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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郭海亮

《临县民族宗教志》是新编《临县志》的组成部分，是县委

统战部、县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局共同努力，全体编纂人员辛勤劳

动的结果。值此出版之际，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临县民族宗教志》坚持突出重点，实事求是的原则，比较

翔实地记载了我县少数民族的情况和宗教的传入、发展过程，是

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专志。

我县的少数民族同胞并不多，但他们为我县的革命和建设事

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功绩不可磨灭。我县是个多宗教县，有天

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由于宗教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群

众性、民族性、国际性的特点，正确地认识宗教，认真地处理宗

教问题对于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

县；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占全县总人IZl比例不算很大，但宗教对

我县群众的影响却不能低估。所以，重视和做好宗教工作尤为必

要。

开展修志工作，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 《临县民族宗教志》

的问世，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提高对民族宗教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齐心协力，为振兴临县经济，尽快实现脱贫致富而奋

斗。 ．



凡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

(1 9 8 2)l 9号文件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叙了临县少数民

族、宗教信仰的历史和现状，故名为《临县民族宗教志》。

二、本志出概述、专章及黥录组成。概述，综述民族、宗教

概况；专章，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设少数民族、佛教、道教、

天主教、基督教、大事记，共六章二十六节；跗录，辑录某些单

项的重要资料．

三、本志上限不等高，下限l 9 9 1年，先后有序，纵贯古

今。一

四、部分名胜古迹与历史上著名的宗教建筑物，即使湮没废

圮，仍予记载，以存历史全貌，便于读者考查。

五、本志一律采用标准简化字，名词述语中的古今字，尽量

避繁就简，以便于阅读。

六、本志所叙的少数民族及其风俗习惯，是指本县藉或在本

县工作的少数民族，余不多赘。
i 七、本志所记数据，大部为专业数据，除近几年组织专人统

计外，其余一律以历史档案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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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临县民族宗教志》从现实的角度简述了我县少数民族的基

本情况j从历史面貌的再现比较真实地记载了我县宗教活动的历

史沿革与演变过程。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形成强大民族帝王将相、

‘荣华富贵；弱小民族被歧视和压迫的民族压迫史。

解放后，我党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增强了备民族的团

结、平等、和睦，从而使各民族同胞共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奋斗

在不同的岗位上。 ．

临县曾经居住的少数民族，有回族、朝鲜族、壮族等共四

个。他们人数不多，分别居住在本县的城镇和乡村，在不同的岗

位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忘我地工作和劳动。多年来，县委和政府

十分注重少数民族工作，从来没有因人数少而忽视。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县政府在落实民族政策，坚持各民族

早等，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帮助他们创造

了优越的条件，解决了生活方面的困难，深受少数民族同志的赞

扬，使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温暖，从而加强了各

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四化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创了民族

和睦团结的新局面。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虚幻的形式颠倒地反映现实的矛

盾，恩格斯指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

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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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宗教还是一种社会实体，：。是由宗

教徒、宗教组织和宗教神学思想及其信仰形式组成的；包食着复

杂的要素与层次结构。宗教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囊．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被当时的

统治阶级用来作为麻醉人民斗争意志的工具，而宗教本身也就成

了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

我la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有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信仰

宗教，而且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多少年来，虽经历代的变

迁，但宗教对一部分人的影响还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党成立以来在宗教问题上一

项长期的基本政策。我县历史悠久，据记载，天主教于公元一八

七。年传入临县，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里，

随着我国历史的发展，天主教的活动也相应地变化。在发展鼎盛

的一九三六年左右，临县天主教教徒多达五千多人，占汾阳教区

总教蓰数的三分之一，分布在全县的。百多个村庄。中外神甫先
后有二十六人来临县传教和居住，建过教堂十Ist处，其中住过神

甫的堂口有七处。基督教在公元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由挪

威国牧师胡心得来到临县，传播教义、广招教徒、开办学校、兼

营工厂、发展甚快。但在一九四。年，由于日军侵入县城，带走

了牧师，基督教的活动也暂时停止。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教

徒发展缓慢。

道教、』佛教传入临县，由于时代变迁，世事苍桑，难以找到

史料作为考证，仅从点滴的零散资料推断，在汉唐时期，佛、道

二教相继传入临县，佛教鼎盛时期要算南宋后期，当时发展很

快。道教虽在群众中流传甚广，活动频繁，但教徒始终不多。所

以在我县历史上，佛教、道教虽然兴建了不少寺庙道观，但有关

这方面的可贵资料现在难以找到，仅从整理出来的本县部分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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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留下的僧人法号有：福本、了钦、焐化、了欲、志悫、悟了、

志熊、悟赞、了显、广鼐等。两教主持教事的人员如和尚、道士、：
尼姑确也有之，但为数不多。

总之，我们遵照党中央关于“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民族共

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

运的重大问题”的指示，根据山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和中共吕梁

地委统战部的文件精神，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志办公室

的大力协助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中央有关

政策为依据，本着写史记实的原则，经过广泛调查，搜集整理，

查证核实，对我县民族、宗教的发展，演变史实，比较客观地真

实地进行了记录，编纂成本志。但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时间跨度

较大，知情人员太少，史实资料欠缺，加之编写人员经验不足，

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仍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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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少数民族

第一章少数民族

第一节 民族概况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占很大的

比例，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临县是一个汉族聚居的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很少，现在居住的

仅有回、藏、壮三个少数民族的五位同胞。他们有的是分配来山区

改变贫困面貌的。也有的是随同本县籍丈夫迁回老家的。他们分

别居住在我县的不同乡镇。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郑润香现居住在本

县招贤镇贺家湾村；甘肃淮县回族的周凤亭现居住在本县开化乡

双塔村；河北丰润县回族的李文杏现居住在本县城内新建街；青

海省代同县藏族的马凤英现居住在本县的曲峪镇窑则癞村；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农坤，曾在临县电石厂工作。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少

数民族同胞中，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市民，也有的是工厂的技术

骨干。尽管他们风俗习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职业不同，但不

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能和汉族同胞和睦相处，情感交融，共享

中华民族团结和睦大家庭的温暖，为广大的汉族同胞所尊敬和爱

戴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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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民族宗教志

第二节 民族政策

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能够和睦共处，各民族享受平等的待遇，

没有种族之分、贫富之分、肤色之分、风俗习愤之分、一律平

等，这就必须有正确的民族政策为后盾。．党和国一家在民族问题上

的基本方针政策是：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

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逐

步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间在经济、文化方面存在的同不程度的差

距，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中华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各族

人民的命运是紧密联接在一起的，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为．

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早日实现“四化”而贡献力

量，才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与奋斗的目标。

民族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组成部分，民族政策

的落实是统战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多年来，县委和政府注重从

各方面关怀少数民族同胞，从他们当中选拔干部i帮助他们解决

生活上的困难，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

利，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排忧解难，落实各项政策。如广西壮族自

治区的农坤，是一九五八年部队错划为右派来临县的。我们帮助

他解放思想，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努力工作，在一九七九年

对其错划右派问题予以改正，一九八四年又将其四个子女转为

非农业人口。同年，将他安排为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一九八七年

政协临县二届委员会被选为政协副主席。一九八八年又推选为省

政协委员。从而调动了他的工作积极性，做出了优异的成绩j回

族女青年李文杏，为了发挥她的能力，在政协成立时，安排她为

一2·



第_章少数民族

第一届政协委员。一九八八年，又安排到县图书馆工作。对于居

住农村的其它少数民族同胞，也从生活上照顾，风俗习惯上尊

重，脱贫致富上支持。所以，本县的少数民族人数虽少，但都能

和汉族同胞一样i并肩战斗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四化”的早

日实现而努力奋斗，贡献其聪明才智。

第三节 民族习俗

回 族
p

‘

回族群众普遍信仰伊斯兰教。过去，回族人从出生到结婚，

直到死亡丧葬，以及饮食、服饰等生活习俗，．无不受到伊斯兰教

的影响。如：回族的小孩出生不久，就要请阿訇给他起个回回名

儿；结婚时要请阿訇来证婚；死了人要请阿訇主持殡埋，将死者

冲洗后用白布包身，土葬，不用棺材，等等。再如，回民男子习

惯于戴白帽或黑帽，这原是教徒们做礼拜时戴的；妇女戴黑、

白或绿色的盖头，也和宗教规定有关。回民不吃猪肉，不吃一切

动物的血和自死之物，不饮酒，这些都是根据《古兰经》的规定

而来的。回民爱清净，同作礼拜时要“小净”(洗脸面、口鼻和

手、脚等)，或“大净”‘(洗全身)有关。

． 藏 族
’

唾 ，

宦藏族男女都蓄辫，喜带首饰。男子头发编成独辫盘在顶上，

也有的剪短如盖。女子成年后开始蓄辫；有的梳成双辫，也有

的梳成许多小辫披在背上，并在辫梢或特制的发架上挂上饰

一。3一



临县良族宗教志

物。男女都喜戴呢帽或细皮帽。藏族的衣着上身穿绸、布长袖短

褂，外着宽肥的长袍，右襟系带。一些农区妇女穿无袖长袍。长

袍多用羊毛织成的氆氇制成。牧民男女多不穿短褂，只穿无布面

的羊皮长袍，在领口、袖H的衣襟上，缝上细毛皮或色布镶边。

男子穿裤，女子穿裙，男女均穿氆氇长靴或牛皮长靴。男子腰间

系长带。农区女子多在腰间系一条图案瑰丽的围裙，藏语称“帮

单”。通用栽绒毛毯作卧垫和坐垫，盖羊皮被或氆氇被，贫苦农

牧民一般无垫被。他们常袒出右臂以便于活动，或袒出双臂而以

两袖将袍系腰间。袍长及脚，睡觉时宽舒腰带，全身可以蜷伏于

长袍之中，以代垫被。藏族人不吃奇蹄类兽肉，大部分地区没有

吃飞禽和鱼的习惯。狩猎只为取得麝香、鹿茸等名贵药材和皮毛。

．

壮 一族
，

古代壮族曾流行过文身习俗，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就提到柳

州一带尽是文身地。嚼槟榔是壮族的传统习俗。今广西龙州等地

壮族妇女仍流行。有些地方，槟榔是招待客人的必需品。食品以

大米、玉米为主，南部多食糯米。 ．

节日多与当地汉族相同。比较具有民族特点的是“中元

节”、 “牛魂节"和“吃立节”。七月十四日的“中元节”又称

“鬼节”，是仅次于春节的大节日。这天，家家户户宰杀鸡鸭并

蒸五色糯米饭祭祖及其它野鬼。“牛魂节”又称“牛王节"、“开

秧节"，多数在春耕以后的一天进行。有的地区固鼋于农贸四

月初八进行。这天，各家都带着一篮五色糯米饭和一束鲜草，到

牛栏旁边祭牛魂，然后把一半食品及鲜草分给每只耕牛吃·据

说，因为耕牛在春耕中被人们呵叱鞭打而失魂，故立此节为耕牛

招魂。 “吃立节”是龙州、凭祥一带壮族特有的节日，相传为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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