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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民间圣迹图 中妈祖形象的多重角色

妈祖故事传说多散见于宋以来的历代朝廷文书 、 史籍 、 自 己独特的观看方法 。 妈祖圣迹图有程序化的特征 ，
但在不

方志和文人笔记中 ， 零碎 、 简略 。 直至 明万历元年 （ 同地方的妈祖圣迹 图的 内容 、 造型都是有所差异 。 这种差异

年 ）
，
吴还初编 、 忠正常 、 熊龙峰刊行的 《天妃娘妈传 》 将 除 了社会传统 、 地理环境 、 生活习惯等因素 的影响所造成之

片段简单的神话重新演绎为故事小说
，
后 又有明末佚名编纂 外

，

最为重要的 因素就是不 同地域之间妈祖信仰方面的差

的 《 天妃显圣录 》 书稿于清康熙二十年 （ 年 编辑 出 别 。 福建许多 的民间信仰在不同的地区有不 同的版本
，
妈祖

版 。 清代乾隆年间林清标在 《天妃显圣录 》 基础上增删编纂 信仰也不例外 。 流传于福建民间的妈祖形象 ， 反映 了妈祖信

为 《敕封天后志 》
一

书 ， 该书录有天后神迹图说 幅
， 每个 仰随着时代推移和各地域的流传 ，

因信仰理念中所欲诉求 内

故事都配有绘图 。 此妈祖圣迹 图经过官方阶层改造 ，
承担 了 容而改变 ， 也因此赋予妈祖形象在不同地域群体观念上的变

社会教化之职责 ，
不但赋予妈祖不凡的 出身 、 显赫的家世 ， 异性和特殊意义 。

而且将近一半的妈祖显灵事迹与官方的海上战事联系起来 ，

一

、 霞浦松 山妈祖的渔 民形象

以表现其
“

忠君爱国
”

的道德观
，
加 以宣扬 。 该书流传比较 闽东霞浦县松山 港历史悠久 ， 宋代方志 《三 山志 》 记载

广泛 ， 成为之后诸多圣迹图的蓝本 。 此后妈祖圣迹图的艺术 福州的海路 ：

“

十三潮 ， 泊桃门筋竹山
，
西松山港 。

” ⑴
这里

形式开始流行 ， 各地妈祖宫庙编绘圣迹图蔚然成风 。 圣迹图 自 古就是渔业 良港
， 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 日是

“

天后神诞 。 报

或刻 印成书 ， 或绘于妈祖庙堂两壁 ，
或绘于绢纸再装裱成轴 赛之 日

， 乡 人俟潮时 ， 异神舆沿流而走 ， 走至沙垅水淳处 ，

悬壁
，
形式不同 ，

功能
一

致 ： 使妈祖信仰更广泛流传。 挟舆 向水面放落 ， 旋复抬起 ， 上下起落
，
如是者三十次谓之

圣迹图形式主要叙述妈祖的生平与神迹故事 ， 比 肖像式
‘

安澜
’

。 盖 以波澜汹 涌 ， 藉神 力 以安之 。 而必以三十六次

图像容纳 的信息量更多
，
既可 以 自 由发挥画者表现力 ，

又能 者 ， 盖以一年三百六十 日 也 。 俗呼
‘

阿婆走水
’
”

，

⑴
可见妈

拓展观者想象的空间 ， 在实际应用上很受信众欢迎。 尽管每 祖信仰在当地之盛行。 松山天后宫始建于宋末 ， 是闽东地区

一幅图像都表明 了一种观看方法 ， 但是各人 、 各个群体都有 创建最早的妈祖庙之
一

。 松山渔民每年正月 初一从到 十五 、

表现男子九技项 目 的大型
“

运动会
”

竞技场景 ，
又有描绘百姓 教诫 》

，
转引 自 周敦友 《布 达拉宫 》 ， 北京 《法音 》 年 第 期 ，

日 常生活 中 的运动休闲情景 。 除此之外 ’
壁画 中还有大量描 第 页记 栽 了 布达拉宫 的情 况 ：

“

红 山 内外 三道 中 心楼 九层 ’ 宫室

绘藏族民众和僧侣劳作或虔诚供奉的生活场景 。 这些生动的
九百九十九间

’

加堂 （ 即观音堂 ） 共一千间 。 层楼四周 ， 林立 。 南

壁画使我们能够更加直观地领略藏民族的生活面貌 。

层 公
。

：
四 主 门

外 ，
设有赞普之跑马场

，

以砖
，

上铺木板包钉 ， 两 旁珠 宝 网络 围绕 。

壁画作为一种 己史的艺术形式 ， 其表现 内谷涵盖了历史 、

之时
，

一 马奔驰
，
犹如十马奔腾之势 。

’ ’

政治 、 宗教 、 天文 、 地理 、 医学等方面 。 以画记史 ， 寓史于
〔 〕 德 大卫 杰克逊著 ’ 向红笳 、 谢继胜 、 雄文彬译 《 西藏绘画

画 。 布达拉宫壁画如一座辉煌的艺术宝库 、

一本斑斓的西藏 史 》 ， 明 天出 版社
，

西藏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其 中

通史 、

一

部生动 的西藏百科全书 ， 向我们展示着古代藏族的 详细介绍 了 五世达赖喇嘛和第 司洛桑嘉措时期 著名 的画家活动 。

社会生活和历史以及西藏悠久而神秘的文化 ， 使人们能够清 ⑷
“

楚言观地认 口西藏的令貌 门

， ’

’ 对十三世达赖 嘛与

时期 肖 像绘画真实性 出现原 因及现象进行详细分析 。

〔 〕 季 羡林主 编 《敦煌 学大辞典 》 ，

“

佛传 故事 画
”

条 ， 辞 书 出版社

注释 ： 年版 ， 第 页 。

〔 〕 曹意强 《艺术与 历史 》 ， 中 国美术学院 出版社 ； 年版 ， 弟 页
。 〔 〕 西有寂 圆 满大殿俗称 西大殿 （

〔 〕 后晋 《
旧唐 书 》 ，

卷 一百五 十六上 ， 列传 第
一百 四十六上 ， 措庆努 司 西平措 ）

， 是红宫最大的殿堂 ， 也是布达拉宫中

吐 蕃上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载 ：

“

贞 观十五年 （ 年 ） ， 最 大的殿堂 。 室 内 面积达 余平方米
， 有四十四根柱子 ， 殿 内 悬挂

太宗 以文 成公主妻之 及与公主 归 国 ， 谓 所亲 曰 ： 我父祖未有通 有乾隆 帝御笔
“

涌莲初地
”

匾 。 西 大殿四壁绘有 面积达 余平方米

婚上 国者 ， 今我得 尚大唐公主 ， 为 幸 实 多 。 当 为公主筑一城 ， 以夸 的壁画 ， 主题表现五世达赖喇嘛生平 。

后代 。 遂筑城 邑 、 立栋 宇以 处焉 。

”

除此之外 ，
《 松赞干布六字 明 咒 孙琳 中 国美术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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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三到二十九 、 九月初九到十六都要挂
“

妈祖图
”

。 该 则咸呼妈祖为
“

姑婆祖
”

。 林士章于明世宗嘉靖年间高中
“

探

图是帛质彩画 ，
可惜在

“

文革
”

期间
“

破四旧
”

中失落 。 据村 花
”

，
以为乃祖姑婆妈祖默佑 ， 故终生供妈祖不辍 。 在漳浦一

中郑法贤 、
阮新裕 、 郑同玉 、 陈新玉 、 郑阿唐等几位年龄 带

， 流行一段妈祖帮助林家族人考取功名的故事 ：

岁 以上 的群众追忆 ， 挂图里面描绘 了流传很久独具地方特色 传说嘉靖三十八年漳浦林士章上京赴考 ，
经莆田 客店 ，

的妈祖传说 。 挂图的形式是 轴 幅 （ 每轴绘制 小幅 ） ， 从 在客店门前遇到一个卖花的女子 ，
脚上穿着

一

双绣着菊花的

妈祖父母遭难漂洋过海 、 彩珠投胎 、 生养妈祖至妈祖升天封 绣鞋 ， 女子知道林士章是赴考的举子 ， 就出 了
一

个下联请林

神的全过程 。 头 图表现妈祖在松山 出生的经过 ， 到 图表 士章对上联 ：

“

鞋头绣菊 ， 朝朝踢露蕊难开 。

”

林士章一时未

现妈祖在松山 、
湄洲 、 红毛国三处的生平事迹 ， 到 图表 能对上 ， 不想在殿试时 ， 嘉靖出了一个上联

“

扇上画梅 ， 日 日

现妈祖升天后在松山建宫庙奉祀 的经过 ， 其内容说明了妈祖 摇风枝不动
”

， 与之刚好匹对 。 满朝文武和新科进士无人能对

与湄洲 、 松山的关系 ， 带有浓烈地方特色 。 得贴切 ，
只有林士章记起卖花女子出的下联而对上 ， 嘉靖觉

徐晓望教授 曾对松 山天后宫妈祖故事挂图进行仔细研 得对是对上了 ，
但脂粉气太重 ， 就顺 口说 ： 卿真是探花郎 。

究 ， 认为从松 山妈祖圣迹 图所反映的在 闽东流传的妈祖故 林士章为此得中 己未科
一

甲 三名探花。 后来回想在客店的这

事与当地独特 的畺民文化系统有关。 并指出 ， 松山 一带在 段奇遇 ， 深信是姑婆祖暗中帮助 ，
万历二十三年 （ 年 ）

继承闽南妈祖故事基本内容的基础上 ， 经过渔民当地方文人 林士章致仕回 乡
，

八月 初九专程到湄州上香并请回了妈祖金

的改造 ，
塑造了一个有地方特色的妈祖神话 ， 其情节与 《天 身 ， 八月 十二 日 回到漳浦 ，

这一 日子被漳浦乌石林姓永远记

后显圣录 》 的故事有所不同 ，
原因在于闽东地方文化的特殊 住 ， 至今还将这一天作为当地妈祖的庆典 日 。

背景及其信仰人群为生活方式独特的渔畳人家 。 不同 的土壤 这个故事讲述妈祖佑护帮助林 氏族人获取功名 的经过 ，

长出的花果也会出现差异 。

⑴
宋代的

“

畳
”

、

“

蟹
”

、

“

蜒
”

、 寄托 了林氏族群对子孙兴旺发达 、 出人头地的强烈希冀。 在
“

蛋
”

，
即 指岭南广东 、 广西 、 海 南的水居 民族

，
为

“

蛋 漳浦乌石天后宫的后殿 ， 绘有妈祖与林士章的故事 幅 。 绘

民
”

。 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 记 ：

“

蟹 ， 海上居蛮也
，
舟楫为 制时间大约在十几年前 ， 隔时未久 ，

画面清晰 ，
可以清楚地

家 ， 采海物为生 ， 且生食之 。

”

松山是一个有悠久历史 看出 ，
画师先是墨笔勾勒外形 ， 再仔细在墨线内涂添颜色 ，

的渔置文化区域 ， 从宋代到清代 ，

一直是古福宁 的一个重要 色不碍墨 。
一些背景楼阁桥梁门窗桌椅之类 ， 用界尺认真勾

海上门户 ，
也是当地主要 的商港和渔港 。 宋元以后 ， 由于海 勒 ， 如早期民间布景画 ， 略显拘谨 。 整体用笔比较稚嫩 ，

但

贼 、 倭寇骚扰 ， 海事频繁 ，
历代都在这里设有水寨并常年都 画面设色清雅 ，

大部分 留 白
，
局部地方敷 以石青 、 石绿 、

有都巡检 、 把总等率军驻扎防守 。 这都是松山形成独特的妈 嫩黄 、 赫石等色 ， 冷暖相间 ，
具有一种民间装饰趣味 ， 应该

祖文化的重要原因 ， 现存 的松山天后宫妈祖故事挂图也是妈 是当地画师的作品 。 与其他地区墨色浓淡相间 、 用笔奔放 的

祖形象地方化的一个实例 。 松山天后宫妈祖现存挂图是村民 圣迹图作品相比 ，
另有一种纯朴的闽南乡间风味。 组画第一

集资一万多元 ， 请画师谢瑞良 、 林斯杰重新绘制的 。 作品为 幅画妈祖持花篮在桥头点化林士章 ， 妈祖 白衣白裙 ， 气质高

传统工笔画形式 ， 设色讲究 、 图像精致 ， 充满现代人物画 的 雅
， 与福建其他地方的造型都不

一样 。 漳浦北门天后宫中也

气息 ，

一看就知道是经过现代专业训练的画家所绘 ， 已无法 有描绘这段故事的圣迹壁画 ，
图像 中妈祖形象亦如大家闺秀

从中寻觅松山古挂图 的古朴韵味了 ，
所以不足以代表闽东地 般秀美矜持 。 不仅圣迹叙事图像如此 ， 即使是肖像式图像描

区的妈祖传统造型 。 但从挂图中塑造的妈祖海上抗敌救难英 绘 ， 林家族人也有 自 己独特的诠释方法 。 清代 《林氏族谱 》

勇形象
，
可以看出闽地沿海置民对妈祖勇敢无私形象的无限 前附的木刻妈祖像 ，

也有着与其他 肖像式版刻不同的造型风

追思
，
及对 自 己文化的一种有力肯定 。 韵 。 首先 ，

图像选取的是半身式半侧 面 肖 像 ，
这是很独特

二 、 漳浦地区妈祖的宗亲形象 的
，
其他妈祖版刻肖像都是选取全身正面的坐姿 。 如清乾隆

中华民族血缘宗族观念很浓厚 ，
往往把祖先奉作保护神 。 年间的 《天妃显圣录 》 与清李仕学等编辑的 《天后昭应录 》

在闽台 ， 林氏为大姓 。 林氏宗族把妈祖敬奉为他们的姑妈 ， 书前所附的妈祖图像俱是端坐全身像 ，
正面示人 。 其次

， 族

把妈祖崇拜当做家族的共同信仰 。 即使举家迁移 ， 也不忘带 谱天后像塑造的是一位年方二八、 体态曼妙 的美貌女子 ， 弯

走妈祖神像 。 如明嘉靖年间 ， 移居闽西的林氏合族在永定西 弯的眉 ，
大大的眼 ， 笑意盈盈 ， 与其他版刻 肖像塑造的健壮

陂村兴建了一座巨丽壮观的七层宝塔宫殿式建筑 ，
主体为宗 中年妇女形象截然不同 。

祠
， 供奉妈祖 。 香港 《九龙蒲冈村林家族谱 》 详细记载先祖 美国约翰 菲斯切在 《作为文化认知图的艺术风格 》

一

带着妈祖像 ， 从莆田移民至九龙 ， 并在南塘石塔下建庙祭祀 文中说 ：

“

我们可以把一件艺术品看做艺术家及其群众所处社

的经过。 甚至远在 日 本 ，
明末清初林北山逃难至萨南片浦 ，

会的 图画 。

”
〕

。 这些在宗亲崇拜 中独特的 图像图式 ， 是不

也不远万里带着七尊妈祖像 。 其后代继续繁衍于片埔 ， 至今 是也可以看做林氏家族特殊群体对妈祖图像的希冀与解释。

尤奉祀祖传的妈祖神像 ， 并称之为
“

林家娘妈
”

。 这种宗族群 宋代记载中妈祖是湄洲岛上普通的林家巫女 ， 《天妃显圣录 》

体信仰的心态 ， 衍生了妈祖圣迹图新的图像内容和形式 。 将妈祖纳人莆田望族九牧林氏
一

支 ， 称她是唐邵州刺史林蕴

闽南漳浦乌石林家系晋安郡王林禄之后裔 ， 而根据 《莆 的七代孙。 妈祖的角色被附会为官宦闺秀 ， 族谱图像形象也

田九牧林 氏族谱 》 、 《敕封天后志 》 等资料 ， 妈祖为林禄第 随之转向文雅秀气 ， 所以林氏家族心 目 中 的妈祖 ，
都是气质

二十二代孙 。 妈祖的故乡莆田人称妈祖为
“

娘妈
”

， 漳浦林姓 文雅 、 青年貌美 ， 把妈祖当做家族 中的年轻女子。 版刻中 出

史学 美术学 美术观察



现侧面半身的 日 常 肖像描绘 ，
更是表达林氏家族与妈祖之间 凤山寺等地方 ，

这里的壁画描绘的是另
一版本的

“

妈祖与蝴蝶

不一般的关系 ，
明显带有一种亲昵的色彩 。 精

”

圣迹故事 。 画师不吝占用多幅画面 ，
详细地描绘了

“

媒婆

三、 闽 中莆仙地区妈祖的凡人形象 与神姑之母兄说亲
”

、

“

心孝志坚顺母配夫
”

、

“

心烈志大化蝶

莆 田仙游 ， 这里是妈祖的故 乡 。 但在莆仙 的 民 间流传 成双
”

、

“

回家睡化成蝶
”

、

“

神姑令蝶精代婚 ， 自 己 以古树头

着
一

个与 湄洲
“

敕封天后志
”

圣迹体系完全不同的圣迹故事 ： 化船回家
”

等几个场面 。 本来女大当嫁 ，
而妈祖志向不凡 ，

她

“

妈祖与蝴蝶精
”

， 而且影响广泛 。 这个来 自 民间的妈祖圣迹 有神圣的使命感 ，
不愿意被人间俗情所累 。 她又不能违抗母兄

图中 ， 融进许多人性 的因素 、 社会生活 的材料 。 老百姓将妈 之意 ， 于是 ，
出现

“

化蝶成亲
”

这一出故事 。 （ 如图 ）

祖置身于普通民众的生活环境 ， 使她有 自 己 的喜与悲 ， 愁与 此中的蝴蝶精与妈祖的关系不再是拔刀相斗 的仇恨 ，
而

怒 ， 表达了普通百姓对妈祖形象的另样观看。 是融为
一体了 。 蝴蝶精代表妈祖完成了传统女性的任务 ，

所

“

妈祖与蝴蝶精
”

圣迹版本有两种 ， 其 中
一种描绘的是这 以

，
她亦是妈祖形象的一部分。

样
一

个民间故事 ： 蝴蝶精是海里的妖精 ， 经常化做美女形象迷 我们反过来再观望上个版本的蝴蝶精 ， 那个与妈祖拔刀

惑民间男子 。 有次妈祖去村里铁匠家求铸一副铁窖杯 ， 铁匠在 相斗 的蝴蝶精不也是妈祖的
一部分吗 ？ 蝴蝶精应该是象征妈

城里念书的儿子细致含情地注视着妈祖 ， 这
一

幕被蝴蝶精看到 祖凡人的
一

面 ， 代表着世俗的欲望 。 我们复看图 中妈祖与蝴

了 。 于是 ， 她化做妈祖形象主动到书斋 ， 两情相悦 ，
日 久被双 蝶精相战 的场面 ， 这时候 ， 我们可以完全理解拔刀的妈祖脸

方家长发现 ，
引发血案被告到公堂 。 妈祖得知 ， 愤怒持剑到公 上那种愤怒又坚硬的神情了 。 这是

一

场与 自 己 内心人性平凡

堂与蝴蝶精激战 ，
最后赶走蝴蝶精 。 仙游的贝 龙宫 、 度尾龙井 欲望的斗争 ， 充满了一种割舍的悲壮 。 妈祖与蝴蝶精这两个

宫 、 大济琴坂宫 、 枫亭海地龙应宫 、 榜头朱阳宫 ， 莆 田秀屿东 时而剥离时而汇合的形象 ， 在彼此的纠缠与挣扎的过程中 ，

娇魏厝瑞琳祖宫等宫中壁画俱是描绘这个主题。 完成了妈祖最终形象的蜕变 。

我们先来看这些圣迹图 中蝴蝶精的图像形象 ， 她们都有着 其实 ，
蝴蝶作为妈祖的另一个符号 ，

早在明代的文献中就

姣美的面容和婀娜的身姿。 无论画技水平高或低 ，
民间画师都 出现了 。 明代嘉靖十三年 （ 年 ） 充册封使往琉球的陈侃 ，

竭尽全力想塑造与妈祖的朴实健美不同的娇媚形象 。 我们再来 回国著 《使琉球录 》 ， 书中述 ：

“

忽
一蝶飞绕于舟

，
佥曰 ：

‘

蝶

分析 ， 为什么要虚构 出这么一个与妈祖对立的蝴蝶精形象？ 难 质甚微
， 在樊圃 中 ，

飞不止百步 ， 安能远涉沧溟 ？ 此殆非蝶

道只不过是民间文化的
一种追求荒诞 、 惊险情节的兴趣 ？ 让 也 ， 神也。

’

……是夜 ， 果疾风迅发 ，
白 浪拍天。

”

《使琉

我们将 目光转向仙游枧亭灵慈庙 、 莆田华亭郊溪明 山宫 、 笏石 球录 》 卷下录明代谢杰 《 敬神 》 ：

“

每值风发 ， 必有先征 ： 或

为蜻蜓 、 蛱蝶 、 或为黄雀 、 红灯笼 ， 另人得预为之计 。

” “

舟

人每逢风涛 ’ 有祷必应
’
或蝶 ’ 或雀 、 或灯光

， 舟人见之 ’

■ 则险夷翻涉矣 。

”
〕 看来

，
很早以前 ， 海上航行的人们 已

把蝴蝶当做妈祖的另
一

化身 。

‘

中睡信仰 中许多神是从人来的
，
这些神原本都是人类

怕難 。越英雄大膽身严断滅制 ， 力了他人可以舍
。

丨
■咖 为 了糾々細道德聽而活着 。

妈祖就是这样 ， 原本是个渔家姑娘 ， 完全可以像 般人 样与

屮 人歸
’

、

贤妻 良母 ， 度过一生 。 但她矢志不嫁 ，

一

生

为他人排忧解难 ， 最后为百姓献身 。 在历代文献史册中 ， 对妈

、感 祖的出身众说纷纭
’
但对妈祖是没 出嫁的姑娘这 说法达成

：
惊人的 致 ， 甚至成为其信仰精神 中强调的 部分。 就连西

‘

； ； 方人描述他们对妈祖信仰的认识时也特别强调这 点 。

顿班牙澳斯定会士拉达 说 ：

“

航海家 门

搬 个女人叫娘妈 ’
生于福建省兴化附近 的叫做莆 田的

‘ 庄 。 他们说她在
……

翻岛 ， 过着独身的生活 。

” ⑷ 赚牙

另 个学者门 多萨 也这 么说 ：

‘
‘

他们有另

議■胃 个叫娘妈的圣人 ’
生于福建省 的 城 。 他们说她是该

醫 城 位以之女 錄
” ’

！

莆仙地区历来对有德行造福百姓的女性表示 重视与尊
一…

：‘ 身
重 ， 比如对钱四娘的崇拜 。 宋代之前 ， 細境 内人民经常遭

； 受軸顏之灾 ， 餅游 长乐人總之女钱四

娘携金十万缗来莆主持修建溪陂 ，
结果陂坝合龙之 日 突发山

洪 ， 細娘舍舰人急流 。 老碰深受赫
，
在軸上修庙

莆 田华亭郊溪明 山宫妈祖圣迹图中的糊蝶代嫁图像 祭祀她 ， 当地信徒还将钱 四娘与妈祖共祀
一

殿
〔 〗

〕

，
纪念她

美术观察
丨 丨

美术学



们
“

舍己为民
”

的精神 。 老百姓一方面表示对这些英雄的
“

舍 高贵的身世 ， 辅以灿烂的人生履历
，
用丹青绘就 、 精心绘塑 出

己
”

崇敬 ，

一方面又 由衷希望这些由人变神的英雄能过上他们 妈祖端雅平和的高贵形象 。 有的则竭力通过各种圣迹叙事
，
构

心 目 中的那种幸福生活模式 。 莆仙一带素来崇尚儒风 ，

“

莆 ， 造出一个个妈祖在人们身边显灵的故事 ，
也构筑出热心助人 、

壤地褊小 ， 善国也 。 壶山 、 兰水映带秀发 。 故其人好礼而修 勤苦勇敢的妈祖平民形象 。 这些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观看的妈

文 ， 士相矜以名节 。

”
〔 〕 在老百姓看来 ，

传统文化中理想女 祖形象 ， 综合了多元的文化体系 ， 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对理想

性角色都应结婚并生育子女 ， 身后并 由子嗣祭祀成为祖先 ， 女性的翼求 。 由人而神的妈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人格

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女性 。

“

蝴蝶精代嫁
”

圣迹故事的编造就是 的完美体现 ， 她的形象投射出中 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社会属性的

通过蝴蝶精的替身而虚设了一个百姓看来完美的结局 ，
对妈 一种希冀 ， 是人们理想人格和传统美德措模的象征 。 歌德说 ：

祖看似
“

缺残
”

的人生进行一种补充 ， 体现百姓对妈祖的一种
“

十全十美是上天的尺度 ，
而要达到十全十美的这种愿望 ， 则

人间温情 。 图像在此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文化效应 。 是人类的尺度 。

”
〔 〕对十全十美的追求 ， 是人类坚持不懈的

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妈祖圣迹图 ，
以想象力丰富的画面、 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说 ， 妈祖圣迹图像也是百姓在完善妈祖形

生动的情节 、 精彩的人物塑造体现了人们最为关心 的社会 象 ， 或者说完善女性理想形象过程中的
一

种图像阐释。 口

伦理问题 ， 直接地表现 了人性中接近
“

底层
”

或
“

本质
”

的东

西
， 悄悄沟通了神界与人间

，
从而大大丰富了妈祖生平

，
使 注释

：

其达到了连贯 、 完整以至曲折动人的程度 。 可以说 ， 莆仙妈 〔 〕 梁克家等 《三山志 》 卷六 ，
方 志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祖传说的壁画 ，
蕴含着 民众的睿智 、 善意的想象和朴素的情 〔 〕 徐友括 《 霞浦县志 》 卷二十二 ， 点校本 ， 下册 ， 第 页 。

感与愿望 ，
塑造了一个既是舍身济世的壮烈之神 ，

又是可亲
〔 〕 徐晓望 《 闽 澳妈祖庙调查 》 ’ 澳 门 中华妈祖基金会 出版社 年

可近的温柔之神 ，
体现普通人民人性化的审美。

帛

上 户 立 、
、 仏 从 丨 北里

〔 〕 范成 大撰 、 严沛校注 《桂海虞衡志校注 》 ， 厂西人民 出版社
如果我们不了解妈祖信仰意义及莆仙地区 的文化背景 ，

年版 ， 第 页 。

那么 ’
面对妈祖与蝴蝶精叙事 时

，
我们最多只能认为这

〔 〕
转 自 周宪等 《 当代西方 艺术文化学 》

，
北 京 大学出 版社 年

是民间丰富的想象力 ， 而不会联想到其中美好又沉重的含义 。 版
， 第 。

“

我们只有正视并深入地把握图像与特定文化传统的内在联 〔 〕 蒋维锬 《妈祖文献资料》 ，
福建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系 ， 才能较为接近图像的本义 ， 从而避免所谓
‘

视觉的隐形
’

〔 〕 林烃 《福 州府志 天妃宫 》 ， 蒋维锬 《妈祖文献资料 》 ， 福建人

的尴尬 。

”

蝴蝶精在这里作为图像符号具有隐喻性 。 她 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

的符号意义是隐喻人性与世俗 ， 是对妈祖图像的双重符号建 〔 〕 西班牙 博克塞编 《十六世纪中 国 南部行 》 中 华书局

构 ， 也是莆仙地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乡亲们把妈祖当做亲
年先 °

介 々 立如 任 攻 描
⑷ 西班牙 门多萨 《大令华 帝国史 》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人
， 在乡亲们看来 ， 她应当跟所有人一样享受爱情 ， 享受人

〔 〕 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 》 ，
卷 《协应钱夫人庙 》 中有

“

前祀

生
’
对妈祖终身未嫁总是感到有点遗憾 。

“

化蝶成亲
”

故事的
夫人 、 白 湖把

，
于殿后列二士 于堂 之句 。

安排 ， 是世俗生活观在妈祖信仰上的投射 。

⑴ 〕 何乔远 《 闽 书》 卷三十八 ， 福建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妈祖的形象到底是官宦贵族之女 ，
还是寻常渔家之女 ，

对
〔 〕 丁宁 《 图像的文化 阐释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此细加追问 、 寻根觅迹并无太大的价值。 各地域民众各取所需 ， 〔 〕 《歌德的格言与感想集 》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 。

用他们的理解建构 出他们心目 中的妈祖形象。 有的为妈祖加上 王英暎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上接第 页 ） 也就是说 ，
我们在对民族手工技艺进行生产 注释 ：

性保护的 同时 ， 又要深刻认识到手工技艺背后所承载的历史 〔 〕 德 海德格尔 《 林 中路 》 ， 孙周兴译 ，
上海译文 出 版社 年

文化、 审美内蕴 、 知识观念等 ，
然后在此基础上 ，

再思考如 版
， 第 页 。

何把手工技艺古老的技艺核心与现代技艺和创意相结合 ，
在 〔 〕 黑 格尔 著 ， 朱光潜译 《 美学 》 第三卷上 ’

商务 印书馆 年

功能和形式上多样化 ， 形成手工技艺在今天社会的人文价值
〔 〕 德 马克思 《致恩格斯 》

，
载于 《 资本论书信集 》

，

人民出 版社
体系 ，

乃至属于本民族的人文价值品牌 ，
建构手工技艺在当

，

今社会承载文化精神新的载体 。 因此 ， 对民族传统手工技艺
〔 〕 雅斯贝 尔斯 《 时代的精神状况 》

，

王德峰译 ， 上海译文 出 版社

进行生产性保护 ， 使传统的手工技艺与时俱进 ， 融人现代生 年版 ， 第 页 。

产和现实生活
，
成为现代社会肌体的一部分 ， 正好体现出对 〔 〕 品 田 《重振手 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方式保护 》 ，

栽于

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与保护的现实意义 。 从而在真正意义 《 南民族大学学报 》 年第 期
， 第 瓦 。

上发挥民族手工技艺的
“

生产力
”

，
而只有这种对文化生产 、

〔 〕 〔 〕
， 第 °

生存途径的保护 ， 才能永菜手工技艺的
“

生命
”

使传统的手 二贯

《别让
“

技艺
”

成为
‘ ‘

记记 栽 于 《美术观察 》騰年第

工技艺与时俱进而生生不息 ， 同时亦有利于建立与时俱进的
’

°

胡泊 南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生态文化模式 ，
这才是保护他们的最好方式 。 口 刘海兰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史学 美术学 美术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