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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历史文化》丛书经精心编寨，现已告竣，即将付梓出版，这是

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喜事。

丛书共分《眉县历史人物传略~ {眉县文物稽古》等 8 个分册，近

180 万字。 这是一套旨在总结历史、延续文脉的重要著作，也是全面研究

眉县历史文化资源的珍贵文献，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化品位。丛书

的出版，对充分反映眉县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彰显眉县的

文化魅力，提升眉县的文化软实力，特别是借助历史文化品牌助推县域

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延续，是一个不断传承的链条。现实是果，

历史是因，未来则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延续。要发展好、建设好一个地

方，必须先全国了解它的发展历史。只有读懂历史这本教科书，才能从

更深层次上认识这个地方。 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

廓清工作的思路。

眉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遍及全县的 32 处仰韶及龙山文化遗

址，证实了早在远古时期，眉县人的先祖们就在此繁衍生息。 眉县的

"眉"字原本为"启ß" ，最早见于《诗经 ·搭高》中的"申伯信迈，王钱

于邸说的是周宣王在"脚"这个地方为即将赴任南国的申伯钱行的故

事。"眉r 在秦帝国实行郡县制以后设县，历史上曾更名为"平阳" "美

阳" "渭滨眉R城"等。"眉~"字在 《辞海》和《新华词典》 中都解释

为眉县地名专用字。 1964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将

"居r 宇简化为"眉 o 郎"字从象形或是会意角度理解，都是一张五

官端正、眉目清秀、表情丰富的脸庞。古人为什么造这样一个字来做地

名，尚待学者深究。后来有一说，眉县因地形似人的眉毛而得名，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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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无确切考据。

眉县历史源远流长，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 1953 年以来，

仅杨家村就有五次重大考古发现，出土均为国宝级青铜重器。 特别是

2003 年春出土的西周贵族单氏家族窑藏 27 件青铜礼器，被考古界誉为我

国 21 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曾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了名为《盛世吉

金》 的专题展览，轰动国内外。眉县也因此被誉为"青铜器之乡" 。

眉县人杰地灵，自古至今，英才辈出。如西周申伯，古代著名军事

家、秦国大将臼起，先秦水利专家、都江堪建造者李冰父子，三国时蜀

国大臣法正，唐朝宰相王硅，唐代著名医学家王焘，北宋著名思想家、

关学宗师张载，清初著名思想家、诗人、"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中国

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李达等一批历史名人。他们胸怀天下，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眉县人精神形象的光辉代表。

眉县农业生产条件优越。 山水田园，物华天宝，得太白山之恩泽，

承渭河水之浸润，故农产品丰富且特色突出。"壤虽小而民富庶"。历史

上有极具盛名的地方特产，如积谷寺贡米、北崖下九眼莲藕等都曾为朝

廷贡品 。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东边辣椒西边蒜，苹果柿子绕山转"成就

了屑县 10 万亩花果山之名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眉县狲猴桃迅速发展，

成为中华狲猴桃的原产地，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狲猴挑之乡"。现在，

狲猴桃已不单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产业、一个品牌、一种文化现象，

体现了眉县人积极适应自然、适应市场，创新求变的文化特质。 狲猴挑

因眉县山水田园而蓬勃发展，眉县因狲猴挑而走向全国，名扬世界。

眉县人笃实勤劳，胸怀宽阔，思想开放，在经济、社会、文化活动

中， 善于主动接纳新思想、新信息、新技术，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不竭

动力 。 这种品性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悠

久的移民历史。从秦始皇"徙六国富豪以实关中"起，历朝都有较大范

围的移民活动，眉县现在仍保留着"山东庄"河南村"等祖籍在外省的

移民村庄。正是这种不同地域文化的长期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多元的人

口结构，多元的文化生态，多元的民风民俗，造就了眉县人开放包容的

心态和乐于接受新事物， 善于吃苦创业的品格;更成就了当今眉县的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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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发展。

眉县是片英雄的土地，有较浓厚的红色革命传统。早期就有共产党

地下组织活动。 20 世纪 30 年代，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辗转眉县留下

了革命足迹。 1949 年夏天，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部署

指挥了著名的扶眉战役，一举击溃国民党摘系胡宗南部队，为西北、西

南的最后解放奠定了基础。这些光辉的历史，时刻激励着眉县人奋发进

取、积极向上。

眉县是块活力四射、激情绽放的土地。先贤的勤劳智慧创造了可歌

可泣的昨天。今天，敢想敢干、勇于创新的眉县人民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和干劲，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后荣获中国民营经济最具

活力县、中国十佳旅游度假区、中国果蔬标准化生产基地、国家级休闲

农业示范区及陕西省首家教育强县等荣誉称号。特别是近年来，坚持以

"跻身全省十强、跨入西部百强"为目标，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主

题，强力推进园区基地和百亿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发扬拼搏精神，连续

五年被评为宝鸡市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县区。居县壮丽的山川，秀美

的田园，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

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文脉和灵魂，也是一个地方自信的根基和底

气所在。勤劳智慧的眉县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地

方文化，我们为拥有源远流长而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感到自豪，这一切

都充分体现在当今眉县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责任、文化担当。在过去的

时间里，眉县的决策者，特别是文化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对眉县的历史文

化给予了高度关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挖掘和研究，终成《眉县历史文

化》丛书，为眉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先辈们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历史文化，作为当代眉县人，要读懂它，

就要用继承、发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重新理解家乡的历史，全面系统

地汲取优良传统，找准历史方位与坐标，做好本职工作，更加自觉地承

担起引领社会进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眉县历史文化》丛书的出版为国内外朋友及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了

解和研究眉县历史文化的基础资料，有助于眉县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和



加强同外界的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我们向一切热爱关心肩县，愿意为

眉县的发展出力献策的朋友们推荐这套丛书，希望它能给各位的工作、

事业和生活带来帮助，带来启迪。

2015. 12 

(作者分别系中共眉县县委书记、眉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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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几乎与人类生活的各方面相联系。

为人们在"有神与无神人和神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生命与生死"等普遍关切的问题提供答案，

为信仰提供文化和理论支撑，具有对人终极关怀的品格。同时，宗教也

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甚至成为推动地方文化

繁荣的重要产业。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可以完全离开宗教的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正式加入宗教组织的人成为教徒，大多数没有加人宗教的人

也普遍存在宗教情结或宗教倾向，类似于宗教文化的民间信仰更是广泛

存在。眉县旅游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山水方面有太白山和渭河百里画

廊等，在人文方面有大量的宗教寺观庙堂和宗教传说故事及历史名人遗

迹。若从宗教管理角度看，眉县是宗教重点县;若从文化角度看，宗教

文化是眉县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若从旅游方面看，宗教文化是旅游大

县的重要基础。

概括眉县的宗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道教的建立和佛教的传人都在东汉时期。汉唐时，眉县因离都城长

安很近，属京散之地，处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是佛道教

最先传人地，已有 2000 多年历史。 天主教、基督教在清末传人眉县，也

有百余年的历史。各教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属于自己丰富的宗教故事，这

些故事在传播教义，宣传教化民众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民众接受某种宗

教，往往也是从某种宗教故事开始，并从中做出价值判断而后选择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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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教并存，相互融合

眉县宗教文化由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天主教文化、基

督教文化和广泛的民间信仰组成。 从历史上看，各种教派和信仰之间也

曾发生过矛盾和斗争，比如发生过多次批佛、灭佛、批道、批儒的事，

但总的趋势是以相互融合、共存共荣为主，这也使眉县的宗教文化历史

显得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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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白山宗教文化独具特色

太白山是一座神山 。 太白山上，几大宗教各有天地，加上太白山神

信仰，使得太白山的宗教显得格外丰富。大量与宗教相关的民间传说，

景点演绎，使大自然赋予太白山的神秘莫测的神奇自然现象更加生动。

在国内宗教名山中，从形成时间上看，太白山宗教文化形成早于其他名

山;从宗教种类来看，多数名山往往是一种宗教的道场坛场，而太白山

是四五种宗教共聚一山，更重要的是太白山有代表自己的神仙一一太白

爷。 太白神的祭祀活动早在汉代就被官方认可，唐时已上升为官方制度，

受到皇帝赐封，这几点形成了太臼山宗教文化的鲜明特色。

四、民间信仰丰富多彩

民间信仰是我国世俗社会的普遍现象，也是一种民间宗教生活方式，

但它不同于几大宗教信仰那样有系统的理论化了的教义经典，也没有系

统严密的组织框架和特定传承发展方式及严格的戒律仪规，往往是松散

的，约定俗成的，自然传递的。民间信仰主要表现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层

面，与风俗习惯紧密结合，祀奉的不是宗教的神，而是地方神。 信奉的

群体限于普通大众，特别是底层群体，信仰的影响范围往往局限在一定

地区内。

眉县的民间信仰以太白山神和祖先祭祀最为普遍。

太白山有自己独立的神一一太白神，老百姓习惯叫太自爷。被奉为

太白爷的对象因历史时期不同而有所变化。较为流行的说法有:周太王

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和周责，神应

公，谷春，崔浩等。 除太自金星外，其余都不属于佛道教神仙之列。太

白山神信仰源于先民对太白山的崇拜。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农业社会，@ 



人的命运完全受自然力的左右，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则人民有福，反

之，则有灾祸。太白山作为秦岭的主峰，典型地体现了秦岭的特点和在

自然界的功能。"兴云致雨，息涝3耳灾关乎风雨雷电，旱涝丰歉，福

祸生死，人生敬畏之心，进而把太白山奉为代表自然力的神灵，便是自

然而然的事了。 太白山神的概念形成远早于道、佛教的历史。 在汉武帝

时，史书就记载了太白山神祠并有大规模的民间祭祀活动。历代在山上

和山下川原以至关中各地，都建有太白山神庙。唐代，太白山受到皇帝

赐封，太白山神被赐予人爵称号，被纳人国家祀典体系，太自神信仰因

此受到进一步鼓励。太白山神庙建设从太白山扩展到陕西各州府县乃至

山西、河南等地，突破了原有的地区限制。太白山神成为更大范围内的

民间信仰，每当遇到旱灾，官方同民间都会组织大型祈雨祀典。 地方史

志和民间传说多有太白山神灵应验的记载，太白神信仰寄托了人民希望

风调雨顺的愿望。

祠堂和祭祖礼仪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看重的事情，用以表达对祖

先的感恩与怀念的感情，起源于古人的祖先崇拜和儒家的孝道思想，属

于儒家信仰。 一般来说，祭祖活动限于家庭家族之内，但对社会和老百

姓做出贡献的名人会成为大家祭祀的对象。有的还会由人上升为神，成

为民间膜拜的偶像。 其祭祀仪式也上升为官方举行。 道教佛教和民间信

仰中的许多神仙就是这么来的。如关羽、诸葛亮、八仙人物等。 在眉县

最有名的祠堂是张载祠，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张载。 张载祠历来为官修，

祭奠有官方也有家族后人，分别进行。 近 20 年来，民间出现在高考前家

长带学生到张载祠许愿，考上后隆重祭拜还愿的现象。 表达了民间对这

位先贤的崇拜敬仰和神化的趋势。

其他的民间信仰还有如城惶爷、财神爷、土地爷等等，一般习惯在

逢年过节或每月的初一、十五祭拜，祈求神灵惩恶扬善，保佑平安，赐

福发财，祥和安康，表达老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宗教信仰问题从来是一个复杂问题，甚至在一定时期是政治敏感问

题。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人们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也有许多新的变

化。 各宗教在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过程中，更加融洽和谐，成为社会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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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力量，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不断发挥着积极的

作用，呈现出盛世复兴的大好局势。

《眉县宗教事略》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眉县宗教及民间信仰的历史、现

状及主要宗教场所情况，通过记事来证史。目 的在于让更多的人从历史

和文化角度了解眉县宗教，正确认识和处理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问题，更

好地发挥合法宗教及民间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功能。

作者严文团同志，从事地方文化研究几十年，资料积累甚丰。近两

年来他参与了省社科院宗教所关于太白山宗教调查工作，与专家一起，

走遍了全县所有宗教场所，拜访了数十位宗教界人士，开阔了眼界。他

把一个县的宗教素材放到全省、全国宗教大背景下去认识、分析、研究，

难能可贵，必有大益。我认为这本书为大家提供了从宗教方面研究眉县

历史和从历史角度研究眉县宗教的重要资料，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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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宗教文化综述章第

社会科学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

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 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

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使人对这一神秘力量产生敬畏及崇拜，井从而

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 "宗教既是人们对自然世界(此岸)的客观

认识方式，也是人们对精神世界(彼岸)的主观向往形式。"人们力图借

助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超越现实，超越自我，实现永恒的幸福与光明。

与此同时，也就创造了灿烂的宗教文明。

眉县地处号称中国龙脉的秦岭北麓太白山脚下，境跨渭河两岸。 东

有道教圣地楼观台，西接炎帝故里古陈仓，北邻世界佛都法门寺。 山水

同在，日月长流，那六月仍旧白雪皑皑一片清凉的太白山巅，就像一位

历经沧海桑田世事洞明的老者，有一种永远无法穷尽的神秘和暗示，启

示着她周围的子民穿越了人在自然中充满敬畏和神圣，最终获得莫大慰

藉的情感历程，并把这种情感物化成神像、 法器 ， 寺院 、 道观、教堂、

宗祠，构成了眉县独特的宗教文化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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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宗教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眉县宗教文化产生的历史时期非常久远，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

2000 多年。 1981 年以来，市县文物主管部门相继在眉县首善镇第五村发

现的秦汉时期成山宫遗址，可以说是眉县宗教文化最早的实物证据。 远

古时期人们受大自然各方面的制约，对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总认为有一

种超自然的力量左右着这些现象和物事，这就是神的力量。 不同的自然

现象和事物有着不同的神，只要与自己生活相关就有相应的神灵主导，

形成了当时的多神崇拜，其中日神就是这些众多自然神中的一个。 成山

宫就是为祭祀日神而修建的宫殿，由此可以推测早在秦汉时期，眉县一



带当地先民就有祭祀日神的史实。 另据史料记载，早在汉成帝时期，太

白山已有神祠并有大规模的祠祀活动的存在。 国内各个宗教文化名山中，

其宗教文化形成的历史很少有早于太白山者。 太白山又作为眉县宗教文

化的中心，是我国最古老的宗教文化渊源之一，其形成和传播历史非常

悠久。太白神信仰文化形成后，早期的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也相继进入

太白山，从而使得太白山宗教文化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也为以后太白山

宗教的多元结构奠定了基础。这些宗教文化的进入，不仅没有冲淡太白

神信仰文化，反而使太白神信仰的影响随着太白山道教文化的发展进一

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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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积淀深厚

眉县作为关中地区一个古老的县份，褒斜古道南连天府之国巴蜀各

地;丝绸之路穿越县境，出行方便，交通发达，更是连接东西南北文化

的枢纽。 因而，在这里形成了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状态。

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的以太白山神为主的多神崇拜，一直延续

到民国，后虽逐渐式傲，但直至现在也没有完全消亡。全县各地有太白

庙建筑的达十多处，每逢天早缺雨时，在民间有些村组的老年人中还保

留着私下祈雨的活动。在眉县的民间信仰文化中，除了太白神之外，还

有大量其他方面的各种信仰和供奉的神概，如大文公韩愈、三霄娘娘等

等。 全县各地山神庙、龙王庙、地姆庙依然存在。农村家庭中敬奉灶神、

土地爷、仓神的现象也并不鲜见。尽管这些建筑、活动、 习俗已经失去

了原来作为信仰而传播的功能，但作为一种文化影响却一直延续着。另

外，太白山也是古代各种隐士生活和隐修的理想之所，因此在历史上，

除了佛教和道教人士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隐士曾在太白山修行隐居。

如太白山上的鬼谷子洞，据说是战国时期隐士奇人鬼谷子的隐修之所，

在近代有著名学者李雪木曾隐居太白山，并留下著名文集《制叶集》。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 是我国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

眉县地处关中平原西南边缘，距离当时的首都长安较近，其境内太白山

高远幽深的自然环境适宜宗教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很多宗教人士@ 



猛发展。

眉县是片英雄的土地，有较浓厚的红色革命传统。 早期就有共产党

地下组织活动。 20 世纪 30 年代，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辗转眉县留下

了革命足迹。 1949 年夏天，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部署

指挥了著名的扶盾战役，一举击溃国民党摘系胡宗南部队，为西北、西

南的最后解放奠定了基础。这些光辉的历史，时刻激励着眉县人奋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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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积极向上。

眉县是块活力四射、激情绽放的土地。先贤的勤劳智慧创造了可歌

可泣的昨天。 今天，敢想敢干、勇于创新的肩县人民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和干劲，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后荣获中国民营经济最具

活力县、中国十佳旅游度假区、中国果蔬标准化生产基地、国家级休闲

农业示范区及陕西省首家教育强县等荣誉称号。特别是近年来，坚持以

"跻身全省十强、跨入西部百强"为目标，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主

题，强力推进园区基地和百亿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发扬拼搏精神，连续

五年被评为宝鸡市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县区。 眉县壮丽的山川，秀美

的田园，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

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文脉和灵魂，也是一个地方自信的根基和底

气所在。勤劳智慧的眉县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地

方文化，我们为拥有源远流长而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感到自豪，这一切

都充分体现在当今眉县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责任、文化担当。在过去的

时间里，眉县的决策者，特别是文化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对眉县的历史文

化给予了高度关注，进行了全面深人的挖掘和研究，终成《眉县历史文

化》 丛书，为眉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先辈们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历史文化，作为当代眉县人，要读懂它，

就要用继承、发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重新理解家乡的历史，全面系统

地汲取优良传统，找准历史方位与坐标，做好本职工作，更加自觉地承

担起引领社会进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眉县历史文化》 丛书的出版为国内外朋友及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了

解和研究眉县历史文化的基础资料，有助于眉县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