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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闽台妈祖宫庙装饰包括宫庙建筑内外的装饰和宫庙整体环境的装饰。闽台妈祖宫庙建筑装饰主要有木 

雕、石雕、砖雕、泥塑、剪瓷雕、交趾陶、水车垛、绘画、书法匾额等工艺技法。妈祖宫庙建筑还有牌楼、戏台、影壁、碑 

铭、须弥座、藻井等装饰，其中也包括了色彩的装饰，妈祖宫庙建筑装饰具有一定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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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宫庙建筑装饰艺术是妈祖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闽台妈祖宫庙建筑装饰题材 丰富，表现形式 

有其独特鲜明之处 。国内少有针对此课 题的研究 ， 

因而 ，对妈祖宫庙建筑装饰 的梳理和探究 ，具有一定 

的价值 。 

明清 “三教合一”的“三一教”对 闽台妈祖宫庙 

建筑装饰具有一定 的影 响 ，本文试从闽 台妈祖宫庙 

建筑的基本形态布局人手 ，着重阐述妈祖宫庙建筑 

内#1-观及小品的装饰 、不 同工艺、色彩 的装 饰运用 ， 

进而探析闽台妈祖宫庙建筑装饰 的精神内涵 。 

一

、闽 台妈祖 宫庙 建 筑 的基本 形态 布 局 融入 “三 

一 教 ”文化 理 念 

我 国是具悠久历史 的文 明古 国，宗教文化是我 

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信仰 的诞生是时 

代精神文明高度成熟 的标志。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 

生长的儒、道、释三教合一思想 ，在 明清之际 ，已成一 

种极盛的社 会思潮 。在 明中叶王守仁 “阳明心学 ” 

的影响下 ，明代后期 ，福建莆 田出现了林 兆恩 (号龙 

江)创立的以“道释归儒 ，儒归孔子”为教 旨的“三一 

教 ”，即儒 、道 、释归 于一 。林 兆 恩认 为 ，三 教 不 但 同 

源，其所包含的内容也基本上相同，且在各个方面都 

不存在严格的差别 和距离 。三教合 一论 是 以“心身 

性命之学”为基础 ，以儒家的纲常礼教为“立本 ”，以 

道教的修身炼 性 为 “入 门”，以佛教 的虚 空本 体为 

“极则”，以世间法与 出世 法一体化为立身处世的准 

则 ，以归儒崇孔为宗 旨的三教 同归于“心”的思想体 

系。⋯在这种社会思潮背景下 ，以宗庙为先的传统文 

化中，服务于精神方 面的妈祖宫庙建筑及其装饰是 

妈祖信徒最虔诚 的奉献 ，也是妈祖信众精神生活 的 

重要 支 柱 。 

闽台妈祖宫庙 建筑大多是 以土、木、砖、瓦 为主 

要建材 ，从外观看 ，妈祖宫庙建筑都有屋顶 (上 )、基 

座(下 )、柱子 (中)及 门窗和墙 面三部分组成 ，以木 

构架为主要结构体系的妈祖宫庙建筑 ，内部基本上 

是由立柱、横梁和顺檩等构件组成 ，各构件之间的节 

点用榫卯结合构成富有弹性 的框架 ，其基本形态远 

望如伞如盖 ，大屋顶 、小屋身的构造使 占据较大体量 

的屋顶显得很突出(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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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龙岩湄洲别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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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妈祖宫庙建筑大多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 的 

总体布局——对称齐整、主次分明，有一条明显的中 

轴线 ，在 中轴线上以院落为中心 ，两旁布置陪衬的建 

筑物，房屋包 围着院落 ，以房廊为过渡空 间 ，融室 内 

#I-空 间为一体。这种 内向层次型的建筑空间模式受 

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大 ，体现 了妈 祖信众 封 闭严谨 的 

内敛含蓄之气质 。不过 ，闽台妈祖的园林建筑 布局 

则 自由灵活 ，往 往按 照 山JII形 势 、地 理 环境 和 自然条 

件等因地制宜 ，灵活布局 ，凡位于山脚、河海边者 ，总 

是背山迎水而建 ，并根据 山势地形 ，层层 上筑 ，极力 

追 求 自然情 调 ，这 一 点 颇受 道 家 思 想 的 浸 染 。这 种 

建筑格局也反映出妈祖宫庙建筑 中人类调节人与 自 

然关系的情感 和理想 的外化形式 ，也是妈祖 民众集 

体智慧的结晶。 

二 、闽 台妈祖 宫庙 建 筑装饰 艺 术 

(一 )闽 台妈 祖 宫庙 建筑 内外观 及 小 品 的装饰 

1．闽 台妈 祖 宫庙建 筑 内外观 及 小 品 的装 饰 

闽 台妈祖 宫 庙 建 筑 最 为 突 出 的是 屋 顶 ，屋 顶 的 

装 饰 主要 在 于屋 脊 、檐 口与檐 角 ，常极 尽 铺 张地 装 饰 

以琉璃或陶制的人、祥禽瑞兽和各种水族 动物等 ；曲 

线飞 扬 、燕尾 高 挑 ，重 于 装饰 的闽 台妈 祖 官 庙 屋顶 甚 

至还有 的在 屋面雕 塑妈祖 及其 陪神 的神 像 (如 图 

2)，以显示妈祖海神地位的神圣。 

图2 台湾后盾龙凤宫 

在 闽台妈祖宫庙建筑中，屋架的装饰主要是梁 、 

斗拱与雀替 ，梁柱、枋额多 以彩绘来装饰 (如 图 3)。 

能工巧匠们几乎都能将 由众多点、线 、面组合成高低 

错落、各具形态 的建筑构架 (如裸露的梁、柱 、枋 、檩 、 

椽等)做为独立 的装饰对象 ，其中斗拱、垂花柱、妈祖 

及其陪神 的神像 、神龛、神案供桌等 ，成为各种精巧 

装饰的落脚点 ，通常以粉刷 、打磨、拼贴 、髹漆 、镌刻 、 

彩绘 、雕 塑等 手法 加 以装 饰 。闽 台妈 祖 宫 庙 屋 身 较 

为重视门、窗的装饰 ，门、窗多用拼装雕刻 的装饰 方 

式 ，台础部分则侧重于柱础、台阶的装饰 。另#I-，栏 

杆、影壁 、墙等处也是装饰 的重 点，墙面一般多 以彩 

绘 、镌 镂 、雕磨 的 手法来 处 理 。 

图3 惠安沙格天后宫木构架 

闽台妈祖宫庙 建筑 的小 品装饰有 ：平面造型 的 

木刻版画 、刺绣 、民间绘画、书法匾额等 ；立体造型的 

木雕、石雕 、泥塑和纸塑的神像、神龛 、屏 风等 ；综合 

造型的仪仗道具、妈祖帽、妈祖花、妈祖鞋等。另外 ， 

闽台妈祖官庙建筑 的外部环境 除了顺 应地形 、绿 化 

等 自然环境 ，还将香炉 、牌坊 、戏 台、照壁、碑铭 、须弥 

座、藻井等也做为宫庙建筑装饰的小 品物件 ，以达到 

人 为与 自然 的协 调 。 

2．闽台妈祖 宫庙建筑装饰 中的吉祥观念 

闽台文化同根同源 ，民间的吉祥观念亦然 。妈 

祖宫庙建筑装饰 内#I-观及小品的装饰如神像、神龛、 

屏风、仪仗道具 、帐幔 桌帷、服装首 饰、绣花织锦 、拜 

椅 团垫 、砖雕瓷绘、石刻布玩等等 ，都 含有丰富多彩 

的吉祥 图案 ，这些吉祥 图案都是妈祖 民间吉祥观念 

的表现形式 ，民间工 匠常用谐音表意和象征性手法 ， 

在作品中寄托吉祥的寓意。 

妈祖宫庙 中常见 的吉祥 图案有 ：龙 、凤 、虎、麒 

麟 、狮 、蝙 蝠 、鹤 、鹿 、蝶 、鱼 、龟 、梅 、兰 、竹 、菊 、松 、吉 

祥草 、灵芝 、柿 、牡丹、荷花、以及八仙 、和合 、门神 、二 

十四孝、刘海等等。形形色色 的吉祥 图案 出 自于各 

种装 饰 的需 要 ，本 着 美善 相兼 的原 则 ，经 过 民 间艺 人 

千百年来 的传承 ，既深深包含 了妈祖 民众朴 素的纳 

吉观念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同时也 以其饱 满 的构 

图，鲜明的色彩 ，吉庆的情调表达了闽台妈祖信仰浓 

厚 的地 域 文化 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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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闽台妈祖 宫庙建 筑装 饰 工 艺 

闽台妈 祖宫庙 建筑装饰 主要有 木雕、石雕、砖 

雕 、泥 塑 、交趾 陶、水 车垛 、剪 瓷雕 、彩 绘 、刺 绣 等 

工 艺 。 

木雕和石雕在妈祖宫庙建筑装饰 中常用来雕饰 

妈祖及其陪神 的神像 ，也 常用于雕饰妈 祖宫庙建筑 

中的梁拱 、椽头、门窗、屏 风、垂花柱及 隔扇等，手法 

大致有圆雕、透雕 、浮雕 和平雕。一般 以民间传说、 

戏曲人物故事配 以祥瑞动物和灵芝如意等吉祥纹样 

为多见。如漳浦的宫前天后宫 、泉州天后宫、惠安沙 

格天后官、台湾大 甲镇澜宫和后厝龙凤官等等 的梁 

枋 、雀替等构件上 的雕饰精细得近于繁琐 ，层次丰富 

且对 比强烈。还有多层镂空木透雕技法大多运用在 

祭祀场所 的器物 ，如妈 祖的神龛、神舆 、香亭 和果盒 

等等 。 

砖雕 以其坚 固耐用和相对简易 的制 作工艺 ，一 

般用于妈祖宫庙建筑如牌楼、花窗、影壁、山墙 、墙檐 

与屋脊等外墙的装饰 ，其中有表现现实生活中游赏、 

对弈 、雅集 等文人活动和 田园生活 。而人物故事或 

出于经史 ，或取材于地方戏 曲。如闽南 风格 的妈祖 

宫庙建筑装饰 中，采用红砖墙拼花 ，其六角形寓意长 

寿，八角形寓意吉祥 ，圆形寓意 圆满 ，钱币形寓意富 

贵等 。经此拼砌而成 的各种 图案 ，为妈 祖宫庙建筑 

增添 了众彩纷呈的气氛 ，达到了令人 赏心悦 目的装 

饰 效 果 。 

泥塑也称灰塑或彩塑 ，在妈祖 宫庙建筑装饰 中 

主要 表 现在 板 瓦 、筒 瓦 、勾 头 、滴水 、脊 吻兽 以及 屋 脊 

上 的仙人 、走兽和各种脊饰上 ，多数为纳祥祈福题材 

(如 图 4)。交趾 陶是一种上釉人窑烧制 、色彩丰富 

图4 福州台江天后宫 

细 腻 的 陶艺 。 因它 的硬度 不够 ，易 断裂 ，为 了避 免遭 

碰撞 ，嵌瓷与交趾 陶大都安置在 较高 的墙垛 、水 车 

垛 、墀 头 、山墙 鹅 头 、鸟 踏 、规 带 以 及 屋 脊 上 ，在 妈 祖 

宫庙建筑人 口正面墙上也有安置交趾陶的。 

呈水平 带状 的水 车垛具有墙 头收边、止水 、悬 

挑 、压瓦的功能 ，分为垛头和垛仁。垛头的图案多螭 

龙 、蝴蝶 、蝙蝠或云雷纹 ，线条极为精 细；垛仁是装饰 

的主体 ，布置山水 、花 鸟、人 物、亭台、楼 阁、博古 等。 

水车垛还使墙体有顶 ，成为墙的边缘 ，其上通常可衔 

接瓦片或梁柱结构。最典型的部位是歇山式重檐顶 

的博脊 ，如腰带一样环绕下檐瓦顶一圈 ，其作用如 同 

屋脊 。 

妈祖宫庙建筑的粱枋 、柱头、门窗 、雀替、斗拱 、 

墙壁 、藻井等 的彩绘除了装饰 的意义之外还有保 护 

建筑构件 的作用 ，也有的绘于宫庙 的墙壁之上。彩 

绘的内容既有历史人物故事 ，也有 山水花 鸟的博 古 

吉祥 装饰 纹 样 ，还 有 充 满 民俗 情 趣 的渔 樵 、耕 读 等 。 

刺绣主要应用于妈祖神像的服饰、鞋帽 ，以及祭祀场 

所 的道旗 、令旗、香亭 、銮驾 、凤辇 、障扇、幢幡、凉伞 、 

帐幔 、桌帷、蒲团等布什物上，一般 以民俗 和戏 曲故 

事为题材 ，其造型质朴 大方 ，色彩鲜艳 ，富有喜庆 的 

气氛 。 

剪瓷雕是闽台妈祖宫庙建筑装饰 的精萃 ，闽台 

众多妈祖宫庙屋脊上腾空盘旋的二龙抢珠 ，生 动的 

戏剧人物以及珍禽异兽 的剪瓷雕 ，其造 型生动且 色 

彩艳丽(如图 5)。剪瓷雕 的材料主要选用五颜六色 

的碗 、盘 、壶 等瓷 器 ，按 照需 要 用 木 锤 、钳 子 、砂 轮 等 

工具敲、剪、磨成形状大小不等的瓷片 ，巧妙地制 成 

各 种 形 状 ，然 后 用 糖 水灰 按 造 型 需要 镶 贴 而 成 。按 

图5 大甲镇澜宫庙顶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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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观近 看 的需求 分 别应 用平 雕 、叠雕 、浮 雕 和 圆雕等 

工艺 ，其 中室外屋顶剪瓷雕装饰多位 于正脊、垂脊 、 

脊檐角等部位 ；室 内剪 瓷雕装饰 多应 用 于墙 面、照 

壁 、壁 画等 。 

剪瓷雕融合了绘画、雕塑等创作技法 ，作 品既有 

绘 画色彩 的生动性 ，又有雕塑 的立 体感 ，能层次 分 

明 、形 态逼 真 地表 现 出古装 人 物 的神 情 动 态 ，花 卉 植 

物的千姿百态 ，飞禽走兽的轻盈矫健。 

福建和台湾诸 多的妈祖宫庙如泉 州天后官 、沙 

格天后宫 、大甲镇澜宫 以及 台湾后厝 龙凤宫等等的 

屋顶装饰 ，是 闽 台妈祖 宫庙 建 筑装 饰艺 术 的一 大 

特色 。 

(三 )闽 台妈 祖 宫庙 建筑 装饰 色彩 

在传统的色彩观念里 ，红色 给人 以积极热烈 的 

视 觉感 受 ，同 时也 象 征 着 吉 祥 和 喜 庆 。黄 色 给人 以 

光明、轻快的感觉 ，在建筑 中与红色搭 配 ，更显得庄 

严、肃穆和神圣。 

闽台妈祖宫庙 的匠师在装饰 中善于使用色彩 ， 

象征喜庆、吉祥 、兴 旺的红、黄色应用广 泛 ，如瓦顶、 

瓦筒、屋脊、梁枋柱子 、宫庙地面的地砖 ，等 皆以其吉 

祥 、喜庆的寓意营造了宫庙信仰 的氛围。当然 ，除了 

红 色 和黄 色 ，还 有 蓝 色 、绿 色 、橙 色 也 常 见 于妈 祖 宫 

庙建筑 的装饰上 ，使建筑上 的彩色 图案显得更加 活 

泼 ，增强了妈祖宫庙建筑装饰 的效果 。“红红绿绿 ， 

图个吉利”，在闽台妈祖宫庙建筑装饰 中，许多壁画 

以红 、蓝 、绿 、黑 、赭 为基 调 ，大红 大 绿 色彩 的铺 陈 ，润 

饰 了平 日沉寂 的生 活 。 

金宇楼阁是妈祖 民众对 神仙境界 的浪漫想象 ， 

泼辣热烈的剪瓷雕色彩往往为富丽堂皇的闽台妈祖 

宫庙增色不少。红、黄、蓝、绿 、白、紫是 常见的瓷片 

颜色 ，以大红 、青绿为主色 ，常用古黄 、浅黄、红豆紫、 

海碧 、宝蓝、浓绿、胭脂红等为辅色 ，白色既是轮廓线 

也是衬托其他诸色的分界线 ，偶尔也用炫 目的金色， 

每一种浓淡深浅的釉色变化 ，极富装饰效果 。各种 

彩绘泥塑的人物、花鸟及山水图案 ，无不 以其缤纷艳 

丽 的色 彩令 人 叹为观 止 。 

为 了使建筑 的色彩与 自然环境相调 和 ，闽西妈 

祖宫庙 建筑使用 的色彩 相对而 言 比较 素雅—— 自 

墙 、灰瓦和栗、黑 、墨绿等色 的梁柱 ，其 中栗色、黑色 

则 象 征沉静 、幽深 ，给人 以优 雅 、平 静 之 感 ；白色乃 清 

净菩提之心，灰色象征平和质朴 ，墨绿则象征生命。 

如永定西陂天后宫、龙岩赤水天后宫等妈祖宫庙 的 

建 筑 色彩 与 周 边 自然 环 境 十 分 协 调 ，形 成 秀 丽 、简 

朴 、淡雅的格调 ，同时 ，黑瓦 白墙在诸多 的妈祖建筑 

形象中 ，给人们 以不同的审美感受 。 

三 、闽 台妈 祖 宫庙建 筑装 饰 的精神 内涵 

妈祖信仰为善男信女们开拓生活 的空间提供强 

大的精神支柱。闽台地处祖 国的东南沿海 ，古代在 

惊涛骇浪中求生存的航海者和渔 民，随时都会面临 

生命 的危险 ，妈祖信仰能给他们一种超 自然 的力量 ， 

引领 他们 战胜 困难 的智 慧和 勇气 ，从 而 化 险为 夷 ，平 

安,／-3E返于大海上。妈祖信仰所提供给民众的精神支 

柱是一种非科学 的世 界观 ，但其客观上所起到 的作 

用却是不可低估的。闽台妈祖宫庙建筑装饰融传统 

的儒道释文化观念于一体 ，也是受 当时流传极盛 的 

“三一教”的影响。民间艺术贯穿于 民俗活动 中，是 

一 种有形 的文化 ，具体化 的民俗具有艺术 的一般功 

能 ，而 且 具 有 高 扬 民 俗 功 能 的 社 会 意 义 和 文 化 

价值 。 

(一 )闽 台妈祖 宫 庙 建 筑装 饰 融 “三 一教 ”文4t5 

观 念  

自古 以来 ，闽台民间信仰特别发达 ，该地区有林 

立的宫庙 和成百上千的神灵 ，闽越族 “好巫善鬼”的 

传统与频繁的宗教活动和众多的信徒共 同构成 了闽 

台民间信仰的基本内容 。福建莆田供神祀神的风俗 

至今 仍 十分 兴盛 ，有 时甚 至 可 以将 妈 祖 与 东 厨 司命 

共同贴在灶头上一并供奉。-3 妈祖信仰 的多 面性 和 

复杂性是中国学术思想和宗教文化多元互化发展的 

结果 。 

民间信仰多神融合的特征 ，与 中国传统文化 中 

“厚德载物 ”、“三教和一 ”的思想 是一致 的。_4 明清 

之际的中国社会 已处于封建制度 的后期 ，并 呈衰败 

之趋势 ，但儒道释三教仍然是 当时思 想文化 的三大 

支柱。明末清初 的“三一教”是 地方性 的民间宗教 ， 

其创始人林兆恩先在兴化府传教 ，它最初 流行于莆 

仙方言 区，即莆 田、仙游两县境 内以及惠安县 、福清 

县部分地方 ，尔后全盛 时曾流行 闽、赣 、浙、鄂、皖、 

京 、豫 、陕 、鲁等 地 。 由 于 当时 林 兆 恩 提 出 了 简 单 易 

行 的在家修行法 ，主张僧尼、道士均可婚嫁 ，不可信 

教废业 ，都应从事生产劳动 ；宣扬中国传统的纲常礼 

教 ，劝人勤业行善 ，要求教徒以身作则 ，反对邪恶 ，身 

体力行 ，因此 ，受到广大 民众 的拥戴 ，入教者遍布城 

乡许多地方。近代随着海外移 民的足迹 ，流行 于东 

南亚及我 国的台湾省 ，并 辗转传 人欧 美。可 以说 ， 

“三一 教 ”是一 种影 响力 很 大 的 民 间宗 教 ，它 具 备 全 

国性宗教的一般特征 ，也有许多与儒 、道、释相似 的 

基本 要 素 。四百 五十 多年来 ，林兆 恩 先 生 的 思想 、观 

念 、精 神 和三 教合 一教 旨，逐 渐渗 透 到 人们 的 日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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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中 ，并形 成一 种独 特 的意识 形 态 。 J 

“三一教”的发祥地是莆 田，莆 田也是妈祖 的故 

乡 ，而台湾 的妈 祖又是从 莆 田湄洲分 灵过去 的，因 

此 ，闽台妈祖宫庙 建筑装饰也 不可避 免地受 “三一 

教”文化的影响。“厚德载物”的精神培育了中华 民 

族效法大地 、德载万物的宽容性 ，这种精神在宗教信 

仰上的表现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闽台民间所奉祭的 

神灵十分复杂 ，既有 闽越族与其他土著 民族残存下 

来 的鬼神崇拜 ，又有从 中原传人 的汉 民族所奉祭 的 

各种神灵 ，还有从印度、中东 、欧洲、日本等地传人 的 

神灵崇拜。【6 在闽台妈祖宫庙 的装饰 中，不 同宗教 的 

神明被供奉在妈祖庙里 ，和睦地共享人间烟火。 

闽台妈祖宫庙屋顶 的装饰 一般 以妈祖 的故事、 

八仙闹东海等为题材 ，更有龙 、凤 、狮、象等飞鸟走兽 

的题材 ，龙凤呈 祥 ，狮 、象 分别 为百兽 之王、南越大 

兽 ，二者在佛教中分别是文殊和普贤菩萨的坐骑 ，在 

道教中则象征着吉祥太平。如泉州天后宫 (如图 6) 

戏 台斗八 形 藻井 ，其上 雕 刻人 物 与八 卦 阴阳 图等 ；福 

建长乐西关天后 宫的藻井 ，以传统 的木作工艺层层 

叠架起精巧的穹隆结构 ，藻井 中央描画着太极 图即 

八 卦 和阴 阳鱼 图形 ；台湾 北港 朝 天 宫 的圆形 藻 井 ，左 

右两旁另设长方形藻井各一 ，所有长方形藻井和 圆 

形藻井里的妈祖神像 ，及圆形藻井 四方角落 的八只 

祥鹤 ，加上中央顶部 的蟠 龙 ，都被贴上真 金箔 ，极尽 

精巧和富丽堂皇之能事 ，令人叹为观止。 

图6 泉州天后宫藻井 

闽台妈祖宫庙建筑屋顶形制的运用是伦理社会 

理性精神的体现 ，不露声色地述说着礼制规范 的内 

涵 ，凝重 端 正 的 中原 文 化 和 超 逸 灵 秀 的南 方 文 化 无 

不彰显抒发在闽台妈祖宫庙建筑 的屋顶上 。闽台妈 

祖 宫庙 的屋 顶 曲线 弧 度 越 大 ，飞 檐 翘 角 越 加 显 得 灵 

秀而生动，大有凌空待飞的动势 ；色彩也随着造型 的 

繁复热闹越加地丰富多样。此乃妈祖宫庙建筑装饰 

中“三一教 ”文化特色观念的互渗融合体现之一。 

(二 )闽台妈祖 宫庙建 筑装 饰 的功 能 

闽台妈祖宫庙 建筑装饰 中往往集实用、审美 和 

教 化 于一 体 ，宫庙 壁 画是 一 部 融 民 间 审美 和 民 间信 

仰 的时代产物 ，蕴含 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建 

筑装饰 的因素总是在潜移默化 中渲染着妈祖宫庙庄 

严肃穆 的神性光辉 ，它们倾注 了信仰者炽烈而纯朴 

的情感 ，是妈祖信众 审美 趣味的集 中体现。在 民间 

文化观念 中，善 的观念也就是美 的观念 ⋯⋯即审美 

意识与功利意识 是交 织融合混沌统一 的。L7 如在 闽 

台妈祖宫庙建筑 中，立柱 的高度往往是从 中间向外 

逐渐加高 ，柱头呈现出外高内低稳定且优美的形式 ， 

使屋顶呈现出或陡急或舒缓的屋 面 曲线 ，把实用与 

美观恰 当地结合起来 ；又如妈祖宫庙 的屋顶脊饰 和 

梁 柱 的装饰 ，远 看 流 光 溢 彩 ，绚 烂 多 姿 ，近 看 内涵 丰 

富 ，生动精妙。许多结构、材料 和色彩 的运用 ，把造 

型、意境 和祈愿汇总于此 ，从形的繁复多变到色的斑 

斓多彩 ，妈祖宫庙的匠师借助营建宫庙之际，将神话 

传说和戏曲人物及 自然景物组成 的纹饰 图案装饰在 

屋顶上 ，使闽台妈祖宫庙建筑 的装饰淋漓尽 致地幻 

化着浪漫而神秘 的意象 ，美化着妈祖宫庙的建筑 ，使 

之更富有视觉的审美性。 

不 管是 表现 生 活世界 的伦理 道德 反 映“尚中道 ， 

贵和谐”，或是倡导向上、刚健有为的思想观念 ，民间 

美术 都 以其 特 有 的方 式 将 其 表 现 出来 。-8 在 闽 台 妈 

祖宫庙建筑装饰 中，壁画 是建筑 空间构成不 可或缺 

的一个因素 ，它使妈祖宫庙建筑的精神 内涵 、实用价 

值及其品位得以最大程度的提升。出于质朴 的思想 

感情和审美需求 ，在世代相传 中，民间工匠们融合了 

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 ，加进许多 自身的见解和期望 ， 

使简练生动的人物造型、充实饱满的构图、红绿青蓝 

色彩的铺陈营造 出妈祖宫庙神圣 的氛 围，对妈祖信 

仰 的道德 教 化起 着强 化 和补充 作 用 。 闽台妈 祖 信众 

把 妈祖 宫 庙 的屋 顶 当成 了诠 释 教 义 的戏 台 ，或 纵 情 

演绎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忠孝节义和金戈铁马的 

故事 ；或倾心幻化 出佛境仙界 ，龙飞凤舞、天衣飞扬 

和仙乐飘飘的奇境 。妈祖宫庙建筑的装饰一般都 由 

信徒许愿望、积功德 ，出资捐献 ，这样 ，他们心里就会 

多一层保障，多一份安慰 ，认为冥冥之中的妈祖神灵 

一 定会保佑 自己，这也是对妈祖信众现实生活 的一 

种 补偿 。 

四 、结 语 

闽台妈祖宫庙建筑装饰是妈祖信众集体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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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物 ，是他们向妈祖神灵苦心祝祷祈愿 ，获得心灵 

慰藉的手段之一。其 中精致多彩的建筑装饰 与“尚 

鬼好巫”的闽台传统文化精神相吻合 ，散发着浓郁 的 

审美情趣和缜密的装 饰特色，是妈祖文化的重要载 

体之一。闽台妈祖官庙建筑装饰把妈祖 民众们淳朴 

浪漫 的情怀毫无掩饰地加 以宣泄释放 ，它犹如一 曲 

浓情厚意 的音乐 ，寄托着信众对妈祖神灵无限虔 诚 

的心 愿 ，对 美 好理 想 的向往 和追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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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of Fujian and Taiwan Ma Zu Temple 

KE Li—hong 

(Art Department ofMinjiang h ，Fuzhou Fufian 350108) 

Abstract：Fuiian and Taiwan Ma Zu Temple’s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includes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and 

extends to the buildings surroundings．There are mainly carvings of woods& stones& bricks，clay sculpture，porce— 

lain carving，infrequent pottery，art of architecture，excellent painting，calligraphy etc． Ma Zu Temple is also buih 

with its ancient ceremonial arches，stages，screens，inscriptions，Xu Mizuo，caisson and color decoration． Ma Zu 

Temple’S decoration has certain spiritual intension． 

Key words：temple；decoration；in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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