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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對歷代奉媽祖為「海神」

頗不以為然，認為東南沿海地區的媽祖崇拜，出自

「鮫人蜑戶」。他在《天妃廟記》中辯曰：「為此說

者，蓋出南方好鬼之人，妄傳其事。鮫人蜑戶，本

無知識，輾轉相愚，造為靈 以實之。」 (參見《清

續文獻通考‧群祀考二》)以全氏之博學，此論必有

所據，惜未能聞其詳。

　　近讀宋人林光明《艾軒集》，得知湄洲島至南

宋初仍與世隔絕，居民未知向學，猶如化外之地，

林光朝在寫給族人林晉仲的信中說：

　　聞說海中一山名眉洲，隔岸觀

之約五七里許，一水可到。此洲乃

合兩山蜿蜒之狀，有千家，無一人

讀書，亦有田數十頃，可耕可食，

魚米極易辦。可以卜室讀書，隔絕

人世，無賓客書尺之擾。島居之

樂，惟某為知之。

　　按：林光朝為南宋的著名理學家，莆田望族九

牧林氏的後代，在他的心目中，既然把湄州視為與

世隔絕的海外孤島，自然也不會把出生在島上的媽

祖視為同族之人。可見，後人把媽祖說成是莆田九

牧林氏的後裔，是沒有根據的附會之說。

　　其實，在宋人記述中，對媽祖的家世與族屬頗

有異說。南宋紹定2 年，莆田紳士丁伯桂在《(錢

塘)順濟聖妃廟記》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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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莆田湄洲林氏女，少能言

人禍福，歿，廟祀之，號「通賢神

女」。或曰：「龍女也」。

　　南宋開慶元年，莆田紳士李醜父在《(京口)靈

惠妃廟記》中說：

　　妃，林氏，生於莆之海上湄

洲，⋯⋯或曰：「妃，龍種也」龍

之出入窈冥，無所不寓，神靈亦無

所不至。

　　以上二記所引媽祖為「龍女」或「龍種」之說，

頗值得注意。按：在古文獻中，所謂「龍種」、「龍

人」、「龍戶」，皆為蜑民之別稱。如明人鄺露《赤

雅》記云：

　　蛋人神宮，書蛇以祭。自雲

龍種，浮家泛宅，或往水滸，或

住水瀾。⋯⋯能辨水色，知龍所

在，自稱龍神，籍稱龍戶，莫登

庸其產也。

　　由此可見，媽祖可能為蜑人之後，這與我們近

年形成的對唐宋莆田歷史的理解，也有相契合之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