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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阐释妈祖塑像与图像艺术，实证构建妈祖神像
艺术体系——《民间信俗下古代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研究》
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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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蓓蓓教授所著的《民间信俗下古代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研究》，将古代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置于不同民间信仰圈和信

俗活动内做一个全面的关照与研究，通过20余万字的详尽篇幅构建起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的研究体系，在资料运用、理论、方

法等方面均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论著视角鲜明、架构新颖、样本详实、主题聚焦，对于传承弘扬妈祖文化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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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Mazu Statue and Image Art, Empirical
Construction of Mazu Statue Art System: Review of "Research on
Ancient Mazu Statue and Image Art under Folk Beliefs and Customs"

CHANG Zhuo
School of Fashion,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Zhang Beibei's "Research on Ancient Mazu Statue and Image Art under Folk Beliefs and Customs"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ancient Mazu statue and image art within different folk belief circles and customs activities. Through more

than 200 000 words of detailed text, it constructs a research system for Mazu statue and image art, and makes beneficial explorations

and attempts in terms of data application, theory,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This work has a clear perspective, a novel structure,

detailed samples, and a focused theme,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Mazu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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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代以来，妈祖信仰历经千余年发展，形成了极

具民间区域特色的祭祀仪式、故事传说及相关习俗。

“妈祖信俗”是民间信仰妈祖的各种习俗的统称，于

2009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成为中

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从地方性民间信仰发展为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信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在妈祖信俗中诞生的用作敬奉妈

祖的单体塑像和妈祖组合立体塑像，以及妈祖绘画类、

雕版印刷类图像，是妈祖信俗的物化载体，始终传承与

彰显着妈祖这一民间宗教信仰长盛不衰。张蓓蓓教授

所著的《民间信俗下古代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研究》

（文物出版社，2023年 5月出版）是妈祖塑像和图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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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领域的新成果。该论著将古代妈祖塑像和图像

艺术置于不同民间信仰圈和信俗活动内做一个全面的

关照与研究，诚如张朋川先生在序中所言：“专著中对

自古以来妈祖艺术形像的系统性的研究，可谓是千年

妈祖神像的全方位的巡礼。”

《民间信俗下古代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研究》首先

展现了一位学者对史料、实物材料的高度重视和广搜

精求，这亦是该论著的一大亮点。多年来，作者不辞辛

苦，倾力躬行，实地考察了福建、天津、北京、山东、河

南、江苏、浙江、澳门、台湾等地的各大妈祖宫庙，近距

离观摩妈祖祭祀仪式、神像；潜心寻访妈祖文化领域的

民艺学者、工作者，以访谈方式记录鲜活真实的口述史

料；深入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文化馆挖掘了大量妈

祖相关文献、图像，从中提炼出不少珍贵的妈祖文化史

料，诸多一手的图像与文字资料首次向读者呈现。文

献之中旁稽博采，研读之时缜密精细，实证之下科学严

谨。凡此，皆为作者对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的耙梳和

深描夯实了基础。

一、纵横双维度综合研究妈祖塑像艺术

古代妈祖塑像的演变脉络是怎样的？其呈现出怎

样的阶段性特点？相关问题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

视。该论著通过梳理现存各地的妈祖塑像，对古代妈

祖塑像造型艺术进行了历史分期考察，建立起纵向的

妈祖塑像发展序列。古代妈祖塑像造型艺术在宗教艺

术和民间艺术造型的影响下，经历了探索期、繁荣期、

过渡期及多元期四个时期。以不同历史时期为经度，

该论著透过妈祖塑像的姿态、面相、发式、服饰、坐具等

各个具体而微的方面，精准提炼总结了不同历史时期

的妈祖塑像造型特点，展开妈祖塑像造型艺术的纵向

比较。以不同地区为纬度，跨地区、跨文化进行妈祖塑

像艺术的比较，尤其是不同时空下、不同民间信仰圈、

不同信仰行为变迁下妈祖塑像技艺的异同。纵向贯

通，横向关联, 该论著构建起系统完整的研究构架，从

纵横两个维度对妈祖塑像艺术进行综合研究，为读者

还原一个细致入微的妈祖塑像艺术发展脉络。这种研

究范式是行之有效的，当然，其前提是，作者对妈祖塑

像艺术完整且深刻地把握。

二、洞察妈祖塑像制作背后“人-神像-神”的互

动关系

从塑像到神像，妈祖塑像如何超凡入圣，被赋予宗

教层面的神性？作者抓住这一核心问题，从妈祖塑像

的制作过程入手，探究其中的宗教科仪，而这也是以往

学者绝少关注的领域。作者研究发现从材料选用到神

貌完备的整个妈祖塑像的制作过程，始终贯穿着祈求

善福的仪式和习俗，这一过程也是神像匠师工艺技巧

和仪式行为相结合的呈现过程。基于翔实的实物分析

与横向对比，该论著提出标准化的闽台塑像妈祖技艺

为各地区妈祖神像制作提供了范本。闽台塑像妈祖技

艺的标准化体现在其妈祖塑像制作具有约定俗成的比

例关系与量度规律。妈祖塑像的雕作大小须根据文公

尺上所标明的吉数、字义指示，具有统一的度量制。妈

祖塑像融合了佛、道教造像量度比例、规范等仪轨，吸

纳了所处时代盛行的雕刻技法和地方技艺。天津和山

东是妈祖文化北传的两个重要枢纽，该论著以天津泥

塑妈祖技艺与山东铜铸妈祖技艺为考察对象，呈现了

两地妈祖塑像如何在承续闽乡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

上，融入了极具区域特色的民间雕刻技艺，赋予妈祖塑

像以新的风格与活力。民间信俗下的妈祖塑像不仅夹

杂着宗教造像特点及长期积淀形成的匠作习惯，兼具

规范性、自由度及世俗化于一体的匠作特征。以上研

究发现是对妈祖在地化和本土化研究的有益补充，庶

几为妈祖塑像艺术增添了新的注脚。

三、深度释义妈祖图像的视觉隐喻

在妈祖图像艺术方面，作者将研究视点落在了妈

祖平面图像中颇具代表性的“观音妈联”和“妈祖纸马”

之上。两者都是以平面且直观的图像形式表达民众延

神送神、敬神如在的信仰与心理寄托。“观音妈联”是闽

台地区及东南亚华人圈最为常见的用于家宅厅堂或祠

堂的祭祀用版画神像，多为雕版印刷形式，常以观音作

为供奉主神，并与民间诸神祇共同构成多神群像进行

合祀或同祀。信众们何时且缘何将观音、妈祖等原本

属于不同宗教体系的神明叠加组合到同一平面图像之

中？此类多神图像的构成形式与民间其他神像版画之

间的关联以及其隐含的寓意和内涵？带着这样的疑

问，作者首先从“观音妈联”版画神像的缘起中寻找答

案。“观音妈联”作为一种集合式的平面图像形式，其萌

起之源为古代佛教版画，产生之基为民间宗教版画。

家宅合祀神像版画的产生是“观音妈联”图像形成的范

本。基于现存“观音妈联”构成图式的研究，该论著提

出了集合式妈祖图像的三种图式：边角式构图、双层式

构图和多层式构图。作者通过研究认为边角式构图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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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南宋山水画角边构图的遗韵；双层式构图是受到

二合一的木质雕版合成方式的影响而形成；多层式构

图则是民间多神信仰的集中体现。闽台地区较为常见

的“观音妈联”在神像图式的组成和样式方面对江南及

其他地区的神像版画作了不同程度地模仿与借鉴，并

结合所处地域的审美、民间信仰、民众家庭不同的需求

进行的重组与新创，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多神集合

式的妈祖平面图像艺术。

与可长期悬挂供奉的版画神像“观音妈联”有所不

同的是，妈祖纸马集纸钱、甲马和神像于一体，通常在

祭祀仪式完成后加以焚烧，以送神升腾而去。作者研

究发现作为市场流通的商品，祭祀后随即焚烧、随身携

带的妈祖纸马以及奉祀于家宅神桌的妈祖纸马，在用

纸方面略存差异，大小纸幅也根据地缘因素和用途等

而不一，但纸质的选择总体相较观音妈联而言显得较

为粗陋，价格也较低廉。作为民间的一种创作品，妈祖

纸马的雕作印刷匠师们竭尽所能、巧思妙想地将现实

庙宇祭祀场景，通过艺术创作手法和精湛的手工技术

淋漓尽致地反映于方寸之间，通过不同形式的图像组

合形式，尽可能地多元化彰显民间信仰地域特色和民

间神祇的职能，并沿用和参照了同时期其他神祇纸马

的表现形式，出现了同质化现象。论著以“观音妈联”

和“妈祖纸马”为考察中心，对其视觉隐喻的独到解读，

是以图像学分析妈祖图像艺术而提出的学术新见，诠

释功夫颇具力道，足见作者通宏洞微的研究功力。

四、考辨妈祖的三大典型形像

妈祖自诞生以来历经由凡至圣的转变，又因屡次

显圣庇佑获官方册封，其身份与形象不断发生着演

变。随着妈祖在不同地区的传播与演进，以及不同形

式的在地化融入与发展，留存下形态各异、风格多元的

妈祖形像。由此，作者提出了“妈祖形象”与“妈祖形

像”之辨。“妈祖形象”反映了人们通过知觉所形成的对

于妈祖的整体印象，在历史上经历了巫女—夫人—天

妃—天后的演变过程。有别于“妈祖形象”，“妈祖形

像”已然演变成为历史积淀下来的某种意象式的文化

符号。长期以来，“妈祖形像”的多元性、模糊性，造成

了信众群在印象和认知上莫衷一是，在辨别妈祖时往

往需要借助其配祀或坐骑进行判断，而非通过其形貌

特征。尤其是现代妈祖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在广告

宣传、文创产品中的妈祖图像及塑像谬误百出或似是

而非，造成众人对妈祖文化和妈祖形像的曲解。基于

此，《民间信俗下古代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研究》将“妈

祖形像”视为民间宗教艺术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视觉

符号，总结了图像和塑像中妈祖的三大形像：初始形

像、转型形像及典型形像。妈祖的初始形像是以民间

妇女形像为原型, 发髻、衣式乃至整个形貌均以质朴简

单为主，突出了妈祖神像的世俗性与理想性。妈祖的

转型形像适应于妈祖神格地位的提高，从原有高髻慈

目、手无法器的夫人形像转向“青圭蔽朱旒”的官貌形

像。妈祖的典型形像兼具了民间影响力较大的女性神

灵的共性特征，是能够凸显妈祖富有魅力的性格特征

的一种民间宗教形像。各时期的妈祖形像皆是世俗服

制、神话传说、文化特性融合的产物。该论著对“妈祖

形像”的系统梳理与合理剖析，有助于在民间妈祖信俗

及其文化传播中竖立一套完整且正确的显性识别之特

征，更好地传承与弘扬妈祖文化。

五、探究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原型符号的建构

之道

基于对妈祖形象的阐释，该论著在民间信俗视野

下提出妈祖艺术原型符号的建构之基和建构之道。妈

祖原型符号的建构是指在众多图像和塑像中提炼典型

的妈祖形像，以视觉符号的呈现方式，传递妈祖文化的

精髓。该论著明确梳理出妈祖神像的艺术符号和妈祖

神像艺术中的符号，提升妈祖形像的视觉辨识度，为信

众提供一套完整且正确的显性识别之特征。作者认为

妈祖原型艺术符号所透射的文化和象征意蕴，远远超

过具象化、形态化的妈祖神像本身，是民族内部文化身

份认同和妈祖文化传播与辐射的一种重要形式载体。

妈祖图像和塑像作为妈祖文化的物质载体，其艺术原

型符号的正确建构、现代呈现及合理传播，才能有效地

传承与保护妈祖信俗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民族

文化认同提升民众的文化自觉，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实

现民族文化自强，增进海峡两岸及全世界华人华侨的

认同感与归属感。作者对妈祖原型艺术符号的提炼，

是综合运用艺术符号学理论对妈祖形像意喻及象征意

义的有力阐释，有助于妈祖塑像和图像作为有形文化

遗产的保护，推动了妈祖信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进一步弘扬与发展。

六、结语

从显性特征到隐性意象，在作者对古代妈祖塑像

和图像艺术的追本溯源、抽丝剥茧之下，细微之处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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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民间信俗下古代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研究》对照

古代妈祖形像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艺术形式的多

层次互动考察，通过20余万字的详尽篇幅构建起妈祖

塑像和图像艺术的研究体系，在资料运用、理论、方法

等方面均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广博的文献资料收

集，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深入的一线田野考察，扎实

的实证材料基础，罕譬而喻的叙述方式，该论著对专业

研究者、从业人员和大众读者均具有较高的学习利用

价值，同时为宗教学科教育、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参

考。基于该论著的研究，我们得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到，

古代妈祖图像和塑像的发展演进过程亦是多元文化、

地方力量和国家政治对其不断加以形塑与建构的过

程。古代妈祖图像和塑像艺术的广泛传播不仅推动海

内外树立起妈祖这一共同信仰，亦反映了不同文化体

对中华文化体系的认同与融入，彰显出中华民族的文

化认同。妈祖原型艺术符号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精髓，其所具有的全球文化共性，正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强大生命力、感召力与凝聚力的深刻体现，将成为

中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一环，推动全球文明互鉴、

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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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系则尤为重要。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采用倒计时来演绎中国二十四节气，开幕式倒计时“归

零”到节气之首的立春，正值开幕式就是立春之日。二

十四节气是世界上最有诗意的历法，也是中国古人对

千年农耕文化的智慧总结。将二十四节气的古诗文、

时令意象和华夏的魅丽风光与冰雪健儿的运动场景相

互融合，古老的中国节气文化和东方美学展现了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以跨时间、跨时空、跨媒

介的精彩演绎，弘扬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活化，向世界展

示中华璀璨的文明。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篇章，带动多元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走向世界。

四、结语

世界的竞争态势转为经济+科技+文化的综合发

展，文化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最大引擎。“新文创”的文

化形态展现了中国形象的时代形塑，一方面，“新文创”

借助数字人文的内容生产和文化价值，形成以数字人

文的时空数据建构为特性，以人文学科的可阅读、可操

作、可分析的规模化、标准化为形式，兼具设计学科的

以艺术的可观赏、可倾听、可感触的美学形态而存在；

另一方面，“新文创”呈现出跨媒介、跨时空、跨文化的

数字化的多维转译和开放性、互动性和未来性的态

势。聚焦“文化+文娱+文旅+文创”的多样化文化消费

场景，推出多维性与多元化的数字商业模式。中国需

要更多优质的“新文创”为践行文化软实力而助力，提

升中国“新文创”的传承发展与原创表达，把设计的目

光投向世界，敏锐地洞察与引领国际文化进步的趋势，

以“科技+文化+艺术+设计”的数字化创新运用手段，

以含蕴东方美学的“中国基因”，以开放的姿态和海纳

百川的宽阔胸襟吸纳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以博大的

国际视野、深邃的文化胸怀和自信的文化态度，营造具

备全球传播力的中国文化形象。

参考文献

[1] 周向军.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三维探析[J].

学术交流，2023（9）：5-19.

[2] 莎拉·肯德戴，尹倩. 数字文化遗产中的具身化、缠绕性

与沉浸式[J]. 文化艺术研究，2021，14（3）：95-110.

[3] 沈艾雯. 文化转译视域下的国产系列动画创新设计研

究——以《中国奇谭》为例[J]. 工业工程设计，2023，5

（5）：25-31.

[4] 李超德. 设计学学科属性应该回归设计真相[J]. 工业工

程设计，2022，4（1）：1-6.

[5]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蒲隆，赵一凡，任

晓晋，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 埃里克·麦克卢，弗兰克·秦格. 麦克卢汉精粹[M]. 何道

宽，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 范周. 从“泛娱乐”到“新文创”“新文创”到底新在哪

里——文创产业路在何方?[J]. 人民论坛，2018（22）：

125-127.

责任编辑：陈作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