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台南塩埕天后宫赴湄洲妈祖祖庙参访进香

9月30日，台湾台南塩埕天后宫一行信众跨越海峡，抵达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参访湄洲妈祖祖庙并举行隆重的进香仪式。
这一活动是两岸妈祖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吸引了众多信众和媒体的关注。据悉，此次参访团由塩埕天后宫组织，共有数十位
信众参与，他们怀着虔诚之心，恭捧妈祖神像，前往“妈祖故里”湄洲岛谒祖进香，以表达对海神妈祖的崇敬和祈福。湄洲妈
祖祖庙作为全球妈祖信仰的发源地，始建于北宋雍熙四年987年，是世界上第一座妈祖庙，承载着千年文化传承，吸引着来
自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3亿多妈祖信众朝圣。此次进香活动严格遵循传统礼仪，信众在湄洲妈祖祖庙举行了三献礼，供奉
香烛、鲜花和祭品，祈求妈祖庇佑两岸平安、风调雨顺。仪式结束后，参访团在祖庙思懿亭与当地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畅谈
妈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分享两岸信众的信仰故事。塩埕天后宫代表表示，此行不仅是一次宗教朝圣，更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文化同源的生动实践。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副董事长吴国春在迎接仪式上表示，台湾妈祖宫庙与湄洲祖庙一脉相承，共同守
护着妈祖信俗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信仰在台湾具有深厚根基。据统计，台湾现有妈祖宫庙超过3000座，信众占
岛内人口的三分之二，妈祖被尊为“护国庇民”的海洋女神。台南塩埕天后宫作为台湾历史悠久的妈祖庙之一，始建于清代，
承载了当地渔民和居民对平安航行的祈盼。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化，台湾多家妈祖宫庙频繁赴湄洲祖庙谒祖进香。
例如，2018年，台北、桃园等地四家宫庙联合组织140人进香团2022年，台中大雅永兴宫等23家宫庙共240人
赴湄洲朝圣。这些活动不仅弘扬了妈祖文化，也为两岸民间交流搭建了桥梁。湄洲妈祖祖庙在两岸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为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湄洲岛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台湾信众前来参访。自1997年湄洲妈祖金身首次赴台环岛绕境以来
，两岸妈祖宫庙的互动日益频繁。2023年，大陆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闽台妈祖宫庙联合保护“妈祖信俗”非遗项目，并推动妈祖文化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为两
岸妈祖文化的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持，也赋予了妈祖信仰更深远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意义。此次塩埕天后宫的参访进香活动，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展开。活动不仅限于宗教仪式，还包括文化交流和公益活动。参访团成员参观了湄洲岛的妈祖文化展览馆，了解
妈祖信仰从宋代至今的演变历程，并与当地信众共同参与祈福活动。台南信众表示，湄洲祖庙的庄严氛围和深厚历史让他们感
受到妈祖文化的源远流长，也更加坚定了传承这一信仰的决心。外界对此次活动的反应积极正面。台湾媒体报道称，塩埕天后
宫的参访团受到湄洲祖庙的热情接待，双方在座谈中表达了深化合作的愿望。一些大陆学者认为，妈祖文化作为两岸共同的文
化符号，有助于消弭隔阂、增进互信。也有分析指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的持续推进，妈祖信仰有望成为连接全球华人的精神
纽带，推动文化从“中国化”走向“全球化”。然而，活动中也面临一些挑战。由于近期台海局势复杂，部分台湾信众对赴大
陆参访存在顾虑，但塩埕天后宫仍坚持组织此次活动，展现了妈祖信众对文化传承的坚定信念。此外，湄洲岛的接待能力在高
峰期略显不足，未来需进一步优化设施以应对越来越多的台湾朝圣者。从更广的视角看，妈祖文化不仅是宗教信仰，更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湄洲妈祖祖庙自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18年入选“海上丝绸之路中
国史迹”储备遗产点名单。台湾塩埕天后宫此次参访，不仅是对妈祖信仰的虔诚表达，也为两岸共同推动妈祖文化申遗增添了
新动力。总的来说，台湾台南塩埕天后宫赴湄洲妈祖祖庙参访进香，不仅是一场宗教朝圣之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缩影。在
妈祖文化的感召下，两岸信众以信仰为纽带，共同传承千年传统，深化情感联结。未来，随着更多台湾宫庙加入进香行列，妈
祖文化将继续在两岸及全球union territoryal华人社区架起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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