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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莆田地处福建中部沿海，渔业向来是其重要行业，渔民们世代以海为田，以

舟为犁、以渔为食，在赖海为生的同时，也创造了极富特色的海洋渔民文化。由

于以农为主的主流文化意识的影响，有关渔业和渔民的研究多遭忽视,渔民也常

被视为贱民。本文则旨在复原莆田区域的渔民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如近代以来

莆田沿海渔民的生活状况，日常习俗等，由此探究渔民的神灵信仰形态与习俗的

形成机制，以期向人们展现行业的特有魅力，和神灵信仰这一 能体现当地风土

人情的一种文化，以弥补学界在该领域研究的缺环。 

本文基本结构和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介绍莆田县历史沿革、海洋自然地理环境和渔民日常

所祭拜的主要神灵，主要侧重于当地的一些主要“土神”和寺庙。并从分析这些

神灵和对他们的祭拜仪式中得出他们和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用于探

视渔民的心理。第三章介绍渔民关于渔船之习俗、在海面和日常生活中的有关习

俗，映照出和陆地迥然相异的海洋社会生产、生活。 

 

 

关键词:  莆田沿海；民间信仰；渔民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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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tian lies the littoral in Fujian. The fishery is the important industry all the time. 

For generations to generations, they takes the as field; they takes boats as plough; they 

takes fishing as food .Their lives depend on sea meanwhile create characteristic ocean 

culture. As not be in the mainstream culture, which takes agriculture as foundation on 

the state, the investigations of fishery and fisher folk having been on the edge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The fisher folk is regard as pariah. The aim of this thesis 

rejuvenates the parts of the fisher folk’ life. For example, the life style of the littoral 

fisherman and the belief convention from the modern times, and so on. According 

them, it will probe into the form of the fisherman’s conventions and sea god worship. 

By this way, it shows the especial charms of this industry and the local sea gods 

worship which is one symbol of the local culture. In order to make up the lack of this 

field in academia.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chapter is introduction. The second chapter illustrates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evolution ,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Putian and the major gods whom the 

fisher folk worship. Including them, there are many local gods and temples, basically. 

Analyzing the gods and sacrifices ceremony, we can find the close relation them with 

the local society，economy and culture, meanwhile visit the fisher folk’s idea. The 

third chapter describes the fisher folk’s conventions about fishing vessels and the 

others in daily life. Discuss the particular production and live of the littoral fisher f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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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 

一  研究对象 

本文以清代以来的莆田渔民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他们的渔业生产组织和生

活习俗、信仰等状况。本文的研究区域主要为原莆田县的沿海地区。重点在埭头

镇、平海镇、忠门镇、东埔镇、山亭乡等沿海地区，即为莆田的兴化湾、平海湾

和湄洲湾这三大海湾。 

渔业包括经济生产领域的养殖业、捕捞业和水产品加工业及运销三大方面和

渔具、滩涂、海水等生产资料，也包括政治管理和民间组织方面，同时还应该有

渔民与渔业的生活生产习俗等等，本文侧重于沿海地域的渔业和渔民（即为从事

海洋渔业者）。在莆田的沿海渔民中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主要经济生产活动

和海相关，基本上少有田地耕作的人。这部分人在近代和民国前期较多，建国后

就逐渐削减；二是以渔业为兼业，平常也有耕作或者是再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这

部分人在渔民中占据绝大部分。三是自己没有捕捞或者养殖等，只是从事海产品

贸易，我们或者可以称之为渔商人。这部分人在沿海和内陆都有，只是沿海更多，

而且和内陆的那部分人相比他们的“鱼味”更浓！ 

二 研究意义 

杨国桢认为“海洋史学是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

历史研究”。按此，本文属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所谓‘海洋人文社会科

学’,不是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立、对等的概念,而是和自然科学之下的‘海洋科学’

相对应的概念,指人文社会科学对海洋问题研究的多元综合,形成一个科学系统,

即人文社会科学之下的一个小系统。”① 

                                                        
① 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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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民间信仰习俗方面。钟敬文认为“民俗信仰是人类在

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心理安全的需要而创造

和传承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产生过某些有益的作用。即使在今天，民俗信

仰中的某些部分，如趋吉避凶的民俗心理，某些符合科学规律的禁忌、医疗方法

等，还是应该肯定并进行研究、加以发扬的。但从整体来看，古代社会遗留下来

的民俗信仰，毕竟是人类社会在一定阶段中产物，它反映了民众的世界观，具有

自己的内在秩序，应该给予认真的研究。”① 

具体到莆田区域，莆田的渔业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莆田也高瞻远

瞩地提出了“利用好海洋资源，开发湄洲湾，建设港城经济”的口号。先前的资

料中，大都侧重于官方的经济统计数据；而在渔民的习俗和信仰上，一直以来，

妈祖文化几乎成了这个方面的代名词，其他的沿海民俗或是零散或是各地“各自

为阵”式地宣传，缺少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介绍渔业和渔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

研究。除了妈祖之外的其他渔民所信仰的神灵和各地渔业习俗等方面有系统的介

绍和描述更是薄弱。这和当前政府要建构“港城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之远

景极不相称，对夯实经济建设之根基更为不利。笔者认为，响应当前的“和谐经

济”建设模式，我们在关注经济数据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掉对建设者的“人文关怀”。

要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对沿海的海洋经济和

渔民给予必要的关注。 

同时，在信仰习俗方面，笔者更关注的是“基层民众”。即少有的涉及到已

经由政府操办，官方色彩味浓厚的妈祖信仰，更多的是关注当地的“草根”信仰

和神灵或者称之为“土神“也不为过。笔者以为，这些完全由渔民自己创造出来

的“土神”，其“法力”的本身就是渔民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生动的写照，比起妈

祖他们更加“原始”也更加“淳朴”，所以他们更是渔民心中理想的反映，更能

体现渔民的生活生产习俗特点。 

总之，笔者在本文中主要运用了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相结合

的分析方法，通过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相交叉，对渔业作为

一个当地的主要经济行业和对渔民这一生活群体进行考察。笔者不敢妄想能作为

渔业渔民的代言人，只是，仅为能在全社会都大谈经济数据的同时，多一点对渔

                                                        
①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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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渔业文化方面的建设。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姜彬主编的《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年 6 月版）介

绍了东海第一渔场舟山渔场的开发、造船的礼仪和信仰，海岛人的生产习俗、海

岛人的生活礼仪和习俗、海岛人的神灵信仰、海岛民间医药习俗、海岛人的游戏、

艺术创造、旅游资源的开发。该书作者是民俗学专家，所研究的是浙江省的海岛

人的生活习俗。该书可谓海岛民俗的一部典型代表作。所以虽然关注点不同，但

是该著不论是体例、内容还是其切入点都对后人研究海岛或者是海边渔民的生活

生产习俗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山曼、单雯编著的《山东海洋民俗》（济南出版社出版，2007 年 10 月版），

是作者在多年的实地考察采风收集第一手资料而得出的结果，因而该书以“知识

之丰富，资料之珍贵，叙述之生动，文辞之优美”著称。同样的该书有渔民、渔

船渔具、生产和生活习俗、渔民组织、神灵信仰和节日，同时还介绍了山东人好

逐利和历史上的闯关东等内容。该书研究点是海岸线边缘的渔民、渔业和渔村。

这些都为后人的研究海洋渔业、渔民和渔村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出版，林

国平主编，1997 年 9 月）编纂委员会历经 7 年的时间，材料来源于实地考察，

从旧方志报刊，文史资料，个人文集等。该书主要内容有概述、生产习俗、生活

习俗、人生礼仪、岁时礼仪、民间信仰与崇拜等。其中第一章第二节提及渔业生

产习俗，包括造船、下水、讨海、回港、歇正、鱼塘和水上居民等节目。可以说

这些内容都地道地反应了渔民的民间习俗，其内容也基本上正相应于笔者的渔业

渔民习俗调查。对本文的民俗部份有很大的指导性作用。 

《福建民间信仰源流》（徐晓望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年）要注意的是

该书关于天妃的陪侍神之研究。“福建各地天妃庙里，天妃手下的陪侍神都略有

不同。这种情况说明：各地百姓都以自己的想象来塑造以天妃为首的众神系列，

它反映了天妃信仰在全国各地的发展。”还有方宝璋的《闽台民间习俗》（福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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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2003 年）第一章第十节“造船出海，祈盼顺风”提及闽台两地的从造

船到下水再到出海作业过程中的习俗，还有渔民的信仰和禁忌。林国平的《闽台

民间信仰源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也提及了天妃的信仰。 

《中国民俗大系——福建民俗》（林蔚文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年）“是

一部除志书之外的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福建民俗文化的专著，是一部集福建民

俗文化大成之作。”并且本书“资料丰富，翔实可靠”。其第二章中提及“渔业民

俗事象”。内容有“造船的有关祭祀习俗，水上航行的有关祭祀和禁忌，陆上的

有关祭祀和禁忌，水上疍民的有关习俗”等四个部分。 

徐心希的《闽台民间信仰的功利性主义特点探论》①该书分析了从隋唐到明

清时期的民间信仰功利性以及和历史现实息息相关的阶段性，提出了信仰功利性

的趋势不断加强的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移民性质和地方宗教的宽容

性。 

王荣国的《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年）是“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王老师在神灵领域的研究颇有建树。该书

以海洋神灵信仰为关注点，视野放置于海洋文化与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者

从古人眼中的大海开始介绍，首先构建一个“海神家族”谱系，以此为中心，对

其进行时间和空间的探究，并且细致地对渔民、商人和海洋移民三类人进行研究

探讨他们如何走向大海，创造出自己心中的海神并且膜拜以求得保佑。以共同的

海神信仰，神灵祭祀活动增强了海洋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强化了这些人群的群体

意识。该书的 后一部分是对海神信仰的分析，指出了信仰的区域性，海洋社会

类型的差异性和信仰的功利性——其功利性折射出“中国海洋文化乃至中国文化

的使用理性之光”。 

王荣国还有论文《明清时期海神信仰与海洋渔业的关系》②认为“渔民的信

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其祭神活动可以消除紧张心理，增强信心和勇气。”他的

论文《海洋渔船的神灵性探讨》认为“渔船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灵性之物。”③叶澜

涛的《试论海神信仰的功能性特征》提出海神崇拜具有“避难、求渔、求子等方

                                                        
①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 第 2 期。 
②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 第 3 期。 
③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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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功能性特征”。①谢必震的《古代福建沿海居民的海神信仰》②列出了所信仰

的神灵有天妃、临水夫人、龙神、陈文龙等。 

范正义的《近代福建船民信仰探析》③ 分析近代船民信仰的神祗——蛇神，

妈祖，龙神和当地的将军、娘奶和天主教。崇拜神祗的原因：工作环境恶劣，船

民的流动性和分散性使个人之力难于应付各种灾难和危险。这是受天主教教士的

宣传的影响，加上船民地位的低下，为了争取一定的心理和社会的平衡而出现的

结果。 

关于民间信仰还要注意蔡少卿的《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

帝、观音和妈祖为例》④ 信仰特点：信仰的悠久和持续性，广泛和跨国性，实用

和功利性。社会功能：给人们精神支柱，起安定社会的作用；具有民族的凝聚力，

在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大业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林国平的《关于中国民间信

仰研究的几个问题》⑤ 提出民间信仰的定义和十个特点，并谈论了如何看待民间

信仰。同时更有学者高瞻远瞩地预测了社会史的民间信仰研究会有以下发展趋

向：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社群关系、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

整合控制及变迁仍将受到关注。民间信仰与社会的生态、生活、宗教、现代化及

和谐发展的关系,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比较等问题可能成为新的亮点。多学科、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强化。⑥林贤明的《闽南普度民俗信仰考察》⑦作为一篇区

域民俗考察论文，其研究方法对本文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在莆田地区，渔民所信仰的海神，断不可少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妈祖了。关于

妈祖的研究成果至今已是数不胜数。正如其信徒广泛地分布，妈祖所被研究的角

度也一样地全面。而且，作为一位海神的代表者，妈祖的文化、民俗和对外交往

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和本文的渔民习俗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宏观角度的有王福梅的《新时期莆田妈祖信仰的现状与特点探析》⑧，具体各

                                                        
①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②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2 期。 
③ 《莆田学院学报》，2005 年第 6 期。 
④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⑤ 《民俗研究》，2007 年第 1 期。 
⑥ 王守恩：《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成就与未来趋向》，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9 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8 年。 
⑧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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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大概有：商贸方面的如沈金程的《浅析妈祖文化对莆田港口功能的影响》①，

文化旅游的如胡荔香的《试论闽台地区妈祖信仰文化旅游资源开发》②，民俗祭

祀方面有莆田的《湄洲日报•海外版》曾经刊登了多篇相关文章——文玉成的《莆

田妈祖民俗》③，还有林建斌的《妈祖文化服饰浅说》④等。文化的还有蔡泰山的

《妈祖与海洋文化发展的关系》⑤等等。 

总体而言，对海神妈祖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除了妈祖之外的莆田渔民所

信的其他海神，笔者却几乎没有能发现。在渔民日常所拜之神中，有所记录的或

许可以算上平海和莆禧的城隍，但是二者，特别是平海的城隍庙因为其规格地位

较高（和朱元璋扯上关系），却实际上更多的是被当做为“神界”的“地方父母

官”，保佑渔民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职责”！因而可以说，在莆田，除妈祖之外的

海神信仰之研究至今仍为一片荒芜之地。 

 

第三节 本文章节 

本文共分四个章节叙述。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介绍莆田县历史沿革、海洋自

然地理环境和渔民日常所祭拜的主要神灵，主要侧重于当地的一些“土神”和寺

庙。第三章介绍渔民的关于渔船之习俗和出海的相关习俗。 

                                                        
① 《福建建筑》，2006 年第 5 期。 
② 《亚太经济》，2003 年第 3 期。 
③ 《湄洲日报•海外版》，2000 年 4 月 29 日。 
④ 《湄洲日报》，2001 年 6 月 17 日。 
⑤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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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莆田渔民的生存环境与信仰世界 

第一节 莆田县的政革与地理环境 

一 莆田县的区域历史变迁 

南朝陈光大二年(568)，析南安郡东部地置莆田县，县治在延陵里。这是

早的“莆田县”出现。县治在延陵里，不久撤销，地还属南安郡。 

  隋开皇九年(589)，平陈，改丰州为泉州(州治仍在今福州)，复置莆田县属之。  

后唐长兴四年(933)，王审知次子延钧在福州称帝，国号闽，莆田县属之。南唐

灭闽后，泉州、漳州先后在留从效，陈洪进割据之下，莆田县属泉州。宋乾德二

年(964)，改清源军为平海军，莆田县属之。明洪武二年(1369)，改兴化路置兴化

府，隶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废录事司，以四厢并入莆田县、并置兴化卫、平海卫。 

清时废莆田县的兴化、平海二卫。直至清宣统三年(1911)，兴化府莆田县的建制

不变。 

1949 年 8 月 21 日莆田县解放。建国后，福建省划分为 8个专区及福州、厦

门 2市。莆田县成立人民政府，隶属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泉州)。1983

年 9 月莆田市(省辖市)成立，莆田县属之。将莆田县的城厢镇、城郊公社成立城

厢区，将莆田县的涵江镇、涵江公社成立涵江区。 

2002 年 2 月 1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莆田县，同时调整莆田市行政区划。将

原莆田县的常太、华亭、灵川、东海 4个镇划归莆田市城厢区管辖，原莆田县的

江口、梧塘、秋芦、白沙、新县、庄边 6个镇和大洋乡划归莆田市涵江区管辖。

将原莆田县的笏石、东庄、忠门、东浦、湄洲、东桥、埭头、平海、南日 9个镇

和山亭、月塘 2个乡划归秀屿区管辖。 

期间，1996 年成立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经过一段反复，该区于 2007 年

4 月 29 日重新授牌成立，辖山亭、东埔、忠门三个乡镇。 

莆田海洋资源丰富。湄洲湾、平海湾、兴化湾三大海湾在辖区内海岸线总长

272 公里，大小岛屿 157 个，岛岸线总长 262.9 公里，其中无居民海岛 14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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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坡堤建造技术拓展浅海养殖空间的无居民海岛占一半以上；滩涂总面积约

40 万亩，其中已开发利用滩涂约 30 万亩；20 米等深线以内的海洋渔场面积 155

万亩；海水总体水质在二类以上，水生动物品种 600 多个。 

二 莆田境域的海岸 

莆田境域的海岸可分为侵蚀海岸和堆积海岸两大类，以侵蚀海岸为主。 

1，侵蚀海岸 

受台湾海峡气流式海水颈束作用的影响，境区海岸多为侵蚀海岸，它出现在

半岛，岛屿的岬角以及海岸线转折地段，主要分布忠门半岛、南日岛、湄洲岛等，

其形态有海蚀崖、海蚀平台、海蚀阶地等。海蚀阶地分 3～4级，高程分别为 60～

80 米、30～40 米、10～20 米、5～6米。 

2，堆积海岸 

主要分布于海岸比较平直的地段和海湾的内域，莆田的石城、平海、嵌头，

湄洲岛的构头角等一带发育较好。砾屿的西南也有分布。常见的海积地形有海滩、

沙埕、沙嘴和沙坝等。海滩为主，海滩宽约 200～300 米， 宽处可达 2～3公里。 

三 莆田的海洋水域 

1，闽中渔场  

位于北纬 24°30′～26°00′、东经 118°30′～121°30′之间，是福建

省五大渔场之一，总面积 33455 平方公里，其中 200 米深线以内 18812 平方公里。 

2，浅海   

沿大陆、岛屿海岸线潮间带外 0～10 米等深线浅海面积 81.6 万亩。其中，

航道区 33 万亩，资源增值保护区 8万亩，养殖区 40.6 万亩，可开发利用的 5～

7万亩。 

3，滩涂   

境内潮间带滩涂面积 27.5 万亩，可利用面积 21.1 万亩，可利用率 76.73%。

其中，兴化湾 9.8 万亩，属港湾淤泥堆积型，可利用面积 7.5 万亩；平海湾 3.9

万亩，属砂岸泥沙堆积型，可利用面积 3 万亩；湄洲湾 12.3 万亩，属港湾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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