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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各宗教的历史与现状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Various Religions in Huh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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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呼和浩特是一个多教并存的城市，至夸保存着许多著名的宗教场所，这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多见。不但为塞外青

城增添了观丽的风采和非凡酌神韵，也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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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 rarein Chinathat exist compatible several religions and well preserved religions placesin Huhhot，which not makea”Gre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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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是一个有着悠久发展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

城市。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生活在呼和浩特的各个民

族，先后建起了数百座代表不同宗教的召、庙、寺、堂，而且信

教的人数多、层次高、影响大。呼和浩特市区至今保存完好

而且非常著名的宗教场所有：藏传佛教的大召、席力图召、乌

素图召；汉传佛教的观音寺；伊斯兰教的许多清真寺；天主教

的天主堂；基督教的礼拜堂{还有内蒙古地区惟一的一座道

观太清官。各宗教都有着众多的虔诚信徒和弟子。

在全国范围之内，类似呼和浩特这样，在一座城市之中

同时存在着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和

基督教的城市并不多见，在数百年的时同里．各个宗教门派

和平相处，友好共存。如此众多宗教门类的存在和发展，不

但为塞外青城增添了靓丽的风采和非凡的神韵。而且反映出

呼和浩特长期以来和谐稳定、包容并蓄的城市特性和文化品

位。本文通过对呼和浩特各个宗教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

的概括和整理，以期让人们进一步尊重和理解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以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认识和感受呼和浩特“魅力

青城”的奇异风貌。

一、呼和浩特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是印度大乘佛教密宗与西藏原始本教相互融

合后形成的藏语系宗教。早期的藏传佛教分为几大教派：宁

玛派、萨迎派、噶举派。大约600年前．宗喀巴对藏传佛教进

行改革，并确立了活佛转世制度和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

从而创建了“格鲁派”嗔4嘛教。格鲁派因喇嘛头戴黄色僧帽

被称为“黄教”，后来因为受到明朝政府的扶持和清朝政府的

册封，广泛传播于西藏和青海地区。

格鲁派喇嘛教传人土默川和蒙古地区，始于400多年前

的阿拉坦汗统治时期。蒙古人原本信仰萨满教。1570年(明

隆庆四年)，阿拉坦汗率兵西征到了青海地区．目睹了格鲁派

喇嘛教在当地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以及宗教

对西藏民众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深刻影响，并为格鲁强喇

嘛教教义博大精深和浩瀚邃密的理论所征服和感悟。

1571年，在阿拉坦汗的邀请下，西藏格鲁派喇嘛教的最

高领袖索南嘉措派遣高僧阿兴喇嘛来到土默川讲经说法。

阿拉坦汗带领蒙古土默特部的各位领主全体皈依了喇嘛教。

阿拉坦汗为了表示自己对喇嘛教的崇敬之情和虔诚意志，派

遣使者远赴西藏恭请索南嘉措，并在青海省的青海湖东岸修

建了仰华寺，做为迎请索南嘉措的处所。当时，西藏喇嘛教

几大教派之间斗争激烈，索南嘉措为寻找更强大的外部力量

来帮助他击败其他教派，答应了阿拉坦汗使者的邀请。

1577年，阿拉坦汗与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晤。在随后举

行的十几万人的盛大法会上，索南嘉措亲自为阿拉坦汗举行

“灌顶”人教仪式，并同意派遣高僧到蒙古地区宣讲格鲁派喇

嘛敦教义，教化蒙古民众。阿拉坦汗赠予索南嘉措“达赖喇

嘛”的尊号，“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从此藏传佛教

的宗教领抽才有了“达赖喇嘛”的称谓，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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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坦汗回到土默JI『后，在库库和屯城南修建了蒙古地

区的第一座喇嘛寺庙“弘慈寺”，俗称”大召”，从此眦后．土默

川地区召庙林立，僧众云集，并逐渐扩展到整个蒙古地区。

1588年，索南嘉措在进京接受明朝皇帝封贡的途中，圆寂于内

蒙古正蓝旗境内，临终时留下遗言，称他的“转世灵童在阿拉

坦汗家族中”，第二年，阿拉坦汗的重孙子云丹扎木苏出生，于

是被确认为四世达赖喇嘛，法名云丹嘉措。云丹嘉措是迄今

为止藏传佛教宗教领袖中惟一的一位蒙古人。喇嘛教最兴盛

时，仅内蒙古地区就有1000多座喇嘛寺庙，而土默川地区又

是召庙最为集中之处，共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

召”(绵绵是很多的意思)．较大的喇嘛庙一般有喇嘛数百人甚

至上千人，较小的喇嘛庙也有喇嘛十几人或几十人。直到建

国前夕，内蒙古地区仍有喇嘛寺庙900多座和5万多喇嘛。

喇嘛教的盛行，使得蒙藏两族文化相互融合，也为蒙古

人带来了包括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医药、文学、哲学等新

的艺术门类和知识领域。同时，在长年累月、13复一日的诵

经礼佛和修行默念中．喇嘛教从精神上逐步麻醉了蒙古人思

想中的反抗意识，磨灭了他们以往的锐气和斗志。

满清人关以后，为消弭蒙古部的反抗意志，极力提倡在

蒙古地区推行喇嘛教。康熙年间，整个蒙古地区的喇嘛人数

约占蒙古族男子人数的十分之三左右，个别地区高达十分之

七。土默特蒙古族自明朝时期就称雄于塞外，在蒙古各部中

势力最强，影响很大，喇嘛教传人土默川以后，土默特蒙古人

是信仰喇嘛教最早也是人数最多的，所有土默特蒙古族家庭

中都有男子出家当喇嘛的历史。喇嘛教一方面给予喇嘛们

各种生活上的优厚待遇，免除他们的赋税和兵役；另一方面

又禁止喇嘛们娶妻生子，极大地限制了蒙古族人口的发展。

喇嘛教在土默JI【地区延续兴旺300多年，土默特蒙古族人口

也在不断地递减。新中国成立后，土默特蒙古族信奉喇嘛教

的人数逐渐减少．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信奉喇嘛教的人数

却日益增多，但已不受严格教规的限制。据2005年统计，呼

和浩特城乡共有喇嘛教信众8 31万人。

二、呼和浩特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由阿拉伯半岛的麦加人穆罕默德于610年

创建的。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目

前全世界的穆斯林大约有12亿人．分布在世界上80多个国

家和地区，并以中东最为集中。

伊斯兰教传人呼和浩特地区最早可以追溯到辽、金、元

时期，当时的丰州城内就居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明

代，阿拉坦汗率领蒙古土默特部驻牧于这里．并允许山西、河

北等地的农民前来开发土默川，有部分回回人也来到这里经

商。清朝康熙年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率军征服

天山南北地区，派遣回回人商队来到归化城进行互市贸易。

不久，清朝政府与噶尔丹开战，康熙皇帝下令遣送回回商人

还乡．有170名回回人不愿离开，请示清政府同意后，留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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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并在旧城的北门外建起呼和浩特最早的清真寺。清

朝乾隆年问，清政府再次派兵征讨准噶尔部噶尔丹，新疆有

数千名穆斯林青年自愿跟随清军作战，屡建奇功，胜利后随

八旗兵来到归化城，在城南的八拜村定居下来，建起了“回回

营”。另外，明清时期．还有许多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

南、山东的回回人也来到归化城落籍定居，他们以经商为主，

并逐步发展起屠宰、饮食、皮毛、牲畜交易、驼队运输等行业。

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300多名新疆回回士兵和香妃族

人护送香妃进京，归来时路过土默川．看到这里风光秀丽，于

是恋恋不舍，不愿再受千里跋涉之苦，就请求乾隆皇帝赐给

他们“一马之地”(跑马一趟所圈之地)，从此留居在归化城

南的“八拜回回营”。现在呼和浩特姓马的回民家族．就是当

年护送香妃人京的回回人后裔。从新疆和内地迁居到归化

城和八拜村的回回人一直虔诚地信奉着伊斯兰教，一些经营

有方、发家致富的穆斯林们共同集资，在旧城北门外建起了

一座座清真寺。新中国成立后，经国务院批准，1950年将归

绥市旧城：lL rl外一带规划命名为“回民自治区”。1956年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改为“呼和浩特市回民

区”，一直沿用至今。伊斯兰教是回族人全民信奉的惟一宗

教．呼和浩特现有回族3 5万多人。

三、呼和浩特的汉传佛教

佛教自古印度创立之后，在印度本土延续了1300多年

后逐渐衰落下去，但流传到亚洲各国之后，却兴盛传承至今。

目前世界上的佛教徒大约有3亿多人，95％集中在亚洲，并

且按照语言的不同分成三大系统：一是公元前67年传人东

汉首都洛阳白马寺，唐朝时期又由中国传人朝鲜和日本的大

乘佛教．又称“北传佛教”或“汉传佛教”；二是1800年前传

人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等南亚地区的小乘佛教，叉称“南传

佛教”；三是1000年前传人西藏和青海，后又经土默川传布

到广大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人称“喇嘛教”。

阿拉坦汗率领蒙古土默特部来到土黠川后，招募山西、

河北和陕西的汉族农民来开荒种地。大批中原地区的农民、

商人和手工业者来到这一带。由于阿拉坦汗带领蒙古人信

奉的喇嘛教是不吸纳汉族人参加的，因此，归化城里一些较

为富裕的汉族人，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开始集资修建汉

传佛教寺庙，同时把儒教和道教的庙观也建立起来。于是，

原本以喇嘛庙众多而索有“召城”之誉的归化城，很快又出现

了儒、佛、道三教并存，大小庙宇遍布城中的景象。

新中国成立之初，呼和浩特仍有汉传佛教寺庙16处，和

尚尼姑70多人，佛教教徒1万多人。“文革”期间，红卫兵以

“破四旧”为名，毁佛拆庙，焚烧经卷，驱逐僧尼。粉碎“四人

帮”后，1988年呼和浩特市政府专门拨款，重新修缮了1日城

观音寺，并恢复了正常的佛事和庙会活动．这是目前呼和浩

特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仪礼最正规和规模最大的汉传

佛教寺庙，每年都举行三次观音大法会。据2005年统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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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浩特共有汉传佛教信众3．15万人。

四、呼和浩特的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形成于东汉。道教是最能体现中

华民族尤其是汉族的思想信仰、生活习俗和文化传承的一门

宗教。道教不讲究死后灵魂得救，非常重视养生之道，主张

形神相守，性命双修．最终脱胎换骨，羽化成仙。

道教传人土默川大约是380年前的明朝天启年间，旧城

的新生街建起了呼和浩特最早的道教庙宇“玉皇阁”，供奉着

玉皇大帝。清朝乾隆初年，在修建绥远城的同时，还在城中

和城外建起12座道教寺庙，以“安定边陲，驱邪佑正”，并由

北京西便门的白云观选派12名道士，跟随着八旗官兵来到

缨远城，一人一庙分住在12座道庙中传教讲道。这些道士

们不但每月领取官府俸禄，而且庙中的各项开支都由官府负

担．人称“官庙”，一直到民国道士们的俸禄才被取消。道士

们为了继续生存，就在道观中增供了佛教的神位，佛庙中也

开始供奉道教的神仙，绥远城出现了佛道合流、两教相融的

情景，而且有的寺庙中僧道合住，相互照应。

建国初期，呼和浩特仍有道教庙观九座，道士道姑60

人。如今尚有一座民国时建起的太清宫。据2005年统计，

呼和浩特共有道教信徒530多人。

五、呼和浩特的天主教

基督教起源于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地区。1054年基督教

分化成为东西两派，东派人称“东正教”，西派人称“天主教”。

1517年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叉从天主教中分化出来“耶稣教”．

叉称为“基督教新教”。100多年前传人中国的主要是天主教和

基督教新教。目前全世界天主教徒大约有IO 45亿人，主要分

布在欧洲中南部、北美、拉丁美洲和亚非一些地区。

早在1830年(清道光十年)，法国天主教会就派人来到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设立了“蒙古教区”。直到1900年(清光

绪二十六年)前夕，天主教在土默川地区的传播一直比较顺

利，并建起30多座教堂，发展了5000多教徒。但是，由于土

默门l百姓对天主教不太了解和中西文化的差异，再加上当时

教会袒护教昆，与当地百姓及官府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在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土默川各地的教堂，包括旧城北门

外ij奇教堂都被烧毁，外国传教士有20多人被杀，其余的被赶

走．教民基本散去。

1901年，清朝政府同各国列强签定了《辛丑条约》，对天

主教会在中国的损失进行赔偿．同时完全放开天主教在中国

的传播和发展。义和团运动之后．外国教会也认识到过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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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方法上的一些错误，于是不再干涉教会以外的事情，并设

法与地方官府搞好关系，土默川地区的天主教活动再次兴

起．而且发展迅速。

建国以后，中国的天主教摆脱了外围敌对势力对中国天

主教教会的控制，外围传教士全部被逼返回国，呼和浩特的

天主教按照“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走上了“自传、自

养、自治”的道路。十年动乱后，呼和浩特的天主教堂恢复了

活动。1985年，内蒙古天主教神哲学院也重新开办，共招收

学生200多人，呼和浩特的天主教终于能够正常发展。据

2005年统计，呼和浩特城乡共有天主教堂17座，弥撒点5

处．天主教徒1．87万人，信仰天主教的主要是汉族人，许多

教徒都是全家信教，代代相传。

六、呼和浩特的基督教

基督教，又称为“耶稣教”或“基督教新教”，基督是“救

世主”的意思。目前全世界的基督教信徒大约有3．8亿人，

其中9600多万集中在北美地区，其余的分布于世界各地，井

分化出许多的组织和派系。

基督教传人呼和浩特的时间比天主教要晚，1884年，英

国耶稣教的传教士华国祥来到归化城，在北门外的水渠巷租

房建起耶稣教堂，每逢星期天在大召前的财神庙戏楼上放映

幻灯片．宣传教义，劝人人教。民国时期，归绥的基督教得到

迅速发展，一方面原因是基督教不同于天主教，没有过多的

札数和讲究，注重的是心灵上的信仰和感悟，只要真诚地信

奉上帝和耶稣，就会得到上帝的慈爱和宽恕。另一个原因

是，由于对《圣经》内容的不同理解，中国基督教信徒与外国

牧师开始有了分歧，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归绥出现一些

华人创办的基督教会，吸引了大批市民加人进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吼吴耀宗为首的几十位中国基督教领

袖联合发表《三自宣言》．号召广大的基督教信徒要适应社会

制度的伟大变革，摆脱外国敌对势力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和

控制，走一条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道路。1951年，归绥

基督教各教派联台成立“三自”筹备会，经过数年努力，1958

年正式成立呼和浩特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各个

教派摈弃前嫌，以诚相见，形成r联合统一的基督教新局面。

“文革”后，呼和浩特基督教的牧师们恢复了正常工作，各个

教堂也整修一新。1987年在新城南街的繁华地带建起了可

以窑纳10(30人的基督教大教堂。据2005年统计，呼和浩特

城乡共有基督教礼拜堂24座和217个信徒聚会处，基督教

信徒6．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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