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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回避
文化价值的冲突难题

“送王船”是传统文化，还是封建迷信？
在众多的王爷宫庙文化信俗中，厦门

“送王船”在闽南地区最具代表性，尤其是
文艺阵头巡游表演，把传统文化和艺术特色
合二为一，更具现代人才有的审美感受，既
娱神又娱人。然而不同时代的文化理解也有
所冲突。如“送王”与“送瘟”、“王船”与

“瘟船”是一样的吗？“王爷”“妈祖”“海龙
王”等海神有差别吗？耗费巨大的王船能否
不烧？

“送王船”的申遗过程，深入研究了历
史文化与当代伦理、社会精神的关联，设立
了“送王船与信仰”“送王船与环境”“送王
船与浪费”“相关的知识、技艺及艺术的当
代传承”“性别平等、青年参与和对族裔特

性的尊重”等专项研究，对其存续力及所面
临风险进行评估，引导送王船活动与时代理
念相吻合，并从传承、维护、保护、确认、
立档、研究、宣传、弘扬、振兴等方面制定
具体措施；特别在注重吸引年轻人参与，提
高全球可见度，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开发
影视、舞台、艺术品等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
的创新发展，使送王船真正成为促进经济社
会增长的宝贵资源。

深入区域文化研究，深耕成果运用，可
进一步消除盲从，摒弃陋习。我相信，通过

“送王船”的仪式实践，能够促进人们关注
自身与海洋，感恩自然；对移风易俗，反对
铺张浪费也很有现实意义。“送王船”终能
成为海峡两岸之间、海上丝绸之路各地之间
民心相通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作者为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送王船”联合申遗中方专家组成员）

闽台送王船是在福建省厦门市沿海
村落保留的崇尚“代天巡狩”王爷的一
种民间信俗。

“王爷”信仰广泛流传于闽南沿海
及台湾渔村，尤其盛于南台湾，与中台
湾的妈祖信仰并称，俗曰：“南王爷、
中妈祖。”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吕厝村
华藏庵内向王爷求“药签”信俗在闽南
颇有影响。

“王爷”起源之说颇多，以王爷是
代表天帝巡按人间善恶大神说为著。供

奉王爷之庙多称“代天府”，王爷亦称
为“代天巡狩”。

送王船是送瘟祈福的民间信俗仪式
活动，清康熙年间 《台海使槎录》 卷二
载：“三年王船，备物建醮。”乾隆 《海
澄县志》 详细记载了己丑年 （1769） 冬
举办的送王船仪式。

各地送王船活动时间不一，大多是
三四年举行一次，通过掷筊在固定的农
历月份确定某一天举行送王船仪式。制
造木或纸王船一艘，请上王爷，载各项
生活用品实物，信众簇拥，鼓乐相随，
送至海边焚烧。

—— 2011年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送王船”列入非遗名录后，
中、马两国还有许多共同保护工
作，每 6 年向遗产委员会提交定期
报告，还要把精力放在履行进一步
保护该遗产项目的承诺上。

联合申报期间，中、马两国依
托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和马来西
亚侨生 （峇峇娘惹） 公会，成立了

“中马送王船协同保护工作组”，在
两国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部门
支持下，制定 《送王船联合保护行
动计划 （2021-2026年）》，协同两
国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开展该遗
产项目的联合保护工作。中马两国
政府将成立“双边工作委员会”，
建立联合保护共同协作机制，支持

“中马送王船协同保护工作组”开
展工作，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双方关
于联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协
议的签署，使文化遗产成为实现人
类持久和平的交流资源。

同时，通过扩大社区参与促进
该项目所需的专门知识和技艺的传
承，在乡土文化语境中确保该项目
的活态传承、代际传承，尊重该遗
产项目的实践方式和责任分工，按
照传统传承方式收徒授艺，巩固仪
式仪轨的传承；加强对王船制作、
纸扎、彩绘等相关技艺传承人的支
持，鼓励青年人通过参与表演艺术
和仪式实践，习得相关的知识和技
能，扩大后备人才的遴选范围。

两国还将加强资源普查工作，
联合开展对送王船的内容、象征、
意义等的调查，进一步对相关社区
及其异质性加以确认，促进后续的
联合行动；开展数字化建档工作，
制定数字化建档方案及采集标准，
鼓励相关社区和群体开展自主建档
工作，全面记录该遗产项目的存续
状况。每两年举办一次区域性学术
工作坊，每三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
研讨会，推进仪式实践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方法论研究。

提高公众保护意识也是一个
重要的工作方向。通过在社区和群
体、地方和国家多层面开展活动，
提升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重要性的认识；
利用社区现有的网站、自媒体平
台，弘扬海洋文化知识与技艺，推
广优秀保护实践结合相关社区、群
体和个人自愿投工投劳、捐资捐物
的传统运作模式，建立多元化的筹
资渠道和支持方式。

2020年12月19日，由中国、马来西亚联合提名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送王船的申遗故事送王船的申遗故事
叶细致

送王船：
悠久的海洋文化风俗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送王船的传统信
俗。这一文化内容最早形成于中国闽南地

区，传播至中国台湾南部；随着“下南洋”
移民和海上贸易传到东南亚马六甲海峡等华
侨华人聚居区。

这一信俗中“代天巡狩”的王爷，救苦
救难，拯溺扶危。所到之处，民众设庙祭
祀、迎送嘉礼。所以，“送王船”在中、马闽
南人的心目中有崇高的位置。

“送王船”在闽南和台湾地区的汉族 （包
括疍民）、畲族、高山族以及马来西亚马六甲
州的华侨华人、峇峇娘惹人、印裔马来人等
族群中不断实践和再现，很好地保持了文化
多样性，呈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文明、宗教和
文化之间互动和谐共存的特征。

目前，该遗产项目主要分布于中国福建

南部的厦门湾和泉州湾的沿海地区、马来西
亚马六甲州的华人聚居区；相关实践也见于
中国台湾南部的沿海社区。

在闽南，大多每3或4年在秋季东北季风
起时举行；在马六甲，则多在农历闰年于旱
季择吉日举行。仪式活动历时数日，或长达
数月。

海峡两岸
最早探讨合作保护

2005 年 12 月，“厦门送王船”被列入福
建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11
年 5 月，由厦门市申报的“闽台送王船”入

选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13年
开始，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厦
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积极建立两岸学者、文
化机构和宫庙交流机制，先后组织 2 批共 50
多人赴台湾进行交流，建立常态化的联系，
探索送王船共同保护与合作申遗的路径。

2015年7月，“海丝文化论坛”在马六甲
朵云轩艺术馆举行。在参观中时任厦门市闽
南文化研究会会长陈耕惊喜地发现当地怡力
勇全殿是马来西亚非遗名册“王舡大游行”
的传习单位，双方萌生联合申报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意向。2016 年 1 月，马来西亚马
六甲州政府对华商务特使拿督颜天禄访问厦
门，与厦门市政府口头达成共同推动联合申
报事宜。一个月后，厦门3个社区和4个宫庙
负责人前往马六甲怡力社区勇全殿、侨生公
会、福建会馆等地考察。从勇全殿“送王
船”的历史记载中，我惊奇地发现，两地

“送王船”的仪式实践，如出一辙，同属一
脉，又分属中、马的国家级“非遗”。自此开
始，中、马两地在各个层面的互动合作持续
展开。

“维系人与海洋的和谐”
是一项共识

“送王船”联合申报启动后，首要问题，
是通过撰写申遗文本，梳理出“送王船”独
特遗产价值。“送王船”是一项古老的禳灾祈
安仪式。历经世代相传和广域流播，其内在
特质与外在表现，有精华也有糟粕。这需要
基于人类发展的视野予以全新的解读，以满

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寄托。这个过程凝聚了
许多智慧，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与
交流过程。

将“送王船”核心价值归纳为“关于人
与海洋可持续发展的仪式和相关实践”，得到
中、马双方的广泛认同。大家认为，“送王
船”唤起人们对先辈走向海洋的历史记忆，
维系人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并赋予其新的内
涵和发展空间。从“树灯蒿”到“送王化
吉”的整个实践过程贯穿着人们对生死问题
的理解，既体现社会和谐的气氛，也使得文
化价值也充分得到体现。“带天巡狩”“做好
事”“好兄弟”则反映了人们在同自然和命运
搏斗中产生的愿望和美好理想。“代天巡狩”
的王爷，巡狩有责，神通广大；除了海上救
难外，消灾除病，有求必应，给民众带来幸
福安宁。当地百姓感恩戴德，自然把送王仪
式视为“做好事”，人们对王爷的信仰，实际
上已成为一种扬正气和规范行为的积极文化
现象。把孤魂当成“好兄弟”，则通过普度，
慰藉心灵，减缓压力。民众在参与的过程中
从心底可增进社区成员间的交流，消除误
解，提高社区凝聚力。

值得一提的是，“送王船”共同申报也呈
现了“社区民间推动，城市为主实施，政府
联合主导”的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查
机构在呈交委员会的报告中写到：“该遗产的
列入将成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共有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一个例子，以及他们在跨界保护
努力领域的共同关切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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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两国履行的承诺

延伸阅读：

链 接：

类别： 民俗
保护单位：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

闽台送王船

上图：

中国 福建厦门：

2013 年 12 月 14 日，在福建省厦门
市海沧区钟山村进行的王船巡境仪式。

(供图：厦门闽南文化研究会)

右图：

中国 台湾屏东：

台湾屏东东港王船祭，同样热闹
非凡。 （图片来自网络）

下图：

马来西亚 马六甲：

2012 年农历正月十五，马来西亚
马六甲勇全殿全安号王舡巡境时，经
过马六甲地标建筑钟楼广场。

(供图：厦门闽南文化研究会)

2020年4月1日，中国和马来西亚共同提交了编号为
“01608”的申遗文本。12月 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送王船/王船/王舡仪式和维护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相
关做法一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归属不同的
行业领域。但是，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审视文化价值，成
为共同的发展趋势。

以“送王船”为标志，这种趋势开始清晰起来。
1987 年，中国第一批文化、自然遗产列入 《世界遗

产名录》；2008年，出现第一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送王船”列入非遗名录之前，厦门已有世界文化遗
产项目“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

“送王船”申遗过程非常值得回溯：民众和基层社会
力量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申遗过程跌宕多舛却坚持多
年。最初的联合申遗阶段，是期望海峡两岸携手而行；
最终由中、马两国申报成功。这种跨地域、跨国家的漫
长合力过程，非常考验专业水准也非常“熬人”。在读了
申报背景资料后，我忍不住致电给并不熟络的申遗团队
成员表达敬意。电话另一头的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

是承担国家级非遗“闽台送王船”和列入世界“非遗”
名录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
相关实践”项目保护单位。

这种成功，需要人的视野和推动力。视野好说，动

力则有点难——“为啥要把一个事情搞那么复杂？”
20世纪 80年代，中国拿出手的世界遗产都是自己顶

尖的；过了20多年后，“大运河”文化遗产则有意识地留
下了广阔的、可供进阶延展的价值现象空间。增加隋唐
大运河西至洛阳，增加浙东运河南至宁波，都为路上和
海上“丝绸之路”做了铺垫。现在，以线性遗产为代表
的工作方法开始发力。继 2014 年中、哈、吉 3 国将“丝
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后，有关方面正积极寻求与有关国家联合推动“丝绸之
路：南亚廊道”“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万里茶道”也
进入申遗预备名单。

在这些大背景下来解读“送王船”和其跨国联合申
报路径，就不单是一个地域文化现象或“非遗”方法；
而是体现了在世界遗产平台下，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理解
和实践的进程变化。

这种不断增长的责任和担当，也当然会非常具体地
更新随后的遗产价值阐释视野：由文化到哲学、由局部
到整体、由单独到联合，这些都会随之成为常态，成为
基本功。

跨国联合申遗：

“送王船”的另一看点
齐 欣

遗产委员会认为“送王
船”提名符合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提名内容有助于社区抵御与海
洋有关的灾害，并促进文化间对
话。它包括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
关于自然和宇宙的知识。

提名内容有助于生态保护和环
境可持续性。它还支持多样性和志
愿精神的价值观，并加强社会凝聚
力、建设和平和国际合作。

提名内容一直在不断地实践和
再现，构成了中、马文化互动和谐
共存的生动反映。这种做法见证了
过去和现在不同地区不同文明、宗
教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令人满
意的共存。这一提名内容的列入，
将成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共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例子，以及
他们在跨界保护努力领域的共同关
切和责任。自 2015年启动这一进程
以来，各社区、非政府组织、学术
界和政府机构进行了各种协商。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