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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盛世修志，风行全国，我省各县编修地方

．志和专态工作亦成高潮。民族宗教志是专写民
族宗教的专志。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

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
变革而转变。 “宗教是人为的”。恩格斯认为
基督教等之成为世界宗教“多少是人_32造成
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
民出版社1 9 6 5年版第3 2 8页)。事实上

一是久创造了宗教，不是宗教所说的“神"创造
‘了入。‘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都有它各自产生发．

展衰亡的一定规律，宗教也不例外，它产生于
人类历史发展的蒙昧阶段，随着社会的前进而

不断发展变化，当科学事业发展到一定高度，
人们可以完全解释世界并掌握自己命运的时

候，谁还会再去拜神求佛呢?现在我们国家的

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即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为了使后世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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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们的祖先在历代长时期宗9教信仰活动

的兴衰情况，以便从中对比现实生活的实际，

吸取有益的教训，引导人们在宗教信仰方面，

有个正确的看法，从而团结宗教赛人士和其它
各界人士，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多做贡献，
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奋
斗，特编写这部《柳林县民族宗教志》，以适
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我们受历史

知识贫乏j’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和写作能力欠
缺等条件的限制，很难完成这二任务。、仅就现
有条件，写就这一粗稿：一俾做抛砖引垂之物0
殷切希望各界人士写出比较理想的志书，．’或提
供有价值的宝贵资荆，以便再写时补充修正以
’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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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县地处黄河中游，三川河的下游。历史
监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劳动生息在这里。握《永
宁、州忘，》记载，．汉时境iD就有一蔺．邑：(故址不
详)、隰城县(故址在今本县穆村镇境‘iD)等城
邑的设置j后来的定胡县(故址在孟门)亦在本

县境内，故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卜1．

境内先后有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
传入，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这些宗

教在人民群众中有深远的影响，有些礼仪已经

成为民间的风俗习惯。原来有不少文物古迹， 、

因为明、+。清以来多次受战争的摧残和自然灾

害的侵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到严重

破坏，又经“文革、”时期“破旧立新”的影

响，很多文物多被毁损。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步贯彻落

实，当地政府贯彻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

策，保护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开放了寺观教

堂，平反了冤假错案，加强了．对宗教界人士的



团结和教育，并重视了对有历史价值的寺观庙

宇等古迹的保护工作。另外，各级党委和政

府，积极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提高了群众对
正常的宗教活动与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

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迷信活动的’区别能
力，从而进一步保护了正常的宗教活动，更加
强了同爱国宗教组织和爱国宗教人士的团结。‘



二章道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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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产生于中国汉民族的宗教，来源
于殷商时代，统治阶级设置巫师，掌管龟

筮，以卜筮吉凶、祈福穰灾。到周代，．逐步

形成天神i人鬼、地祗的鬼神系统。所以该教

是·个崇拜多种神仙的宗教。到战国时期有齐

国人邹衍创立五行说，出现了知仙方、炼仙丹

的方士：宣扬修仙养性。又采用黄老学说为其
理论基础。因为用老子“道”的哲学为其信仰

的核心，所、以称为道教。其信仰内容具有历史

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历代统治阶级把它作为统

治人民的工具之一，因此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很

深。‘本县境内居民历史上大都崇拜鬼神，教徒
为数甚多，，．历来建有观四座、宫三座、庙宇三
百六十六座，每年要演唱谢神戏一百三十六
次。是在本县扎根最深的一个宗教。据初步统

计全县观宫、庙宇数目共三百七十三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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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影响较大的有青龙的玉虚宫、成家庄的
北岳庙(俗名百眼庙)、福寿村的卧龙观、寨
东的三奎宫、薛家湾的老君观等。

。

第二节道教在县境的传播
’

道教在县境的历史，没有文字记载，不知
是什么时候由谁传来的，但在社会上传播的种
种说法很多。据青龙玉虚宫道士张致珠和锄沟

的在家道士白迟旦等说：道教是汉朝顺帝的时
候，张天师(就是张道陵)在四川的鹄鸣山，．

受了太上老君圣旨，叫他传道救人开始了道
教，教祖是太上老君。老君的《道德经》是真

经，《道德经》的“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

在，是一切的开始。有了“道”方生成宇宙、
万物。世上的_切都是“神”创造的，这个神

就是太上老君。一
又传播说信奉道教，遵守道规戒律诚心

的，．经过真心修道养德，可以使人返本还原成、
为神仙，永远脱离尘世的疾苦烦恼，长生久
视，生活安乐进而成仙。修行的方法有以自己
的精气神炼内丹的，有用铅汞等药物配制后，



放到炉火中烧炼丹药为外丹的，吃了以后可以
成仙等迷信说法。

一

又说下客的(煤矿工人)、刨矿的(采矿
工人)、铁活手艺人(五金冶炼：铸造铜、

铁、金、银等技匠)等都是老君的徒弟，．尊奉

老子为祖师爷，都奉道教。经查证尊老君为师

确是事实，但不一定都是道教徒，不过信教的

比较多。 ．．

i

以上传播的种种说法，流传很广。本县地

处偏僻山区，文化落后，居民历来素有迷信鬼

神，’卜筮吉凶、祈福穰灾的活动，深得一般群

众的信仰。 ，

’

‘

第三节道教在县境的活动概况

根据县境内柳林镇的真武庙，青龙城的玉

虚宫，锄沟的祖师庙，大成村的天真观，福寿

村(传说古为镇)的卧龙观，薛家湾的老君观

等观宫庙宇的建造年代；和民间老人王明光、’

李建业等人所说的前代入的传说，道教传入县
境当在隋‘唐时代。

。

道教在民国午以前，以县为单位有它的组



织系统，本县是近年新由离石中阳两县各划一
、部组成，其机构系统如何，没有查清，只知大
的观宫庙宇都有数目不等的道士善友居住办理

道务。这些遒士多数是对经文戒规学习较好，
熟悉各种斋醮祭祷礼仪的，·和通常在道内担负

职务的人，有天真、神仙、，山：居、．．出家i祭酒

等道士之分。他们都不动荤酒，一般道徒有不
动荤酒的，也有初一、十五忌口，平常都动荤

酒的。道士穿道袍、戴道巾，分混元、九梁、

重阳、太极、靠山、方山：、，唐叶j一字等九
种，多用青、黄1二色。 +．

‘各观宫庙宇新收道徒时，要举行设供斋，’

由主持道士指导行跪拜等礼，讲述道规戒律，

办理受戒仪式。道规是：一，早晚功课不单独
行动。二，念经拜神时要恭敬诚心不得喧哔争
斗。三，常住观宫道士．等外出须要告假。。四，

不得成群结党。五，不得公报私仇假传命令。

六，不得诽谤公众，怨骂斗殴。七，不得违犯

国法；奸淫盗窃，坏教败宗，抗顶清规。八，

不得茹莹饮酒不顾道钵。，违犯以上清规的，轻
的罚跪香或杖打，重的就要赶出道门或火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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