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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妈祖文化与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第七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侧记

文化互鉴、民心相通、
发展共享。第七届世界妈
祖 文 化 论 坛 于 12 月 18 日
在湄洲岛开幕，海内外领
导嘉宾、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 ，采 用“ 线 上 + 线 下 ”相
结合方式开展。

本届论坛由文化和旅
游部、自然资源部、中国社
会科学院、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和福建省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以“大爱和平、
文明互鉴”为主题，弘扬妈
祖“ 立 德 、行 善 、大 爱 ”精
神，以及“和平之海、合作
之海、和谐之海”的海洋文
明观，推动妈祖文化与世
界文明交流互鉴 ，为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论坛还举办 6 个分
论 坛 和 8 个 配 套 活 动 ，全
方位展示妈祖文化在文旅
产 业 、青 年 互 动 、传 媒 传
播 、“ 海 丝 ”交 流 、民 间 交
流、生命健康合作等领域
的作用。

对 话 沟 通 ，交 流 互
鉴。论坛上，尼泊尔、摩尔
多瓦、厄瓜多尔、柬埔寨、

斐济、泰国等国家驻华机
构代表相聚妈祖圣地 ，共
襄盛举。海内外嘉宾秉承

妈祖文化和平使者、文化
桥梁的崇高定位 ，秉承妈
祖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
蓄 的 开 放 情 怀 ，凝 聚“ 海
丝”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
全球各界人士心力 ，在更
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广范
围 上 ，共 同 落 实“ 一 带 一
路”倡议。

尼泊尔驻华大使比什
努·普斯卡·施雷斯塔在接
受采访时说，尼中两国自
古关系良好，妈祖文化对
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促进
和平与和谐，培养人民和
平心态有着积极作用。

首次来到湄洲岛的摩
尔 多 瓦 驻 华 大 使 杜 米 特

鲁·贝拉基什说，希望可以
通过妈祖文化加强两国民
间交流，促进共同发展。

厄瓜多尔驻华公使克
里斯蒂安·曼彻诺认为，妈
祖文化传递出的人道主义
精神和人文主义关怀对世
界人民团结发展 ，对国际
人文交流至关重要。

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此
次论坛上，众多嘉宾和专
家聚焦构建妈祖文化全球
传播体系，推动妈祖文化
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近 年 来 ，北 京 大 学 同
我市就妈祖文化传承与弘
扬开展深度合作 ，将建设

“ 北 京 大 学 —— 莆 田 妈 祖
文化工作室”。北京大学
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外
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叶
静漪负责该工作室的组建
工作。她说，妈祖文化是
全人类尤其是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共享的精神财
富。要充分发挥“妈祖故
里”文化优势，全方位深化
妈祖文化的传承、保护和
利用，让妈祖文化在和平
发展、文化互鉴中发挥更
强的凝聚效应。

全国文联副主席朱彤
在主旨演讲时说 ，中国走
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作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

使者和中华海洋文明的核
心载体，妈祖文化要通过
驻外使领馆、中资机构等
窗口和涉外的网络平台展
示妈祖文化，开展“妈祖下
南洋·重走海丝路”巡安活
动等，在世界上树立起妈
祖 的“ 世 界 和 平 女 神 ”形
象 ，进 一 步 促 进“ 一 带 一
路”沿线的民心相通、人文
交流、发展共享。

国际菁英会主席胡智
荣表示，国际菁英会将推
出妈祖文化推广计划 ，通
过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
等不同形式，向年轻群体
推广妈祖文化，弘扬妈祖
精神。

台湾海峡新闻网社长
曾梧炫说，妈祖文化精神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
代精神相结合，有着强大
向心力，在两岸文化交流
中凝聚着人心，增进了共
识。台青林智远在湄洲岛
经营着一家名为“石头会
唱歌”的民宿。他说，妈祖
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寄
托，两岸青年应以青春力
量共搭交流交往的同心桥
梁，共做两岸追梦筑梦的
青年先锋 ，共担两岸融合
发展的历史使命。

本届论坛紧扣时代脉
络，展现出共建和平之海、
合作之海、和谐之海的决
心 和 信 心 。 与 会 人 员 表
示，要按照第七届世界妈
祖文化论坛所达成的湄洲
倡议，推动全球文明互鉴，
拓展多领域合作 ，以妈祖
文化的广泛传播交流 ，促
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共
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莆田网讯 18 日，第七
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分论
坛之一“妈祖文化与海丝交
流合作”主题论坛在世界妈
祖 文 化 论 坛 永 久 会 址 举
行。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
中 心 主 任 、党 委 书 记 张 海
峰，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郑
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
宗兴，以及知名专家学者等
出席。

吴 宗 兴 在 致 辞 时 说 ，
“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
精神，为我国增进与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交流合作起到了重要的连
接作用。我们将以此次主
题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凝聚
共识、集聚力量，推动妈祖
文化与“海丝”交流合作紧

密 结 合 ，共 同 增 进 海 洋 福
祉，努力为构建海洋命运共
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分论坛上，中国海洋大
学海洋与文学艺术研究所
所长丁玉柱、深圳大学海洋
艺术研究中心学术总监梁
二平，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
究院院长、教授苏文菁，宁
波大学海洋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刘训华，南京大
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
世界遗产部主任陈思妙，莆
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院副
院长、博士、教授林明太以
线上线下方式，分别作了主
题报告。

本次分论坛由自然资
源部宣教中心和莆田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妈祖文化与海丝交流合作”分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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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网讯 18 日，第七
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分论
坛之一“妈祖文化与两岸青
年交流论坛”在世界妈祖文
化论坛永久会址举行。团
省委副书记李腾、市委副书
记季翔峰出席。

此次论坛由省青年联
合会、市青年联合会及市台
港澳办主办，以“心灵契合·
青春同向”为主题，旨在推
进两岸文化融合发展，促进
两岸青年心灵契合，打造两
岸 青 年 成 长 成 才 的 新 引
擎。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并通过视频实时
向台湾青年进行直播。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季烨受邀，在

论坛上作主题为《讲好两岸
融合发展故事》的主旨演
讲。

7名两岸青年在论坛上
交流发言。大家结合自身
生活工作实际，就两岸公益
交流、台青创业、文化交往
进行了深入研讨。大家表
示，两岸青年是促进两岸和
平发展、融合发展的中坚力
量，要进一步弘扬传承妈祖
精神，让妈祖文化成为新时
代两岸青年心灵契合的精
神家园，让湄洲岛成为两岸
青年融合发展的新高地。
要抓住两岸融合发展重大
机遇，找准事业的结合点，
投资布局、就业创业，实现
两岸青年更好更大发展。

心灵契合 青春同向
妈祖文化与两岸青年交流论坛举行

莆田网讯 12 月 18 日，
第七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
北岸分会场暨北岸经开区
首届妈祖文化节在北岸贤
良港天后祖祠开幕。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福建总站召
集人刘涛，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陈惠黔，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徐德俊，中国日报
社福建记者站站长胡美东
出席。

当日下午，在贤良港天
后祖祠广场上，舞龙舞狮、
九鲤灯舞、南拳南刀等我市
代表性非遗民俗表演，让现
场观众和直播间网友充分
体验和感受丰富多彩的莆

仙文化。随后，各地妈祖宫
庙机构代表、妈祖敬仰者代
表齐聚贤良港天后祖祠，共
同参与祈福大典，并向妈祖
敬献花篮，活动现场还直播
连线四海同胞，共襄妈祖文
化盛会。

据悉，此次活动由北岸
经开区主办，北岸经开区委
宣传部、莆田贤良港天后祖
祠董事会承办，为期 5 天，
以“心向妈祖，魅力非遗”
为主题，共有北岸经开区首
届妈祖文化节暨福建师范
大学妈祖文化教学实践基
地授牌仪式等 8 大系列活
动。

心向妈祖 魅力非遗
北岸经开区首届妈祖文化节开幕

莆田网讯 18 日，在第
七 届 世 界 妈 祖 文 化 论 坛
上，我市举行妈祖搭新桥
—项目推介签约活动，集
中展现了我市大力推进招
商引资、加快培育 12 条产
业链的工作成果。现场签
约项目 37 个，总投资 556.8
亿元。

当天签约的项目有福
建李时珍医药器械研发生
产项目、预制菜肴产业园
项目、涵江啤酒小镇片区
项目、莆田妈祖文化工作
室项目、福建赤港服务区

双 开 放 资 源 综 合 开 发 项
目、北京大学医学部与莆
田市政府医疗健康领域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生物质
石墨烯内暖烯海绵加工项
目等，涵盖新型功能材料、
鞋服、电子信息、生命健
康、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多
个领域。既有支撑强劲的
龙头项目，也有强链延链
补链的配套项目，将进一
步延伸我市产业链条、提
升产业层次、壮大产业实
力，为莆田高质量发展带
来蓬勃生机和活力。

37个项目现场签约
总投资556.8亿元

莆 田 网 讯 18 日 ，全 球
最大的一对妈祖平安如意
在湄洲岛世界妈祖文化论
坛永久会址亮相。这对妈
祖平安如意由金丝楠木雕
刻 而 成 ，为 闽 台 2 名 企 业
家所定制 ，将落户海峡两
岸。

当 日 上 午 ，记 者 在 论
坛 永 久 会 址 的 入 口 处 看
到，这对妈祖平安如意一
左一右陈放着。参观的嘉
宾、游客表示，如此大型的
如 意 摆 件 还 是 第 一 次 见
到。

这对妈祖平安如意由
轻工大国工匠 、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莆
田 木 雕 传 承 人 林 建 军 创
作。两柄如意的长度均为
3.23 米 ，寓 意 妈 祖 诞 辰 日
为农历三月廿三 ；每柄为
一整块金丝楠木所制 ，中
间雕刻着妈祖圣像和千里
眼、顺风耳图案，两边为四
海龙王携水族朝圣妈祖的
图案，意为四海升平，头尾
雕 刻 着 吉 祥 、平 安 的 图
案。两柄如意制作成一模
一样 ，采用莆田木雕精微
透雕技法雕刻。林建军团
队 10 多 人 经 过 2 年 时 间
的精雕，这对如意目前已
基本完成雕刻。

林 建 军 告 诉 记 者 ，他
从 2016 年开始设计妈祖平
安如意图纸 ，不少妈祖文
化 专 家 、学 者 给 予 指 导 。
2020 年 ，这 个 创 意 先 后 被
福建的一名企业家和台湾
的一名台商看中。作为一
名木雕艺人 ，能够通过手
中的雕刻刀 ，为两岸同胞
雕刻以妈祖为题材的木雕
作 品 ，意 义 不 同 ，非 常 荣
幸。他表示，“希望自己用
雕刻刀讲好妈祖故事 ，传
播妈祖文化 ，为促进两岸

同胞心灵契合贡献一份力
量。”

全球最大一对妈祖平安如意亮相
由金丝楠木雕刻，3.23米长 将落户海峡两岸

妈祖平安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