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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是妈祖真人真迹的“传续”，因此作为此衬，对《勅封天后志》的神化持批判态度。
它载述宋到清各个封建王朝“勅封”林默为“天妃”、“天后”的名号，那都是神名，且都发生在林
默逝世之后。
这完全符合封建统治阶段的需要。
各个封建王朝心有灵犀，各种诏书、祭文，全不用“妈祖”这个尊称；连该《志》在封建社会的局限
下，也不敢以“妈祖”美名雅号称誉林默。
显然，早在封建时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表示神名的“天后”、“天妃”与表示民间圣贤的妈
祖，就不能等同了。
    据本人浅薄与粗疏的看法，在研究和评价妈祖和妈祖文化方面，还多为一家之言，特别是妈祖安息
地问题，妈祖名位问题，有关古建筑的内涵和外延问题，都还没有深入探讨和推定。
因而自序，蓑为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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