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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2011年6月，由福建莆田市人民政府主办、莆田学院等承办的“第三届海峡论坛‘保护世界遗
产，弘扬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妈祖故里莆田湄洲岛成功举行。
彭文宇主编的这本书乃是本次学术盛会的论文选集。
主要内容包括：闽台妈祖信仰与政治认同；广东妈祖信仰及其流变初探；元明时代的天妃画像综考；
妈祖文化调适传播刍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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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三届海峡论坛“保护世界遗产，弘扬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妈祖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妈祖信仰在地化的人类学研究》读后记
妈祖信仰的宗教形态与现代意义——以北港朝天宫为例
民间文化的标准化与再标准化——以辽宁省孤山镇妈祖信仰为例
从文献简论妈祖神格的宗教属性
闽台妈祖信仰与政治认同
妈祖文化对两岸关系发展和华人世界观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情系海峡的妈祖文化：由“台南大天后宫”历史谈起
妈祖研究取向论析
浅谈“妈祖信俗”申遗成功后的保护
非遗视野下妈祖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广东妈祖信仰及其流变初探
闯关东与妈祖信仰在辽南的兴盛
明清时期琼雷的妈祖信仰地理新探
黄廷·闽营人·妈祖文化
从传说到实录——鹿耳门天后宫和祀典大天后宫
神境的再现：以嘉义新港奉天宫为例
近年象山、深圳、澎湖、湄洲祭拜妈祖大型活动调查
南靖县妈祖信仰田野调查报告——以梅林天后宫为例
清代彰化戴潮春事件中的妈祖探析
厦门港朝宗宫乾隆皇帝御赐“恬澜贻贶”匾额之由来
由《类成堂集》看清代湘潭闽商的联合
台南大天后宫早期金属香炉年代与形制源流考
元明时代的天妃画像综考
《弘仁普济天后圣母经忏》的内容及于妈祖信仰的意义
三圣妃信仰与三奶夫人信仰关系试析
妈祖鞋——守护物的演化与文化意涵
一方宋代碑刻的妈祖神像——永宁鳌南天妃宫的调查与思考
民间信仰与地方产业：以台湾新港地区为例
台湾妈祖文化创意观光产业经济价值之研究
促进海峡两岸妈祖文化产业合作发展的政策措施研究
论台湾妈祖信仰的“扩张性”：2009年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实证分析
妈祖文化与产业发展
网络传播学视野下的海峡两岸妈祖网站对比研究
封片卡上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信俗
妈祖文化调适传播刍议
妈祖文化创意与亚太市场开拓
论妈祖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方向——以妈祖文化创意产业为例
莆田妈祖文化旅游地产发展条件及思路研究
档案与文博机构在妈祖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的合作——来自宁波实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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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施琅原是郑成功的部将，后来投降清朝，他对郑成功部队的情况非常熟悉，深知郑成功的部队士
兵大都信仰妈祖，而郑成功推崇玄天上帝是一个重大失误。
于是，为了消灭明郑政权，施琅用尽各种手段，推崇妈祖信仰来压制玄天上帝信仰、瓦解郑氏军心就
是其中之一。
　　康熙四年（1665），清水师提督施琅率水师进攻台湾，因在清水洋遇风，无功而返。
这次失败以后，为了增强清兵在海上的自信心，施琅在福建沿海大力推崇妈祖信仰，祈求妈祖的保佑
。
清福建政府把妈祖作为清军的水上保护神，在沿海各地修建妈祖庙。
施琅编造在平海候风时妈祖赐泉的神话，为统一台湾做舆论准备。
康熙十九年正月，清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率舟师进攻明郑政权在大陆的据点金门、厦门。
郑经以右武卫林升督师抵御，刘国轩部亦自海澄来援，战皆不利，郑经率诸将回台湾。
清军攻占金门、厦门后，万正色上报大捷是因为妈祖转风助战。
闽浙总督姚启圣奏请加封，康熙封妈祖为天上圣母，遣官致祭。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去世，明郑政权内部矛盾斗争，力量更加削弱。
康熙二十二年，内阁学士李光地与闽督姚启圣等上疏保荐时任内大臣的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率兵攻
台。
施琅保举同安总兵吴英、平阳总兵朱天贵，以二人所部船队分任左、右翼进攻澎湖。
此战役施琅统领战船600只进军，其中朱天贵所部战船300只，是全军的主力。
对于清军的进攻，明郑政权积极备战，坚决抵抗。
主将刘国轩已料到施琅攻台必先攻澎湖，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率大军亲赴澎湖指挥作战。
　　清军于六月十四日早晨出发，于十五日下午抵达澎湖列岛的猫屿和花屿。
第二天清晨，清军向澎湖发起攻击。
刘国轩列战舰迎敌。
双方从清晨一直战到了傍晚，清军因主帅负伤，不敢恋战，主动撤出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刘国轩的部将丘辉在海面上与朱天贵相遇。
因丘辉和林应为儿女亲家，而林应和朱天贵也是儿女亲家，又都为明郑的旧日同僚。
有此关系，朱天贵站于坐船尾楼上高声大呼：“亲家！
”丘辉切齿应道：“叛贼！
背义之人，天所不容！
”说罢，即令舵工转舵，发炮，朱天贵猝不及防，被一炮打中，穿肋而死于船中。
　　战后，清军泊于八罩岛，休整五天。
这对清军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六月的台湾海峡，从没有过五天的平静。
飓风一起，巨浪滔天，战船在大海中十分危险。
然而，上苍再一次眷顾了大清，从施琅进军之日起一连十天，海不扬波，风平浪静，施琅水师得以从
容调度。
　　二十一日傍晚，清军开始向澎湖主岛进攻，这时，天边升起一团乌云。
按正常天象，黑云是飓风的前兆。
飓风一刮，清军全都得葬身海底。
突然，一个闷雷从天边响起，雷声响后风云散。
二十二日上午，施琅大军向明郑军发起总攻，双方相遇，清军将士认为天佑其军，士气更加高昂，而
明郑军却觉得天意不在他们这边，未战已怯了三分。
战至下午，大潮来了，浅滩变成了深水，清军士气越发振奋。
明郑军抵挡不住。
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乘船先逃，明郑军顿时崩溃，清军占领了澎湖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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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恶仗，共消灭明郑军一万二千余人，主力部队已经瓦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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