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灌县宗教志

内部发行

《灌县宗教志》编辑组

一九八七年五月



主 编：王纯五

编 辑：李启明 萧代华

图片摄影：黄素英 白美荣

封面题字：赵朴初

校 对。兰长清 周清贵 萧代华

审 定：杨增宏 刘志勋 徐腾贵



录

《灌县宗教志》序⋯⋯⋯⋯⋯⋯⋯⋯⋯⋯⋯(1)

第一篇道教⋯⋯⋯⋯⋯⋯⋯⋯⋯⋯⋯⋯⋯⋯(3)

第一章天师道发祥⋯⋯⋯⋯⋯⋯·¨／⋯⋯(3)

第二章灌县道教宗派⋯⋯⋯一⋯⋯⋯⋯⋯(8)

第一节天师道正一派⋯⋯⋯⋯⋯⋯⋯⋯(8)

第二节全真道龙门派⋯⋯⋯⋯⋯⋯⋯⋯(9)

第三节上清派⋯⋯⋯⋯⋯⋯⋯⋯⋯⋯⋯(10)

第四节清微派⋯⋯⋯⋯⋯⋯⋯⋯⋯⋯⋯(12)

第三章全真道龙门派丹台碧洞宗⋯⋯⋯⋯(13)

第一节丹台碧洞宗的兴盛⋯⋯⋯⋯⋯⋯(13)

第二节丹台碧洞宗著名道士⋯⋯⋯⋯⋯(18)

第四章道教官观和道教团体⋯⋯⋯⋯⋯⋯(23)

第一节灌县道观⋯⋯⋯⋯⋯⋯⋯⋯⋯⋯(23)

第二节道观管理⋯⋯⋯⋯⋯⋯⋯⋯⋯⋯(26)

第三节道教团体⋯⋯⋯⋯⋯⋯⋯⋯⋯⋯(28)

第五章灌县道教的宗教活动⋯⋯⋯⋯⋯⋯(29)

第一节道教经典的整理⋯⋯⋯⋯⋯⋯⋯(29)

第二节炼丹和武术⋯⋯⋯⋯⋯⋯⋯⋯⋯(31)

第三节医药养生⋯⋯⋯⋯⋯⋯⋯⋯⋯⋯(32)

第四节斋醮戒律⋯：⋯⋯⋯⋯⋯⋯⋯⋯··(3●)

第二篇佛教⋯⋯⋯⋯⋯⋯⋯⋯⋯⋯⋯⋯⋯⋯(37)

第一章佛教在灌县的传播⋯⋯⋯⋯⋯．．．⋯(37)



第二章灌县佛教的教派和寺庙⋯⋯⋯⋯⋯(Io)

第三章佛教团体和僧尼分布⋯⋯⋯⋯⋯⋯(51)

第三篇伊斯兰教⋯⋯⋯⋯⋯⋯⋯⋯⋯⋯⋯⋯(53)

第一章伊斯兰教的传入⋯⋯⋯⋯⋯⋯⋯⋯(53)

第二章灌县的清真寺⋯⋯⋯⋯⋯⋯⋯⋯⋯(54)

第三章伊斯兰教组织和阿訇⋯⋯⋯⋯⋯⋯(56)

第四篇天主教⋯⋯⋯⋯⋯⋯⋯⋯⋯⋯⋯⋯⋯(57)

第一章天主教的传入和教案⋯⋯⋯⋯⋯⋯(57)

第二章灌县天主教堂和信徒⋯⋯⋯⋯⋯⋯(59)

第五篇基督教⋯⋯⋯⋯⋯⋯⋯⋯⋯⋯⋯⋯⋯(02)

第一章基督教的传入和教派⋯⋯⋯⋯⋯⋯(62)

第二章教会学校⋯⋯⋯⋯⋯⋯⋯⋯⋯⋯⋯(6s)

第三章 。三自。爱国运动⋯⋯⋯⋯⋯⋯⋯(65)

第六篇灌县宗教管理机{勾⋯⋯⋯⋯⋯⋯⋯⋯(66)

第一章机构沿革⋯⋯⋯⋯⋯⋯⋯⋯⋯⋯⋯(67)

第二章解放以来的宗教工作⋯⋯⋯⋯⋯⋯(●8)

编后记⋯⋯⋯⋯⋯⋯⋯⋯⋯⋯⋯⋯⋯⋯(7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灌县宗教志》序

宗教是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因素．宗教有它自身发生与

发展的历史，由具体条件面生，由具体条件而灭，不以人们

的意志而转移。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

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

宗教在目前仍影响菥部分人们。

宗教是由宗教徒、宗教组织，宗教思想(哲学，教义和

道德成规等)组成的社会实体，是人们社会的精神系统的一

个支流．宗教反映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给人带来的苦难，也

寄托蓿宗教徒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叹息，及对美好期望的祈

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宗教对于不同的社会发展，曾起过促

进或阻碍的作用。在今天，宗教界爱困人士正为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和d￡界和平贡献力谮。

道教是我国土生二f：长的传统宗教。在历史长河中，道教

曾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医学、哲学，文学、艺术，甚至政

治、经济等社会生活起过重大作用．道教的气功、丹功与武

术这一特卓的修持方法，是中国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养生

法的主流，是我国文化遗产的精华。

佛教来中国两千多年，中国早已成为佛法的宗土．伊斯

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也都成了中国的宗教，在中国独立

自主地进行宗教活动．他们部对中嗣历史文化的发展产

生过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宗教徒在宪法保护下，享受着



宗教信仰的自由．

为了如实了解一个地方的宗教，并保存资料以作为深入

研究宗教的参考，在灌县新县志中试编了宗教志．

本志的编写，先后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和修改，内

容不断充实。史料也较为翔实．但仍难免有错漏之处，将在

令后不断补充完善，深望各界人士指正．共襄盛举．

王家桔
一九八六年六其二十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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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道教

道教是我『日固“的f々统宗教。东设顿帝时(1 2 E⋯144)
张陵倔嫂五。I米道，奉老丁为教l：，以《皂于五千文》为：}

世经冉．r是逐渐JB成道教nc】弧要教派——夭师道．

第一章 天师道发祥

If城u1，z#天昝⋯．相传．r一蜀国疆帝杜字氏在“天

择1中心建A J’“成都蛾天”之雕(今青城成都戴天

ljJ)．张陵术米之lm l‘f城山早就祭祀符从黄帝以来的x方

种奠，这就是。西陵氏”(岷山部旅)的“五老仙都”。肯

城山最早的神话是从父母两系(黄帝．阿姨)丌始的。山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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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坛’， 。轩辕峰’，有黄帝拜宁封为五岳丈人的丈人

峰．《先天本纪》云； 。黄帝南至青城山．礼中皇丈人，

问真一之道．’西王母女系。则留下了。玉女洞”，。麻姑

池”．《山海经·海内经》有“西南黑水之间，有都I。之

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

的记载．巴蜀的原始巫教一“鬼道”(五斗米道的前
身)很早以前就在青城流传(背城有鬼城山，誓鬼台、鬼界

古碑)．。东汉时的青城山(世称“青城三百里。)是泛指蜀

郡江原县(包括今灌县河西、崇庆县，大邑县一带)邛崃山脉

东支诸山的总称。唐代道教学者杜光庭在《青城山记》中说·

。天彭青城，连峰不绝⋯⋯此山前号青城峰，后名大面山，

其实一耳，同体异名．”《乙记》云： 。青城有天国寺。”

《方舆胜览》说： 。天国山在永康县．左连大面，右接鹤

鸣，前临狮子，后枕大隋。诸山络绎，不一其名，要皆青城

之支峰矣．”明代蔡长通撰《鹤呜山迎仙阁记》云： “青城

为十大洞天之一、其周回几十卫，地脉衍迤，分支为鹤鸣

山．’可见古之青城山原包括天国山，鹤鸣山在内，比今fl

青城lJJ范围更宽．

关于张陵的事迹，正史}己载较略。器人常琚在《华m画

志》中说： 。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鹤鸣山．造作道书，

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后汉书·刘焉传》说：

一(张)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

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筏；衡传

予鲁。。《三国志·张鲁传》的记载，与此大体相同，只是

将鹤鸣山记为。鹄鸣山。。《道藏辑要》有《汉天师世家、)

言其事较详： 。祖天师，讳道陵，字辅汉，丰巳人也(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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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丰县)．永平二年(59)二十五岁以直言极谏科中之，拜

江州(今重庆)令．谢官归洛阳北邙山，信炼三年⋯⋯闻巴

蜀f参气为灾，当往除之．初居阳平山(今彭县境)．感太上

授以经篆之法．次登西城山，筑坛±摹以降五帝．⋯⋯还鹤鸣

山。汉安元年(1 4 2)壬午上元，感太上垂车驾五自龙降

(一说，永和六年)陵造作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太清玄

元’．汉安二年(1 4 3)七月一日，登青城山．山有鬼城鬼

市，鬼众分为八部．日为民害，各有鬼帅领之．及至，鬼帅

率其属迎敌，战败清求归顺，天师遂命五方八部六大鬼帅俱

会于青城黄帝坛下，使人处阳明，鬼处幽暗，立二十四治

(按即教民区)：增置四治．以应二十八宿正气．”青城山

属于四游治之一，号为。肯城都”．李膺《蜀记》说。张陵

曾。避病疟于丘社之中，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

法．’《历世真仙体遭通鉴·张遭陵传》详细描述了他大战

众鬼帅的事．赵公明原系厅城IIJ烁椤国鬼帅，被张陵降伏归

顾后．封为。挟灭广圣崇妙凋清冲和真君玉元大将”，六大

鬼王归于北丰，八部鬼帅窜于西域(见《清微神烈秘法》)。

反映了张陵在青城山一带吸取改造巴蜀氐茺族巫教而创立道

教的曲折过程。在道教初创期，结茅传道，散处民间游走，

尚无固定宫矾。但多在肯城八百里范围的潍县，崇庆县、大

邑易，彭县一带山区活动．宋代张君房在《二十四治图序》

中说： “第三鹤鸣神仙治．治在其山，山与f’}丑瓮天园栩连．。

(从脊城灭师洞沿大火地山路捷径去鹤鸣山只六十余!}!)，杜

光庭在《f≥肯城山诸观功德记》中说t“太上面，正一真人三灭

张君，自渠亭鹤呜，顿驾兹岭．行明威之法，拔鬼城鬼可f，

刻石为天地日月，羊马台．三师坛．命魔幢．以智鬼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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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昼夜；H笔岫山．青崖中断，笔迹在焉，经图攸尊．”}t

I山，(包括其支蜂鹤鸣山)从此成为天师道的发样地。所

代犬邮多来此瞻僻姐庭．六十一代天师张仁最在《天师谱》
-f，晚： “张陵死后葬于青城山。”唐代徐太亨《丈人祠碑》

称占城为“仙都众妙之奥，福地会昌之域，张天师羽化之处

焉。”东晋葛洪在《抱朴子·金丹》中说：。青城山蛾眉

⋯ 此忤是正神在其山中，其地或有地仙之人。”

张陵死后传其了-张衡，《仙鉴》卷十九载： 。张陵称天

师，其子张街称嗣师，衡长子鲁称系师，亦嗣法于此，道统

廿代不绝．”放道教十太洞天中，』￥城IlJ为第五大洞天．

、见注①)

沣①道教称大地名山问仙人所居胜地由·‘太洞天；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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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籍七签’卷二十七载：(1)王屋山洞(一称小有清虚

之天，即山西垣曲，河南济源两县间的王屋山)I(2)委

羽山洞(一称大有空明之天，即浙江黄岩县委羽山)I(3)

西城山洞(一称太玄总真之天，向无确定地点，疑是青海西

倾山)I(4)西幺山洞(一称三元极真之天，即西岳华

山)，(5)厅城山洞(一称宝仙九室之天)，即四川灌县

青城山)l(6)赤城山洞(一称上清玉平之天．即浙江天

台县赤城山)，(7)罗浮山洞(一称朱明辉真之天，即广

东增城．博罗两县问的罗浮山)，(8)句曲山涧(一称金

坛华阳之天，即跨江苏句容、金坛 溧水，溧阳等县境的茅

山)，(9)林屋山洞(一称元神幽虚之天，即江苏吴县西

洞庭山)I(10)括苍山洞(一称成德隐玄之天．即浙江仙

居、临海两县问的括苍山)．

(见《宗教词典》第25页，上海辞书出版杜1981年

12月第1版)

范长生是。三张”以后，天师道又一重要首领．《华阳

国志·李特雄期势志》说： 。(范)贤名长生，一名延久，

又名九重，一日支，字元，涪陵丹兴(今四川黔江)人．’

其先人是当地大户，蜀汉时，涪陵豪强徐巨谋反，被讨平

后，遂迁移当地豪族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郡．《晋书·李流

载记》说。 。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 。长生

善天文：有术数，民奉之如神．”可见他是一位拥有广大信

徒的天师道首领．晋元康初年，秦雍流民集团以李特为首反

抗晋王朝益州刺史罗尚的镇压，遭到蜀中坞堡武装Jj牙攻，首

领李特被杀，李流被围困在郫城，粮秣缺乏，危在旦夕．流

民中大部分是天师道信徒．后经背叛罗尚的徐舆到青城山向

7



范长生求援，长生慨然支助军粮，李流军威大振，流牺牲

：j．李雄继续怍战，攻下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李雄记

载》又说： 。雄以西山侯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欲迎

立为君而臣之．”《通鉴·晋记》又云： 。李雄以范长生有

名德，为蜀人所重，欲以为君而臣之，长生固辞，劝雄称尊

号，李雄即帝位，固号大成，加范长生天地太师封西山侯，

复其部曲，不预军征，租税一入其家。”范长生之尊为范

贤，恐与太平道之大贤良师有关。至于天地太师，(《华阳

因志》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实即。天师”之繁称。青

城山天师道成为成汉政权和蜀民的精神支柱，得到各族的崇

罄。(相传都江堰宝瓶口之伏龙观古为范贤馆)．成汉政权

在范长生辅佐下，简刑约法，政绩斐然，百姓富实，闾门不

闭，无相侵盗．时海内大乱，蜀独无事，归之者榴寻。经过

张鲁和范长生先后数十年的经营，奠定了天师道牢固的根

基．故《青城山志》说：迄晋以降，地因范贤而显。’从

此，道观林立，其中的长生官专祀范贤．又据／。I太平御览》

引《十六国春秋碍录》云。范长生卒，以其子贲为丞相。”

《晋f；》卷五十八《周访附子抚传》说： 。永和初，桓温伐

蜀⋯⋯隗文、l『：．2等复反，立范贤子贲为帝．初贤为李雄圆

师，以左道惑百瞧，人多事之．贲遂有众一万．。更充分说

f!q范长生宗教首领的地位及其在蜀中的势力．

6岔一善÷硒．-二，。

第一节

灌县道教宗派

天师道正一派

自张陵掣&，直到明代．天师道在灌县相海不绝．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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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时；北魏嵩山道小寇潦：乏刨。北天师道”。南朗庐LlI道士

陆修静“祖述蔓张，弘衍j二葛”融合符篆，丹鼎两派创“南

天师道”。．．；蔓i县所传为南一足师道，以符蕞斋醮为主要修持方

式．据刘锚泉《道教征略》考证：唐代天宝年问青城山著名

道士薛昌便是陆修静的再传弟子，、宋代丈人观道士勾台符亦

属此派； 。北宋末年，符篆大盛，其时自称j虫得异传，别开

宗派者甚多。”至北宋元桔年问有张陵三十代孙遣靖天师

张继先(字嘉闻，道号修然予，元桔七年生，宋徽宗召至宫内
赐号虚靖先生；卒于宋高宗建炎三年)，入蜀量肯城山，再

兴正一道于常道观。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封张陵第三十

八代后裔张字材为。正一教主。，总领三山(龙虎山，阁皂

l LI，茅山)符篆。此后凡是道教的符篆各派统称正一派。明

代皇室崇尚佛教，道教残存，多流行于民间．据易心莹《四

JII省道教史》说。。。正一派，入清已无此派。清初钱谦益作

《万尊师国枢传》云；虚靖天师殁后十六年，陆翁守坚遇于

青城山，遽相授受，实正一火居道派”，这便是四川民间流

行的主持拜章消灾或葬仪的职业道士。民国《灌县志》说。

。晚近教徒有不住观而家居者，专以诵经谋农食，其说不外

地狱天堂．与释氏之下乘绝相类，义神仙家之变体矣．”道

场亦分两派：一为广成坛．创于陈复慧，一为法言坛，启自

刘源，世称刘门，有《法亩汇篡》．民国《灌县志》载．当

时全县行此种职业的道士约三百余人，俗称火居(或火坛)

道士．

第二节 全真道龙门派

全真道亦称全宗派或称{仁宗．与正一道同为无代以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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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两犬派’r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于山东宁海(今

牟平县)全真庵聚徒讲道，创立此珐全真道属神仙家，主
张。自我修真。， 。得道成仙’，认为。识心见性，劝善

化恶，即为全真。．正一道赠主要宣传。召神驱妖，祈福禳

灾。．全真道士不结婚，不饮酒茹荤，授徒传教，为出家道

士。正一道士可以结婚，虽有斋戒，非斋期也可吃肉饮酒，

为在家道士．全真道主张儒，释，遭三家合一．I：全真教祖

碑》载： 。先生劝入诵《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孝

经>云可以修证．’主张悟性，近于禅宗．与正一派道教以

炼丹。画符为主不同．王重阳传其徒丘处机等七人(后称北

七真)．分别创遇仙、南无，随山，龙门，青山，华山、清

净七派．青城山属全真道龙门派，系丘处机所刨．

丘处机(1148——1227)自号长春予，登州栖霞(今山

东)人，曾在陇州龙门山隐居修道．元太祖十四年(1229)

遣使召之，翌年与弟子十八人同往西域雪山．太祖问为治之

方，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告以清心寡欲为

要．太祖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元

代至正十七年(】357)元惠宗命保真太师诸路道教提举李道

谦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见《大元崇道圣训王告’

碑用蒙汉两种文字，现存陕西户县重阳万寿官)．由于元王

朝的推崇，全真龙门派进入四川．从清初以来．灌县青城山

等主要道观多为全真龙门派丹台碧洞宗的子孙丛林．

第三节 上清派

此道派起源于东晋中朝，晋哀帝必宁二年(3 6 4)杨羲

书<上清经’(《即上清大洞真经》)。其后陶弘景搜集杨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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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编为《真诰》．此派以存思为主，受佛教天台宗的影响，

不主金丹术，宣称l|蓉行{诤道可以升入。上清天。，比旧天

师道理想的。太清境”更离，因而自称。上清家”．此派在

唐末五代，一度盛行于青城山．上清派著名道士杜光庭长居

青城山，对道教理论的总结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杜光庭(8 5 0—9 3 3)字宾圣(一说。宾至。)，处

期缙云(今属浙江)人，(一日长安人，或云括苍人)．唐懿

宗成通中应九经举不第，入天台山学道．僖宗召见，充麟德

殿文章应制，为内供奉，出入禁中成为道教领袖。人称。扶

宗立教海内一人而己’．中和元年(8 8 I)随僵宗入蜀，遂

留成都．后事前蜀王建，为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仕郎上柱国蔡

国公，赐号广成先生．壬衍：范．授道篆于苑中，以为传真天

师，崇真馆大学士．晚年居I宁城山白云溪，号东瀛子，建餐

越阁，奉行上清紫艟吞H月，毛法．他在青城山隐居近三十

年，其著述大部完成于此，卒莽青城IlJ清都卿．杜光庭平生

著作甚多，收入《道藏》的就有二十余种，除各种忏仪外，

要有《道德真经广圣义》三十卷、《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一

主注》一卷．《广成集》一百卷．《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

卷、《录异记》十卷，《应现图》三卷，《壶中集》三卷。

《三教论》一卷、《大宝论》一卷、《道门科范大全》八十

七卷。《青城山记》一卷、《武夷山记》一卷．《续成都

记》一卷．《墉城集仙录》十卷，《崇遭记》一卷、《混元

图》十卷，《遭经降传世授年载图》一卷，《玄门枢要》一

卷．《仙传拾遗》四十卷，《注老君说》十卷．《神仙感遇

传》十卷，《道教灵验记》二十卷，《历代帝王崇道记》一

卷．《规书》一卷．《历代谏书》五卷，《唐谏诤论》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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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清徼派

此道派约形成于商宋时期，流行于元代。元降采《浮微

aI谱》称： “道教启于元始，一再传至老君，分为四派：印

真元派、太华派、关令派、正一派．十传至清微f等元昭凝元

君，复合于一，即为清微派．”在《清微神烈秘法》中列有

清微师派表，谓元君即东晋著名女冠魏华存，她与张道陵、

庄旭、许逊同为清微派祖师．实际上，此派的创始人当为

南宋时青城山道二f：李少微、朱洞元，南毕道以及黄舜申等人。

《清微斋法》卷上云： 。青城通惠真人朱洞元，成都人，二

月初一日生，乃神霄玉枢使清微洞卫上卿．云山保一真人李

少微，房州人，三月初五日生，乃丘雷院使清微都元右卿，

隐青城山．眉山混隐真人南毕道，二芦串文，乃清微保元他

卿，眉州人，性淡荣利，学通足人．仕宋，累宵至广目町宪。

。：；遇保一真入授以至道，能役渔神{氏⋯⋯隐青城山．’’

。此派以行雷法为能事，将宋代盛行的内丹术与符篆咒术

车f!结合．所谓内炼正气，介灭种之灵，则。可以驱邪，可以

治病，可以达帝，可以啸命风雷，可以斡旋造化”．《道漳：

会元》卷一百一十一说：《帝令：蠢珠五雷折祷大法》序o

‘夫宝珠雷法者，玄之又玄，实众法之祖也．自前宋枢密壹

使李闲云先生得传于驾前，承：童法师传集院学I：朱梅缃先

生，后朱入蜀于青城山羽化之时，止传三入：一人7j新淦州

郭捉攀J二乃三十六代天师张真人(宗演)，三乃闲云李先

生．此法行渚天之号令，总二三界之雷霆，以先天一气而运

用，以后天八卦而成符．名H宝珠．乃欠宝度人之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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