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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文化的传承:
以台中万和宫妈祖信仰为例

□ 李酉潭

一、前言

自 1949 年以来，两岸呈现对立、分隔的

状态长达数十年。虽然目前两岸在政治方面依

旧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也因此产生了有关统

“独”的争议，但不管是在经贸互动或民间交

流上，皆有相当程度的来往。其中，两岸文化

之间仍有着相当深厚的联系，例如有关妈祖的

神明信仰。笔者小时候在台中万和宫附近成

长，本文拟以自身经历出发，从妈祖信仰的角

度来谈两岸民间文化的渊源与传承。
二、妈祖信仰

台湾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文化社会，其信

仰的神祇往往是随着移民的播迁，而来自各移

民的原乡地区。尤其是移民初至陌生之地，面

对天灾、瘟疫及少数民族、不同族群的威胁，

亟需精神的寄托，使得信仰的传播更为快速，

因此在台湾妈祖信仰相当兴盛。这是因为台湾

移民多半来自福建漳、泉及广东嘉应、潮、惠

地区，而沿海地区正是海神妈祖信仰的大本

营，再加上因为早期的移民对航海的需求，使

得航海之神妈祖成为庇佑航行平安的重要心灵

寄托，①因此妈祖信仰随之流传来台并成为台

湾最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台湾的妈祖信仰

也逐渐出现明显的本土化现象。以奉祀妈祖的

庙宇名称来说，台湾 3000 多座妈祖庙的名称

因地而异、说法不一，有的称之天后宫、天妃

宫、天后寺、天后祠、圣母坛，也有的称为文

元堂、朝天宫、朝天堂、朝天阁、朝天祠、双

慈亭、安澜厅、中兴公厝、纷阳殿、提标馆

等。再者，由于妈祖神像来自不同地方且由不

同地区的人们去奉请 ( 移民原乡地区的多样

化) ，因此带来不尽相同的称谓，好比来自湄

洲岛的称湄洲妈，来自泉州府的称温陵妈，来

自同安县的称银同妈，来自漳浦县的称乌石

妈，也有把来自莆田的称作大妈，来自仙游的

称作二妈，来自惠安的则称作三妈等等。
此外，台湾的妈祖信仰随着其发展兴盛，

再加上特别旺盛的分灵习俗，搭配其分灵与进

香等宗教活动后形成了特殊的层级谱系。经由

特殊的仪式，新塑的神像被视为祖庙神明的分

身并具有相同的灵力，不过每年必须重新回到

祖庙来进香、刈火，保持灵力不衰。最著名的

例子，就是拥有 280 年历史的大甲镇澜宫，其

每年都会举办 “妈祖进香绕境活动”，活动参

与的民众动辄十余万人，不但是台湾宗教民俗

活动的重头戏，也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宗教活动

之一。②

除了来自移民社会的需求，妈祖信仰之所

以能在台湾社会形成广泛的信仰体系，还有以

下两个原因:

( 一) 拟亲属关系

前述提到的妈祖绕境活动，其成因正是因

为在妈祖的分灵仪式之后，子庙每年固定必须

回原分灵处的祖庙进香、刈火，保持灵力不

衰。其中刈火又称割火，意指将母庙祖神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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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切 出 以 形 成 子 庙 子 神，此 与 中 国 家 族 的

“分灶火”有着相同的意涵。古时分家时，诸

子会从父亲旧灶之火取部分到新灶之中，象征

新家庭的成立，③而妈祖与妈祖之间的拟亲属

关系，指的就是分香子庙与母庙之间拟似人类

的亲 属 关 系，子 庙 的 定 期 回 去 参 拜，俗 称

“妈祖回娘家”的仪式变成为一种体现汉人社

会运转的逻辑，进一步来说，是一套拟亲属关

系的运作。④

此种妈祖的流动现象说明了信仰圈的形成

方式，也就是在各庙往来之间和信徒来去之

中，所透露出的紧密交织的亲属网络。例如早

年大甲和北港之间，北港信徒对于来进香的大

甲信徒，视为随姑婆回娘家的孙辈关系一般。
若是同属一个地区的信徒间，则共享同一香炉

中的炉火，类似同一祖辈传下来的孙辈关系，

象征人与人间由于妈祖信仰，又延伸出一套血

缘关系以外的拟亲属关系，使此信仰不论在私

领域的个人家中或公领域的社区宫庙，都能展

现其亲密性，贴近民众的生活，而这些联庄性

或乡镇间、县市间的联盟，更进一步形成跨地

域的信仰圈，这正是妈祖信仰之所以势大的原

因。⑤

( 二) 社群建构

当信仰的地域性伴随社群的移动呈现逐渐

扩大、复杂的动态发展后，社群在此所表现的

型态可以说是地域定着的 ( territory － bond )

社会群体，也可以是去疆化的 ( de － territori-
alized) 或 再 地 域 化 的 ( re － territorialized ) 。
在相关的研究中，吕玫锾藉由白沙屯妈祖进香

的例子，以妈祖做为宗教的象征，探讨如何通

过进香活动的共同经验与情感来凝聚信徒的认

同与归属感，从而建构不同指涉的社群，并采

用 Karen Fog Olwig 所提出的 “归属感的共享

场域” ( shared fields of belonging) ⑥来探讨妈祖

文化所形成的社群问题，将其归纳出四种不同

的社群现象，⑦包括了:

1、地域的社群

指传统祭祀范围内的居民团体，成员间有

紧密的接触关系。此类型为范围最小，层级最

低，关系最直接的社群。
2、家乡的社群

指通过宗教、亲属与资产等关系将移民系

于家乡人群，使社群的认同跳脱地域群体的限

制，例如各地邻里间的同姓宗亲会，宗族间常

举办各种互助活动，产生凝聚力。
3、宗教的社群

以妈祖信仰为例，此社群除本地居民外，

亦包含来自外地的香客，由于共同的进香活动

产生对此地的经验与情感，形成以信仰为共通

性的团体。
4、想象的社群

未实际参与宗教活动的人，但藉由与进香

有关之影片、网络沟通或原生家庭之信仰传

承，提供了对宗教的共同想像资源，进而形成

有相同归属感与认同的社群。
值得一提的是，信仰往往能够提供特殊的

凝聚力，也承载了地方派系的问题与可能发生

的对立竞争关系，化解了许多在地人与外来人

间不同的摩擦和地域社群在融合时所产生的矛

盾。特别是在地缘复杂的移民社会中具有统合

的功能，以台湾为例，无论是地缘、血缘、客

籍或河洛籍，妈祖都可以成为共同遵奉信仰的

神祇。⑧因此，随着妈祖信仰的普遍与相关的

信仰社群建构过程，宗教、人与地方间的结合

不断延伸与发展，在地方上扮演了整合与安定

的重要角色。
三、万和宫的历史渊源及其特色

( 一) 莆田妈祖与台湾万和宫的源流关系

清康熙年间彰化大肚山番社之乱，清廷派

总兵 张 国 平 乱， 他 于 清 朝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 1684 年) 奉命率领泉、漳、汀、潮、惠、嘉

等六府十二姓人士来台湾中部开垦，为求航海

平安，遂恭请湄洲妈祖护佑来台，平安抵达社

地后，为感念妈祖庇佑，遂供奉膜拜 “老大

妈”安置于台湾南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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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万和宫的发展过程

万和宫又称 “犁头店圣母庙”，为台中市

历史最悠久的庙宇，三百余年来威灵显赫，为

台湾 “国定”第三级古迹，奉祀湄洲天上圣

母 ( 俗称妈祖、老大妈) ，为台中市的四大妈

祖庙之一。其所处的南屯区位居彰化平原进入

台中盆地的要冲，因此地原有许多制造农具的

打铁店，工匠们集居此地制造农具，以供应拓

者所需，打制犁头的农具店铺群聚于街坊，所

以南屯被称为“犁头店街”，也是台中市最早

形成的市街。⑨

万和宫在起初仅为一祭祀的小祠堂，但各

方信众祈祷膜拜，经常显见圣迹，于是地方倡

议建庙，由居住南屯一带的张、廖、简、江、
刘、黄、何、赖、杨、戴、陈、林等十二大姓

氏集资 扩 建，雍 正 四 年 ( 1726 年 ) 9 月 20
日，大庙建竣，定名为万和宫。 “万和”寓

意，希望藉由祭拜妈祖，保佑不同族群，能够

“万众一心、和睦相处”，共谋地方发展。⑩

万和宫妈祖的信徒区域，随着时代的变迁

而稍有变动，虽然无法以行政区域直接划分，

但今日的信徒代表多以里为单位所选出，至少

可以反映出妈祖基本信徒圈并未超出南屯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万和宫自然形成的信仰

圈，虽以南屯为范围，但并非出于行政区域的

划分而是出资兴建的 11 个姓氏为基础，由此

扩及居住在聚落的住民。瑏瑡

四、信仰体现在民间文化与生活中的表征

论及信仰则不得不提及其相关的仪式与活

动，特别是宗教的庆典活动对地方文化、社

会、经济层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意涵。如

同先前所提及的各地妈祖分灵庙宇，不但因此

产生了妈祖绕境的大型活动，也因为在地方上

结合了当地的文化与习俗，孕育出各种具有当

地特色的妈祖文化。以下以台中万和宫及其周

边地区 ( 南屯) 为例，介绍该地方特有之代

表性的文化活动。
( 一) “老二妈”西屯省亲绕境

清嘉庆八年 ( 1803 年) 11 月，特别增塑

“老二妈”神像一尊。相传举行开光点眼仪

式，正好有西屯大鱼池一位廖姓少女突然去

世，其魂魄飞往万和宫与卖针线化妆品的女红

商人相遇，请托商人带话转告其父母。廖母赶

至万和宫探寻，见 “老二妈”神像眼中坠下

一颗泪珠，遗留于脸颊，知道她爱女已羽化而

去。此传闻被列为犁头店妈祖神迹之一，也与

西屯大鱼池结下不解之缘。自嘉庆年间后，西

屯廖氏称老二妈为 “老姑婆”。 “老二妈”西

屯省亲绕境: 三年一次恭迎 “老二妈”回娘

家大鱼池烈美堂敬拜，成为当地习俗之一。
( 二) 字姓戏

“字姓戏”是指以同姓者或联合数姓为一

字性组织，为某项庆典活动，共同集资邀请剧

团演戏，形成竞赛性质。其统筹方式通常是同

一姓氏组织内由炉主、管理人或角头代表以公

费办 理 祭 典、字 姓 戏 事 宜。相 传 道 光 四 年

( 1824 年) ，“老二妈”于旱溪妈祖游庄至南

屯例行接驾并相随绕境南屯地区。 “老二妈”
神轿绕境回返时，突然重如万钧而无法抬入庙

内，经掷筶得示以演字姓戏娱神代替绕境，每

年自农历 3 月 21 日起，由各字姓举行三献礼

以及演梨园戏请妈祖观赏，始获首肯后神轿才

顺利入庙。自此从道光五年 ( 1825 年) 农历

3 月 21 日起开演字姓戏。21 日为漳洲戏、22
日广东戏 ( 即潮州、嘉应州、惠州等) 、24 日

泉洲戏、25 日汀洲戏，接着是各姓氏的字姓

戏、谢神戏与兵仔戏，持续一两个月。在此背

景下所产生的字姓戏可以看出南屯居民害怕失

去信仰中心，进而努力维护的苦心。字姓戏迄

今历代不断，已成为南屯地方重要传统民俗活

动。至此信众陆续增加，早期的十二字姓，已

增至廿八字姓; 不但有抚慰妈祖的作用，同时

也藉着多采多姿的祭典活动，将万和宫的知名

度与万和宫妈祖的重要性提升，或可以解释为

一个包含不同祖籍、不同血缘和不同姓氏人群

的社区，在发展到某一阶段之后，为增加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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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向心力、融合力与对外影响力，强化地方上

已经形成的信仰，让它具有象征性以及实质的

意义与功能。瑏瑢

此外，字姓戏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

献演字姓戏的字姓组织似乎兼具 “祭祀圈”瑏瑣

和宗亲会这两种宗教组织的性质而成为相重叠

的宗教团体。也正因为如此，不管时间如何推

移、社会结构如何改变，因为有各字姓组织的

系统维持，使得南屯地区的妈祖信仰得以延续

下来，并且每年定期在妈祖诞辰筹备盛大祭典

仪式，更强化了妈祖信仰的凝聚力。瑏瑤

( 三) 犁头店穿木屐躜鲮鲤

犁头 店 穿 木 屐 躜 鲮 鲤 ( 踩 木 屐 震 醒 鲮

鲤) ，是台湾南屯地区端午节的特有活动。相

传犁头店在风水上是 “鲮鲤穴”，此区也是重

要稻作地区。而穿山甲在土中活动可翻松土壤

以利农耕，但因其具冬眠习性，为使其翻动使

耕作顺利，进而带动地区一年的发展，于是当

地发展出穿着木屐来回重踏地上，发出巨大的

劈啪声响，彷佛真能震醒穿山甲一般的习俗。
随后发展成每年端午节不同于其他地区划龙舟

的穿着长木屐竞赛活动，显示台中市南屯地区

农业社会的特殊风俗。
五、结论

人类学家 Victor Turner 曾经探讨宗教活动

与社会结构的关联，瑏瑥他视朝圣这类的宗教仪

式为一种社会过程，是一不同于世俗社会结构

的中介阶段 ( liminoid) ，期望从中探究模塑其

他社会形式的可能性。他强调此中介阶段的反

结构 ( anti － structure ) 特性，尤其是藉由宗

教所形塑的特殊民风 ( ethos) ，可能会形成一

种异于日常生活情境而趋向同质的、平等的、
无阶级的“交融” ( communitas) 状态。原本

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藉由组织与参与如同字

姓戏这样的宗教活动，并透过这样的仪式实

践，始得彼此之间得以共享情感、经验与认

同，从而拥有了对彼此之间的归属感。瑏瑦

两岸之间虽然曾分隔数十年，但以妈祖信

仰来说，彼此民间社群之间的文化价值却从未

断裂，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共同点。再加上随着

妈祖信仰的在地化，配合当地生态所延伸出具

有各种不同特色的宗教仪式与活动，更促使了

每个信徒圈得以巩固。从对妈祖信仰与其相关

宗教仪式的探讨可以发现，藉由这些活动让所

有涉入的信徒逐渐产生了文化上的认同，而随

着信仰圈的扩大，这种社群的规模也就越大。
此外，一旦将来不同的信徒圈得以接触，在共

享主要文化价值的背景下，以此为基础营造出

一个更大规模、更有归属感的社群也不是不可

能。
因此，未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除了制

度认同之外，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进行观察，亦

为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 作者单位: 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院)

注 释:

①当移民离乡背井、搭船横渡波涛汹涌的海峡

时，多半只能寄托妈祖的保佑，而能平安跨越黑水沟

的，无不归功于妈祖的庇护。周恬宇: 《台中万和宫

字姓戏研 究》，彰 化 师 范 大 学 国 文 学 系 硕 士 论 文，

2009 年，第 49 － 50 页。

②在习俗上，每年 3 月台湾的各地分灵妈祖庙都

要回原分灵处向开台妈祖祝寿，故此时信众会跟随进

香。此活动已成台湾规模最大、动员性最强的宗教活

动，甚至迈向国际，例如 Discovery 频道即对“3 月疯

妈祖”做了相关报导，并将其评为世界三大宗教盛事

之一。

③张珣: 《进香、刈火与朝圣宗教分析之意涵》，

台湾《人类与文化》第 22 期，1986 年，第 46 － 54

页。

④张珣: 《妈祖信仰的追寻》，台北: 博扬文化，

2008 年版。

⑤林美容: 《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台北: 博扬

文化，2006 年版，第 14 － 16 页。

⑥Olwig，K． F． ，2002，“Ethnographic Field Ｒevisi-

ted: Toward a Study of Common and Not So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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