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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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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民进党当局为煽动两岸对立捞取“台

独”政治私利，漠视岛内民意，公然将两岸妈祖

文化交流“政治化”，肆意“抹红”妈祖为大陆

“统战工具”，试图污名化甚至恫吓岛内的妈祖

信仰团体和信众。此举引发岛内舆论一致挞伐，

在野党、宗教界人士公开发声，谴责民进党当局

钳制两岸交流、破坏两岸氛围。

一、民进党当局“抹红”妈祖花样翻新

赖清德当局上台后，施政荒腔走板。其不顾

民生福祉、煽动仇恨对立、挑动政党斗争的行

径，招致民意强烈反弹。就任仅一个多月，赖及

其施政团队不满意度陡增。7 月 1 日，台“美丽

岛电子报”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

清德 6 月执政不满意度上升 9.4 个百分点；“行

政院长”卓荣泰施政不满意度暴增 11.1 个百

分点。为缓解施政不力压力，民进党当局再度上

演“抗中保台”政治戏码，凭空捏造依据、恶意

关联影射，妄称“大陆利用妈祖信仰统战台湾”，

意欲借机转移社会矛盾焦点。

一是“陆委会”炒作妈祖为“统战工具”。

近期，台“陆委会”频繁走向前台、密集发声造

势，打着“反统战”幌子公然“抹红”妈祖等

源自中华传统宗教文化的神祇。6 月 20 日，“陆

委会发言人”公然声称，“大陆对台积极推动

宗教交流，有宗教以外的目的”，“中方利用宗

教名目操作统战、分化渗透台湾”，甚至点名妈

祖、保生大帝、关帝爷、神农大帝都是“中共对

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妈祖文化交流不得人心

□ 韩 冰

台统战的工具”。7 月，“陆委会”又加码鼓噪

称大陆“多渠道渗透台湾社会”，通过两岸宗教、

文化交流，“对台宣传‘反独、促融、促统’立

场，进行统战分化。”

二是民进党诬称大陆利用妈祖“介选”。6

月 18 日，民进党大阵仗操办“中国对台介选与

统战渗透”座谈会，讨论所谓大陆“如何通过妈

祖庙影响台湾选举”，诬称在 2014 年、2016 年、

2018 年、2020 年等岛内选举活动中，“中国均

通过妈祖庙干预台湾选情”。会上，民进党“中国

事务部”主任吴峻鋕妄称，“中国应放弃对台湾

统战渗透”，“民进党不会无视两岸交流相关恶

意作为对台湾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民进党副

秘书长杨懿珊则称，“中国介入台湾政治”，应通

过“立法”方式进行“防卫”，“民进党有责任

对‘不正常两岸交流’作出管制”。民进党侧翼

组织“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柏君附和

称，“要加强宗教教育、提升宗教研究，以自由、

民主、人权价值结盟，抵抗中国宗教渗透”。

三是台“情治”部门威胁恫吓两岸妈祖交

流。7 月初，台“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安

排“法务部调查局”报告“近期中共对台渗透

作为样态与因应”，并备质询。“调查局”在书

面报告中称，“福建湄洲妈祖庙凭借地理优势，

形塑祖庙地位，招揽台湾庙宇赴陆参拜分灵、宗

教旅游、举办学术研究论坛等多元方式连接情

感认同，‘以情促融’包装统战图谋”，并放话

要将“异常违法案例交检调侦办”。

台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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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岛内舆论谴责台当局破坏两岸交流

民进党当局给两岸妈祖信仰交流扣“红帽

子”，企图制造“宗教怯步”“信仰恐惧”社会

氛围的做法，引发国民党及宗教界人士不满，岛

内媒体亦发声批赖故意升高两岸敌意，认为民

进党当局在给阻挠两岸交流制造借口。

一是国民党质疑赖当局制造“内部对立”。

国民党“组发会社会部”主任水云翔表示，民

进党提出“宫庙染红”说法，还通过绿营媒体

大肆进行渲染，意图将妈祖、关帝爷、保生大帝

和神农大帝打上“中共对台统战工具”烙印，

此举证明民进党施政无能，“只会对内部认知

作战，在内部制造敌人”。国民党副发言人邓凯

勋、康晋瑜表示，民进党不应在毫无事实根据的

情况下，给妈祖扣“红帽子”，并借机恶意攻击

两岸宗教交流，“令全民毛骨耸然”。国民党高

雄市党部主委柯志恩则表示，民进党炒作“大

陆透过妈祖庙影响台湾选举”，其“抗中保台”

意识形态已到令人匪夷所思程度。

二是地方宫庙人士表示不满。常年从事两

岸宗教交流的新北市三重先啬宫董事长李乾

龙，痛斥民进党当局自己不愿与大陆交流，民间

团体努力促进两岸沟通却被“抹红”，“统战根

本是无稽之谈”。“道教法师联合总会”理事长

吴光辉表示，台湾寺庙，如妈祖、关帝爷、保生大

帝均是大陆分香而来，呼吁民进党当局以民间

信仰交流为基础，“促成两岸和平相处”。“道

教文化团体联合总会”副秘书长林均霖表示，

关帝爷、妈祖等神明都被贴上“统战”标签，

“只会破坏两岸宗教界长期以来建立的互动和

信任”，希望民进党当局“不要消费两岸宗教

交流”。台中大甲镇澜宫副董事长郑铭坤表示，

“妈祖是和平女神”，妈祖交流是为了两岸沟通。

立场“亲绿”的高雄弥陀清和宫主委吴钟添、

旗山天后宫副主委邱清郎也公开表示，自己曾

多次前往大陆湄洲岛参加交流活动，“过程并

未涉及政治”。

三是媒体批评民进党当局图谋捞取私利。

《旺报》评论文章指出，民进党“脑袋里只有抗

中保台”，“连妈祖、保生大帝都成对岸统战工

具”，强调两岸目前正陷入兵凶战危困境，需要

的是寻求更多共同点，“通过共同的信仰作为

两岸联系的纽带，促进更多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化解两岸紧张、带来和平，这才是当局应该做

的”。《中国时报》刊文指出，民进党当局打着

“反统战”旗号，将妈祖、关帝爷等神祇“抹红”

的行径，充分暴露其污蔑民间信仰、亵渎宗教神

祇、执着政党利益的傲慢心态。还有台媒评论指

出，两岸宗教互动交流都属于民间信仰的一环，

但在民进党眼中却成了“统战”工具，“民进

党只要碰到大陆就变得疑神疑鬼”，显然是政治

私心作祟。

三、两岸妈祖交流保持热络状态

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亦是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精神纽带。

民进党当局虽竭力“抹红”妈祖信仰、恶意阻

拦两岸宗教交流，但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

要交流、要合作”，未因民进党当局的操弄和“台

独”势力的恫吓就中断两岸妈祖交流。最近一

段时间以来，两岸携手开展多场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影响广泛的妈祖交流活动，充分彰显两岸

同胞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和对“海

峡和平女神”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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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妈祖祖庙发挥纽带作用。5 月 1 日（农

历三月廿三），妈祖诞辰日当天，湄洲妈祖祖庙

在天后广场隆重举行“纪念妈祖诞辰 1064 周

年大会暨春祭妈祖大典”，新加坡、泰国、玻利维

亚、捷克、巴西、菲律宾等国家及山东、上海、天

津、河南、海南、浙江、广东、福建、台湾、香港等

省市区近百家妈祖宫庙负责人、妈祖文化机构

代表、妈祖敬仰者及各界人士等上万人齐聚一

堂。5 月初，海峡两岸 30 多位媒体记者齐聚湄

洲岛，参观妈祖源流博物馆，了解妈祖文化的起

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感受妈祖文化的魅力，并

从规划、人文资源、人才引进、优惠政策等多个

层面，深入了解湄洲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践行“两岸一家亲”的先行先试和创新举

措。6 月 14 日，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妈祖文化

活动周”在湄洲岛开幕，200 多名台湾嘉宾参

加活动，且今年恰逢台湾渔船直航湄洲岛朝拜

妈祖 35 周年，王淑华、林彦辰、郑雅萍分别讲述

台湾渔船直航湄洲岛、凭“半张族谱”找到莆

田亲人、在湄洲岛创业生活等动人故事，表达了

台湾同胞弘扬妈祖精神，进一步推动两岸融合

发展的心愿。7 月 13 日至 16 日，台中市梧栖区

大庄浩天宫开基三妈、二妈三百年来首次赴大

陆开展湄洲祖庙谒祖进香之旅，参访泉州天后

宫、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贤良港妈祖祖祠、

湄洲岛祖庙等庙宇，并请回一尊湄洲妈祖祖庙

分灵妈祖。

二是地方品牌活动连续不断。4 月 29 日

至 5 月 2 日，台湾妈祖文化交流团一行 34 人前

往广东汕尾，参加“凤山妈祖诞辰巡安暨非遗

文化展示”活动，开展两岸民俗文化交流。5 月

11 日，台湾新北市朝天宫一行 65 人前往福建

清流县嵩溪龙山妈祖宫参访，参观龙山妈祖宫

并共同祈福。5 月 16 日至 18 日，山东烟台举办

“2024 年长岛显应宫妈祖春祭暨两岸祈福大典”

活动，台湾中华民族发展基金会董事长、海峡交

流基金会原董事长林中森一行及台湾宜兰龙德

宫、存仁定安宫、北斗奠安宫、西螺福兴宫等海

峡两岸 20 余家社团组织、友好宫庙的 200 余名

代表受邀参加，在长岛显应宫共襄盛典，同祭妈

祖，以实际行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

植两岸同胞情谊。6 月，由昆山妈祖文化交流

协会、昆山慧聚天后宫发起的 2024“传香谛缘”

台湾妈祖慧聚昆山活动，在江苏昆山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举行。活动当天，两岸民俗传统艺术演

出轮番上演，妈祖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架起两岸

人文交流“连心桥”，吸引台湾地区 24 个宫庙

代表、两岸民俗文化表演团队、客商代表共 400

余人交流参访。6 月 10 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

节，素有“妈祖行宫之尊”美誉的松山天后行

宫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山街道松

山小渔村，上演“妈祖走水”和“龙王朝圣母”

民俗活动，其间，霞浦县台港澳办邀请在霞台

商、台青 20 余人参加。7 月，以“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续写妈祖文化精神华章、增进两岸同

胞凝聚和认同”为主题的 2024 年“两岸妈祖缘”

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天津启动。京津冀各地方

政府相关负责同仁出席，台湾妈祖联谊会及京

津冀妈祖宫庙负责人、妈祖专家学者和信众代

表等近 100 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京津冀台妈

祖文化代表分别以“两岸妈祖文化研究与传承

的时代意义”“当妈祖文化遇到青年世代如何

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两岸妈祖文化交流的新

路径新管道”为主题开展畅谈交流。此外，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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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清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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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妈祖宫庙代表还共同签订《两岸宫庙共建

妈祖智库意向书》。

三是两岸青年踊跃参与两岸妈祖交流。5

月，第二届“瓣香展世遗，共叙两岸情”惠台

青年人才乡村振兴暨妈祖文化节在福建泉州

启动，闽台青年各展才艺，踩街“寻仙”，交流妈

祖、保生大帝等闽台共同的民间信仰，并参观泉

州惠安黄塘镇“山线”乡村振兴示范项目成

果。6 月，“2024 年海峡两岸师生妈祖文化研

习夏令营”在妈祖故乡福建莆田举行，来自台

湾“建国科技大学”、弘光科技大学的 30 多名

青年师生参加活动。两岸青年师生代表先后参

加妈祖文化活动周开幕式、妈祖文化陶瓷艺术

交流展、2024 年莆台青年文化节“携手绘青

春·同心共筑梦”青春交流汇等，坦诚交流、真

情交友、融合交心。6 月 14 日，湄洲妈祖祖庙董

事会携手台湾天后文化艺术协会、台湾戏曲学

院，开展“传承妈祖大爱 同绘青春精彩”湄台

青年文艺交流晚会，两岸青年以文艺的形式，传

承妈祖大爱，展现湄台两地青年的青春风采，共

同绘就跨越海峡的青春画卷。6 月 23 日，台湾

妈祖文化交流青年团同新北市树林区柑园皇殿

宫、台湾台中天台山天济宫、台湾新北市土城瑶

池宫一道前往湄洲妈祖祖庙谒祖进香。7 月，第

四届“两岸青年妈祖文化研习营暨学术研讨会”

在莆田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近百名专家学者、

青年师生代表参加活动。研讨会上，两岸青年师

生围绕“妈祖文化与两岸关系”“妈祖信仰与

地域性文化交融建构”“妈祖信仰与台湾的渔

业文化、妈祖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妈祖供品美

学内涵研究”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推动两岸

妈祖文化研究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展。研习

营期间，两岸青年先后到湄洲岛妈祖祖庙、莆田

学院妈祖文博馆、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文峰

宫、南少林、莆田工艺美术城等参访，多维度感

受福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脉动，了解真实、立

体、全面的大陆。

四、妈祖文化是两岸重要精神纽带

妈祖信仰历经一千多年传承播化，逐渐演变

成一种容纳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元素，兼具参

与者广泛、功能多元等特质的民间宗教，进而形

成独具特色的妈祖文化。历史上，伴随福建泉州、

漳州等东南沿海地区民众陆续前往台湾谋生，妈

祖信仰从大陆传入岛内，逐渐成为岛内民众主流

信仰。明天启四年 ( 公元 1624 年 )，澎湖县府所在

地马公市建立了台湾最古老的妈祖庙——天后

宫。公元 1661 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妈祖被奉进

台湾岛，民众尊之为“圣母”。妈祖在台湾地区受

到不同族群的欢迎，成为他们共同的守护神。据

不完全统计，台湾现有妈祖宫庙 5000 多座，来自

大陆分香的妈祖宫庙超过 2000 座，信众约 1800

万人，占台湾总人口 75% 以上。需要指出的是，妈

祖文化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民间信仰本身，更

在于其增进两岸同胞彼此感情、加深两岸民众文

化认同、助推两岸交流合作。

首先，台湾同胞对妈祖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是构筑其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在两岸暂

时分离的特殊时空语境里，体现两岸共同文化

和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的妈祖信仰，成为联结

两岸血肉亲情的纽带和增进两岸同胞手足感情

的桥梁。1895 年，台湾被清廷割让给日本，民众

赴湄洲拜谒进香的活动被迫停止，但仍有部分

台湾同胞不顾殖民者的禁令，不定期跨海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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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敬香。1949 年，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岛内

民众谒祖活动被迫中止。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大陆妈祖文化复兴，台湾同胞要求回湄洲敬神

进香的愿望愈发强烈，开始尝试冲破国民党当

局的封锁与阻挠，寻求可能的路径赴妈祖祖庙

进香。1987 年，妈祖祖庙筹划举办千年祭活动，

台中县大甲镇澜宫的 200 多名妈祖信众借道日

本奔赴湄洲，成为打破两岸近半个世纪政治坚

冰的先锋。1989 年，台湾宜兰县苏澳南天宫组

织 19 艘渔船直航湄洲，首创 1949 年以来两岸

大规模民间直航的壮举。1991 年 3 月，台湾嘉

义圣恩宫组织 327 人从高雄乘客轮绕道日本开

往湄洲，打破了两岸同胞不能乘客船直航的局

面。1997 年 1 月 24 日至 5 月 5 日，湄州祖庙妈

祖金身首次赴台展开巡游活动，1000 多万台湾

信众夹道欢迎，创下两岸交流史上“活动时间

最长、涉及范围最广、行程最长、参与人数最多、

在台湾影响最大等多项纪录”。

其次，两岸妈祖文化互动是促进两岸交流、

沟通两岸骨肉亲情的重要载体。2000 年，陈水

扁当局上台执政，时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

强烈反对两岸“小三通”。2001 年 1 月，500 余

名信众却以宗教直航的方式实现了“小三通”。

2002 年 5 月，湄洲妈祖金身乘船直航金门，突破

“小三通”的限制，实现湄洲与金门、乌丘岛之间

50 年来的首次双向客运直航。2004 年 10 月，中

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包括 50 多家台湾妈

祖文化机构在内的海内外 170 多家机构申请入

会，“标志着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妈

祖现象被正式界定为妈祖文化，纳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范畴”。2006 年，台湾妈祖联谊会 50 家

宫庙 4300 名信众护送 40 尊台湾妈祖像“回娘

家”，且选择从台中港和布袋港直航厦门东渡码

头，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两岸“大三通”。

最后，妈祖文化是两岸“人同根、神同源、

文化同脉”的有力证明。2016 年 5 月，民进党

当局再次上台执政后，开始在历史、文化、宗教

等领域加速“去中国化”，有绿营学者还妄称

“台湾妈祖已是一个以台湾为主体的独特文化

体系，与大陆的妈祖信仰完全不同”。2017 年 9

月，时隔 20 年后，湄洲妈祖再次赴台巡安，岛内

同胞热烈迎接妈祖的行动表明，“两岸宗教一

脉相传，无法阻挡；两岸文化交相融合，无法切

割”。2024 年 5 月以来，民进党当局蓄意阻断两

岸民间往来，不断在两岸妈祖交流上制造障碍，

威胁恫吓岛内积极参与两岸交流的妈祖信仰团

体和信众。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引发台湾民

众的强烈反感和反对，未能阻挡两岸妈祖文化

深化交流的大趋势，岛内民众积极投身两岸妈

祖交流充分证明，“人同根、神同源、两岸一家

亲”是颠簸不破的事实。

五、结语

两岸拥有共同民族和文化认同。广大台湾

信众积极主动、持续不断到大陆祖庙进香交流、

祭祖寻根、祈求平安，既是其发自内心的精神需

求，也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写照。民进党当局

“逢中必反”，顽守“台独”立场，不想两岸妈祖

信众走亲走近，企图切割两岸历史文化联结，三

番五次阻挡两岸妈祖交流，其“抹红”妈祖、恫

吓妈祖信众的行径严重违背岛内主流民意，注

定会以失败告终。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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