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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爱精神
广为流传

陈靖姑的传奇故事在闽地广为人知。
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陈靖姑在福州出生，

18岁时嫁古田人刘杞为妻，后在闽江流域及闽北诸
地“救产、护胎、佑民”。24岁时，陈靖姑不顾有孕在
身，坚持祈雨救民，终死于难产。临终前，她慨然起
誓：“吾死后，不救世人产难，不神也。”

寥寥几句话或可概括陈靖姑短暂的一生，却不
足以阐释她的事迹所蕴含的“慈爱济人”精神。研
究陈靖姑信俗文化的学者普遍认为，陈靖姑由人到
神的过程，反映了古代社会对扶贫济困、救产护幼、
兴利除害等善行义举的推崇，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一脉相承。

陈靖姑逝世后，众多乡民感其事迹，在她为民
献身之地修建专门用于奉祀的宫庙——临水宫。
据文献记载，历朝历代对陈靖姑的诏封共有 30多
次。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封号便是“临水夫人”“顺
天圣母”。随着朝廷的敕封赐额，古田临水宫祖庙
历经多次整修扩建，直至光绪年间的最后一次重
修，才确定如今的布局与规模。

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远远望向古田临水宫祖
庙，如重山叠嶂、剑角峥嵘。宫门嵌有“敕赐临水
宫”匾额，主殿有正厅、古戏台、钟鼓楼、拜亭，以
精雕细刻的廊柱斗拱、雕梁画栋形成大小藻井，太
保殿、三十六宫婆殿、葛夫人殿、梳妆楼、三清殿
等配殿也各有特色，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精品。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守护好古田临
水宫祖庙这件“国宝”，是古田人民乃至全球信众
的共同心愿。今年 6 月，古田临水宫祖庙保护修
缮工程完成初步验收。目前，已向省文物局提交
正式验收申请。

古田县临水宫管委会主任郑鸿介绍，该项目始终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
针，无论是对文物建筑的修缮，还是对配电系统的整
修，都尽可能减少对古建筑不必要的扰动。同时，保持
其完整和健康的状态，确保古田临水宫祖庙风采依旧。

在每年的陈靖姑文化节活动上，进香祈福
是最受关注的保留节目。这项陈靖姑信俗文
化中最隆重的仪俗，包括“下马安奉”“请神
献供”“起马回銮”等一系列复杂的礼仪程
序和庆典仪式。在正殿举行的最重要科
仪“起马供”，包括角时、洒净、劝酒、献
供、开闾山门、度桥、发兵、取火、讨圣
筶、出殿十个内容，历时一个多小时。

1200多年来，陈靖姑护佑众生的慈
爱精神，从古田临水宫祖庙不断向海外延
伸辐射，逐渐形成涵盖民间信仰、宗教、历
史、文学、艺术、社会学的陈靖姑信俗文化，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助推两岸
文化交流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是
血浓于水的一家人。近年
来，随着陈靖姑信俗文化影
响力不断增强，古田县坚持
突出祖庙品牌影响、推动文
旅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古田
临水宫祖庙对台交流地缘相
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优
势，不断加强与台湾基层在
传统文化传承、非遗文化保
护和陈靖姑信俗民俗文化研
究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努力
拓展两地的联谊协作。

古田与台湾以陈靖姑信
俗文化为主题的交流活动，最
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
1983年，在台的古田乡亲第
一次组团到古田临水宫祖庙
进香，在台湾的陈靖姑信众间
产生较大影响。直至20世纪
末，两岸陈靖姑信俗文化交流
从单向往来向双向互动转变。

2008年，台湾民俗进香
团一行 316人首次以直航的
方式，从马祖坐船行至宁德
港下白石码头，再到古田临
水宫祖庙朝拜；2009 年，古
田县临水宫管委会与台湾顺
天圣母协会共同举办古田临
水宫祖庙陈靖姑金身巡游台
湾活动，在台湾引起巨大轰
动；2014年、2019年，陈靖姑
金身再次巡游台湾、绕境全
岛，延续两岸文化交流佳话。

2011年起，古田依托海
峡论坛，连年举办陈靖姑文
化节活动，吸引数万台湾同
胞前来进香朝拜。2020 年
以来，即便受疫情影响，台湾
信众仍然通过网络直播、视
频连线等方式，热情参与两
岸文化交流盛会。

目前，古田临水宫祖庙
在世界各地的分宫分庙有
4000 余座，信众多达 1.2 亿
人。其中，台湾主祀陈靖姑
的宫庙有 400 多座，配祀的
宫庙 3000多座，信众逾 1000
万人。陈靖姑信俗文化已然
成为两岸共有的文化遗产和
两岸同胞“人同宗，神同缘”
的历史印证。

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
周高德表示，在中华民族发
展史上，两岸同胞从来都是
命运相连、荣辱与共。陈靖
姑文化在维系两岸民族情
感、密切同胞情谊、深化交流
合作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必将助推两岸交流合作

向更广领域、更大规模、更高
层次迈进。

台湾顺天圣母协会理事
长冯隆原曾多次到古田朝拜
陈靖姑。他说：“身处不同专
业领域、居住在世界各地的
我们，因为临水夫人而有了
共同的语言与话题，消弭了
彼此之间的隔阂，如忘年知
音般，为推广陈靖姑信俗文
化而努力着。”

作为开展两岸民间交流
的重要基地，古田临水宫祖庙
于2008年被列为全国首批国
家级涉台文物保护工程；2017
年，入选首批“福建省对台交
流基地”；2018年，获批成为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中国华
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古田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陈靖姑文化是闽都文化、
海丝文化的重要内容，古田
将充分发挥临水宫祖庙的影
响力，进一步传承陈靖姑文
化，为推动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文旅为媒
提升影响力

作为世界陈靖姑信俗文
化的发祥地和海内外分宫分庙
的祖庙，古田临水宫祖庙的历
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远
超一座宫庙本身。为了做好祖
庙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古田县
提出“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
总体原则和“祖庙为先、先见成
效”的工作思路，成立古田临水
宫景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全面
推进省重点项目古田临水宫景
区开发项目建设。

古田临水宫景区以临水
宫祖庙为核心，规划红线范围
约104公顷，景区工程建设投

资 5.51亿元，分为临水
宫核心朝圣区、民俗

文化博览园、夫人
水袖、旅游服务
区、临水夫人
文化传承区、
旅游发展预
留区共六大
功能区。

郑鸿介
绍说，经过几

年建设，古田临
水宫景区的请香

大殿、临水公园（朝

圣广场）、生态停车场、民俗博
览园（游客服务中心）以及省道
联十线、临水大道等已基本完
工。今明两年，着力实施文旅
提升项目，包括临水宫祖庙周
边景观提升、横洋溪两岸景观
提升、世界陈靖姑信俗文化交
流园区、文旅客服中心等工程。

“古田临水宫祖庙是海内
外陈靖姑信众的朝拜圣地，随
着景区配套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为香客、游客提供了更好
的朝拜、参观环境。”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靖姑信
俗代表性传承人、古田临水宫
祖庙主持黄光辉说。

陈靖姑信俗文化历史悠
久、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多
年来，古田为了更好地传承弘
扬陈靖姑文化，在传播手段、
方式、平台上持续创新，不断
深化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交
流，持续扩大陈靖姑信俗文化
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学术交流成果丰硕。相
继举办闽台陈靖姑信俗文化
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传统文
化研讨会、中国首届临水夫人
陈靖姑信俗文化学术研讨会、

“临水缘·两岸情”书画交流笔
会等活动，编纂出版《古田临
水宫志》，极大丰富了陈靖姑
信俗文化学术内涵。

文艺精品推陈出新。借
助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推出
闽剧《临水夫人陈靖姑》、动漫
《陈靖姑传奇》、图书《印象临
水夫人》、大型纪录片《千年临
水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
作品，有力推动陈靖姑信俗文
化在更广范围传播。

文创产品引领风尚。
2020年，古田县政府与景德
镇陶瓷大学开展战略合作，开
发以“顺”文化为主题的“福
生”“资生”“衍生”三个瓷器系
列产品，包括百顺瓶、临水夫
人瓷板像、“百顺瓷珏”车挂、

“绿福禄”锁骨链、临水顺珠挂
链、“夫人瓷”化妆镜等 66款
产品。2021年，古田县又联
合相关企业、金融机构开发以

“福”文化为主题的贵金属系
列产品，包括车挂、手镯、平安
符、吊坠等银饰产品。这些文
创产品自发布以来，在线上线
下热销，广受群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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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靖姑是备受海内外华人尊崇的“陆上
女神”，也是“古田人民的好媳妇”。她一生
扶贫济困、救产护幼、兴利除害的事迹不仅
为人称道，更成为凝聚民族共识、增进同胞
情谊、促进两岸交流的无形力量。

历经千年传承，陈靖姑信俗文化从古
田不断向外传播拓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文化现象。11月28日，第十四届海峡
论坛·陈靖姑文化节将在古田举行，届时
全球目光将再次聚焦于此。

（杨远帆 陈祎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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