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媽祖信仰起源於宋代，宋代以降在東南沿海地區受到廣泛傳播，歷經數百年，影響不斷

擴大，並逐漸受到歷代朝廷的重視，被尊為上庇國家社稷、下護黎民百姓的神祗。其影響範圍

也由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分別向南北傳播，其中南路傳至廣州、香港、臺灣一帶，而北路則傳

至煙臺、天津、營口等環渤海沿岸地區，逐漸與當地民間信仰習俗融合，形成了獨具中國北方

特色的環渤海媽祖信仰文化圈。

自北宋開始，隨著南北海陸貿易交流的不斷發展，媽祖信仰開始在位於渤海海峽的廟島一

帶紮根。以後歷經元、明、清各朝，媽祖信仰在環渤海地區的傳播進一步深化，使這裏成為中

國北方媽祖信仰傳播最為廣泛的地區，也使天津作為中國北方媽祖文化中心的地位不斷得到鞏

固。因此本書所收集的媽祖史料種類和數量上，也相應地以天津為最多，兼及京、冀、魯、遼。

時限上自宋、元，歷經明、清，下迄民國時期，既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基本涵蓋環渤海一帶古

代、近代和現代各地社會的發展歷程，同時兼顧史料種類的完整性，力爭能夠將各類史料充分

展示給讀者。本書對所涉獵的每種史料進行必要的注解、校正，並針對以往媽祖史料整理和研

究工作中存在的數量少、種類單一現象，不僅通過增加史料的數量和種類，而且對其中的重要

問題提供多條史料的論證，進行深入的比較和分析，進一步揭示史料的內涵，展現史料的價值，

做到可讀性和學術性兼備，填補目前中國媽祖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中的一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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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作者邀請，為本書作序，我欣然接受。這是我對媽祖女神的崇敬和對

媽祖精神的傳承發展的嚮往。發生在宋朝福建省的一個真實的故事，媽祖原

名叫湄娘，為百姓扶危濟困，降妖去病，保祐出海平安，深得百姓愛戴，28
歲羽化昇天。百姓為了紀念她，修建許多關於媽祖的廟宇，每年都虔誠祭拜，

傳頌她的功績，學習她的品格。歷屆當政者也舉起媽祖的大旗，被尊為上庇

國家社稷、下護黎民百姓的神抵，紛紛支持建廟祭祀並題寫匾額。據說，百

姓許的願還很靈驗。在民間傳說中，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可以說逐步神

話了，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媽祖精神的內涵不斷豐富和發展，積纍大量的

媽祖文化的文獻資料。媽祖文化的信仰可以歸納為：熱愛和平，除暴安良、

見義勇為、助人為樂，無私無畏、甘於奉獻的精神，凝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應該大力弘揚。多年來，對媽祖文化的研究也引起各方面的重視並已取得豐

碩的成果。 
千百年來，媽祖精神傳播開來，從中國傳到世界，不少有港口的地方都

建有媽祖廟，有的和當地的民俗融合在一起，她的信徒遍及全世界。據瞭解，

現在有 20 多個國家有 5000 多座媽祖廟，信眾超過 2 億人。「天下媽祖是一

家」。每年，大批臺灣民眾跨海到福建省湄洲祖廟祭拜，兩岸媽祖社團開展

交流，1998 年經文化部批准成立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會員由兩岸、港澳

和國外 400 多個宮廟組成，其中臺灣宮廟近 60 個，已成為兩岸文化交流合

作的橋梁和紐帶。 
天津海河兩岸的天妃宮和天后宮始建於元朝，與天津民俗融合，每年都

舉行各種祭祀活動，從 2002 年開始每兩年舉行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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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獨特的「皇會」踩街表演，上千名臺灣信徒信眾前來參加，其中還組織

媽祖文化學術研討會，增進津臺兩地交流合作。在天津建有媽祖文化園和媽

祖文化經貿園。在 2012 年 9 月，在海上建立一座高 43.2 米的媽祖神像，稱為

「和諧女神」，堪稱世界之最。 
感謝作者潛心研究撰寫的「環渤海地區媽祖史料輯解」一書，它是以天

津為中心，包括北京、河北、山東和遼寧三省兩市，涉及媽祖文化各類文獻

資料，如正史和檔案、碑文、筆記、詩詞、楹聯和匾額、方志、近代文獻和

經卷等，經過認真分析，作了整理和評價，對重要問題還提出文獻的佐證，

既有可讀性，又有學術性。本書有助於探索媽祖信仰在環渤海一帶的傳播過

程、分佈狀況，更好地瞭解這一地區悠久的海洋文明及歷史進程，突出其在

南北交通和文化傳播中的重要地位。 
本書可以為媽祖文化學術界提供一手文獻資料，填補目前中國媽祖學

界，特別是北方媽祖研究領域中的一項空白。它的出版，對加強海峽兩岸和

津臺兩地媽祖文化交流合作，拓寬深化媽祖學術研究領域將發揮積極作用。 

 
蔡世彥 

201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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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媽祖結下的情緣應該始於 2003 年，至今已經有十多個年頭了。回想

起初次涉獵的情景，當時自己還是一頭霧水，尚不知「媽祖」是什麼樣的人

物，更是無從瞭解她的身世和神蹟，於是就產生一種十分好奇的心情。好在

我是從大學本科時代開始，一直就是從事和歷史相關領域的工作，因此自身

有著一種好學的精神和喜歡探索的勁頭兒。隨著自己慢慢靜下心來，如饑似

渴地查閱相關的文獻資料，閱讀很多學術界相關的文章，逐步瞭解到媽祖其

人其事，在這個過程中產生著濃厚的興趣，對媽祖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

於是利用現有的文獻資料，自己便開始嘗試撰寫一些介紹有關天津媽祖信仰

的文章在報紙上刊發，並通過參加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在重要的學術期刊上

發表許多學術論文，不僅使我的學術研究水平迅速提高，更使自己對媽祖的

情感更加濃厚，使媽祖豐滿的形象在我心中逐步明晰，也使自己對熱愛和平，

除暴安良、見義勇為、助人為樂，無私無畏、甘於奉獻，這種媽祖文化的精

髓理解得更加透徹。 
通過參加重要的學術活動，既開闊了自己的視野，增加了自己的見識，

又使自己對目前學術界對於媽祖信仰研究的現狀，有了一個全面而明確的認

識和瞭解。由於我一直從事古籍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因此十分注意學術

界有關媽祖文獻的整理和研究進展和成果情況。目前在這一領域中，不少專

家和學者經過多年辛勤耕耘，已經取得不俗的成果，但還存在不少學術空白

有待後人去填補。例如從北宋開始，媽祖信仰即開始沿著我國東部海岸線北

傳，歷經元、明、清各代，形成以天津為中心的環渤海媽祖文化圈，成為中

國北方媽祖文化的中心，在這一歷史過程中積纍下豐富的媽祖文獻資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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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學術界對於有關媽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著眼點多集中在全國或者是東南

沿海一帶地區，而對於以天津為中心的我國北方，主要是環渤海一帶的媽祖

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相對而言，仍然顯得著墨不多。於是，我根據自己平

常學習的心得和積纍，在 2006 年嘗試申報天津市藝術科學規劃項目──媽祖

文獻整理發掘，幸運的是最終能夠批准立項。我便利用自己的專長，積極向

有關專家和學者請教，認真查閱正史、地方志、檔案、地方文獻等各種文獻

中的媽祖文化資料，一一輯錄下來，做好分類、歸納和注解等各項工作。 
目前環渤海地區的媽祖史料的形式和種類十分豐富。來源上不但出自正

史，而且取材於方志、報刊、雜誌、文集等文獻資源。本書在輯錄的過程中，

曾經在大量的媽祖史料中進行精心的挑選，時限上自宋、元，歷經明、清，

下迄民國時期，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基本涵蓋環渤海一帶古代、近代和現代

各地社會的發展歷程。同時兼顧史料種類的完整性，力爭能夠將各類史料充

分展示給讀者。本書對所涉獵的每種史料進行必要的注解、校正，並針對以

往媽祖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數量少、種類單一現象，不僅通過增加

史料的數量和種類，而且對其中的重要問題提供多條史料的論證，進行深入

的比較和分析，進一步揭示史料的內涵，展現史料的價值，做到可讀性和學

術性兼備，填補目前中國媽祖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中的的一項空白。 
只是由於個人學識短淺，視野有限，因此本書儘管有近三十萬字之巨，

仍然不免有滄海遺珠之憾，有待學術界的先進撥冗賜教。 
是為序 

 
方廣嶺 

2015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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