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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靖姑文化资源转移为马祖旅游产品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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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马祖面临观光产业升级，在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打造的过程中产生某些误区，即马祖尽管是林默遗体的

首葬地，但从阴影区理论来看，马祖并不适合选择妈祖作为观光品牌。根据宗教生态位观点，陈靖姑文化则更有可

能使马祖的 D>D6 形象发出亮丽的光彩。陈靖姑文化适于马祖旅游开发的文化价值主要有宗教经典、神祗祖籍、文学

艺术、闽剧演艺、道教神职、闽东民俗等方面。显化宗教经典文化和神祗祖籍文化，打造马祖临水旅游品牌；活化道

教神职文化和文学艺术文化，使乡土的陈靖姑走向世界；外化闽剧演艺文化和闽东民俗文化，培育陈靖姑文化的世

界旅游吸引向性。通过对陈靖姑文化资源进行转移开发，不仅将有效扩大闽东沿海宗教轴的辐射范围与影响力，而

且对环海峡旅游区的形成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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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马祖面临观光产业的提升，这既是马祖观光产

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观要求，也是拟作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的环海峡旅游区对作为海上门户（>=1 61(=）、海

上花园（>=1 61/K=0）、海上女神（ >=1 6-KK=>>）的马祖

的客观要求。

马祖是林默遗体的首葬地，当然可以主打妈祖

观光品牌。虽然马祖还保存着林默的衣冠塚 ，但妈

祖的仙升公认在湄洲岛，妈祖的祖籍是在湄洲湾，妈

祖毕竟是莆田的女儿，妈祖文化的话语权在于莆仙

方言；从阴影区理论来看，马祖无法也不必与湄洲竞

争，连错位竞争也不必。

相比之下，马祖的话语权是福州方言，从更广的

范围来看是闽东方言，毕竟马祖人口祖籍是福州，马

祖还挂着“ 连江县”的牌子。海峡两岸三大流芳世

界的权威闽台神祗是天后（妈祖）、圣母（临水夫人）

和大帝（吴本），其神话的载体分别是莆仙话、福州

（及闽东）话和闽南话。

主打陈靖姑文化牌，不但无损马祖的妈祖形象，

而且由福州仓山—古田大桥宗教轴联系起来的福

州—闽东陈靖姑文化发祥地，通过语言和人口的流

迁，可以使马祖的“D>D6”刷新成为陈靖姑文化海内

外交流的门户、临水圣母道场佑护下的海上乐园。

陈靖姑信仰在台湾与海外的分香不亚于妈祖信

仰，但在大陆，陈靖姑文化的旅游开发尚未形成规模

和产业化，马祖利用其沟通海峡两岸、沟通闽江口与

海外的有利文化枢纽区位，占据宗教文化有利生态

位，成为推动陈靖姑文化资源转变为旅游产品的启

动地。

" 相关理论探析

") % 陈靖姑文化资源

陈靖姑文化资源指所有与陈靖姑相关的文化现

象和载体的总和，其分层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

神文化［%］。本文所研究的陈靖姑文化资源特指其非

物质文化层面，即涉及陈靖姑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

的那一部分文化资源。

") " 陈靖姑文化资源转移

旅游资源的空间属性具有两个层次的内涵：其

一，旅游资源赋存具有不可移动性；其二，非物质遗

产可以移动［"G+］。以本文为例，陈靖姑文化资源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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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人口为大众传播载体，通过刺激扩散即旅游的

创新开发推动陈靖姑文化资源进行转移。

!" # 旅游开发

旅游开发是指将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的全

部过程，具体可分为产品开发、市场开发与目的地开

发 # 种层次［$］。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选择性，包括旅

游资源的选择以及开发方式的选择。陈靖姑文化资

源的转移及旅游开发的成败取决于对以上选择的科

学把握。

!" % 马祖旅游产品

本文所指的马祖旅游产品主要是强调陈靖姑旅

游产品的地理属性，即将陈靖姑文化资源经过转移

及旅游开发后位于马祖列岛的陈靖姑旅游产品。

!" $ 活化、显化、外化

活化、显化、外化是一种从观光与体验两个维度

进行文化旅游开发的方式：一方面，通过显化来有效

满足旅游者的基础观光需求；另一方面，灵活运用活

化和外化手段打造高品质的陈靖姑体验旅游［&］。

# 陈靖姑文化适用于马祖旅游开发的

价值特征

’ ’ 陈靖姑由人成神，神职不断提升扩展，已经包容

博大，包括助产生育、斩蛇灭怪、祈雨抗灾等方面，当

前应当选择马祖适用的文化价值用于旅游开发［(］。

经选择，适用的文化价值见表 )。

表 )’ 适用于马祖旅游开发的陈靖姑文化价值

陈靖姑文化 价值内涵

宗教经典文化

’

以经书《大奶灵经》为代表的教义中适合当

代的经典价值

神祗祖籍文化

’

陈靖姑辅神 #& 宫娥原籍地宗教生态价值与

神职价值

文学艺术文化

’

以《闽都别记》、《 临水平妖志》为代表的小

说中的文学艺术价值

闽剧演艺文化

’

以闽剧《陈靖姑》连本戏为代表的演艺文化

价值

道教神职文化

’

以临水道场的建设为载体的正宗天师道神

职价值［*］

闽东民俗文化 以临水奶为准的闽东民俗价值

#" ) 宗教经典文化价值

闽台民间信仰少有宗教经典，陈靖姑经书是陈

靖姑信仰成熟的体现，教义中适合当代生活的内容，

具有很高的经典价值，是旅游开发的价值根基。

#" ! 神祗祖籍文化价值

除了主神陈靖姑外，陈靖姑信仰还有从属陈靖

姑信仰的 #& 宫娥信仰，这些宫娥也经历了由人转为

神的过程，各自的优秀做人品质演变成为神职功

能［+］。加上 #& 宫娥的祖籍地主要在闽侯、罗源、古

田、屏南、连江、长乐、闽清等十邑，均在福州市范围

内，#& 宫娥的祖籍地文化价值特别适合由这些地方

移民组成的马祖。

#" # 文学艺术文化价值

历史上家喻户晓的《闽都别记》、《临水平妖志》

等小说，将陈靖姑生平加以神化，在文学创作上有特

色［),］。马祖作为福州口岸的海上门户，宣传、推广

这类小说有带头地位。

#" % 闽剧演艺文化价值

闽剧连本戏《陈靖姑》历史上很有名，近来在福

州市场已非常有限，可以充分利用马祖的海岛空间，

以现代方式在闽台复活这本戏。

#" $ 道教神职文化价值

陈靖姑是正规学道出身，传说张天师送其斩妖

剑。结合陈靖姑宗教经典，马祖海岛空间、区位和社

会制度比较适合开辟陈靖姑说法道场，正如普陀山

适合开辟观音说法道场一样。

#" & 闽东民俗文化价值［))-)!］

闽东民俗，尤其是少年儿童生长民俗以临水奶

规范为准。现代福州及闽东地区随着现代化、城市

化进程，这类民俗有所淡薄。而马祖以传统民居为

代表的传统社区是保留此类民俗的理想之地。

% 显化、活化、外化陈靖姑文化，打造马

祖独特的旅游精品

’ ’ 传统文化的旅游开发是所有旅游开发中的难

题，一般要采用显化、活化、外化的方式来开发。陈

靖姑文化要打造成为马祖独特的旅游精品，提升马

祖旅游，融入海峡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也必须显化、

活化、外化陈靖姑文化，如表 ! 所示。

表 !’ 陈靖姑文化显化、活化和外化的旅游开发

文化类型 开发方式

宗教经典文化 神祗祖籍文化 显化

道教神职文化 文学艺术文化 活化

闽剧演艺文化 闽东民俗文化 外化

%" ) 显化陈靖姑文化，打造马祖临水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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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书打造世界级旅游品牌。宗教经典是

枯燥的，往往远离现代生活；但宗教经典又是权威

的，是陈靖姑文化提升品牌的依靠。利用闽台民间

宗教少经书的差异优势，填补临水信仰经书旅游产

品的空白，以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选择对当代生

活有益的经书内容，以健康的教义集聚信徒与非信

徒，举办讲经、宗教仪式等活动。建设海峡两岸陈靖

姑信仰藏经馆，附设世界著名临水宫缩微主题园，使

马祖临水旅游成为世界级旅游品牌的支撑之一。

"）以宫娥祖籍地扩展祖地旅游吸引力。陈靖

姑麾下 #$ 宫娥祖籍地文化要深入挖掘，显示 #$ 宫

娥各自的感人事迹，扩展临水信仰祖地旅游吸引力，

强化马祖与 #$ 宫娥祖籍地陈靖姑文化旅游协同。

在马祖的各临水宫附供 #$ 宫娥像，一併享受香火。

组织以 #$ 宫娥形象为装扮的马祖旅游解说员团队，

在介绍整个马祖游的同时，也介绍 #$ 宫娥的来历，

所司神职。举办陈靖姑麾下 #$ 宫娥生日、成道、得

道等关键日的庙会活动，丰富陈靖姑文化旅游内容，

使其让知名度赶上妈祖旅游。

%& " 活化陈靖姑文化，提升陈靖姑的世界知名度

!）人神互通，感受活生生的陈靖姑感人事迹。

通过生日、成道、得道等关键日对陈靖姑的祭拜礼

仪，展现陈靖姑从人到神的过程及其历史背景，展现

活生生的陈靖姑道感人事迹，使陈靖姑文化知名度

赶上妈祖文化。演示陈靖姑道教神职法力，体现陈

靖姑道教信仰对现实生活的巨大影响，让国内外游

客感受到活生生的道教女神陈靖姑及贴近生活的道

教文化。

"）改编文学作品，使国内外游客系统了解陈靖

姑。在马祖建立陈靖姑文学馆，收集各种版本的陈

靖姑文学作品，作为各种文艺剧本的内容。拍摄以

陈靖姑为主角的电视连续剧、电影，使陈靖姑文化反

映厚重的唐代历史文化，使国内外游客系统了解陈

靖姑及其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举办由陈靖姑文学作

品为内容的闽都大讲坛、临水宫大讲坛，适应从普通

游客到高层次游客的需要，让国际游客系统了解代

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女神陈靖姑。

%& # 外化陈靖姑文化，培育陈靖姑文化的的世界旅

游吸引向性

!）闽剧实景演出，感性认识陈靖姑。大型实景

演出是陈靖姑文化在福州祖居地和古田临水宫的狭

窄空间所不能展开的，利用马祖海天一色的优美风

景和保存较好的传统聚落，择地布置实景演艺地，以

陈靖姑人———神事迹为内容，改编已有闽剧连本戏，

向国际游客推出大型主题演艺活动，并由社区居民

参与演出，聘请名导演、造成震撼效果。

"）展示闽东民俗大观，节庆活动经常化。利用

马祖传统聚落及其周边环境空间，大规模展示包括

福州在内的闽东民俗大观。将一年中、一生中（ 尤

其是女子一生中）与陈靖姑文化有关的各种节日庆

典活动作为国际旅游节庆活动，并将其简化版经常

化，作为国内外游客参与的民俗娱乐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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