直航」案例是 2009 年「海洋拉拉號」直航湄洲島。2009

年海峽論壇以「紀念兩岸媽祖文化恢復交流 20周年、湄洲媽祖金身巡遊台灣 10

周年」的名義，創辦第 1 屆媽祖文化活動周。當時有 400 位台灣宮廟頭人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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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搭乘「海洋拉拉號」客輪從台中港直航湄洲島，這是首艘直航湄洲的台灣客

輪。因此，鄭銘坤在媽祖文化活動周開幕式以宗教直航為例，強調台灣媽祖廟在

兩岸交流「破冰」的作用。他表示，湄洲媽祖金身 2002 年從湄洲島直航金門巡

安，突破小三通的局限；而台灣媽祖聯誼會 2006 年組織 5 艘客輪從台中港與布

袋港抵達金門碼頭，由台灣海關人員登船查驗後，原船原人直接開往廈門東渡碼

頭，實現「一定意義」的直航（章潘，2009）。陳榮裕（2015, 47）認為這是台灣

政府以「模擬大三通」的方式禮遇媽祖進香團。 

宮廟頭人所說的「宗教直航」，其實還是遵循小三通模式的通航，但包裝成

是媽祖廟的影響力所致，而中國的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也將兩岸通航列為是協

會的「政績」。兩岸宮廟頭人宣稱「宗教直航」的意義並不是強調政策的本質，

而是強調宗教信仰的力量，讓政府必須順從民意，而他們就是為民發聲的「代表」，

藉此抬高台灣媽祖聯誼會、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在兩岸媽祖信仰社群的地位。 

五、事件 2：「媽祖之光」晚會 

「媽祖之光」晚會始於 2006 年，連續舉辦 10 年共 13 次。第 1 年由福建省

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莆田湄州媽祖祖廟董事會主辦，邀請

兩岸藝術家在台北小巨蛋演出，吸引 1.3萬人到場觀看，包含台灣的媽祖廟代表。

此次晚會奠下了往後由不同兩岸機構聯合主辦的合作框架。從 2007 年開始鎮瀾

宮參與主辦，晚會成為每年大甲媽祖遶境前一晚的重頭戲，也為大甲媽祖國際觀

光文化節拉開序幕。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兩岸交流的熱度提升，中國機構在台

灣辦理活動的管制也跟著放鬆。除了首屆主辦方是固定班底外，所屬中國國家文

化部的中華文化基金會也加入；台灣方面曾有內政部、文化部、交通部和台中市

政府掛名「指導單位」，國營事業如台電、中油、中華電信曾掛名「贊助單位」

（李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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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晚會主題和表演內容偶爾也配合當年的大事件做包裝。像是 2009 年中秋

節在日月潭舉辦，為八八風災受難者祈福，以及「表達福建鄉親對台灣的思念」；

2010年逢媽祖信俗成為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媽祖誕辰 1050周年，依照節

慶「逢五逢十」擴大慶祝的潛規則，表演 4部曲命名為《聖跡長興》、《靈應滄海》、

《神昭海表》和《聖德無疆》，並邀請兩岸當紅歌星同台演出。 

部分兩岸傳媒亦在推廣「媽祖之光」晚會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以福建廣播集

團為首的中國媒體，包括大型網媒如新浪網、騰訊網、鳳凰網，和台灣多家電視

台共同直播，其中台灣的公共電視台在 2011 年也加入晚會的直播行列，時任總

經理曠湘霞是主要推手。但這引起了其他政府單位的疑慮，因為公視為公廣集團，

理當不為特定宗教或政治勢力宣傳（李尉，2013）。 

筆者訪問到兩位大甲當地人對於「媽祖之光」晚會的看法。一位（T10）表

示他會在電視看轉播，看到大陸主持人、歌星表演，他覺得這樣的交流很好，為

什麼不能保持友善交流這樣的態度就好，還要參入那麼多的政治因素。另一位則

說： 

他們大陸會贊助錢來喔，贊助你看到那個體育場的演唱會，都是大陸的

歌星啦，大陸的主持人來，可是你覺得台灣人會讓它統戰嗎？不會啊，

你表演你的，我看我的啊，我心中有媽祖啊，跟政治沒有關係。所以我

覺得政治跟宗教它是兩碼子事。（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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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件 3：媽祖文化經貿園區 

溫宗翰（2016）指出，兩岸有不少地方在 1990 年代中後開始模仿湄洲媽祖

祖廟建蓋媽祖巨像，或者設置媽祖文化園區以吸引觀光客，像是南沙、福山、武

夷山、廈門、天津、青島、賢良港、澳門、金門、馬祖等地。張珣（2014）分析，

中國的大型媽祖立像有助於幫助神廟降低迷信色彩，成為旅遊景點，而非給信徒

膜拜。媽祖文化園區最大的特色是展現出從神像到廟宇建築的復刻，而且是參考

台灣主要的媽祖廟。除了前面提到的慧聚天后宮是參考鹿港天后宮，廈門的閩南

朝天宮則是對應到北港朝天宮，由台企翔鷺騰龍集團47 投資，該媽祖文化經貿園

區被稱為「閩南古鎮」。閩南朝天宮興建的原因是一位陳姓台商買下廈門湖里區

的一塊地，當地居民告訴他這塊地有一座在文革時期被毀的媽祖廟，希望台商能

協助重建。園區內建築為閩南風格，占地將近 5 萬坪，總投資額高達 40 億人民

幣（蔡長庚，2014；陳昭宗，2014）。據一位宮廟頭人告訴筆者，閩南朝天宮 2015

年建成後成為台灣宮廟前往中國他地進香和旅遊的中繼站，並提供台灣廟方暫放

神尊，以能輕裝至其他地區觀光。 

以規模而言最大的是天津媽祖文化經貿園區。鎮瀾宮 2009 年與天津市漢沽

區政府合作，由港商和台商集資，在河北省天津濱海新區填海造陸 650 畝，建造

天津媽祖文化經貿園區，總投資額將近 200 億元新台幣，並委託鎮瀾宮管理（張

子銘，2014；觀滄，2014）。主事者表示，所謂鎮瀾宮的經營模式，是透過廟宇

帶動地方的文創，由鎮瀾宮指派幾位幹部在那邊指導，讓園區的業務上軌道。綜

合新聞報導，除了媽祖廟和高約 43 公尺也是世界最高的媽祖聖像之外，尚有商

住大樓、民藝大街、節慶廣場、台灣美食廣場、津台文化會展中心及國際大酒店

                                                 

47 翔鷺騰龍集團投資的廈門海滄二甲苯化工廠曾傳有毒汙染，為 2007 年廈門市反對 PX 項目事

件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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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設施，集結了旅遊、經貿、文化展演等功能。園區 2016 年 9 月在第 8 屆天津

媽祖文化節期間正式開園，國民黨副主席胡志強、顏清標等百餘名宮廟代表出席，

照顏清標致詞的說法，多虧中方的協助，園區比原定的 2018 年提早完工（陳君

碩，2016）。主事者告訴筆者，園區一年的觀光人次約莫 60萬。 

小結：跨海峽核心組織壟斷交流利基 

台灣媽祖廟透過創立聯誼會，把自己跟其他宮廟做出區隔，重新產生新一輪

台灣媽祖信仰社群「核心－邊陲」的層級化體系。以鎮瀾宮為例，它從主辦聯誼

會的兩岸交流活動，以及一次次的會員大會中，建立自己的權威形象；而會員藉

由參加聯誼會主導的兩岸交流活動，拉近與湄洲媽祖祖廟或者其他中國主要媽祖

廟的關係，產生「雨露均霑」的效果。這樣體制內的優越性，一定程度上吸引宮

廟加入聯誼會。譬如，台灣媽祖聯誼會邀請湄洲媽祖金身來台遶境，偏僻鄉下的

廟宇因此湧入大批信眾，通過刈火儀式得到湄洲媽祖的靈力，將比周圍地區沒有

與湄洲媽祖接觸的廟宇，更可能成為當地信仰的中心。 

綜觀近 20 年的兩岸媽祖信仰交流，筆者認為這已經形成一個跨海峽的「媽

祖文化產業複合體」，這個共生關係由政府（兩岸地方政府）、媽祖廟團體（文化

交流協會／聯誼會）、旅行業者（中國省市級旅行社、台灣大型旅行社）組成，

他們幾乎聯合壟斷各種形式的交流。 

與其它形式的兩岸交流相同，兩岸媽祖信仰交流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

才能開展。雖然中國官員在公開場合不會明白向台灣宮廟人士和香客談到政治敏

感話題，但非公開場合仍是問號，可能也只跟宮廟頭人談論。在兩岸宗教交流的

不平衡結構底下，交流能持續發展的主要原因，黃寶瑛（2009）認為是台灣信徒

的信仰道德觀、謁祖心理及宗教教義的認知與實踐，直至今日，本文以為這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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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仍然重要，但台灣宮廟頭人與相關行為者在跟中國交往過程所獲得的政經資

本，恐怕才是最關鍵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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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共宗教統戰下的台灣宮廟 

本章首先回應本文的研究假設──統一戰線是中共維持執政正當性的工具，

而對台宗教統戰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維繫中共的正當性。由於台灣媽祖廟團體作

為中共對台統戰的目標之一，中共在交流過程中讓台灣宮廟有意或無意識地幫助

它做「大宣傳」，而宣傳工作的受眾是深度參與兩岸交流的跨海峽社群。為了驗

證本文假設，第一節從組織培力、活動報導和台灣宮廟頭人的表態 3 個面向分

析。第二節回顧台灣媽祖廟主事者的交流觀點和立場，歸納他們對兩岸交流、中

國統戰以及《反滲透法》的看法。最後綜合前面章節的討論，逐一介紹 5種統戰

策略，分析中共利用媽祖信仰在兩岸做統戰的作為，並思考媽祖聯誼會面對中共

統戰攻勢下可能的破口與優勢。 

第一節  宗教統戰：做「大宣傳」工作 

本文觀察中共官媒對兩岸媽祖信仰交流活動的報導和評論，如何塑造台灣方

行為者的形象，在深度參與兩岸交流的跨海峽社群內部做「大宣傳」工作。本文

認為在兩岸媽祖信仰交流，「大宣傳」工作的範圍不是只有在地域上的「中國境

內」，而是在網路上針對深度參與兩岸交流的跨海峽社群進行輿論宣傳。本節以

組織培力、活動報導和表態政治 3個面向，解析中共如何利用媽祖信仰進行「大

宣傳」。 

一、組織培力：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多管齊下 

張克輝在創立之初提出「用媽祖文化傳播媽祖精神，用媽祖精神弘揚媽祖文

化」，從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發展歷程觀察，確實協會依靠多元活動品牌的

經營、兩岸學術合作的深化、媒體輿論的宣傳達到「文化弘揚」的效果。中華媽

祖文化交流協會非常重視宣傳工作，不僅幫助打響協會知名度，同時亦表達對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21

 

116 

 

共政策的支持，並將協會政績與中共的台灣政策掛勾，像是實現兩岸大小三通模

式歸入其功勞。 

協會從早期就重視要傳播「媽祖好聲音」，2008年 9月創立天下媽祖網，有

「建成全球媽祖門戶網站」的野心，該網站是福建省對台宣傳重點項目之一。協

會合作的傳媒涵蓋各級官媒，從縣級的《湄洲日報》、莆田文化網，到省級的《福

建日報》、東南網，再到近年與人民日報（2019 年）、京視網手機台（2020 年）

簽訂合作備忘錄，發展官媒領導的「全媒體矩陣」。 

宣傳隊伍是習近平時期「大統戰」思維下的重點培訓對象，中華媽祖文化交

流協會也不例外。協會的實踐為培訓媽祖「資訊員」隊伍：具體分成媽祖新聞通

訊員、媽祖文化普查員、媽祖事務聯絡員、媽祖學堂輔導員、媽祖景區輔導員，

並且強力吸引年輕世代，利用他們普遍熟悉新媒體的運作，發揮更大的傳播能量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2019）。 

除了利用媒體，協會亦大力推廣中國近 20 年出版的媽祖相關影視作品。京

劇有《媽祖》、莆仙戲有《林默娘》；歌曲有《媽祖》、《相聚在媽祖故鄉》；央視

播出的電視劇《媽祖》、《湄洲島奇緣》；電影有《媽祖回家》、《媽祖與她的故鄉》

等作品，這是中國從多元媒介傳播媽祖信仰的起源和歷史發展，增進閱聽人對媽

祖信仰的「正確」認識。第三章提到的會刊《中華媽祖》是協會主要的宣傳品，

從信仰考據、兩岸交流新聞報導與回顧到人物專訪，專門生產官方認可的媽祖信

仰論述。莆田市人大常委、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許銀梅認可該雜誌「擴大了媽祖文

化的影響和宣傳」（張明星，2012）。 

最後，協會亦經常透過會員大會的公開場合，將媽祖文化的推廣工作與國家

政策呼應，向中共中央輸誠。2017 年協會第 3 屆 2 次會員大會中，常務副會長

俞建忠在工作報告以「喜迎十九大，當好媽祖人」為主軸，宣示「深入貫徹習近

平總書記關於媽祖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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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文化等民間文化的積極作用』的要求，認真落實首屆世界媽祖論壇《湄洲倡

議》」（鄭國榮、周金琰，2017）。2019年為協會成立 15周年，俞建忠在工作報告

向眾人總結創會至今的「五大代表作」： 

習近平主席和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關於媽祖文化科學論斷的提出、媽祖

信俗《人類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的列入、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

成立、媽祖文化助力海峽兩岸「小三通」「大三通」的實現、世界媽祖

文化論壇的舉辦，是 21 世紀以來世界媽祖文化領域發生的五大歷史性

盛事，是中華媽祖文化復興征程中的五大里程碑，是海峽兩岸共同書寫

的當代媽祖文化的五大代表作。 

二、大宣傳發威：海峽論壇的媽祖文化活動周 

本文挑選海峽論壇的媽祖文化活動周，分析中共官媒如何報導該活動。本文

認為該活動的目標客群就是台灣人，因此在各類媽祖信仰交流的活動中，它是最

好的觀察案例。因此，筆者藉由分析報導內容，以觀察官媒操作「大宣傳」的常

用手法。筆者在「海峽論壇」官方網站蒐集各家黨媒從首屆到第 12 屆有關媽祖

文化活動周的報導，歸納 4種常見的報導手法： 

（一）展現台灣人普遍信仰媽祖的事實 

媽祖信仰是台灣社會的主要民間信仰，據統計，台灣自大陸分香的媽祖

宮廟超過二千座，信眾多達一千六百多萬人，佔台灣人口的三分之二。

這一信仰已經構成台灣民眾社會心理的一大組成部分，深深影響台灣民

眾日常生活和思維方式。 

──第 2屆《中新網》，〈民間香火不斷 兩岸從「媽祖」尋找共鳴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21

 

118 

 

這裡延伸的報導方向至少有 3種。一是呈現數據。每年前往湄洲島的台灣訪

客人次眾多，從 10 萬到 30萬人次不等，並呈現媽祖文化活動周的參與者規模盛

大，台灣宮廟跨縣市共有上百間、信眾上千人前往交流，還強調長者不畏天氣酷

熱、腳力不濟也要去湄洲媽祖祖廟拜謁媽祖，展現台灣信眾熱切的朝聖心理。古

明君認為這是將台灣信眾或社會菁英參與進香的心意，詮釋為「心慕祖國」的政

治表態（吳旻洲，2019）。二是導向「媽祖文化是兩岸的精神紐帶」之結論。「文

化紐帶說」是相關報導常見的語彙，無論是官員的致詞稿，還是記者的註解，一

致認為媽祖文化聯繫兩岸人民的情感。三是數篇報導重新詮釋鎮瀾宮 1987 年率

團赴湄洲島進香、宜蘭南方澳南天宮 1992 年號召漁船直航湄洲島的違法事蹟，

在中方眼裡反而是不惜為了信仰所做出的「勇敢」行徑、「破冰」之旅，展現「官

不通民通」的兩岸交流，而這些宮廟頭人被中方譽為「兩岸直航的先行者」。中

國媒體把這兩起事件合理化，向讀者表現宮廟不畏台灣政府阻撓，不惜交流禁令

也要前來中國謁祖進香的真心實意。 

（二）中央及地方領導表態重視媽祖文化 

莆田市領導首先對海峽兩岸與會嘉賓和各界朋友表示了熱列歡迎。他表

示，莆田與台灣隔海相望，一衣帶水，兩地有著密切的地緣、血緣、親

緣和文緣關係，發祥於莆田湄洲的媽祖文化是中華民眾優秀傳統文化的

重要組成部分；是兩岸超越意識形態、超越社會階層、超越時空界限、

共同追溯的本源文化，是維繫兩岸同胞深情厚誼的精神紐帶；是加強海

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重要推動因素。 

──第 3屆《中國台灣網》，〈第三屆海峽論壇媽祖文化活動周 10日晚隆

重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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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報導經常引述中央與地方領導，展現他們對於媽祖文化的正面評價。「媽

祖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促進兩岸融合發展」等論述是中共

官員常見的表述方式，讓讀者認為媽祖文化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對兩岸關係帶來

的價值。另外，報導也會表現出官方想把活動辦好的慎重，詳細寫入領導指示事

前籌備的要點，以及給予台灣訪客哪些禮遇，顯示官方對於媽祖文化活動周及台

灣訪客的重視。 

（三）展現兩岸民間交流的和樂氛圍 

本屆青歌會分為「青春細雨」、「慈愛媽祖」、「海峽交響」三個篇章，由

兩岸 21 名歌手共同演出。歌會現場歌聲流轉，光影湧動，熱烈有序。

來自台灣花蓮的阿美族姑娘謝婉琳為兩岸鄉親帶來台灣經典歌曲《娜魯

灣情歌》。「媽祖是兩岸共同的信仰，不僅維繫著上一代，也維繫著我們

這一代年輕人。」謝婉琳説。青歌會當晚在兩岸共同創作的歌曲《同圓

中國夢》中落下帷幕。 

──第 8屆《新華社》，〈兩岸青年共舞青春曲 共唱媽祖緣〉 

這類報導的題材相對多元，顯示媽祖文化活動周主要統戰工作的對象，從參

與者的身分來看，明顯針對台灣「一代一線」群體，包括青年、宮廟代表、台商、

農民、里長等，近幾年因為莆田市極力推動莆台健康醫療產業合作，也出現台灣

醫療健康領域的產學界代表。 

這裡延伸的報導方向至少有兩種。一是報導藉由參與者的感想，強化台灣訪

客對中國友善的溢美之詞，顯現中國比台灣還要優越。 

他們幾個從沒來過大陸，到莆田看到城市建設、鄉村高樓，驚嘆連連。

「我十幾年前來過湄洲謁祖，這次再來，也發現變化好大，比台灣進步

快啦。」前來參加聯誼活動的台中市北區崇德里長呂成地對記者感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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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這邊鄉村建設這麼好，也是值得我們學習取經的。」「以後應當

多多交流，取長補短。『親戚』越走越親嘛。」呂里長的話音剛落，身

旁的幾位村里長紛紛表示。 

──第 9屆《福建日報》，〈莆田：中華媽祖情 兩岸一家親〉 

其次，由於各屆媽祖文化活動周幾乎都有聯歡晚會的安排，報導也特別凸顯

晚會上兩岸人民合唱的曲目和觀眾的規模，展現會場和樂融融的氣氛。值得注意

的是，合唱曲目多以「媽祖」、「兩岸」、「中國夢」為主題進行填詞編曲，如

台灣歌手彭立與湄洲島管委會主任唐炳椿 2010 年共同製作的《海上湄洲》、《湄

洲與五洲》和《兩岸一家親》3 首曲目。報導表示這 3 首歌展現「湄洲與台灣、

福建與台灣、祖國大陸與台灣不可分割的血脈深情」，其中《兩岸一家親》還獲

得 2011 年「唱響中國—群眾最喜愛的新創作歌曲徵集評選活動」福建賽區優秀

作品獎第 1名（詹托榮，2012）。 

（四）媽祖信仰帶來龐大商機 

開幕式上，兩岸企業現場簽約專案 18個，計畫總投資額 69.9億元，涉

及設備製造、生物科技、生態農業、平台經濟、物流運輸等多個領域。 

其中，台灣奇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約的通億達散熱模組項目擬投資 2

億元，建設銅鋁散熱模組生產線；隸屬於台灣熒茂集團的深圳凱茂科技

有限公司簽約凱茂科技專案，計畫投資 4億元，從事蓋板玻璃的加工生

產。 

──第 11 屆 《莆田文化網》，〈心走近了，海峽就是咫尺——第十一屆

海峽論壇．媽祖文化活動周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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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報導關注媽祖文化活動周的經貿利基，展現兩岸企業的合作踴躍，一同

創造更大的商機，也凸顯中國政府為了爭取台商和在台企業西進，釋出許多優惠

措施吸引有心在莆田發展的台灣人。報導尤其聚焦在年輕人，像是把兩岸醫療健

康產業、媽祖文創產業再跟青年創業基地結合。 

（五）綜合評析 

上述分析發現，這些報導相當證明中共透過媒體傳播，以大量引述和重新詮

釋台灣不同群體代表的言論，同時表現出青年是媽祖文化傳承的希望。從中共與

地方領導重視，展現兩岸人民互動的和樂氛圍，到媽祖文化帶來地方發展的契機，

傳遞出由中共主導的兩岸文化交流活動，是有助於增進兩岸民間的友善互動和融

合發展，向讀者傳遞兩岸「想像的共同體」敘事。 

由於這些官媒報導並不會主動曝光在台灣讀者習慣的社群平台或資訊來源，

因此可能透過微信群組或公眾號推播給特定的受眾，通常是深度參與兩岸交流的

跨海峽社群。報導一再重提相似的價值觀，強化這些深度交流者的同溫層效應，

讓他們認同莆田市政府辦理媽祖文化活動周的意義。只要影響這些深度交流者的

價值觀，讓他們逐漸相信「台灣和大陸是一個共同體」，讓他們對中國政府帶動

兩岸民間「大交流、大合作」的用心表示認同，那麼各家官媒的內宣工作就達成

目的。                                                                                                                                                                                                                                                          

三、表態政治：宮廟頭人對媒體發表兩岸交流與台灣政治的觀點 

本文再進一步解析與中國頻繁交流的台灣宮廟廟人，他們被中共黨媒引述的

兩岸交流觀點，以及他們在台灣政治事件的表態，是否傾向於中共認同的立場。

從媒體的受訪來源觀察，大多還是台灣主要媽祖廟主事者的發言，可能因為記者

認為他們的言論才具有代表性。 

（一）面對中國媒體，言論符合中方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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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岸媽祖相關活動的報導觀察，台灣宮廟代表的表態通常與中方「聲氣相

通」，多為呼應中方的立場。 

台灣媽祖聯誼會榮譽會長、台中大甲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30年前，宜

蘭南方澳南天宮漁船直航湄洲，完成了很多台灣媽祖信眾魂牽夢縈的心

願，從此也開啟兩岸破冰交流。這些年來，莆台之間不斷加深的媽祖文

化交流，也說明媽祖文化是凝結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是見證兩岸同宗

同源、文化一脈相承的友誼使者。 

──《莆田文化網》，〈心走近了，海峽就是咫尺——第十一屆海峽論壇．

媽祖文化活動周側記〉 

不過，從部分中共官媒的引述發現，台灣宮廟代表言論有經過改寫，因為很

明顯這些用字遣詞不像是台灣人常用的詞彙。據筆者在田野的觀察，這些詞彙也

不貼近這些宮廟頭人常用的俗語和說話的調性，像是下述的「相當的歷史意義」、

「極大的紐帶作用」。 

第十次到馬尾的台灣西螺吳厝朝興宮副主委廖承洋高興地對記者說：

「台灣西螺吳厝朝興宮曾在 1988年和 2016年到大陸謁祖，每次來都有

不同尋常的感受，船政天后宮在兩岸文化交流中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

發揮了極大的紐帶作用。」 

──《東南網》，〈兩岸香客在福建船政天后宮祈福〉 

這兩例其實明顯看出黨媒在做內宣工作，盡可能保持台灣宮廟代表的言論符

合中共認可的「主旋律」，就連用字遣詞都經過挑選，以符合在中國人熟悉的語

境，也增加對讀者的說服力。黨媒試圖表現出台灣宮廟代表的想法是高度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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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導的兩岸民間交流，即便台灣宮廟代表只是表示媽祖信仰在台灣很有影響力，

黨媒也會進一步解讀成多數台灣信眾認同「文化中國」的現象。 

（二）面對台灣媒體，端看是否影響與中方組織的關係 

至於台灣宮廟代表在國內政治事件的表態，就筆者蒐集近 20 間台灣媽祖廟

的本土新聞，發現兩岸交流有關報導相較於中國媒體少了許多。其實在訪談過程

中，有部分受訪者表現出不願多談或輕描淡寫帶過他們的政治觀點，像是《反滲

透法》、對特定台灣政治人物的看法等。因此，筆者合理推論大部分宮廟代表是

不願意公開在媒體表態，怕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畢竟他們與當地各方勢力來往密

切。表態評論的宮廟代表幾乎是來自大廟，從他們的發言來看，他們還是保有相

當的自主性，不會因為主掌的廟與中國來往密切，就得表態傾向中國認同的立場。

近期最著名的表態是顏清標公開回應《反滲透法》「誰被誰統戰不曉得」（陳淑

娥，2019），他以鎮瀾宮「逆向分靈」多尊媽祖到中國為例，一方面顯露鎮瀾宮

與對岸交流的自信，但又像是一種向公眾澄清的防衛性言論。 

另外，針對特定政黨候選人的表態，鄰近 2020 年總統大選投票日，北港朝

天宮主委蔡咏鍀與鹿港天后宮主委張偉東相繼表態支持蔡英文（自由時報，2019）。

媒體還比較蔡咏鍀在接待韓國瑜跟蔡英文的過程，明顯對前者的態度較為冷淡，

會面時間也比較倉促，蔡咏鍀對蔡英文的支持，從對媒體回應「讓同樣姓蔡的總

統感到溫暖」便可知。這兩間都是積極參與兩岸交流的大廟，但主事者在表態個

人立場不因與中共傾向的候選人不同而有所退縮。 

但是，如果這起事件會影響到與中方組織的關係，宮廟頭人可能會輕描淡寫

地迴避，向台灣媒體透露的資訊不一定符合事實。譬如，2005年有 60多間台灣

廟宇成為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會員，受到內政部警示這是違法，主事者多以

「不知情」、「被通知加入」含糊回應。但就筆者在第三章第二節所述，部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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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主要廟宇早期就參與該協會的籌備活動，並擔任副會長至今。《自由時報》在

2005年的報導〈宗教統戰 硬拉媽祖廟宇入會〉如此寫道： 

北港鎮朝天宮表示，曾一度在中國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來台招募加入

協會之初，基於與中國方面平時即有宗教方面交流，為建立更融洽的互

動關係才加入，隨後他們收到內政部行文通知加入該協會將違反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便立即正式行文告知要退出該協會，並停止一切交流活動。 

大甲鎮瀾宮副董事長鄭銘坤指出，大甲鎮瀾宮並沒有加入，據他所知，

這個協會在未徵得當事者的同意下，自行將台灣各大媽祖廟列入他們的

會員名單。他強調，他不清楚中國「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目的為何，

但鎮瀾宮從未派人參與這個協會的任何活動，也沒有繳交一毛錢會費，

當然不是會員。 

（三）綜合評析 

綜合前述，本文認為台灣宮廟頭人在中國是有意識地講場面話或個人信念，

無意識地被黨媒利用來做「大宣傳」。依據受訪者的回應推斷，大部分宮廟頭人

無論政治意識的強弱，在中國還是會進行言論的自我審查，避免踩到對方的地雷。

他們知道哪些話是現場官員會聽了滿意，加上接受媒體採訪的壓力，還是那些話

重複排列組合，他們知道媒體要的是符合中共認同的關鍵字。然而，在回應國內

政治事件，宮廟頭人一方面展現自主性，又擔心公開表態的結果可能會傷及與對

岸相關人士的關係，但也不想正面牴觸政府的決策，主要是忌憚國內輿論的壓力。

因此，他們有時候會選擇迴避或表述部分事實以交代媒體的提問。 

兩岸媽祖信仰交流不是台灣媒體議題設定民間信仰的焦點，相反地，台媒還

是比較關注國內的活動像是大甲、白沙屯遶境，因為這才更引起台灣閱聽人的興

趣。中共企圖營造台灣媽祖廟和信徒的規模是世界第一，過度詮釋媽祖信仰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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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與中國經貿政策、社會主義價值觀結合，但這又如何？我們並沒有因此將它

和湄洲媽祖祖廟連結在一起，多數台灣民眾也不在乎這份連結，畢竟我們來廟裡，

就是求一個心安、求關心的人平安。 

既然對台灣人民的影響有限，中共為何還是如此熱衷投入對台媽祖信仰交流？

因為要依靠黨媒組成的宣傳隊伍，做強而有力的宣傳工作，經由特定的寫作手法

營造「兩岸一家親」的氛圍，透過「大宣傳」形成兩岸「想像的共同體」敘事。

當深度參與兩岸交流的跨海峽社群越相信「我們是一個共同體」，進而認為中共

能妥善處理台灣問題，得利者最終是中國共產黨，它的執政正當性就能持續維持。 

第二節  台灣媽祖廟主事者的交流觀點和立場 

本節回顧台灣媽祖廟主事者的交流觀點和立場，歸納他們對兩岸交流、中國

統戰以及《反滲透法》的看法。 

一、台灣媽祖廟主事者對兩岸交流的看法 

受訪者的觀點主要分成 3種。第 1種關注近年的兩岸關係因為受民進黨執政

影響而變差，對政府頗有微詞。有兩位受訪者（T2、T5）持該觀點。受訪者 T2

不滿於民進黨罵中國就能當選，不過又說不是替國民黨護航，著眼未來才是最重

要。受訪者 T5 則說蔡英文上任後，做交流有感受到一些壓力，但又強調對岸把

我們當成自己人，所以兩岸關係變成這樣，主要是政府（民進黨）的問題，談到

陳水扁時期沒有幫助台商在大陸好好發展賺外匯。他希望未來兩岸全民可以認同

媽祖文化，不是只有他們宮廟在參與而已。 

第 2種是認為兩岸宮廟持續交流可以帶來民心的穩定，媽祖文化是兩岸人民

的橋樑，促進兩岸和平。有 3位受訪者（T2、T5、T11）持此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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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今天一個環境來講，兩岸媽祖能繼續交流，相對會對兩岸的百姓

帶來一些民心的穩定啦。因為他們認為說，宗教有在交流，那相對說，

所謂的一些戰爭可能就比較不會有這方面的疑慮啦。那當然我們也是很

期待說，今天透過宗教的交流，兩岸都是炎黃子孫，能夠有一天是能夠

互相不要打，就好像兄弟啦，能夠盡量不要打架最好。（T11） 

第 3種是希望宗教交流和政治切割，純粹是為了傳承和發揚媽祖文化，有 4

位受訪者（T3、T4、T6、T8）持此看法。 

比如說我剛談到的，圍頭灣（天后宮）的主委，他那一次來到台灣，主

要也是參加鎮瀾宮的遶境。相對的，他也會看鎮瀾宮整個遶境的過程。

當然回去他勢必可能，比如說，我們這邊有花鼓，他那邊可能也來個花

鼓啊。這也是大家在兩岸媽祖交流中成長的一部分。所以未來，無論在

信仰方面也好，宗教的陣頭文化也好，應該是會有很好的互動。我們一

些新創的部分，就是兩岸在未來，大家能夠共同去把它撐起的一個廟宇

陣頭文化。（T6） 

筆者原本以為台灣政黨輪替因素對兩岸宗教交流有很大的影響，但多數受訪

者都說沒有，只有 3 位受訪者表示贊同。除了前述受訪者 T5 提到在交流過程確

實感受到一些壓力之外，另一位（T3）說，以前只要說兩岸交流就可以出去，如

今是政府會問東問西，還不見得可以出去，對岸也會對廟方有些意見。2020年原

定有一間中國廟宇要來做書法交流，但來不了。他認為比起疫情，蔡英文當選才

是更主要的原因。第 3位（T11）則說，2019 年原有幾間中國廟宇預計來訪，但

台灣政府沒有放行，廟方對此不願多做評論。雖然遇到交流的阻礙，但他們也展

現出尊重兩岸宗教法制的態度，在兩岸關係的變化中盡可能與對岸宮廟保持聯

繫。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21

 

127 

 

我們宮廟的想法比較單純。就是交流而已嘛，你政府說不要，我們就不

要。你政府可以讓我們交流，那我們就繼續交流。如果牽涉到敏感議題，

我們一定是把它避開。不過以目前從我來廟裡到現在的兩岸交流，在目

前為止還沒有遇到這種問題，所謂政治上的問題。 

其實以這次疫情來講，反而一些（大陸）宮廟主事者也有跟我們在微信，

也會關心說，我們這裡現在好不好？因為我們在大陸有很多台商沒辦法

回來，他們也會問說，看我們台商需不需要他們當地人協調，我就說我

們這裡並沒有。他們反而主動問說，有沒有台商在他們當地需要協調。

因為我們不知道，所以我們就跟他們說沒有就好啦。因為你不要去刻意

說，研究這種話題，因為這種話題一旦要刻意研究，有時候會踩到政府

的地雷啦。所以我們乾脆就一問三不知，哈哈哈。所以這就是政治跟宗

教真的要有一個…稍微分一下。不敢說它不會混在一起，但是我們就很

單純以宗教立場做交流，他們（大陸宮廟主事者）關心（台商）當然是

好的啦。（T11） 

二、台灣媽祖廟主事者對中國統戰的觀點 

筆者觀察受訪者對中國統戰的態度，大約分成 4種立場： 

（一）知情有統戰 

受訪者 T1 知道是中共利用媽祖信仰進行統戰，他們認為未來的兩岸媽祖交

流不是我們統中國，就是被統。 

受訪者 T5 則不諱言提到這些中國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作用就是統戰，協會

代表也直接跟他表明他們的目的，但他不清楚「把我們當兄弟」的熱情招待是不

是統戰。但話鋒一轉，他直說看不懂現在台灣政府想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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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聽到就是說，他們要的就是...就是承認我們是自己人，就是這樣

而已啦，就這麼簡單，可是我們這邊就是不承認這一點啦，就是很奇怪

呀，所以我覺得政府到底在想什麼我也想不透，我們做老百姓的人都知

道，但政府是什麼樣的心態我們都搞不清楚。承認...甘會被他們吃去還

是怎樣【強調語氣，台語】。本來就是你看，全世界你去到中國都不用

翻譯，直接就可以對談，不用去學英文，不用去學哪一國語言，在中國

只要一下飛機，你要去哪裡一講他都知道。所以這不是自己人，不然是

什麼？對不對。（T5） 

受訪者 T8 發現，在學術場合有大陸國台辦與統戰單位混在裡面，致詞者會

講「兩岸一家親」的場面話，但也不會講更多含有統戰意味的言論。他形容這種

感覺很像在中小學的講堂聽校長講話。 

（二）不怕自己被統戰 

受訪者 T4 沒有直接否認統戰的存在，強調所屬的廟不太可能被統戰，但承

認有些人會被利用。不過，他認為讓利者不限於中國大陸，也可能是別的外國勢

力叫台灣人去搞獨立。 

（三）沒意識有統戰 

受訪者 T11表示他沒有感受到中國這方面的意圖，強調因為不諳政治，他也

不瞭解是否真有這些統戰舉措。他又說，有人曾詢問該廟的委員及當地企業家去

中國進香後的觀感，他們也認為很正常，只是進香活動而已。 

依我們的觀點來講就是說，長期有一些百姓對大陸與台灣，認為兩岸還

是一個敵對的關係，他們就認為說，現在大陸是要透過宗教的交流來統

戰你台灣啦。它到底是不是有這些成分，因為我們不是政治家，我們並

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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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並不會說，欸你現在回去要講大陸怎麼樣啊，你台灣人怎麼樣啊，他

並不會這樣。至於說政治家的言論，那在我們宗教界，我們不便評斷啦。

說實在的，我們不便評斷啦。 

跟我們去大陸進香的，也有我們當地的企業家啊，他並沒有在大陸設廠。

他們回來感覺不錯啊，因為也有感受到說，沒有所謂的這些統戰的氣氛

啊，反而我們過去那邊參訪，帶了一兩百人過去參拜，他們反而認為說，

欸他們（中國）招待的很精緻耶，會有這種感覺。就有人問他，「啊你

們去有被人家統戰嗎？」他說不知道啊，沒有這種感覺存在。反而我們

過去，他們怕你說住不好、吃不好，他們還會細心地幫你接洽當地的旅

行社，把這個活動給辦好。（T11） 

（四）否認有統戰 

受訪者 T2 回應問題時語氣上揚，直接否認有統戰這件事。他一開始提到兩

岸各組聯誼會互相交流，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情，沒有所謂兩岸統戰的問題。

後來又說中國要統戰就透過台商買選票就好了，轉而批評有輿論說用微信就是被

統戰是不合理的。  

你看，有時候我也不要一直講大陸好好好，你說統戰，他統戰你哪一塊？

對不對？假如真的哪有統戰？說真的，我們的選舉他就派人過來撒大

錢，全部就被他買光了。就透過我們的台商回來就好了，那就變成統戰

了。 

從頭到尾，我的感覺啦，大陸就根本不喜歡你台灣。我講白了，為什麼

不喜歡？拿你台灣是一個累贅，還要養你，還要給你薪水，要拿你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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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又不是一個金礦，又不是一個石油，他拿台灣幹嘛？對不對？假如

愛台灣，那就叫你不要選舉啦。 

…… 

我剛剛就講說手機大家都，你看，有些民意代表都用人家的微信在打，

對不對？現在，資訊那麼方便，哪...唉，除非你就在台灣的國防部裡面

上班，你跑到那邊，那就是統戰。那你跟對方通電話就是統戰？那其他

有什麼洩密，對不對？（只是）一般的老百姓，對不對？（T2） 

三、台灣媽祖廟主事者對《反滲透法》的回應 

「媽祖、玄天上帝、三太子、關公等宮廟到大陸交流，誰知道請吃飯的人是

不是共產黨，吃個飯回來會不會就變共諜？」（俞健源等人，2020）于美人的發

言在《反滲透法》草案審議期間引起大眾熱烈討論。她的身分除了是親民黨競選

辦公室發言人，也是台灣媽祖聯誼會的秘書長。 

對此，受訪者 T2 持有類似看法，並認為立院通過《反滲透法》意味著台灣

的民主正在倒退，反而增加不必要的問題： 

那以後你不管是哪家宮廟，你到大陸，譬如說你委員會也好，還是你哪

個單位去，人家回來之後說你跟共產黨接觸，那這樣怎麼辦？這些宗教

這裡哪有什麼機密拿過去，對不對？那需要去交流，現在你在台灣手機

一打、一拍就過去啦，還要你去講話，呵呵呵，對不對？ 

…… 

我敢講，哪一個立委，包括哪個黨都是用人家的微信，他連自己都怕人

家監聽，對不對。那你何必搞這些交流的問題呢？對不對？不是只有我

們宗教界，在整個所有的生意人，你怎麼辦？（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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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T4 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覺得該法應該不會影響到兩岸宗教交流，向

筆者表示于美人的談話不能代表宗教界，無奈地說外界的評論宮廟也管不著，信

仰交流本就不會跟政府的政策有所牴觸。他最後特別提到《反滲透法》是針對「外

國勢力」，不一定就指向中國： 

不會啦，我覺得應該不會啦，這個政治的議題我比較不懂。我們去大陸

也是去做宗教活動啊，大陸來這邊，他們會給我們老百姓談到什麼政治

問題，他談這個事情我們也不懂，而且我們也做不了主...他的目的是要

以這種帽子來扣，我們就是...政府有政府的考量，那我們老百姓的信仰，

那這個信仰跟政府的政策沒有相牴觸，我覺得不會有什麼的...任何的...

不要一直把宮廟...台灣是一個多元化社會，你要說什麼都任你講的啊。 

…… 

那如果說，今天美國拿錢來買通台灣人，叫我們宣傳，叫我們自己搞獨

立的話，那這個算不算違反，也算嘛，對不對？這不一定是「阿中仔」，

我不是替大陸講話齁，啊中國大陸他們來利誘我們在搞統一，搞統一的

時候有罪耶【無奈地笑】，日本、美國拿錢來叫我去搞獨立的話，這樣

也是有罪耶，不要因為這樣子就把宗教給汙名化。（T4） 

受訪者 T11 認為有可能是批評者對宮廟不夠瞭解，憑個人的政治立場去檢

視兩岸宮廟交流： 

有些人認為說，你去大陸交流就帶有一種政治色彩，不管說一般百姓或

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本身先天就對政治立場比較敏感就帶有這種色

彩，所以我們不便去評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21

 

132 

 

畢竟啦，像你剛剛提到的，媽祖交流還是有很多人帶有政治色彩在觀看

啦。因為我曾經也有遇到有人在問說：欸你們出門有沒有誰跟誰？我就

說沒有，就是這樣子過去，就交給旅行社辦一辦，可以去就去啦。就是

這樣子。反正就是媽祖交流而已啊。（T11） 

四、綜合評析 

依據研究設計，筆者將台灣媽祖聯誼會的會員分成 4種類型，但經過訪談發

現他們對於兩岸交流、中國統戰和《反滲透法》的觀點，與該廟屬於哪種類型沒

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不過，筆者對受訪者的自述持保留態度，因為這些議題具政

治敏感性，他們不一定完全坦承心中真正的思想，加上筆者也明顯感受到部分受

訪者回應時出現言辭閃爍，表達斷續，或者快速轉換話題。但就統戰觀點，筆者

還是能看出大部分廟宇頭人是有思考過，或是曾被問過相似的問題，也不會因為

和對岸交流密切就拒絕評論該議題。每位受訪者的反饋還是能相當反映台灣宮廟

社群在面對統戰議題時，可能會出現的立場。 

從這些自述中，筆者發現最大的共通點是在兩岸交流資訊不對等的狀態下，

台灣宮廟頭人無法充分瞭解對岸宮廟和附屬組織的背景，以及雙方見面後可能帶

來哪些風險，自然就無法意會到哪些算是中國統戰的作為。加上每個人獨特的交

流經驗，因此他們對統戰的認識和想像也有出入；而統戰被貼上負面的標籤，即

便他們知道中方這樣的行為是統戰，他們可能也不願承認或選擇迴避。 

另外筆者也發現，其實多數受訪者還是希望宗教交流不要與政治混雜，他們

也知道一旦牽涉政治，他們的一舉一動將被放大檢視，甚至被戴上有色眼鏡看待。

但從部分受訪者所述似乎自相矛盾，因為只要從事兩岸交流，政治力就會在交流

過程中顯現，即便是看似單純的宗教祭典，或是與中國半官方性質的媽祖文化交

流協會、廟宇頭人見面互動。這顯現出部分受訪者與對岸來往的心態是過於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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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對岸人士對台灣訪團招待周到是彰顯兄弟情誼，但不知背後組織的目的就是

藉此拉攏台灣宮廟頭人。 

第三節  解構中共對台宗教統戰機制 

本節綜合第三章和第四章分析的兩岸相關行為者和交流模式，評估中共利用

媽祖信仰做宗教統戰至少有 5種機制。其次，本文以媽祖聯誼會分析台灣宮廟縮

放統戰效果的可能性，展現宮廟社群的民主韌性。 

一、5種對台宗教統戰機制 

中共實行宗教統戰的機制是對中國和台灣人士「分而治之」，這 5 種策略是

聯合運用，彼此相通，本研究並以前述的經驗資料加以佐證。正當化策略是給予

特定團體或個人成為他們所屬領域的代表或中共的「朋友」；去正當化策略則是

正當化前者後，就能控制、分化、詆毀他者，進而吸納、中立或孤立反對者（Wang 

& Groot, 2018）。本文依據第二章提及的統戰機制相關文獻（Cheng, 2020; ; Kwong, 

2020; Lam, W.M. & Lam, C.Y., 2013; Lee, 2020; Lo et al., 2019; Yuen & Cheng, 2020），

針對兩岸媽祖信仰交流進行調整後，將正當化策略分成「整合」、「吸納」和「動

員」，將去正當化策略分成「排擠」和「分化」。 

（一）整合 

整合策略是中共基於和兩岸相關人士的共同利益，在經濟措施、意識形態與

學術研究 3個部分，透過特定組織或個人代表共同形成規範，或者中共單方面創

造新的環境，將兩岸相關人士納入中共所認可的行為及思維框架。 

1. 經濟措施 

習近平 2016 年會面時任國民黨主席洪秀柱，針對兩岸關係提了 6 點意見，

其中一點為「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人民日報，2016）。莆田市黨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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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海峽論壇媽祖文化活動周等平台，積極推動湄洲島媽

祖信仰「走出去」，並配合對台政策如「莆田惠台 35 條」、福建自貿試驗區、大

小三通模式，帶動了「湄洲島－莆田市－福建省」三個層次的地方經濟發展。其

他城市如天津、昆山、閩南等地建造媽祖文化經貿園區，透過台商引進台灣宮廟

分靈，並融入台灣特色街、經貿中心大樓等設施，吸引旅客觀光和企業進駐。 

另一著名的案例是位於湄洲灣內的「媽祖城」。莆田市湄洲灣是深入內陸的

半封閉狹長海灣，屬於海峽西岸經濟區，位於福建海岸線中點位置，天然深水岸

線達 10多公里，被稱為是對台經濟交流中「最佳的水陸橋頭堡」（謝如明，2008）。

改革開放後，由於港灣得天獨厚的條件，加上 1980 年後開始有兩岸「三通」的

訴求，開始受到中央和省級相關部門的重視。經過 20 多年的港口建設，逐漸完

善港口周圍的交通運輸。 

以媽祖為名的基礎建設是位於秀嶼區忠門半島東南部的「媽祖城」，屬於湄

洲灣北部經濟開發區，規劃面積為 15平方公里，其中有 4.87平方公里是填海造

陸，毗鄰湄洲島國家旅遊度假區。整個城區分為 7大區，包含綜合服務區、濱海

度假區、文化古蹟風貌區、漁港遊艇碼頭區、生態休閒區、紫霄洞風景區和居民

遷建區（鄭良、來建強，2008）。莆田市政府選擇國企「中國中鐵公司」合作開

發，明顯這個建設計畫是經由中央允許，欲打造「具有南方特色的現代化濱海旅

遊城市」（搜狐網，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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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莆田市湄洲灣北岸經濟開發區南片區分區規劃（2008-2025年） 

附註：紅圈是媽祖城核心區，與湄洲島隔海相望。 

參考來源：莆田市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2008/07）。 

從「中國台灣網」的報導（鄭良、來建強，2008），即可看出媽祖城的實際

目的是對台統戰工作，包括服務台商，對接台灣產業鏈，以及吸納台灣的技術與

人才： 

媽祖城與台中市距離僅 72 海哩，建成後將成為兩岸文化交流以及經濟

合作的新平台。（莆田市市長）張國勝介紹，媽祖城特別重視對台灣民

眾和企業的服務功能，專門規劃了台商投資區、對台經貿合作試驗區等，

以把莆田市建成對台產業技術合作的重要基地，深化莆台產業對接，承

接台灣石化、紡織、造紙、電子資訊等產業的整體性轉移。媽祖城的建

設對於繁榮兩岸經濟、促進文化交流都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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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莆田市自然資源局 2017 年宣布啟動「莆田媽祖健康城國際教育

基地」項目進行招標，地點是在媽祖城核心區的周圍區域。官方說法是「承接台

灣健康產業轉移，建成中國規模最大的兩岸醫療健康產業合作試驗區」（微莆田

網，2019），這和第三章提到國台辦 2019年核准莆田市成立第一個國家級「海峽

兩岸生技和醫療健康產業合作區」，其實就是同一個建設。媽祖城是對應綜合型

台商，媽祖健康城是更聚焦在承接台灣的生技醫療產業，都是以「媽祖」之名，

行「吸納台灣強勢產業西進」之實，再次坐實了中國政府「宗教搭台，經貿唱戲」

貫徹始終的統戰策略。 

不過，媽祖城項目從 2008 年開始至今尚未完工，據網傳只有少數項目動工

而已，招標遇到困難，讓人不禁感覺是「雷聲大，雨點小」。一名中國網友 2017

年以「媽祖城和大學城，將注定是莆田城建最失敗的兩個例子」為題，批評媽祖

城的概念 2006年就產生，但直到 2013年才有「碧桂園」第 1個項目進駐，第 2

個項目「莆田大院」最後慘遭夭折。48                                                                              

另一名網友在 2019 年以「想當年媽祖城的規劃，再看看現在」為題發文感

嘆，當年政府承諾的媽祖城建設仍不見蹤跡：49 

那還是十幾年前去媽祖閣50 的時候，在裡面的牆上看到有關於媽祖城的

規劃。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京台鐵路」51 四個字。 

現如今，曾經的港裡村及其附近村落的海岸早就填了，而媽祖城卻連一

點影子都看不到。 

                                                 

48  該文討論請參考〈媽祖城和大學城，將注定是莆田城建最失敗的兩個例子〉，莆房網論壇，

2017/07/22，https://bbs.0594.com/thread-492888-1-1.html，查閱時間：2021/05/17。 
49 該文討論請參考〈想當年媽祖城的規劃，再看看現在〉，莆房網論壇，2019/02/14，

https://bbs.0594.com/thread-492888-1-1.html，查閱時間：2021/05/17。 
50 媽祖閣是位於湄洲島上的景點，為湄洲媽祖祖廟建築群之一。 
51 京台鐵路為中國國家鐵路局規劃從北京市連到台北市的高速鐵路，大部分路段已經開通，只剩

下平潭島到台北路線由於「兩岸分治而未動工」。 

https://bbs.0594.com/thread-492888-1-1.html
https://bbs.0594.com/thread-49288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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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個碧桂園，再加上媽祖城周圍開發了一些別的房地產專案，比如

媽祖國際健康城。 

曾經兒時的我還自豪過：我的家鄉附近就會改造成一個新興的大都市，

她就靠在湄洲島邊上，到時候還會有一條鐵路從媽祖城經過跨越海峽直

通台灣對岸…… 

現在的我回首往事，瑪德智障！ 

這篇貼文底下出現「新官不認舊帳」、「認真就輸了」、「這取決於什麼時候台

灣回歸，啥時回歸啥時那是熱門的地方，趕緊點香保佑吧」等回應，反映出莆田

市政府想利用宗教做城市建設，藉此炒熱房價；但許了一個太大的願景，結果是

困難重重，最後淪為內宣的空話。但多數中國人民也心知肚明，清楚知道這項建

設的初衷分明是為了對台統戰而設計。 

2. 意識形態 

針對台灣宮廟頭人和信眾，除了在媽祖節慶活動之外，也透過閩台緣博物館

等地加強台灣人對於閩台「五緣」文化的認知，以媽祖是兩岸人民共同的信仰出

發，傳遞「閩台神緣」、「祖國尋根」、「媽祖是海峽和平女神」等概念。2010年 2

月福建省民宗廳曾在「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在閩考察講話精神」一文透露： 

指導規範宗教界和民間信仰重要場所開展兩岸宗教、民間信仰文化交流，

增進兩岸同胞感情，增強台灣同胞對大陸「根、祖、脈」的認同感，主

動服務全國對台工作大局。 

不過照熊樹忠（1980, 69）的說法，中共所言之「和平」其實是另一種說法

的「戰爭」。在階級鬥爭中，和平是迂迴的進攻，武力是直接的進攻。中共會偽

裝成是和平的追求者，以外圍團體的呼應作為支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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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人民，第 1種論述是將媽祖精神跟中共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連結，認為兩者皆體現「大愛」的精神，並透過高校教育和媽祖文化交流協

會傳遞給年輕一代。「由大愛內涵延伸的愛國教育的功能，是二者之間相互凝聚

和提煉的重要基礎」（葉燕霞，2020）。第 2 種論述傳播「媽祖文化是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從推動媽祖信仰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申請為

「世遺」，並獲得了胡錦濤、習近平兩位總書記的明確支持，領導人的表態又被

中方相關人士強化了這個論述。第 3種論述則強調「媽祖文化是中國海洋文化的

代表」，透過莆田學院兼「全國台聯兩岸媽祖文化研習交流基地」的教育機構、

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的「世界媽祖文化論壇」等場域，重新詮釋信仰的意義，與

國家經濟戰略掛勾，將媽祖文化列入「十三五」規劃，服務「一帶一路」倡議中

針對海外華僑的統戰工作。 

3. 學術研究 

只要是中共認定發源自中國的宗教，官方會透過各種管道試圖掌握學術話語

權，不僅是在民間信仰，在道教和佛教也有類似策略。如前面章節所述，由於民

間信仰合法化較晚，也導致中國的民間信仰研究較晚起步，未如台灣學術圈成熟，

因此中共會透過落地接待的方式邀請台灣學者，前往中國參加研討會或研究基地

交流，取經台灣學者的研究成果，並宣傳中國認同的媽祖信仰意識形態論述。 

另一種方式透過半官方組織創立研究機構。如同香港宗教統戰中的道教，香

港大學的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成為統戰系統的外圍組織（Lo et al., 2019, 198），中

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創立了中華媽祖文化研究院，透過該機構的名義出版刊物，

如發行《中華媽祖》雜誌，召集兩岸學者合編《媽祖文化志》。協會也在福建、

廣東、上海等地的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及媽祖廟開辦「媽祖大學堂」，包括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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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到台中大甲的金華山媽祖文物館52  設立，目的是對公眾舉行媽祖文化普及

講座和相關活動（吳偉峰，2015）。 

（二）吸納 

吸納策略是中共透過給予兩岸相關人士社會資本，納入中方建構的媽祖信仰

社群，展現「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

是恩庇者，試圖拉攏兩岸的宗教菁英，成為在地協力者（local collaborators）。 

針對中國人士，中共官員拉攏政協體系下的民主黨派如台盟、民革成為中華

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和地方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核心。根據第三章分析全國性和地

方性媽祖協會的人事組成，統戰模式以「統戰部－政協（民主黨派）－媽祖廟董

事會（管委會）／全國與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3層次進行，再把宗教代表

人士納入地方政協體系。 

針對台灣人士，本文歸納有 4種典型作法： 

1.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廣邀台灣宮廟加入，選定台灣主要媽祖廟成為

副會長，現任有大甲鎮瀾宮、北港朝天宮、鹿港天后宮、新港奉天宮

以及台南大天后宮，平衡台灣媽祖界的各大勢力。2005年因為有大量

台灣媽祖廟「被入會」而受到陸委會注意，鹿耳門天后宮也在名單之

內。廟方向《自由時報》爆料，湄洲媽祖祖廟人員曾親臨該廟給予協

會常委證書，並提供進香團的優待費。據報導所述，「同謁媽祖」閩北

6日行程，以金門小三通出入，200 人成團，不含台灣到金門的機票，

一人只要 5000多元新台幣，總團費共一百多萬元（蔡文居，2005）。 

2. 極力安排中央或地方政府台辦、宗教領導會見台灣宮廟人士。中共菁

英藉由會面尋找其同盟者、代言人或親中共的政治勢力，不然至少削

                                                 

52 該文物館由「台灣媽祖達人」之稱的前鎮瀾宮董事董振雄先生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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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我方的敵意，以爭取統戰的助力和效應（陸委會，1995）。就公開的

新聞資料，國台辦主任王毅 2009、2010年兩度會見鄭銘坤率領的台灣

媽祖聯誼會代表團，他表示「媽祖文化體現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也是

中華文化組成部分，媽祖文化是兩岸共同精神上財富，媽祖聯繫了兩

岸民眾感情」（中央社，2009）。國台辦及地方台辦、政協官員在 2008

至 2014年間多次來台拜訪台灣主要媽祖廟。 

3. 邀請台灣相關人士參加中國國家重要節慶，有一受訪者提到他曾多次

參加中國的國慶典禮。 

4. 迎合台灣宮廟頭人的立場，或者希望台灣宮廟頭人呼應中國官方立場。

早期例子為中共支持鎮瀾宮立場，鼓吹兩岸宗教直航，施壓台灣政府。

但近年台灣宮廟似乎沒有透過特定議題向政府施壓，都是在交流場合

中呼應中國官方訴求「兩岸融合發展」、「兩岸越走越親」的論述。 

（三）動員 

動員策略是中共透過兩岸媽祖聯誼會或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人際網絡，號召

組織內的宮廟團體參與由中方主導的兩岸媽祖文化場合，包括媽祖文化節和海峽

論壇。據中共宗教統戰香港道教團體的作法，當中共官員把非政治的文化活動當

成工具，而這些宗教團體會集體地和一致地參加這些活動，此統戰策略對宗教團

體產生效果（Lo et al., 2019）。在兩岸媽祖信仰交流，本文歸納有兩種作法： 

1. 「引進來，走出去」：中共透過媽祖文化交流協會鼓勵中國宮廟「走出

去」到台灣「取經」，參加宮廟遶境、祭典活動，或是舉辦湄洲媽祖金

身巡台活動。另外也把台灣宮廟「引進來」，上半年參加海峽論壇的媽

祖文化活動周，下半年參加湄洲島或其他城市的媽祖文化節慶。 

2. 相互「還人情」：中共官方或半官方組織提供便利性和豁免權，譬如破

例在市區放鞭炮、快速通關、落地接待等，對台灣宮廟頭人示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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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菁英願意持續與大陸交流。台灣宮廟頭人也利用中共給予的禮遇

作為是交流的「突破」，藉此彰顯自身在中國境內的外交手腕，凸顯該

廟在媽祖界的重要地位。其中一位受訪者提到兩岸媽祖交流活動的宮

廟代表，派人參加以「還人情」的現象十分普遍： 

就是其實參加不只是媽祖文化會還是媽祖交流論壇，全部都是這些

人做交流，你就可以認識他，他就可以認識你，就可以啊下次換我

辦什麼活動，上海的誰誰誰我認識，然後就叫他們來，像你要去上

海的論壇，他就叫我去這樣。大部分都嘛是這樣。（T8） 

（四）排擠 

排擠策略彰顯在現今有越來越多台灣媽祖廟選擇加入聯誼會進行交陪，相對

地沒參加聯誼會的台灣廟宇若想要投入兩岸交流，付出的成本就會比較高。有受

訪者提到加入聯誼會的小廟特別有感，在加入前中方接待的層級不高，招待不周；

或者籌備進香活動相當耗時。多數廟宇依附組織交流的結果，其實就會讓中方相

對忽視、不重視人際網絡狹窄的中小型廟宇，相對應只給特定團體方便。 

他們對我們的招待是人越多，錢越多，他們招待就越好。假如你自己兩

三個人去，他們鳥你都不鳥你。（T1） 

（五）分化 

分化策略彰顯在中共鼓勵台灣媽祖廟前來交流，但也會在台灣宮廟派系之間

製造摩擦。具體例子為台灣宮廟爭取參與海峽論壇媽祖文化活動周，但中方給予

每間廟的名額不同，引發宮廟代表性的爭論（許清仁，2010, 82-83）。另一種分化

策略為製造台灣官民對立，加深台灣媽祖廟團體與政府之間的摩擦，2000 年宗

教直航事件為經典案例。然而，由於這部分的經驗資料較難取得，筆者掌握有限，

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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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宮廟的民主韌性：縮放中國統戰效果 

由於宮廟為各方競逐之地，而非單一實體力量，端傳媒 2020 年報導如此描

述：「當地本沒有一方壟斷，宮廟也並不容易有一致的政治立場，更難以全面、

直接影響信徒…宮廟是政治勢力的放大器，而不是『勢力』本身。」筆者在第一

章提出了假設，在民主社會的台灣宮廟可能具有放大或縮小中共統戰效果的能力。

相對於中國宮廟人事為官派，台灣宮廟經由相對民主的程序更替人事，在廟務管

理、經營和傳承上發展出一套信仰管理學，也成為中國媽祖廟團體來台交流時取

經的重點。 

為了探索台灣媽祖廟侷限或強化中共統戰成效的可能性，本文將台灣媽祖聯

誼會的會員分成 4類，以鎮瀾宮聯繫的強弱、是否具有多個聯誼會會員身分為標

準，試圖重構宮廟頭人的兩岸交流經驗，以及他們對於中共利用媽祖信仰進行統

戰的理解和立場。 

表 5- 1  4個類型會員廟 

 有多個會員身分 沒有多個會員身分 

與大甲鎮瀾宮屬於強聯繫 I II 

與大甲鎮瀾宮屬於弱聯繫 III IV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筆者在訪談前先行假設，若中共透過台灣的媽祖聯誼會嘗試滲透宮廟，類型

1的宮廟與鎮瀾宮關係緊密，跟著聯誼會參與兩岸交流的時間較長，因此被中共

代表接觸的機會，高於晚期才加入聯誼會的宮廟，因此他們最有可能「放大」中

國統戰的效果。類型 4的宮廟由於較晚加入聯誼會，與主事者聯繫較弱，那麼他

們最有可能「縮小」中國統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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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就訪談結果而言，只有類型 4的宮廟反映出他們對兩岸交流較為消極，

也警覺到中國近年對部分民間信仰的態度不友善，因此中共對這類對象統戰的效

益可能是最低的。至於類型 1到 3的宮廟，筆者接觸後發現，這 3種類型的宮廟

頭人在表述兩岸交流經驗和立場沒有顯著的差異，中國對他們的統戰效益可能相

差不大。類型 2雖然沒有參與其他聯誼會，但憑藉與鎮瀾宮的友好關係，專心參

與單一聯誼會的活動，做好做深也能為廟方帶來雄厚的兩岸人脈資本。類型 3雖

然與鎮瀾宮聯繫較弱，但因為和其他聯誼會主事者關係密切，因此同樣能累積不

同的兩岸人際網絡。筆者也才意識到，比起宮廟是否與聯誼會主事者熟識、是否

有多個聯誼會的網絡，宮廟主委／董事長與核心幹部的經營理念才是更關鍵地影

響這家廟在與中國交往的行為準則。換言之，宮廟的領導層決定了該廟對外交流

的熱衷程度和能動性，影響了中國對其統戰的效果。 

那麼回歸到組織的性質，面對中共的統戰機制，媽祖聯誼會究竟反映出哪些

可能的破口與優勢？筆者綜合前幾章的經驗資料，歸納出以下幾點思考： 

（一）可能的破口 

本文認為台灣大部分宮廟是中共認定的「次要敵人」。這一批次要敵人中，

聯誼會是將宮廟交陪關係制度化的社群平台，比起零散遍布全台的廟際網絡，對

於統戰部而言，當台灣的信仰社群出現越多類似的平台，這讓統戰工作有一個更

明確的目標能夠加以施力。若按照本文的假設，中共對台統戰的目的，除了做「大

宣傳」強化它的執政正當性，另一則是廣泛接觸台灣社會基層。張志軍 2014 年

6月訪台後，曾向新華社道出接觸台灣民眾的感想（新華社，2014）： 

我突出地感受到，在媒體報導的熱鬧喧囂的顯性社會之下，還有一個日

常的、真實的、具體的隱性社會。而這一隱性社會才是支撐台灣經濟社

會發展的基礎。瞭解台灣，必須走進這一社會，並準確把握其脈動。這

也是做好對台工作的重要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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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第四章提及中國政治人物通常將宮廟納入訪台行程，那麼對中方而言，

台灣宮廟的聯誼組織就成為類似「窗口」的功能。由於台灣宮廟管委會／董事會

承繼農業時期地方仕紳領導的傳統，人員組成通常會有地方基層政治人物，如村

里長、鄉鎮市民代表，與中國聚焦的「一代一線」中的「一線」聯繫深，中方有

關單位可能從聯誼會內部依循尋找拉攏的對象。 

受訪者 T9 告訴筆者，比起大廟，他更擔憂的是小廟被滲透的狀況。縱使有

些宮廟頭人是大中國意識，但要看他有沒有被中國利用做這些事情。中國比較聰

明的作法是自創協會，若成功就能和台灣這些小廟有連結，就可能造成區域的滲

透。對台灣而言，這比較危險。他認為通常被滲透的點越小，它影響的層面看起

來不大，但只要在一個團體影響了一百人，一百個團體就會影響一萬人。這是中

國常見的統戰手法。一次只有一群人，慢慢做，慢慢做，那就會有效。 

第二，筆者思考兩岸宮廟的交流模式延續性很強，是否可能形成一種難以逆

轉的路徑依賴？像是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海峽論壇的媽祖文化活動周、「媽祖

之光」晚會，一直以來中國強力主導這些兩岸交流場合，邀請台灣媽祖廟團體協

辦或共同主辦，當這樣的合作框架形成後，那基本上台灣宮廟在這些場合的自主

性容易受人限制。 

由於台灣民間信仰多源於中國大陸，筆者認為若是宮廟團體過於重視傳統民

間信仰中「祖廟－分香子廟」的擬親屬關係，則可能削弱其在兩岸交流的主體性。

若服膺於中共自詡為宗教宗主國的論述，那麼對於中方的言行，就難以跳脫出這

個思考框架進行判斷。這樣的情況可能給予中方發揮統戰的空間，一旦湄洲媽祖

祖廟、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主導越多不同形式的兩岸宗教交流，而台灣各媽祖

聯誼會只是配合行事，聯誼會主事者每年再不斷動員底下會員參與這些活動，那

長久以往不利於台灣媽祖信仰社群的健康發展，會員也可能如受訪者 T8 所說，

開始質疑聯誼會「到底都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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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能的優勢 

然而，中國以神明作為切入點，對台統戰可以做到什麼程度？中國透過媽祖

信仰進行統戰，表面上看來很有影響力，但實際上成效如何，可能取決於個別宮

廟頭人在兩岸交流事務上的主動權和自我意識。 

聯誼會作為宮廟交陪制度化的平台，若主事者有心經營與對岸相關團體維持

在對等、尊重的關係，可以在為會員牽線交流的過程，向會員分享與中國交往的

經驗和風險評估，並建立聯誼會內部的中國交往準則，讓會員有意識地留意與中

國相關人士交流時的情況。當越來越多廟宇在與中國相關人士交往更有自我意識，

而不被對方的言行所迷惑，長久以往能在組織內部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其次，第四章提到大中型媽祖廟主事者透過成立聯誼會鞏固自己的信仰地位，

他們在競爭下建立各家聯誼會的制度規範，發展出類似的經營通則，展現廟宇組

織化、制度化與層級化的結果，逐漸凝聚一股台灣媽祖信仰的氣勢。各媽祖聯誼

會若能實質加強會員之間的聯誼和監督，這些廟宇在兩岸媽祖信仰社群就能形成

一股力量，讓中共不敢隨意對其進行與信仰無關的籠絡行為。 

最後，聯誼會若能善用中國媽祖廟團體來台取經信仰祭拜儀式和管理模式的

契機，多加掌握交流的主動權，則能持續反向影響中國媽祖信仰的發展。 

小結：兩岸「想像共同體」的隱憂和反制 

本章從個人的回應、組織的輿論宣傳和機制的策略運行分別切入中共利用媽

祖信仰在兩岸做統戰的命題，相當揭示了中共統戰手法的複雜性。統戰下的「大

宣傳」是為了特定的兩岸受眾，即那些深度參與兩岸交流的人士。宣傳工作主要

透過黨媒持續生產與傳播符合中共認可的論述，並有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助陣，

台灣宮廟頭人的表態也被拿來當黨媒訴諸情感的催化劑，形塑出兩岸「想像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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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體」敘事，中共中央則以這批由協會、宮廟和媒體組成的「愛國宗教隊伍」鞏

固執政的正當性，符合習近平時期提倡的「大統戰」思維。 

另外，本章從正當化理論衍生出「整合」、「吸納」、「動員」、「排擠」

與「分化」5個策略，描繪中共利用媽祖信仰在兩岸施展哪些統戰作為，對中國

人和台灣人「分而治之」；而應對中共統戰的攻勢，台灣各媽祖聯誼會顯現幾處

潛在的破口和優勢，關鍵在於宮廟頭人對中國交往風險的自我意識和判斷是否足

夠。但從部分受訪者對兩岸交流和中國統戰的觀點，顯示可能需要再提升對中方

組織和行為動機的認識，這便是聯誼會可以發揮組織的集合力量協助會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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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綜合前面章節的討論，本文從結構、組織、個體和機制 4方面分別論述中共

利用媽祖信仰進行對台統戰，媽祖廟聯誼組織和相關行為者如何認知他們的角色

和做出回應。 

一、結構：中國政教關係主要影響兩岸媽祖信仰交流的變遷 

在改革開放後民間信仰法制尚未成熟的環境，中國的地方菁英以「戴帽子」、

「雙名制」、「非遺化」、「中央認可」等策略幫助民間信仰取得合法的地位，

再與政權的意識形態產生連結，是民間信仰普遍在中國的生存法則。媽祖信仰經

歷了地方菁英和學者不斷重新詮釋及強調它的民俗文化價值，加上湄洲媽祖祖廟

因台灣人大力捐建而再度復興，讓中共中央看見了對台宗教統戰的潛力，它才逐

漸褪去迷信的標籤而昇華為中華文化的重要部分。 

媽祖信仰原始是沿海居民祈求航海平安的神祇，中共因應對外交往的需求，

媽祖不只是護國庇民的「天上聖母」，還多了「海峽兩岸和平女神」、「一帶一

路文化使者」的稱號，和平象徵的符號削弱神明原本的宗教性，賦予祂政治代表

性。這個世俗政權回應可利用的民間信仰之方式，除了將神明政治化，也將信仰

工具化和愛國化，「信仰搭台，經貿唱戲」和「黨政治廟」是普遍中國地方政府

對待民間信仰的治理方式。福建省與台灣在五緣文化的相近性，成為對台統戰的

主要施力地盤。莆田市政府透過舉辦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和海峽論壇媽祖文化活

動周，將應是宗教色彩濃厚的節慶形塑成複雜的公共文化空間，以廟際聯誼、招

商引資為主要目的，聚集兩岸各界代表共同促進兩岸社會和產業融合發展，連帶

的政經效益也帶動了「湄洲島－莆田市－福建省」3個層次的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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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媽祖信仰交流具有階段性特徵，顯示中國因素與台灣因素在發展軌道上

互相消長，但仍不脫中國官方和台灣民間為交往主力的本質。本研究從謁祖尋根、

宗教節慶、慈善救助和宗教學術 4 個交流模式回顧近 10 年交流，有 4 點趨勢特

別引人注目：活動規模下至村里，上至國際；非廟宇人士尤其是台商的積極參與；

兩岸的媽祖廟聯誼組織快速增長，成為交流的新節點；最後是中國廟宇持續透過

新形式，擴大與全台廟宇頭人的聯繫。 

二、組織：兩岸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聯誼會的興起及影響 

本文從中方論起，分析全國性及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性質與 5大合法

宗教團體相同，對政府保持高度依賴和忠誠，因此也不會出現抗爭行為，以促進

社會和諧為自居。無論全國還是地方性，人事組成以政協領導、民主黨派代表人

士、大型宮廟的主事者為主。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2004 年成立後與湄洲媽祖

祖廟為共創雙贏的互利關係，經由創造多元的兩岸與國際交流活動品牌、申報「媽

祖信俗」為「世遺」等行動，將湄洲島從貧困海島拉抬至如今世界媽祖信仰的中

心。 

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則是地方經濟誘因驅動的產物，多為中華媽祖文化

交流協會的理事單位，以節慶的「標準化」保持與湄洲媽祖祖廟、中華媽祖文化

交流協會的一致性，同時結合地方文化的特色。地方媽祖文化節遍地開花的現象，

不僅反映了民間信仰在中國尋求合法化的歷程，同時亦是地方政府尋求經貿利益、

擴大財政收入、提升城市影響力的策略；然而，過度開發的局面卻也淪為一種「文

化政績的象徵性表演」。 

中共官方以民間組織的名義涉入民間信仰，一方面和台灣媽祖廟團體互動，

可以規避台灣政府的規定，以及降低台灣宮廟頭人的戒心；另一方面是更有彈性

地應對民間信仰的治理難題。近年的互動成果也不限於兩岸層次，往國際層次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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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譬如 2016 年成立的世界媽祖文化論壇是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文化建設服

務。  

反觀台灣，大甲鎮瀾宮 2001 年創立台灣媽祖聯誼會帶動了國內相似組織的

興起，成為大中型媽祖廟爭奪象徵地位的新場域，競爭國內香火的領導權；而入

會的廟宇亦從中爭取該廟的神聖和世俗利益，這些體現聯誼會開拓南北的「媽祖

緣」及伴隨的人情壓力。近年台灣媽祖廟加入多個聯誼會成為常態，與重視跨域

交陪、推展兩岸交流、振興地方經濟有關；而宮廟面對世代與信仰文化傳承的共

同焦慮，聯誼會也成為會員共同解決管理問題的平台。這些不僅展現台灣媽祖信

仰界多元民主的特質，也反映了宗教隨著時代再適應與演化的結果。 

兩岸近 20 年興起的媽祖廟聯誼組織，逐漸成為新時代兩岸媽祖信仰交流的

節點，交流過程中展現兩岸社會資本的重新導向與再分配。凡有興趣與對岸經營

來往的媽祖廟，這些協會提供了有效直達的通道，但交流組織化與制度化的結果，

更強化了兩岸媽祖信仰社群「核心－邊陲」的生態體系。除此之外，媽祖廟聯誼

組織與兩岸地方政府、旅行業者經歷 20 年聯合開展出多元型態的兩岸媽祖信仰

交流，共同形成跨海峽的「媽祖文化產業複合體」。 

三、個體：兩岸交流過程表現的能動性 

面對結構和組織的影響，個體在兩岸媽祖信仰交流依然保留能動性，從中獲

取相應的政經資本，只是在某些交流場合不受影響，某些交流場合受到削弱。本

研究的成果皆符合緒論所歸納「交流威脅溢散論」和「交流威脅有限論」文獻提

到的情況，政治因子仍在交流過程打轉，關鍵就在於台灣宮廟憑藉主事者的自我

意識縮放中國統戰效果。 

台灣宮廟頭人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從事兩岸交流和發表立場，但若表態言論會

影響與中方交往，可能就會產生迴避、退縮的心態。另外，宮廟頭人把交流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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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視為正面雙贏，對政治涉入的觀感宛如看見一盆髒水，避之唯恐不及，

但實際上與中國交往，經濟和政治利益皆是對岸十分看重的因素。有大中國意識

的宮廟主事者，雖說不滿現任政府讓兩岸關係陷入緊張，但也不會為反對而反對，

針對現任政府不放行中國訪團、通過《反滲透法》的行動，多表現出尊重政府決

定的態度。 

台灣媽祖聯誼會秘書長于美人一句「誰知道請吃飯的人是不是共產黨？」其

實透露台灣宮廟赴中交流過程的不確定性。從受訪的宮廟頭人對於兩岸交流、中

國統戰和《反滲透法》的觀點觀察，本研究發現最大的共同點是在兩岸交流資訊

不對等的狀態下，台灣宮廟頭人無法充分瞭解對岸宮廟和附屬組織的背景，以至

於對與中國交往的風險認知不足；加上沒有認知到跟中國交往的過程，宗教和政

治本就難以分開看待，自然就無法意會到哪些是中國統戰的作為。宮廟代表究竟

會與哪些中方人員接觸，在同一個交流場合會有哪些中方單位在場「做事」，也

無法百分之百掌握，因此有宮廟頭人才會擔憂《反滲透法》會輕易把交流者變成

「共諜」。 

除了宮廟頭人，台商、旅行業者、政治人物、信眾亦是兩岸媽祖信仰交流的

主要影響個體，尤其台商的角色日益吃重。他們擁有「台灣人」和「商人」的雙

重身分，成為中共拉攏的重點對象，昆山慧聚天后宮、閩南朝天宮等廟宇是台商

運用在地政經實力所換得。 

四、機制：施展宗教統戰策略 

本文藉由回顧中共統戰機制相關文獻，從正當化理論衍生出「整合」、「吸

納」、「動員」、「排擠」與「分化」5個策略，描繪中共利用媽祖信仰在兩岸

施展哪些統戰作為。筆者將這 5種統戰策略的作法和風險評估製成表 6-1： 

表 6- 1  中共宗教統戰機制風險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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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作法 風險評估 

整合 

從經濟措施、意識形態與學

術研究 3 方面，透過特定組

織或個人代表共同形成規

範，或者中共單方面創造新

的環境，將兩岸相關人士納

入中共所認可的行為及思維

框架。 

這項策略是針對台灣媽祖廟團體

的主力，前兩者效果較佳，但學術

研究的整合有限，還是台灣佔有

優勢。 

吸納 

針對中國人士，拉攏民主黨

派成為全國性與地方性媽祖

文化協會的核心。 

針對台灣人士，給予名譽職，

落地接待進香團，中央及地

方黨政高層接待，邀請出席

國家重要節慶場合，迎合台

灣宮廟頭人立場。 

這項策略對總體台灣媽祖廟團體

效果有限，由於多數的宮廟董事

會／管委會經由民主程序產生，

中共要滲入不太容易。大廟代表

是中共主要拉攏的對象，但自主

性高不易影響；相對小廟的體質

易受影響，需要未來著重觀察。 

動員 

透過兩岸媽祖組織的人際網

絡，號召組織內的宮廟團體

參與由中方主導的兩岸媽祖

文化場合。有「引進來，走

出去」、「相互還人情」兩種

作法。 

這項策略對台灣媽祖廟團體的效

果顯著，位於組織核心的媽祖廟

號召下，展現高度的集體動員力。  

排擠 

多數廟宇依附組織交流的結

果，讓中方相對忽視、不重

視人際網絡狹窄的中小型廟

宇，相對應只給特定團體方

便。 

這項策略對台灣媽祖廟團體可能

產生一定的效果，推斷是變相鼓

勵台灣媽祖廟加入聯誼會，兩岸

交流朝向組織化、制度化。因為聯

誼會主事者認識在地黨政領導，

勢必比單一廟宇帶團自赴交流的

難度還低。 

分化 

中共鼓勵台灣媽祖廟前來交

流，但也會在台灣媽祖廟團

體之間、台灣媽祖廟團體與

台灣政府之間製造摩擦。 

這項策略的效果不明，可以推斷

的是行動幾乎在檯面下進行，需

要更多經驗資料佐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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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統戰的攻勢顯現出台灣各媽祖聯誼會幾處潛在的破口和優勢。破口在於

聯誼會是宮廟交陪關係制度化的社群平台，也是和「基層一線」聯繫深的窗口，

這些特質可能讓中共找尋潛在的統戰對象變得更加精確。另外，兩岸宮廟的交流

模式具有高度延續性，一旦中方主導越多兩岸宗教交流場合，以聯誼會為行動單

位的台灣宮廟可能形成一種難以逆轉的路徑依賴。優勢在於因為具有相同的信仰，

在宮廟主事者之間形成認同、凝聚的集體性，聯誼會的興起某種程度上又強化了

信仰社群的「我群感」。若集體的行動能夠形成宮廟之間中國交往的規範和自我

風險評估的意識，加上聯誼會主事者若能帶領會員多加掌握兩岸交流的主動權，

那麼中共統戰台灣宮廟團體的成效便會大打折扣。 

瞿海源（1997）自首次湄洲媽祖金身巡台活動的經驗，指出這體現了「過熱、

過度拉抬的宗教交流」，認為宗教交流在兩岸交流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重要。本文

分析中共「大宣傳」的成果亦能呼應這個立場。官媒持續生產與傳播符合中共認

可的論述，重新詮釋台灣參與者的言論，形塑兩岸「想像的共同體」敘事，而這

個敘事經由微信群組和公眾號傳播給深度參與兩岸交流的跨海峽社群，通常是宮

廟頭人、台商協會與各產業代表，使他們逐漸相信「台灣和大陸是一個共同體」，

並信任中共主導的兩岸交流，對於未來的兩岸關係才能帶來和平穩定；而兩岸學

者肯定信仰價值的言論，也被中國廟宇拿來宣傳，確立自身的正面形象。 

最後，筆者認為本研究呈現的經驗資料，體現中共利用媽祖信仰統戰台灣的

3個限制。 

第一，依據筆者對中共「大宣傳」工作的研究成果，它頂多只能影響深度參

與兩岸交流的宗教菁英，以媽祖為名針對台灣廣大民眾做宣傳基本上是無效。第

二，即便台灣人在民間信仰中普遍崇信媽祖，但對神明的尊崇並無法直接轉化成

到湄洲島謁祖進香的意念。至於年年能去進香的宮廟又有多少？常去的宮廟頭人

除了尋根情感與神緣連結，更決定性的因素還是經濟目的，無論是爭取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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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廟宇引進新的兩岸人脈，或是從中獲得地方之間經貿合作的機會。第三，兩岸

民間信仰社群同樣面臨世代傳承的困境，但台灣宮廟團體還有青年會、陣頭與學

術自由的環境培育新一代；但中國主張無神論的政治信仰，法律禁止向未滿 18

歲青少年灌輸宗教思想和參加宗教活動，因此當高校如莆田學院想要推廣媽祖文

化教育，其實學生不易感受到信仰帶來的感觸，自小的無神論教育讓他們對宗教

產生免疫和反感。在中國，喬裝後的宗教自由，使得宗教須為政權服務，遏制了

宗教的多元發展性。因此，中國各地的媽祖廟團體是否可能出現後繼無人的現象，

未來除了得繼續觀察中國政教關係的動態；而世代交替下的新台灣「媽祖人」，

在年輕一代普遍對中國歷史情感的消褪，前往中國交流的經濟誘因還剩多少？ 

就如張志軍在訪台看到媒體呈現熱鬧喧囂的「顯性社會」底下另有「隱性社

會」，這個真實的台灣社會是否像陸媒所說，台灣多人信仰媽祖的現象可歸為認

同「文化」甚至「政治」中國的結論，恐怕就如中國學者陳進國（2010）所言，

這樣過於樂觀的態度，間接導致台灣人「一個媽祖，各自表述」或「兩個媽祖」

（政治的媽祖和信仰的媽祖）的文化陌生感。確實，筆者從受訪的宮廟頭人與信

徒身上，他們將政治上和信仰上的媽祖做明顯的區隔。 

綜合研究發現，本研究的貢獻共有三點。一是現有文獻著重在中共宗教政策

或兩岸政策的討論，對組織的影響是點到為止。本論文更深入從組織面去看兩岸

主要機構的人事組成和交流事蹟，不僅展現行為者的多元樣貌，也揭露它們在兩

岸媽祖信仰交流的角色和影響力。二是現有文獻多訪談單一廟宇，而筆者在不同

縣市共訪問了 8間橫跨大、中、小型的媽祖廟，瞭解他們的兩岸交流經驗和觀點，

呈現的交流圖像更能反映兩岸宗教交流的複雜性。三是本篇論文為台灣學界首次

將正當化理論引進兩岸民間信仰交流的研究，把統戰的概念操作化，具體說明中

共對台統戰的機制至少有 5種策略，得以充分解釋中共利用媽祖信仰在兩岸施展

哪些統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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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自省 

回顧蒐集文本、訪談到寫作的過程，本文列舉幾處研究限制，供後進繼續推

進相關主題的研究。 

一、聯誼會會員的分類 

筆者在訪談結束後再次評斷聯誼會會員分類型的優劣，認為以「主事者聯繫

的強弱」和「加入多個聯誼會與否」為標準，其優點是幫助筆者在有限的研究時

間下劃分訪談範圍，進而從中挑選有兩岸交流經驗的宮廟；另外確實也幫助筆者

找到不同媽祖聯誼會屬性的異同，以及宮廟加入和退出聯誼會的理由。然而，筆

者也坦承此分類的侷限在於，無法從簡單的四宮格就評斷不同類型宮廟對中國態

度的差異，以及中共統戰不同類型宮廟的效果。但筆者仍認為分類會員有它的必

要性，勝於在組織內隨機挑選樣本訪談，可能導致接觸到性質太類似的廟宇。因

此，在台灣媽祖廟聯誼組織的研究，筆者期待未來的研究者能思考出更多的分類

元素，消弭本文的限制。 

二、宮廟頭人的身分認同 

不同宮廟頭人展露出的身分認同，有大中國意識，有中華民國派，也有自認

是正港台灣人，但這到底是因為接觸才改變態度，還是在交流前的立場就是這樣？

本文在這方面無法進行因果關係的論證。 

三、中共對台宗教統戰的機制 

本文由於經驗資料的限制，無法充分描繪中共傳統「聯左、打右、拉中」的

統戰策略，放在台灣宮廟的脈絡各自代表什麼？是聯合媽祖聯誼會會員，打擊政

治光譜相異的廟宇，拉攏尚未加入聯誼會、政治立場搖擺的宮廟？Lam, W.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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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C.Y.（2013）提到中共統戰機制的「合作」（collaboration）策略目標在中

間派，這些人希望跟北京有些距離，但又不刺激當局。針對這類對象，中共只要

他們不要加入反對勢力，那就達成目的。不過兩位作者也提到在香港社會並不好

找到合作的證據，因為中共和中間派的合作是相對短期又在非正式管道進行。那

台灣媽祖信仰界存在中間派嗎？如果存在，中共拉攏他們的策略又是如何？ 

另外，去正當化策略的「排擠」和「分化」需要更多的經驗資料佐證。筆者

認為這需要與宮廟頭人經營關係一段時間後，累積他們對研究者的信任，才可能

聽到相關的事蹟。筆者在一、兩次訪談中尚無法取得這方面的資訊，只能從文本

和訪談的蛛絲馬跡中提出這兩種策略的可能性。 

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政策建議 

筆者對政府有關單位有 3點建議： 

（一） 從宮廟頭人的言談中，發現他們對中國交往的風險認知沒有充分的

自我意識，不過其他形式的兩岸交流如青年創業、大學生交流團也會遇到類似的

情況。因此，我們與其一味告誡他人不要前往中國交流以免中了對方的統戰陷阱，

不如給予或引導這些欲前往交流者接觸一些資訊的管道，深入瞭解交流背後可能

隱藏的風險。筆者有注意到陸委會開設「台商張老師」專線，那麼針對宗教人士

是否也能成立類似的諮詢管道？ 

（二） 針對外界對宮廟人士至中國交往因為不夠瞭解實際情況所產生的諸

多誤解，政府有關單位可考慮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像是青平台基金會近年有針對

青年和教育工作者舉辦「認識中國」工作坊。筆者認為，透過講座、工作坊等形

式帶領學員思考其中涉及的議題，而不是站在宮廟的對立面，冷眼旁觀輿論發酵

造成社會群體之間的不信任。設立公眾討論平台不是要為宮廟說話，而是嘗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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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眼光審視宮廟到中國交往的動機和目的，有它的宗教意義，當然也存在一定

的政經意味。 

（三） 立法院應盡快審議《宗教團體法》，從該法加強宗教團體與中國交

往的規範，《反滲透法》即能排除宗教團體，減少兩岸宗教交流受到更多不必要

的污名。台灣一直缺乏統管各宗教團體的法規，目前唯一與宗教直接相關的法律

是民國 18 年施行至今的《監督寺廟條例》，內容只規範佛、道兩教，並已有部

分條文遭宣告違憲，而其餘宗教則依《民法》管理，但這不符合現實所需。雖然

內政部 2013 年研擬《宗教團體法》草案受到宗教團體大力反對，至今該案仍未

進立法院審議；但為了長遠宗教信仰在台灣能保有民主透明的發展環境，政府透

過立法拿捏宗教自由與管理宗教團體之間的分寸，仍有其必要。 

二、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針對未來研究方向有 5點建議： 

（一） 透過田野調查再深入研究中方行為者的影響。地方性媽祖文化交流

協會、莆田學院等機構尚缺乏台灣學界第一手的經驗資料，未來研究者可透過實

地田調進而更細緻地描述這些組織在中國媽祖信仰發展的影響。 

（二） 探索習近平時期新的統戰模式「結對子」在媽祖信仰的實踐。中華

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2019 年工作報告中，指示「未來辦理兩岸媽祖文化系列活動，

要做到共締多層結對。活動中，可以是區域結對，也可以是機構結對；可以是家

庭結對，也可以是自然人結對。通過結對，建立長期的聯誼交流機制。」這部分

的操作仰賴未來研究者接觸中方相關人士後進一步揭露。 

（三） 延伸討論媽祖信仰在中國及台灣境外的影響力。張珣（2008）在新

加坡和馬來西亞初步田調發現，當地的媽祖廟沒有形成分香網絡的傳統，也不流

行前往湄洲媽祖祖廟謁祖進香。不過近年世界媽祖文化論壇以海上絲路沿線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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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點拉攏的對象，東南亞媽祖廟對於湄洲媽祖祖廟的態度有無轉變？當中國把

台灣媽祖勢力納入「一帶一路」文化建設，在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社群，兩岸媽祖

信仰社群勢力的競合為何？現有文獻像是古明君（2019）已嘗試針對媽祖信仰的

海外影響力進行研究，除了從兩岸的視野切入，媽祖信仰在兩岸場域之外帶動的

宗教公共外交，亦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四） 深入研究其他台灣大型媽祖廟聯誼組織，補充和修正本文提出的中

共對台宗教統戰機制。鹿港天后宮和北港朝天宮的聯誼會較晚發跡，筆者由於劃

分研究範圍只有略微著墨，期待未來研究者進一步追蹤調查，加上本文的研究發

現，描繪出更為完整的兩岸媽祖信仰交流。 

（五） 深入探索離島地區的媽祖廟和地方政府在兩岸宗教交流的能動性。

金、澎、馬地區身為兩岸宗教交流前緣，長年藉由小三通模式與中國來往密切，

其中地方政治、宗教信仰與兩岸交流之間的複雜關聯值得進一步研究。離島地區

在台灣和中國的邊界政治，離島地區台灣人的身分認同也是有趣的子題。不過，

這部分的田野進入門檻較高，在踏入研究前需要評估自己是否具有身分優勢，以

能達成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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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  台灣媽祖聯誼會現存會員表 

地區53 廟宇名稱 行政區域 加入年分 

北部地區 基隆聖安宮 基隆市中山區 2001 

北部地區 南方澳南天宮 宜蘭縣蘇澳鎮 2001 

北部地區 南方澳進安宮 宜蘭縣蘇澳鎮 2011-2019 

北部地區 宜蘭昭應宮 宜蘭縣宜蘭市 2011-2019 

北部地區 松山慈祐宮 台北市松山區 2001 

北部地區 北投慈后宮 台北市北投區 2011-2019 

北部地區 艋舺啟天宮 台北市萬華區 2011-2019 

北部地區 台北泰安宮 台北市大安區 2020 

北部地區 台北聖興天后宮 台北市南港區 2020 

北部地區 淡水福佑宮 新北市淡水區 2011-2019 

北部地區 三芝福成宮 新北市三芝區 2011-2019 

北部地區 金包里慈護宮 新北市金山區 2011-2019 

北部地區 三重聖鳳宮 新北市三重區 2002-2005 

北部地區 新莊慈祐宮 新北市新莊區 2005 

北部地區 台北紫微天后宮 新北市三峽區 2002-2005 

北部地區 樹林慈聖天后宮 新北市樹林區 2011-2019 

北部地區 平溪十分寮成安宮 新北市平溪區 2019-2020 

北部地區 桃園慈護宮 桃園市桃園區 2002-2005 

北部地區 舊桃園媽祖堂 桃園市桃園區 2011-2019 

北部地區 桃園建國慈惠宮 桃園市桃園區 2011-2019 

北部地區 桃園榮勝宮 桃園市桃園區 2020 

北部地區 桃園大樹林天后宮 桃園市桃園區 2020 

北部地區 桃園振天宮 桃園市龜山區 2011-2019 

北部地區 龜山慈恩宮 桃園市龜山區 2011-2019 

北部地區 桃園鎮德宮 桃園市八德區 2011-2019 

                                                 

53 本文採用的地區劃分與台灣媽祖聯誼會的網站稍微有出入。北部地區：台北市、新北市、基隆

市、新竹市、桃園市、新竹縣及宜蘭縣。中部地區：台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

南部地區：高雄市、台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及澎湖縣。東部地區：花蓮縣及台東縣。

離島地區：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海外地區：台灣本島及離島以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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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 蘆竹慈母宮 桃園市蘆竹區 2010 

北部地區 中壢朝明宮 桃園市中壢區 2002-2005 

北部地區 竹北天后宮 新竹縣竹北市 2011-2019 

北部地區 新竹天后宮 新竹市東區 2011-2019 

北部地區 新竹天坡府媽祖廟 新竹市東區 2020 

北部地區 新竹長和宮 新竹市北區 2011-2019 

北部地區 新竹市竹塹真后媽祖會 新竹市北區 2020 

中部地區 合港田寮永貞宮 苗栗縣頭份市 2020 

中部地區 竹南后厝龍鳳宮 苗栗縣竹南鎮 2011-2019 

中部地區 竹南中港慈裕宮 苗栗縣竹南鎮 2001 

中部地區 苗栗苑里慈和宮 苗栗線苑里鎮 2020 

中部地區 苑裡慈護宮 苗栗線苑里鎮 2020 

中部地區 大甲鎮瀾宮 台中市大甲區 2001 

中部地區 日南慈德宮 台中市大甲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大里振坤宮 台中市大里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大里杙福興宮 台中市大里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大里新興宮 台中市大里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豐原鎮清宮 台中市豐原區 2001 

中部地區 后里鎮安宮 台中市后里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大雅永興宮 台中市大雅區 2010 

中部地區 大庄浩天宮 台中市梧棲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社口萬興宮 台中市神岡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神岡順濟宮 台中市神岡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神岡新和宮 台中市神岡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新社東興宮 台中市新社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台中萬和宮 台中市南屯區 2002-2005 

中部地區 清水朝興宮 台中市清水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清水壽天宮 台中市清水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台中樂成宮 台中市東區 2006-2009 

中部地區 台中朝聖宮 台中市北屯區 2001 

中部地區 大肚萬興宮 台中市大肚區 2006-2009 

中部地區 大肚永和宮 台中市大肚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崙仔龍天宮 台中市龍井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烏日聖母宮 台中市烏日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烏日喀哩新南宮 台中市烏日區 2020 

中部地區 台中天后宮 台中市烏日區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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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 霧峰南天宮 台中市霧峰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環山環清宮 台中市和平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和平天松宮 台中市和平區 2010 

中部地區 和平天龍宮 台中市和平區 2010 

中部地區 大安鎮安宮 台中市大安區 2011-2019 

中部地區 埔里恒吉宮 南投縣埔里鎮 2011-2019 

中部地區 北投堡朝陽宮 南投縣草屯鎮 2020 

中部地區 南投慈善宮 南投市平山里 2003 

中部地區 和美糖聖宮 彰化縣和美鎮 2011-2019 

中部地區 台灣護聖宮玻璃媽祖廟 彰化縣鹿港鎮 2011-2019 

中部地區 員林福寧宮 彰化縣員林市 2001 

中部地區 北斗奠安宮 彰化縣北斗鎮 2011-2019 

中部地區 東螺開基祖廟天后宮 彰化縣北斗鎮 2020 

中部地區 媽祖文化學院 彰化縣埤頭鄉 2017 

中部地區 埤頭合興宮 彰化縣埤頭鄉 2001 

中部地區 田中乾德宮 彰化縣田中鎮 2011-2019 

中部地區 溪州后天宮 彰化縣溪州鄉 2001 

中部地區 永靖甘澍宮 彰化縣永靖鄉 2020 

中部地區 西螺福興宮 雲林縣西螺鎮 2001 

中部地區 西螺廣福宮 雲林縣西螺鎮 2011-2019 

中部地區 新社新天宮 雲林縣西螺鎮 2011-2019 

中部地區 社口福天宮 雲林縣西螺鎮 2011-2019 

中部地區 埔心拱興宮 雲林縣西螺鎮 2011-2019 

中部地區 吳厝朝興宮 雲林縣西螺鎮 2001 

中部地區 虎尾福安宮 雲林縣虎尾鎮 2006-2009 

中部地區 虎尾天后宮 雲林縣虎尾鎮 2002-2005 

中部地區 土庫順天宮 雲林縣土庫鎮 2010 

中部地區 麥寮拱範宮 雲林縣麥寮鄉 2002-2005 

中部地區 斗六新興宮 雲林縣斗六市 2010 

中部地區 崙背奉天宮 雲林縣崙背鄉 2011-2019 

南部地區 嘉義朝天宮 嘉義市西區 2002-2005 

南部地區 嘉義天后宮 嘉義市東區 2010 

南部地區 新港奉天宮 嘉義縣新港鄉 2001 

南部地區 溪北六興宮 嘉義縣新港鄉 2020 

南部地區 民雄慶誠宮 嘉義縣民雄鄉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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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 鹿耳門天后宮 台南市安南區 2002-2005 

南部地區 安定湄婆宮 台南市安定區 2011-2019 

南部地區 安平開台天后宮 台南市安平區 2020 

南部地區 石子瀨天后宮 台南市大內區 2011-2019 

南部地區 台南塩埕天后宮 台南市南區 2011-2019 

南部地區 社子天后宮 台南市麻豆區 2020 

南部地區 媽祖樓天后宮 台南市中西區 2020 

南部地區 後壁泰安宮 台南市後壁區 2020 

南部地區 龍崎無極天母宮 台南市龍崎區 2020 

南部地區 高雄寶瀾宮 高雄市鼓山區 2001 

南部地區 龍目井龍泉宮 高雄市鼓山區 2011-2019 

南部地區 旗山旗聖宮 高雄市旗山區 2011-2019 

南部地區 旗津天后宮 高雄市旗津區 2009 

南部地區 大莊鳳橋宮 高雄市岡山區 2011-2019 

南部地區 獅山天后宮 高雄市美濃區 2011-2019 

南部地區 美濃天后宮 高雄市美濃區 2011-2019 

南部地區 內門順賢宮 高雄市內門區 2006-2009 

南部地區 赤崁赤慈宮 高雄市梓官區 2011-2019 

南部地區 路竹天后宮 高雄市路竹區 2011-2019 

南部地區 彌陀清和宮 高雄市彌陀區 2011-2019 

南部地區 阿蓮崗后宮 高雄市阿蓮區 2011-2019 

南部地區 楠梓天后宮 高雄市楠梓區 2020 

南部地區 新莊天后宮 高雄市左營區 2020 

南部地區 高東天后宮 高雄市苓雅區 2020 

南部地區 五甲龍成宮 高雄市鳳山區 2020 

南部地區 屏東天后宮 屏東縣屏東市 2002-2005 

南部地區 屏東天聖宮 屏東縣屏東市 2020 

南部地區 內埔慈聖宮 屏東縣內埔鄉 2001 

南部地區 內埔天后宮 屏東縣內埔鄉 2010 

南部地區 東港朝隆宮 屏東縣東港鎮 2011-2019 

南部地區 萬丹萬惠宮 屏東縣萬丹鄉 2011-2019 

南部地區 枋寮德興宮 屏東縣枋寮鄉 2020 

東部地區 花蓮港天宮 花蓮縣花蓮市 2001 

東部地區 吉安聖南宮 花蓮縣吉安鄉 2020 

東部地區 台東遠天宮 台東縣太麻里 2011-2019 

東部地區 東海龍門天聖宮 台東縣台東市 20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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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區 台東天后宮 台東縣台東市 2020 

東部地區 關山天后宮 台東縣關山鎮 2020 

離島地區 馬祖天后宮 連江縣南竿鄉 2006-2009 

離島地區 東衛天后宮 澎湖縣馬公市 2020 

離島地區 澎湖天后宮 澎湖縣馬公市 2020 

離島地區 馬公提標館 澎湖縣馬公市 2020 

離島地區 湖西天后宮 澎湖縣湖西鄉 2020 

離島地區 金板境天后宮 連江縣南竿鄉 2020 

離島地區 津沙天后宮 連江縣南竿鄉 2020 

離島地區 金門縣媽祖宮廟文化發展協會 金門 2020 

海外地區 澳門天后宮 

 

2002-2005 

海外地區 新加坡萬天府 2011-2019 

海外地區 廈門市兩岸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2016-2019 

總共 145個會員（截至 2021年 05月 31日） 

備註：聯誼會網站上顯示的會員數與實際有落差。網站列出 145 間，但在最近一次 2020年 11月

的會員大會中，總幹事透露有 151個會員。訪談聯誼會主事者也獲得證實。 

資料來源：台灣媽祖聯誼會網站，https://www.taiwanmazu.org/，查閱時間：202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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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灣媽祖聯誼會現存成員所在地區與加入年分的分布 

加入年分 

地區 

總

計 北部 

地區 

中部 

地區 

南部 

地區 

東部 

地區 

離島 

地區 

海外 

地區 

草創期 29 

2001 3 9 3 1 0 0 16 

2003 0 1 0 0 0 0 1 

2005 1 0 0 0 0 0 1 

2002-2005 4 3 3 0 0 1 11 

停滯期 14 

2006-2009 0 3 1 0 1 0 5 

2009 0 0 1 0 0 0 1 

2010 1 5 2 0 0 0 8 

快速發展期 102 

2011-2019 16 29 14 2 0 1 61 

2016-2019 0 0 0 0 0 1 1 

2017 0 1 0 0 0 0 1 

2019-2020 1 0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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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5 8 12 3 3 0 38 

總計 145 

資料來源：舊版台灣媽祖聯誼會網站（更新至 2010 年），

http://www.lesson.com.tw/taiwanmazu/html/index.asp，查閱時間：2021/05/31；新版台灣媽祖聯誼

會網站，https://www.taiwanmazu.org/，查閱時間：2021/05/31。 

 

  

http://www.lesson.com.tw/taiwanmazu/html/index.asp
https://www.taiwanmaz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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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已退出台灣媽祖聯誼會的宮廟（依加入年分排列） 

廟宇名稱 行政區域 加入年分 

鹿港天后宮 彰化縣鹿港鎮 2001 創會會員 

中壢仁海宮 桃園縣中壢市 未知 

新竹內天宮 新竹市北區 未知 

芳苑普天宮 彰化縣芳苑鄉 2002-2005 

中寮南天宮 南投縣中寮鄉 2002-2005 

虎尾福天宮 雲林縣虎尾鎮 2002-2005 

高雄鼓壽宮 高雄市新興區 2002-2005 

鹿野福佑宮 台東縣鹿野鄉 2002-2005 

斗六市受天宮 雲林縣斗六市 2008 

台北市天后宮 台北市萬華區 2010 

安定慈安宮 台南市安定區 2010 

枋寮德興宮 屏東縣枋寮鄉 2010 

大寮區大天宮 高雄市大寮區 2010 

香港天后宮 海外地區 2010 

青島市媽祖文化聯誼會 海外地區 2017-2019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參考洪瑩發（2010, 238）、台灣媽祖聯誼會舊版和新版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