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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 例

一凡例——

一、本《志》是孝．义县地方志的长编稿之一。
- 二、本《志》所涉宗教时限，上溯现所能及，下至一九

八五年底。 ． ．

三、境内民间自发“神"信仰，只记流行史长的多神信

仰，且只立卷备查不付印，其它不列目详述。

四、儒教是否具宗教属性，学术界尚无定论，故对其只

略提及。
’

．

～

一五：’人物谱表只限在本一邑活动具有较大影响的已故者。

‘六、附录卷中所录诗词、碑记、文序，只作标校，不作

注释，残缺字以“口"代之。 ．

．

七、本志体裁，主体分志略、谱表、附录，同体类聚，

_体二卷。“志”记一教横竖繁事，求之于全面； “谱"列

各教重要人、事，求之于专略； “录”载历史遗文佚墨，求

之于真实。此外，为“求训而致用”特设“概述y一卷，简

述历史，评点大要，并补主体竖线连系不足。



一前言
、 前L 言

孝义宗教形态，在社会“神灵抄观念中长期呈多元
、

“神”泛存。然而，在历史长河中宗教意识对人们生活的影

响实际上是：多神等于无神，至少没有形成特为信仰的统治

“神’’；+多教义等于无教义，至少没有形成独为教化的教

义。由于历史时期的局限性，虽然人们在认识自然的、社会

的本质时不能摒弃各种宗教观念，但信仰自由却又使任何宗

教观念都不会形成社会化的统治形态。孝义民间有句传统俗

语： “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信亦无益，不信也罢”，就是

历史上孝义人对各种宗教“神"的基本认识、态度和感情。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然“宗教是人类社会历史一

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

信仰和感情乖掰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

的产物"(《红旗》杂志1982年12期)，我们就应当历史地把

它记载下来，以供人们研究宗教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政治、经

济、文化、思想、生活等方面所产生过的深刻影响，也为更

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提供历史借鉴。

宗教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然而它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是采

取了幻想的，、颠倒的逻辑形式，把现实的事物作前世和来世

去解释，把人问的事物作“天国”来释义，让人们崇拜偶像

和神仙，这就更增加了人们认识它的繁复性。这一特点，我

们在编写过程中深有所感，诚望读者也能注意这一点。

编 者

、

‘

一九八六年八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卷概 述



一⋯概述
概 述

孝义县地处吕梁山中段东坡，晋中盆地西南端。南同蒲

铁路介西支线贯通县域腹部。全县总面积九百四十六平方公

里，’总人口截至一九八五年底为三十一万六千四百二十四

人。居民绝大部分为汉族，此外有蒙古族二十五人，回族八

十四人，满族四十九人，壮族十二人，朝鲜族七人，侗族三

人。本志以汉族宗教信饰为限。

孝义县现辖境内，早在六千年前已有人类生息、繁衍，

宗教活动亦随之衍生。先人的宗教意识和活动形式，从民问

宗教遗痕可略见其原始自然崇拜和准宗教现象之一斑：春节

夜祀“春宫图"(女性生殖器官的彩绘)。这种陋习清末民初

时仍在少数富豪家庭中流行。一说此祀可使女眷“春宫”不

衰，儿多女旺；一说此祀纯为增添节日兴致。不论近人对此

赋矛河种解释，这种活动无疑是先人对性器官崇拜的一剩一余

绪。猛虎，在西部山区的民间是认可的“山神”，于小庙、

小堂中多设有其泥塑偶像以供祭稆。这种对自然物威猛力量

的顶膜观念，无疑也是先人对动物崇拜的一丝遗痕。对生命+

力极强的老槐，民问素有不砍不伐的习俗，被认作人间主寿

命的“保护神"。这种把自然物视作有意识的对象加以崇

奉，无疑也是先人对植物崇拜的痕迹。 、

还有民问残存的诸多法术或巫术，亦是先人幻想依靠特

定的主观行为来影l啊和支配客观事物的准宗教现象的历史遗



概述一——
痕。如认为，幼儿于端阳节戴“雄黄荷色"可避瘟祛病，

“三月三”佩“百色圈"可避嚷防邪，老人戴玉坠可延年益

寿，秋日制“扫天媳妇”可驱散连绵淫雨⋯_乙

随着生产力由渔猎生产向种植生产的转化，‘宗教意识亦

由对直感的自然物力的崇拜进入了向支配自然力的复杂的神

秘力的转化，产生了最初的‘“神灵”观念，出现了诸如“河

神"、“水母”、“雷公”、“雨师"、“风伯"、“电

母"⋯⋯这样的自然“神群”。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1又

产生了拟人化的社会神群观念和英雄神观念。如钦定命运的

“天地爷爷”，掌管福祸吉凶的“地母娘娘”，支配人间爱

情的哪和合神”， “打开灵石口，困出晋阳湖’’的俐禹王

神”， “铁棍挑III，追赶太阳"的“二郎神”， “驱金牛，

操铁耙，平填申江沟”。的“老君神"⋯⋯。随着家庭农业经

济的发展，又出现了大量的农事“神灵”，一如“教人农耕"

的“始祖龙天神"， “护佑耕畜"的“牛王神”， “保护五

谷、驱盗祛霉”的“场神，，， “身具五行，培植万物”的

“土神"·⋯一。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多神崇拜

祭祀制度(纠首制)，多神信仰正式形成。
’

从上述事实中可见，宗教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精

=}l；『j生界的产物，是人类探索自然、探索社会的文化表现。

随善封建社会的发展，宗教由虚幻的多神观念向虚幻的

多神观念与人问化神观念结合转化，出现了第一位p思想

=}}lI"一一孔夫子。这在中国宗教史上应视为一次突破性的文

明飞跃。
’

北魏以后，佛教、道教相继传入孝义县境内，开始了多

．·3·



——概述
教种宗教的长期并存。到清末，全县寺、观、庙建筑多达七

百余座。据从目前尚存的金石文物以及民间风俗、传说考

证，在从隋初至清末的一千三百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孝义境

内的宗教有下列一些特征：一，在历史上，佛教、道教、儒

教虽日趋兴盛，但在民间多神信仰仍占优势地位。巫术、法

术、咒术⋯⋯，这些准宗教现象仍长期流行。二，，继多神信

仰之后，儒教成了孝义民间信仰的第二个宗教，成为祭天，，

祭地、祭君、祭祖、祭师的以孔夫子为首的_批榜样式“师

范神"，而且仪规严肃。三，佛、儒、道三教在长期“合

一"中流行。“三教庙"、“三教庵”、“三教祠’’的建筑

颇多。‘[J-q，金末元初，孝义境内社会比较安定，流行各教兴

盛，寺观建筑风行一时，、至清朝中Ir卜孝义境内出现了宗教鼎

盛时期。五，境内既无名山胜地，亦无黛水碧谷，寺观、

庙堂多建于村郊或荒野，更少高僧、名道住持，宗教学术近

于空白。虽然如此，但儒教的“孝义"说，佛教的“西方净

土"说，道教的“自然无为”说，在民问却是根深蒂固的。

特别是道教的“自然无为"说，更为民间特殊推崇。六，

历代寺观建筑巾大都建有乐楼，孝义县境内的僧、道有赏影

观戏的传统习惯。这种与佛、道二教“不耽著歌舞'，的教戒

相违的历史现象，与境人酷爱戏剧的文化传统与歌舞娱神的

风俗>-j惯有密切关系。七，在多教种长期“合一”流行中，

民间出现了一些新的神性观念。l、 “四群一俸”．说及其

“知觉移观； “四群一体’’说认为，在冥冥宇宙间，除现实

的人间外，还有一个超人问的神的世界。在那里，居住着

～佛、仙、神、圣四个群体集团。释迦牟尼为佛群的最高神．

?4·



概述——
太上老君为仙班的至长神，玉皇大帝为神群中的领导神，孔

夫子是圣贤群的至荣神。四个群体犹如原始社会时期的四个

部落群，四位尊神亦不过四位“酋长"而罢。在这里，群体

的划分，显然是佛、道、多神、儒四教的拼凑。但在民间观

念中，既非多=}I{i信仰的“司职”观，也非道教的“道行”

观，更非儒教的“仁德”观或佛教的“法性"观，而是朴素

的·、简单的、民问化的“知觉”观。这种“知觉’’观的出

现，说明此际境人的柑f生观念在客观社会的作用一F已发生了

全新的转折性进化。他们所感情、崇拜、希望的已不再是传

统的具有“保佑”‘、“赐福”、“镇邪”、“祛恶”、“救

难"、“拯昔”、“大慈”、“大善"的神灵，而是“前

知”、 “后知”社会客观发展趋向和“大觉"、“大悟"万

事万物客观发展规律的“新神性神灵护。人们已朦胧地认识

到，人类幸福、康乐、进步的取得，需要的不是“神”的

“恩赐”、“拯救”或“护佑”，而是“知觉神”的点化和

指导。2、神鬼故事及其反叛观：从“张四姐火烧温泉

县”、“宋仁宗西泉遇鬼魂”等民间传说中可见，其时，境

人虽也艨胧地感到神权脚p授皇权是人类社会不平、痛苦
的根源，但由于历史条,1,-1：的局限和传统“神灵”意识的规

范，只能发出一种以神反神的思想意向，借助鬼魂之口，喊

出“对半分皇权”的心声，创造了一L抗天庭，下反人主，惩

恶助善的“反叛神”张四姐，并赋予典救世的反叛性格，从

而表达了自己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然而，这位希望中的

“反叛神”始终没有如愿以偿，只好将其贬低神级，封做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家庭保JlfFl}l{,"一一“灶

·5 9



。一概述
妈”。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后期，境人的宗教意识虽仍顽

固地支配着自己的精神体系，但已对传统崇拜的神灵产生了

怀疑和某种程度上的厌倦，并期望有代表人们意志的新的

“神灵”出现，并由此而生发一个新神支配下的新社会。人

们对各教的信仰，已从简单的迷信转入了复杂的思索，从愚

眯的崇拜转入了明智的尊崇，已从根本上对传统宗教开始了

动摇。． ．

’

清朝末年，外族入侵，政局动乱，国运低落，于封建社

会后期出现于境人I：I-,间的新神性观念更加El益强烈起来。随

着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不同思潮的冲击和

影Ⅱ向，数千年形成的宗教意识开始了急骤的全面崩溃。

天主教、基督教传入后，上帝、基督虽然并非境人理想

中的“知觉神"、．“造反神"，却也诱发着部分境人神秘的

向往。青年教徒温××曾疾呼： “我们信佛、信道、信神、

信鬼，如今落得国家衰败，百姓倒霉，英、美信上帝，如今

就象我们的唐帝国。我们为什么要老抱佛脚、道煺不放?为

付‘么不敢试试上帝有无灵验?”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

年)，杜村一i带村民无视佛坛尊斤，金塑神圣，在怒惩龙111

华严寺住持×X的同时，砸殿堂，毁寺产，一反数千年崇佛

心理的行为更强烈地加剧了传统宗教意识的破产。从此，各

传统宗教威望急速下降，寺观香火I-=I趋衰落，从教者锐减，

嗣承开始乏绝。境内流行数千年的传统宗教随着封建王朝的

灭亡，也开始苟延残喘了。

“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的曙光辉映着孝义社

会，革命造反的“知觉”理论引起境人的关注和热情，开创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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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了境人精神文明史上的转折性新纪元。据民国二十三年(公

元1934年)《山西省统计‘年鉴》载，孝义县有佛教徒l 7 9

人，道教徒5 6人，天主教徒7 O人，基督教徒9 6人。而

时隔仅五年后的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佛教徒减至

5 3人，道教徒仅存5人，天主教徒上升为3 3 O人，基督

教徒增至l 5 2人。出现了对旧“神"冷漠，对新“神"热

衷的现象。

全国解放后，孝义宗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五

十年代初，各教的情况如下：多神信仰伴随风俗习惯依然在

民问家庭中流行，其村社教务组织在东部平原已自行消失，

在西部山区教务组织虽仍活动，但职能已日趋敷衍，社会

性集体祭祀仅见于一些重大风俗节日的活动之中：佛教，道

教完全消失，徒众还俗从事自食其力的生产劳动。天主教i

基督教在党的宗教政策保护下进行了“三自"革新，仍继续

活动，但其发展已基本呈呆滞状态。 “文化革命"期问，宗

教成了“彻底革命"的对象，泥塑倒地，经籍火梵，碑碣残

断，雕绘俱毁，甚至连殿宇脊兽，庙名石刻也是问罪之物。

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彻底革命”不仅破坏了党一贯坚持的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且在宗教史上制造了-9t,l遗笑于

后人的笑活。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正本清源，拔乱反正，党的

宗教政策又重新复归，宗教界一片生机。无人抚养的高令教

徒享受社会救济，安渡晚年。知名宗教人士被选为县政协、”

人大的成员。基督教“三自爱国会”迅速恢复，教会财产也

·7 7



一概述获得归还或合理的赔偿。天主教徒恢复了教事活动，其教

会也正在筹备之中。两教教徒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爱国爱

教，奉公守法，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教

徒中的模范工人、模范教师、．模范专业户相继出现， “既是

教徒，更是公民"的倡言，已成今日宗教界共同遵守并付诸

实践的行为准则。

孝义县现共有宗教信徒5 4 4人，占总人口数的千分之

一点八。共产主义思想已成为指导境人意识的主流。纵览孝

义宗教史，宗教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产物，宗教的衰败以至

灭亡同样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建设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孝-V．宗教的实质也将发生重大的变
化。

‘

·8，

、、、、l I’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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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志 略



——志咯·佛教志

佛 教一志

佛教思想对孝义民间生活的影响，在诸宗教中仅次予

“择我所用”丽信仰的多神教。但是，对佛教的教主释迦牟

尼，在民间却未形成至离无上的崇拜感情，最顶膜崇拜的数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刀和“执掌西方净土的阿弥陀

佛”。而且，对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的崇拜，一般也仅寓

于人、天二乘的世间教化之中，注重信仰者自身苦难的解脱

和“觉行圆满”的追求。
+

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 7年)传入中国，到

了隋唐遂产生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

中国特色的许多宗派。佛教何时传入孝义境内，已发现的有

北周创建舍利寺的碑记(大孝堡树东)可考。到唐、宋时

期，境内所建寺庵渐多，如唐建广法寺(董屯村)、洪福寺

(铺头村)，宋建报国寺等，时已成名刹。金元时期，境内

佛教大兴，太子寺、，广济寺、崇圣寺、广仁寺等寺院相继建

成。元大德七年(公元[303iF)地震，“村堡移陡，地裂成

渠”，寺院毁于须臾。清初到清巾If-P是佛教在境内发展的鼎

盛时期。如康熙年问，华严派柏山开发龙山华严寺，始扬曹

洞宗法；向山卓锡大孝堡舍利寺，创设南山律宗戒坛；禅派

临济正宗对寺院或修茸或重建，亦一时成风。至清末，僧侣

势力久盛生畸，寺院霸田夺产，僧人犯戒作恶，终形成与民

问社会利益的冲突。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F)，杜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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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略·佛教志——一
带村民在知县姚学侃支持下，砸寺院，惩方丈，一时轰动全

县，恐及众僧。各寺院减租免债，开仓济贫，外潜恶徒，调

译旧怨。此后，寺院与民间矛盾虽日趋和缓，但威望已大为

低落。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境内僧尼遵明政府指示，

成立了山西省佛教协会孝义分会。在理事长李铭三建议下，

嗣律沙门象离在舍利寺举行两次“三师七证珑足戒授礼，图

谋振兴佛教。但国运已衰，政局动荡，佛教事业岂能独举。

三年后，象离抑郁离孝，法坛失主，山西省佛教协会孝义分

会赤名实俱废。解放初期，境内各寺僧j尼仅有二十三名，

亦随寺产公有而还俗。

一、教务：境内佛教各宗派，除所遵经典教义、修行方

法有所差异外，其教务活动内容和形式基本相同。金代县治

始设僧官，明、清设僧会，职由大寺住持担任，县令有权随

时任免。僧官、会长执行政府意志，调解寺与寺，宗与宗，

教内与教外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查处僧、尼违禁犯戒，触犯

政令和律例的不轨言行。此外；民间社会对寺院教务也有传

统的管理制度。社首对社寺(一社或数社袋资创建邀请僧尼

住持教务的寺庵)有权过问、干涉，以至决断，特别在资产

方面方丈不得擅自进行购置、变卖，若僧尼行为危害社内利

益，社首有权驱赶并重新邀请。家寺庵(僧尼舅化创建)教

务，社首虽无权干预，但寺庵处社境内，一般精明的住持僧

都注重与社首的交际往来，若逢重大教务事项，必行切磋，

以防阻碍和节制。． ．

寺院以寺为单位各自为政。同宗各寺，虽然常有法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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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略·佛教志
经济等诸方往来，但无从属关系。尤其在经济上，备寺更严
持独立。十方寺院实行选贤制。无论何地、何宗僧人，只要

接过法，并具传法能力，都可担任住持。住持之下设四大班

首(首座、西堂、后堂、堂主)，八大执事(都监、监院、

付寺、衣钵、维那、知客，典压j僧执)，司职分明管理寺

院教务。新方丈由上任方丈国寂前或出游前遴选委任，其它

则由新方丈指任。子孙寺院实行宗系家传制。寺内僧侣有直

接师徒关系，方丈、执事职不得由外宗担任，．亦不可颠倒资

辈，并根据寺务需要，仿十方寺院酌情精减执事名额。大寺

方丈之下设殿主、维那、知库、客头；小寺住持一人包览百

务。

二、经费；境内寺院，大都置；舒数量不等的地产，主要

靠地租维持经费。据《龙山志》载：雍正初年，华严寺有rl：

地二百六十五市亩，到光绪时达七百余市亩。民国时期，大

孝堡舍利寺占有土地一百二十余市亩，而且均为水浇良田。

即使一僧住持的小寺院，．或贫或沃，也都有民问俗称的“香‘

火地”。有的寺院养骡马雇工赶脚，有的寺院开煤窑以工获

利。此外，寺院还通过募化、布施、坛费等方式取得经济收

入。总之，每个寺院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

三、法事活动：清朝前境内寺院的法事活动已难稽考， ．

在民国期间，主要有寺会道场、节日法会和一些专门性活动

如说法、受戒、放焰口和念谱佛等。‘ ．

寺会道场，是寺院为庆贺寺节举行的礼佛活动。大寺三

日，小寺一日。是时，寺f-J：k：开，香烛齐燃，僧人身披袈

裟，鸣钟击鼓，诵经拜佛。赶会的信男信攻，或礼佛，或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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