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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的整合旅游开发
!

马! 帅，袁书琪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学院，福州 *%###)）

摘要：立足于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的文脉联系，提出对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通过旅

游开发使两种文化的脉络彰显出来。从自然条件、政治条件及人们的心理需求方面，分别剖析了比干文化与妈祖文

化产生的条件；再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分析了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由于人口迁移而形成的源流关系；运用文化

传播理论，从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出发，阐述了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的传播继承关系，将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

的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外延变异文化层层剥出。基于以上分析创造性地提出符合文脉传承关系的旅游开发模式，整

合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旅游开发的构想及要协调的各种关系，说明了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协同开发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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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脉”［$］一词最早出现在国外建筑业中，后由

陈传康将“文脉”引入到地理学的旅游领域中，各位

专家学者又将“脉”进行升华与延续。到目前为止，

“文脉”被广泛运用到文学、史学、建筑学、城市学、

民俗学、语言学等领域中。文脉的研究可以深层挖

掘文化的内涵，丰富文化内容，扩大影响范围。对增

强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比干与妈祖均为中华民族传统民间信仰中知名

度很高的神祗，均有从人到神的感人过程。比干的死

谏精神和妈祖的博爱精神都被世人所敬仰，由于时空

相隔甚远以及当地现代文化的不同，使比干与妈祖两

种信仰文化的关联性鲜为人知。"##L 年 % 月 L 日，在

中原河南卫辉比干庙隆重举办的比干* $## 年诞辰庆

典上，迎来了海峡女神妈祖的认祖归宗，揭示了比干

文化与妈祖文化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也揭开了比干

文化和妈祖文化之间文脉研究的新篇章。

然而，迄今为止，由于比干文化和妈祖文化之间

的文脉关系尚未彰显，致使比干文化在沿海和妈祖

文化在中原尚未普及，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这两种

本是一脉相承的文化，现如今缺失衔接，出现断层。

造成了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研究进展缓慢，旅游开

发产品单一，层次较低。本文拟通过对比干与妈祖

这两种信仰文化起源和传播的阐述，对两种文化之

间文脉（包括地脉）的连续性进行互动研究，丰富和

拓展两种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开通祖国中原与东南

沿海之间民间信仰文化交流的廊道。并提出两种文

化整合开发构想，丰富产品种类，使比干文化与妈祖

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开发。

$ 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的内涵和文脉

源流

! ! 每种文化的产生都有这种文化产生的内外动力，

一般是主体的心理需求和自然、政治、经济相互作用

而产生。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的产生也不例外，是适

当的自然条件与政治文化等因素结合的结果。

$A $ 比干文化起源于中原的朝政直谏文化

商代时期，人们结束了游牧生活，出现定居现

象。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为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自然条件，也是比干文化形成的先决条件。

商末，纣王施暴政，残害百姓，致使社会矛盾激

化。丞相比干，为救国救民，以死力谏，被纣王处以

剜心酷刑。历代君王褒扬比干的忠君护民精神，是

比干文化产生的政治条件。

比干作为“亘古忠臣”，比干文化的基本内涵即

忠义正直。比干文化的产生满足了人们追求正义，

希望有耿直人士为他们主持公道的心理需求。

$A " 妈祖文化续承于海峡的海洋救助文化

湄洲岛处于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区，台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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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给商渔船只带来灾难。湄洲岛三面环山，一面

临海。岛上岩石多由花岗岩组成，侵蚀弱，形成了宽

广平坦的地形。为来往船只提供了良好的避风港

湾，为妈祖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自然条件。

宋代，统治者为了安抚民心，对沿海渔民信仰的

海神———妈祖，进行加封，从“ 夫人”、“ 天妃”到“ 天

后”。为妈祖文化的产生、发展及扩大提供了政治

条件。

福建多山，且靠海，生活条件极其艰难。人们自

然而然地寻找神灵的庇佑、心理的慰藉，妈祖文化的

产生满足了人们克服艰难险阻的心理需求。

!" # 比干文化和妈祖文化的源流关联

从表面看，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有很大的差异，

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则两种文化跨时空的

源流关系显而易见。

!）比干文化辗转入闽。自周武王赐林坚食邑博

陵（今河北蠡县），林氏子孙后散居于九州。东汉末、

三国时期中原林姓大批南迁，进入江浙一带。西晋末

年，八王之乱，林氏第六十四世林放奉敕守晋安，为林

姓开闽先祖［$］，为中原林氏先民入闽开通了渠道。

$）九牧文化承上启下。福建省是沿海唯一山海

集聚地的省份，居民靠读书、经商寻求出路，造就了浓

郁的学风、商风氛围。产生于唐中晚期的九牧文化，

正是比干文化与福建气候、地理环境的结合。比干文

化在福建发挥它的教化、培育功能［$］，主要在家庭、家

族内传播，长辈对后辈言传身教，将比干文化在林氏

家族内得到良好的继承。最著名的就是在唐贞元年

间，太子詹事林披的 % 个儿子俱官刺史，传承比干忠

君爱国的精神，个个高风亮节、不畏强暴，世称“九牧

文化”。各种史志都对他们做了高度评价：“八闽世

泽”“九侯并列”“九墓和垄，千秋同荣”［#］。

#）妈祖文化传承衣钵。继承比干精神，以“ 舍

生取义”为文化内涵的妈祖文化是九牧文化的延

续。林氏族谱中记载，妈祖是九牧六房蕴公第七世

孙女，林蕴公为林禄公十七世孙，林禄公是林氏六十

四世，依次类推，妈祖即比干八十七代孙女［&］。比干

文化和妈祖文化通过血缘进行一脉相承的文化传

播，将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 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的文脉传承与

外延

$" ! 比干信仰升华为传统文化中开拓改革的精神

宋元时期，商人团体的出现，导致的人们对财富

的渴求。于是他们创造出了满足他们心里财富欲望

的神灵———财神。在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比干

被封为文曲星君，民间认为有心的比干尚且心底纯

正，无心的比干更应不偏不倚。比干刚正不阿，大公

无私的高尚品德符合人们心中“ 财神”标准，遂被尊

为财神。将他为国为民、忠正仁义的人格升华为庇

佑乡民、仁爱公道的神格，是中原人民艰苦创业、披

荆斩棘的动力源泉。

民间对比干的信仰，大致分为几种：对“ 财神”

的信仰，对“祖先”的供奉，对“祖先 ’ 财神”的信仰，

比干信仰随着林氏后裔的移民从中原传至沿海，乃

至海外。

林氏后裔继承比干艰苦创新、仁爱正义的精神，

为官者清廉刚正，经商者生财有道。林姓后裔在海

内外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也将比干精神带至海

内外，使比干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 $ 妈祖信仰升华为传统文化中开放和谐的精神

妈祖文化形成于宋朝，起源于民间巫文化，是福

建住民寻求出海进行商渔活动的精神支柱，自发形

成的地方信仰。宋宣和五年，崇道的宋徽宗为利用

妈祖的神威压制百姓，“ 赐庙额曰顺济”，标志妈祖

官方信仰的开端［(］。元朝统治者为了彻底与宋代决

裂，不再信奉宋代的海神通远王，而推崇妈祖信仰，

妈祖的信仰范围沿着海岸线、航海岸线大大扩大。

妈祖信仰完成了从地方信仰到世界信仰的转

变。并且随着朝廷加封，影响范围增大，神职由海神

逐步扩大到生育神、祈雨神、战神等。妈祖信仰以海

上交通、贸易的繁荣为基础，统治者加封为催化剂，

以信徒迁移为媒介，成为跨国界的世界海洋信仰文

化，形成“有水就有妈祖”的繁荣景象。

$" # 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的文脉传承

比干文化形成于商周，妈祖文化形成于宋元；比

干文化是中原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文化

是海洋文化、女性文化的代表。比干文化与妈祖文

化虽然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但两种文化的核心价

值观相同，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体系。比干文化与妈

祖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

念、行为方式、原则体系都有一定的影响。随着两种

文化由文化中心向四周传播，影响范围、影响力度都

不可小觑。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以

移民、信徒为载体，以纵向传播和横向传播为传播方

式，发挥认知功能、教化功能、凝聚功能及调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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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比干文化的南下东进及对妈祖文化形成的

影响。比干文化的为国为民特质，忠正刚正特质对

妈祖文化的形成产生具有很大的影响。中原文化承

载着比干精神，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与福建原有文化

相融合，发生变异，产生新的文化。福建住民以海为

生，男眷出海经营商渔，女眷操持家务，为家中顶梁

柱，故福建女性文化发育。妈祖文化应福建发达的

海洋文化、女性文化而生，是比干文化在海洋特质下

的变异文化。妈祖文化继承了比干文化的高尚品

德，比干爱国爱民，以死谏呼吁德治，妈祖为乡民预

测天气，帮助罹难船只，妈祖的博爱与比干的为民请

命遥相呼应；妈祖继承了比干的创新拼搏精神，比干

制狐狸皮成袍献于纣王，历史上最早发明熟皮制裘

工艺，妈祖文化中的海洋精神正是继承了这种敢于

创新拼搏的中原文化传统。

!）妈祖文化的北上西进及对比干文化之源的

追寻。妈祖文化在对比干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并结

合当时的政治、自然地理环境产生。妈祖文化产生

后通过水运、海运，发挥其传播、交流功能，以湄洲岛

为中心，沿海岸线、河流等水体进行传播。一些古代

航运比较发达的内陆地区，也建有妈祖庙。甚至是

在妈祖的祖籍地———中原河南，古代航运比较发达

的洛阳、南阳等地，都有妈祖庙。只是时过境迁，当

年发达的漕运现在已经拥堵，留下的只是妈祖庙的

遗址，但是可以证明繁荣一时的漕运，使妈祖文化对

妈祖的祖籍地有不小的影响。妈祖文化的传播，以

多种媒介为载体，使妈祖成为当今信仰范围最大，信

仰深度最深的民间信仰之一。虽然内陆的民间信仰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严重，使妈祖信仰在内陆不能大

范围的传播，但一些比干庙在供奉比干的同时，也供

奉的有妈祖，影响着内地对女神信仰的思维体系。

# 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的整合旅游开发

旅游开发是要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充分发挥

人的创造性和智力资源，将存在于开发区的各种现

实和潜在的旅游资源先后有序、科学合理地组合利

用和有效保护，使其能被持久永续地利用，实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旅游资

源开发是一个多学科知识交互运用大的创新过程。

旅游开发包括新建、利用、修复、改造和挖掘等方

式［%］。

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进行文脉联系互动旅游开

发，可以达到“" & " ’ !”的效果，具有其他单一文化

所没有的多元开发优势。挖掘两种文化内涵，萃取

文脉关联，是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扩大影响范围，丰

富旅游产品，共同申报世遗的便捷之路。比干文化

与妈祖文化的旅游产品开发，包括创造性产品的设

计和老产品的改进［(］。新产品的创造凸显比干文化

与妈祖文化一脉相承的优势，老产品的改进和完善，

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全国主要比干庙和

妈祖庙的分布（如图 "、!），本文建议以下几种整合

旅游开发模式。

图 "* 比干庙分布图

图 !* 沿海主要妈祖庙分布图

#+ " 林氏文化与近踪寻根游

海内外林氏后裔不忘本，每年许多林氏后裔到

河南比干庙或湄洲妈祖庙祭拜祖先。海内外众多的

林姓后裔构成了林氏寻根游地巨大客源。将河南比

干———林氏太始祖，福建妈祖———林氏始祖，串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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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寻根路线。先拜海峡女神，林氏祖先，保佑林氏后

代出海经营商渔，在海外安居乐业；再寻先祖足迹北

上，看海云庵内始祖比干在沿海也兢兢业业，护卫一

方；后到河南卫辉比干庙，拜谒始祖财神比干，感念

他坐守一方，关心四海，让后代子孙枝繁叶茂，遍布

海内外，子孙个个大义凛然，读书中榜，经商有道。

林氏寻根的线路串联，不仅填补了林姓从中原到沿

海移居中所缺失得空白，更强调了海内外林氏同出

一处，血脉相连的骨肉关系。

!" # 信仰朝圣怀古与展望游

信仰朝圣怀古与展望游，即指神祗的信徒为表

达对自己信奉神灵的尊重，或满足求新的需求，而去

神灵的祖庭参观、考察、膜拜的过程。本文阐述了比

干与妈祖的文脉传承关系，信仰朝圣怀古与展望游

主要是指妈祖信徒前往妈祖的祖籍地———河南，对

妈祖的始祖比干进行膜拜，一是表达对妈祖的敬重，

二是满足信徒自己敬奉的神灵来自何方的心理。

!" ! 文明和谐陆路与海上游

林氏中的两位祖先———太始祖比干、祖先妈祖，

由于他们舍己为人的高尚道德，都由人成神，成为中

国重要的民间信仰。比干精神随着林姓后裔的移民

从中原腹地传播至海内外；妈祖文化也随着海外移

民走向世界。以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为精神纽带，

深入中原腹地，品味中原古老文化遗迹，体会古老的

比干文化发源的自然人文风貌，再到妈祖文化起源

的必要条件———海洋，感受海洋文化与中原文化的

联系与不同，对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融合与差异

进行细细品磨，发掘内陆与海洋同为一体，和谐共生

的同源文化。

$ 旅游整合开发协调机制

比干文化和妈祖文化的协同开发，对于以往开

发单一文化来说，属首当其冲。没有前车之鉴，在协

同开发过程中会遇到以往没有或者较少有的问题，

因此，辩证地对比干文化和妈祖文化进行协同开发，

是必要的、必须的。

$" % 文脉传承与特色突显相协调

在协同开发保护比干文化和妈祖文化时，要用

辩证的方法处理文脉传承的共性和不同地理环境、

文化背景下两种文化的个性。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

经林氏文化链接，通过血缘传承，但文化特点不同；

建筑理念、文学艺术精髓一脉相承，但建筑外形、文

学艺术内容不同。在开发时要突出各自特点，切忌

混为一谈。

$" # 因地制宜与联动开发相协调

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各自的开发应与当地经济

发展相适应，合理组织、优化结构，创造结构优势。

同时要根据彼此的高度关联性和高度依附性，打破

行政区界限，树立联动开发理念，努力开发高品位、

高市场占有率和高效率的特色旅游产品［%&］。

$" ! 整体性与层次性相协调

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的开发，要满足市场不同

层次的需要，形成完整的体系。目前，比干文化和妈

祖文化的开发都处于起步阶段，各项设施都不完善。

旅游开发组合应具有完善的组织系统、功能系统和

线路系统。旅游开发有核心产品开发、主要产品开

发和一般产品开发之分，核心产品起着主体吸引的

作用，主要产品具有辅助吸引的作用，一般产品具有

背景吸引的作用［’］。

$" $ 以人为本和关注生态相协调

对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进行协同开发，要深度

挖掘两种文化潜在内涵，填补开发一种文化开发所

不能解决的空白，从而使两种文化在质和量上得以

飞跃。旅游开发要满足旅游者的“ 求知”、“ 求新”、

“求奇”的旅游心理，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体验新的

文化。但要考虑旅游容量、承载力，切忌一味使文化

商业化，忽略旅游生态的保护。防止旅游物质垃圾

和文化垃圾的产生，做到文明开发，文明旅游。

$" ’ 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协调

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协同开发，政府要发挥其

主导功能，加强宏观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化

宣传、招商引资。政府还应当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

规，保护合法信仰、严禁邪教和非法信仰等。政府给

投资者提供优惠政策，为招商引资铺平道路。比干

庙处于卫辉偏僻地段，湄洲妈祖庙位于湄洲岛上，进

出都有瓶颈。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既提高了当地

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城市的文明形象，也为发展

旅游解决了先决条件，一举多得。体现了和谐社会、

和谐旅游的新理念。同时以市场为导向［%%］，满足市

场需求，紧跟市场理念，追随市场潮流，在保护的基

础上获得最大的市场效益。

’ 结语

比干文化与妈祖文化进行联动开发，两种文化

能够互赢互利。比干文化可以借助妈祖文化信仰范

围广、信徒多来提升自身影响范围。同时，妈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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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的含义同时也被挖掘，为申报世界遗产提供

更有力的支撑，中国深厚的文化也将被进一步丰富。

两种文化通过文脉传承的基石，对旅游产品进行升

级换代，从而提高旅游收益。另外，台湾妈祖信徒众

多，妈祖文化的深入挖掘，能够培养民族凝聚力，促

进祖国统一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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