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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
口

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历史现象。

宗教问题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民

族心理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不是同一范畴。既要加强对

民族宗教工作的指导，又要努力克服过去一度时期的“左黟的，

教条主义的倾向，切不可在宗教信仰与政治，思想问题之间简单

地划一个等号。特别是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如何

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动员具有不同信

仰的各族人民，共同促进祖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是摆在各级干

部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1要真正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必须谙熟宗

教发展历史，了解和掌握必要的宗教知识。《忻州地区宗教志》

的出版，希望能在这个方面发挥一砖一瓦的作用。
。

宗教问题又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文化现象。宗教在定

展，传播和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大量吸收中外文化精华，创造了

灿烂的古代民族文化，对中华民族和世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独特的贡献。遵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的原则，有组

织地搜集，整理宗教文物，保护宗教文化遗迹，出版宗教性书籍各

可以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我想，从这个方面讲，本书也是功不可没的。

忻州地区处于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结合部，在各

民族的长期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古代文明。由



于雄居全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地处境内，又使忻州地区

的佛教事业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改革开放以

：来，忻州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与一些发达地区相

比，仍然是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让外部世界进一步了解忻州，

认识忻州，进而大规模地开发忻州，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希

望本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推动忻州地区与国内，国际的合作与

交流，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蹁写这类专业性较强的志书，是一项浩大的基础文化工程。

由于资料短缺，时间紧促，加之人员学识所限，因此书中的不足

和谬误在所难免，殷切期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能够

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El后进一步修订，完善。

范堆相

1991年3月8日



一，本志以马克思硝宁主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正

确地反映全区宗教发展历史及现状。 ．

二，本志以佛教为主，突出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地方特色，全志．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重吸收现代研究成果，．力求资料性．科

学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

三，本志综合古今资料编写，上自有史可考者，下限至1989

年。
’

四、本志采用章节体，以章，节，目设置篇目。

五，时间表述采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949年10月建黾

后采用公元纪年。 ．

。

六，本志记数以阿拉伯数字书写，计量单位按公制表述。

七，本志名僧传略，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但籍贯不限。

八，本志引文，随文表述出处，一般不另行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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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忻州地区位于山西省北中部，地理座标东经110．8度一113．9

度，北纬38度一39．5度，北以内长城与雁北地区和内蒙古为界，西

临黄河与陕西，内蒙古相望，东以太行山与河北省接壤，南与太．

原，晋中，吕梁毗连。总面积为25747平方公里，人13'250余万。

忻州地区辖忻州市和定襄，五台，原平、代县，繁峙、宁1

武、神池、五寨，岢岚‘河曲、保德，偏关，静乐等14个县市，

232个乡，58个镇，3个办事处，6107个自然村。中共忻州地委、·旰

州地区行署驻忻州市。

·听州地区春秋时期大部分为晋地，战国属赵，秦汉属太原

郡，雁北郡，太平郡，隋为新兴郡，雁门郡，唐、五代，宋为忻

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金、元，明，清为忻州、代州．保德

州。民国初属雁门道，以后分别属山西第一，第二专员公署。抗

日战争期间，本区同蒲路以东大部分地区属晋察冀二专署，以西

属晋绥二，六专暑。1949年成立忻县专区。1958年11月与雁北专

区合并为晋北专区。1961年7月忻县，雁北分置。1970|年更名

为忻县地区。1978年改名为忻县行政公署。1983年改为忻州地
区。 ．

本区自然地理为秦晋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地形以山区，丘陵

居多，北部禅房山，勾注山，馍头山，草垛山、系恒山山脉，西有

芦茅山．管涔山．云中山，系吕梁山脉，南有系舟山，系太行山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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