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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宗教祭祀景观是中国古代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清代，城镇宗

教、祭祀景观五彩纷呈。本文通过地志资料，统计和分析了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中六

种基本的宗教祭祀录观，以及清真寺、天主教、基督教等景观在城镇中的分布特征。认

为，六种基本宗教祭祀景观的分布具有很大的共性，但也有一些变异，它体现了中国古

代城镇文化和制度以及规划在清代该区城镇的发展和变化。清真寺和天主教、基督教

堂的分布一般不具有制度和规化性，前者集中在回民区，后者显锝没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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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个基本宗教祭祀景观的分布

明清以降佛教、道教及各种神权崇拜和迷信越来越多，佛、道两大宗教纳入政府的管理

之中，各府、州、县城几乎均置僧正司、道正司，即其制度体现。清代，僧、道司虽多渐废不置，

佛、道及各种民俗祭祀依然未有稍减。其一，随着蒙古、青海等地的归服，清政府为了便于统

治，在这些地区鼓励人当喇嘛，鼓励兴建寺庙，因而这些地区宗教愈演愈烈。据研究，仅顺治

至雍正年闻，内蒙古西部以呼和浩特为中心，先后建立了慈寿寺、崇禧寺、崇寿寺、尊胜寺、宏

庆寺、隆寿寺、宁祺寺、仁佑寺、广福寺、慈灯寺、法嬉寺、慈荫寺、永安寺、普安寺等十几处庙

宇。后来在漠南大小寺庙共一千余座，喇嘛20万以上①。其二，该域汉民聚居区，各种宗

教、祭祀、迷信场所充斥城乡，民国《河南新志》云：“全省民俗，无不迷信神权。自城市衙署，

以及村镇山林，凡有人烟处即有寺庙”②。这里虽说的是河南省，其实可用来反映广大黄土

高原地区的普遍情况。其三，回教寺庙在回民集中聚居的地区多有兴建。其四，晚清后，基

*本文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04F0042)成果。

①《蒙古族通史》编纂组：《蒙古族通史》(修订版)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364页。

②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重印：(民国)《河南新志》(上册)，1988年．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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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伴随着西方的入侵传入中国，天主堂、福音堂在村域城乡逐渐兴起。由于城镇是人口相

埘集中的地区，宗教寺庙及各种祭祀也相对集聚，加之，历代政府(特别是明清)的一系列敕

封，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祀所混杂，地域性和非地域性同在，历史延续和新建并存。乾隆《西宁

府志》云：“圣人以神道设教，郡邑有民人则有社稷、山川百神，暨凡有功德于民者皆宜崇祀，

所以合幽明而舒诚敬也⋯⋯。”①至清代城镇俨然成为一方宗教中心。

作为城镇宗教、祭祀建置等元素的寺庙祠坛一般不是随意布建，而是一定的宗教观念、

民俗观念和礼制制度的反映。这里探寻其布局的基本特征，就不能对城中所有的“存在物”

一并论及，所以我们选取其中略具共性的主要元素加以陈述和分析(文庙在前文已结合教育

中心略有论列，故不在下文中讨论)。

1．城隍庙乾隆初年杨应琚云：

祀典皆本於经传，舍是无据也。城隍之祀，古制所无，今遍天下焉，竞莫知所始。按唐

李阳冰缙云《城隍记》谓惟吴越有之。然杜牧之有《祭城隍文》，成都城隍祠乃李德裕所建，

而张说亦有《祭城隍文》，岂特吴越为然哉。且高齐慕客俨、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书于史。

又芜湖城隍建于昊赤鸟二年(239年)。是不独唐，不独前五代、南北朝而已然也。至宋以

后，或赐封爵或赐庙额，则指不胜屈矣。明洪武元年(1368年)加之以爵，府日公、州日侯、

县日伯，至三年(1371年)春革之。是年夏六月，诏令各处城隍庙屏去杂神，寻又定庙制如

公廨，以泥涂壁，绘以云山，在两庑者亦如之。又诏守令之官，俾与神誓，故有监察司民之

封，而主持之徒，遂增设寝室，俨然官府。朔望年节，民间油烛纸钱，供献之费不可胜计。

与有司分阴阳，而有司以随而和之⋯⋯下之尚鬼，为民土者有以尊之也②。

这段文字考辨了城隍祀祭的历史，简述了其祭祀的发展状况，阐述了城隍的功能，基本上回

答了城隍祭祀为什么至清代“遍及天下”的问题。按城隍本义指城池，其中池不是有水之池，而是

无水之池③。也就是说它最初是祭祀城池神的，目的是祈求保得城池和地方的安全。明人石道立

《增修城隍庙记》云：“城隍保障邦土，捍卫民生，功不在诸神下，血食无典，岂人心之所安哉。”④就

是从这一意义上立说的。这是“万物有灵”观念下自然崇拜的产物，与所谓山神、岳庙、仓神、狱神

等等是一致的，所以它几乎都建在城镇、城堡中。那么，该庙应布局在城的什么位置?早期情况

因无研究，详情不知。从清代黄土高原地区的位置状况看有两个基本特征：

(1)绝大部分城隍庙分布在城西部(表1)。从抽样表看，若以城几何中心将城分为东西

两部分，城隍庙选建在西部分者占50．8％，其中西北占50％。这种布局不是偶然的。如“杨

文”所言，在清代城隍庙的功能已发展为“与有司分阴阳”的掌管阴闾事务的神庙。而这一转

变自明初已开始，“洪武庚戌(1370年)，既正天下神星，以洗前讹，而郡县厉祭又命城隍主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14“祠祀”，吴坚主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5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
同上。

朱骏声：《说文通iJII定声》，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第909页。
乾隆《澄城县志》卷6“庙属”，乾隆甲辰年(1784年)木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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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俾之鉴察善恶以通幽明，实与事相表里，典至重也”①即是。按当时的世俗观念，西方为

太阳落山之处，为进入阴间之门，俗语“送某人上西天”，意指处死某人，就是这一观念的体

现。佛教认为西方为极乐世界，本意与此略同。在这一观念支配下，该域城镇城隍庙普遍布

局在城西部。从庙与府、州、县署的关系看，同在一处时，它亦往往排列在衙署的西侧。排在

其他方位固然也有，但相比排列在西边的要少得多。

(2)部分城隍庙布局没有受此观念束缚。从表1看，30％分布在城内东北隅，其他位置

规律性不明显。如光绪时富平，城隍庙在城内东大街，文庙、儒学、县署均在其西。凤翔县城

隍庙在城东郭；宁夏、临晋等未见有该庙位置(或无设或圯毁无置)；榆次城在东街；隰州城在

城东北隅；偏关在城北偏东；河曲在北城墙内中部。这种貌似“自由”布局的实例说明城隍庙

的城西偏布局不是绝对的。它可能与建置人的观念、风水思想和地形特征的作用不同有关。

因其详情暂时不大清楚，谨作为问题提出，求与当世贤哲共同探索。

2．关帝庙 关帝庙祠也是从宋以后日益兴起来的，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封号为“三

界伏魔大帝”。清雍正三年(1725年)又敕封关帝三代公爵，致祭礼仪与文庙同②。与城隍庙

不同，关帝庙无城镇限制，凡城乡均可建置。但城镇人口集中，相对建置较多。据相关资料

看，有6个、5个、4个、3个、2个、1个者，难得一致。其中1个数目城所占比例较大。其位

置没有制度规定，呈现的特征不太明显。有的在城内，有的在城外，有的在城门瓮城，有的在

府州县署附近。庙宇组合也较自由，有的独处一隅、一巷，有的于其他佛寺、道观、文庙、文

昌、土地祠等等构成相对集中区或“点”。虽然如此，经仔细观察和分辨，我们发现黄土高原

地区府州县城镇中，位居城内者远多于城外，表1抽样显示，城内占74．4％，城外占25．5％。

关帝庙位居城北者很少。一庙者且不必说，就是多处庙宇者，亦多不置城北。如凤翔府(附

郭凤翔县)城，关圣庙有6：一在府后巷，一在东街，一在南街，一在东城门内，一在南城门内，

一在东郭③。岐山县城，关圣庙有3：一在县治大街，一在东郭外，一在县西郭④，均无位处城

北者。表1抽样显示，位处城外西北者占8．3％，西南和东北分别占58．3％和33．3％。这

种现象说明该域民俗观念多忌北方，前文所述，该域常有北城墙不开城门的情况，以及下文

要述的厉坛多置城北，都是这一观念的体现。既然北方多不吉利，长期以来备受人们敬畏、

崇祀的关庙是不该置于城北的。这正是该域城北少见关帝庙的原因所在。话又说回来，这

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偶尔亦可见到城北设置关庙的例子。乾隆时大通卫城(后来的北大

通城)关帝庙置城北⑤就是一个。

3．先农坛先农坛是置于城镇，祭祠先农之神的祭坛。据《西宁府新志》：“雍正五年

(1727年)奉旨颁行耪田坛位之规制。按《礼记·祭统》云：‘天子亲耕于南郊，诸侯耕于东

乾隆《澄城县志》卷6“庙属”，引(明)石道立《增修城隍庙记》，乾隆甲辰年木刻本。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14“祠祀”，吴坚主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5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
乾隆《凤翔府志》卷3。坛祠”，“风翔府”，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乾隆《风翔府志》卷3“坛祠”，“歧山县”，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14“祠祀”，吴坚主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5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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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今各省宜择东郊官地之洁净丰腴者，立为糟田。如无官地，照九卿原议，动支正项钱

粮，置民田，以四庙九分为藉田外，即于耩田后建立先农坛。”“各省坛应高二尺一寸，宽二丈

五尺”①，由此可知先农坛为政府制度所立，其方位在城东郊，规模四亩九分。据该制度各府

州县城几乎都在城东设有先农坛，表1抽样统计，城外东北占72．2％。乾隆《西宁府志》载

各府县卫所城，其先农坛规模均为四亩九分，其他各城或如此，许多情况下也与此制不合。

也有少数县未见该坛的记载，或者未设或者圯毁亦未可知。如乾隆《澄城县志》，成丰《澄城

县志》均无先农坛，乾隆《麟游县志》亦无先农坛位置记载。

4．社稷坛社稷坛几乎都在城外，亦是按制度设置于各城镇的常设祭坛，所谓“先农坛

行礼，其一切礼仪悉照社稷坛之例举行”②即可证明。《周礼·考工记》云：古圣人营都，前朝后

市，左宗右社。社即社稷。可见，从周以来社稷居都邑之右成为定制。清代黄土高原地区面南

座北的城池中，绝大多数社稷坛都布设在西半部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如凤翔府属岐山、宝

鸡、扶风、麟游、郧县、淠阳、陇州均在城外西北③，抽样表1显示，位处城外西北者占73．9％，可

见大多数府州县城都有类似现象。另外，由于左右具有相对性，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明清

时旧的定制可能有所淡化，各府州县志载述其方位时并不刻意准确指示其左右的特征，似可说

明这点。所以，在黄土高原地区各府州县城中出现超出这一基本特征的布局。如偏关城，社稷

坛“在成北里许”④；乾隆时安邑城，在城北门外⑤；光绪时天镇县，一在东门外偏北，一在西门

外⑥；光绪时崞县，在城北偏西⑦。不过，总体来看，这种布局还是相对较少的。

5．风云雷雨山川坛这是自然崇拜的典型。它在城中的位置一般多布设在城东南和

西南(表1)，城西和城北虽有所见，但与城东南和西南相比数目就少多了。这一带有普遍性

的布局特征与该域的风雨气象特征有关。如前所述，本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为大陆

性和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盛行西北风，春、夏季盛行东南风。东南暖气流与西北冷气流相

遇往往形成对流雨。北风寒冷、萧杀，东南风温暖、柔和。因而此坛一般置于城东南或城西

南。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其实，黄土高原地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山脉交错，河流穿错其

中，都会局部地改变着一隅的小气候和气象特征，这样，其布设会多少受些影响。如榆林、神

木一带西北风强劲，榆林风神霜神雹神庙就设在县城西门外河神祠，风云雷雨坛“旧在城南，

今在西城小马王庙致祭”。神木县，其坛在城西北半里处⑤。另外，龙王庙常置河滩、水旁，

霜神祠置城北(如天镇县⑦等)亦可佐证其间是存在着一定联系的。总体上看，该域城镇风

云雷雨山川坛多置城东南和西南，据抽样表1，东南占44．4％，西南占50％。

①乾隆《西宁府新志》卷14“糟田礼仪”，吴坚主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5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

⑦乾隆《西宁府新志》卷14“祠祀”，吴坚主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5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
③ 乾隆《凤翔府志》卷3“坛祠”，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④ 道光《偏关志》卷上“庙祀”，1915年王有宗重订铅印本。
⑤ 乾隆《解州安邑县志》卷3“坛庙”，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⑥光绪《天镇县志》卷首“城池图”，光绪十六年刻本。

⑦光绪《续侈崞县志》卷1。县城总图”，光绪八年刻本。
④遭光《榆林府志》卷8“祠祀”，道光辛丑年本。

和光绪《天镇县志》卷首“城池图”，光绪十六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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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厉坛厉坛是祀祭“无祀鬼神”的祭坛。当时府有郡厉，县有邑厉，乡保有乡厉∞，因

而是城邑的常设祭坛。该域诸城邑厉坛绝大部分布设于城北，其次是城西北和东北，依据抽

样表1，二处共占95．2％。其他方隅较为少见。这一布局与该域城镇北方城外不吉利观念

略相一致。

7．教化与纪念性祠祀、牌坊等这是实现地方城镇教化百姓以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礼

教的重要工具。府州县城及一些较大的市镇多有建置。其类型一般有：彰善亭、名宦祠、乡

贤祠、忠孝祠、节义祠；牌坊有贞节坊、烈女坊及为纪念诸官员和科举高中者建的坊。

名宦、乡贤二祠常置于学宫，一般也置于学宫附近，与学校、教化密切相关。如西宁的彰

善亭(三楹)，在学宫街口，乾隆十一年(1746年)创建②。

其他祠、坊因是教化的“榜样”，一般均置于城内正街或关门附近、十字路口等人流往来

必经之处。如泾阳鲁桥镇四门有报功祠，“立庙酬功”③，善化后人。西宁城：青云坊，在东门

大街；柱国元勋坊，在大街彰善亭东；节镇朔坊，在大街孟忠毅公祠西；荣膺天宠坊(在西门大

街)；姑媳双贞坊，在南门大街；贞节坊五，一在东门大街，一在大什字街，一在北古城街，一在

新教场街，一在驿口街；烈女坊，在石坡街口；腾蛟起风坊，在学街口；三峡朝宗坊，在东关大

街；父子元戎坊，在东关大街；报国输忠坊，在东关大街；阐扬圣化坊，在东关大街；襟河带海

坊，在东门外④。这类祠、坊的如此布局，构成城镇重要的文化景观。

以上只是府州县镇普遍存在的坛祠庙宇，至于其他，如岳庙、八腊庙、火神庙、龙王庙、马

王庙、上帝庙、玄天庙、太极庙等等，因或不普遍，或规律性不明显，暂不论列。

表l 漓代黄土高原地区府州县城六种庙坛空间分布抽样表

城内
’

城外
坛 城 坛

庙 数 庙

种 数 由 西北 东北 西南 东南 合计 西北 西南 东北 东南 合计
类 目

城
24 26 2 13 8 1 1 25 1 1

隍
庙 ％ 100 7．7 50 30．8 O．38 O．38 96．2 O．38 O．38

关
25 47 2 12 9 3 5 35 1 7 4 12

帝
庙 ％ 100 5．7 34．2 25．7 8．5 14．3 74．4 8．3 58．3 33．3 25．5

①道光《榆林府志》卷8“祠祀”，道光辛丑年本。

②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10“建置”，吴坚主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5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

③《泾阳鲁桥镇志》艺文志，“鲁桥镇四门(春秋)公祭报功祠诸神文”，《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
店，巴蜀书社，1992年。

’

④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10“建置”。吴坚主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5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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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内 城外
坛 城 坛

庙 数 庙

种 数 中 西北 东北 西南 东南 合计 西北 西南 东北 东南 合计

类 目

先 18 18 13 5 18
农
坛 ％ 100 72．2 27．8 100

社 22 23 17 4 2 23
稷
坛 ％ 100 73．9 17．4 8．7 100

风 18 18 1 9 8 17
云
雷
雨
山 ％ 100 5．6 50 44．4 100

川
坛

厉 21 21 13 7 21

坛 ％ 100 61．9 33．3 100

注：厉坛城外西北数13中含北门外8个I城外东北数7中含东2个。

二、清真寺、喇嘛寺与天主堂、福音堂的分布特征

如果说上述城镇诸祠、庙、寺是该域汉民族广大地区的基本宗教活动和崇祀之所，那么

清真寺和喇嘛寺则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基本拜祀场所。而天主堂和福音堂与以上二者均不

相同。它是明末以后，特别是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侵入而传人该域的新事物，是

耶稣教老、新二派势力在此传播的集中表现。它们的共存既体现了区域都市宗教物质文化

的多样性特征，也说明了其间的差异性。

1．清真寺清真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的宗教活动中心。清代，回教随着历史上回

民的不断东移，“势力益张，陕甘二省已入其势力范围。中国回教徒据日人大宰松三郎之推

测约一千零六十二万人，本区已占其五分之三——六百万”，“回教在本区(i-开i北)约三个中

心，一为新疆省之疏勒，为中国回教之策源地。一为宁夏省之宁夏。一为甘肃省之导河①

⋯⋯”②。据此，该区域西部有两个回教活动中心，即今宁夏银川和甘肃临夏。另外，清同治

元年(1862年)回民起义以前，由此往东沿渭河南北的陕西关中(包括凤翔、西安、同州三府

和乾州、郐州、郝州约20个州县)地区也是回民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有800余坊，约七八十

万人④。除此之外，青海、河南、内蒙及山西都有回民以“小集聚、大分散”聚集分布。民国

①导河，本名河州·1913年改为导河县，1928年改为临夏县。

②王金绂编：《西北之地文与人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51～152页。

③邵宏谟、韩敏：《陕西回民起义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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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志》说，回教“河南百余县，除光山一县外，各县无不有之”①。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

义失败后，陕甘回民死亡惨重，余部多被安置在甘、宁等省区。

由于回民宗教活动的中心场所是清真寺，所以，在清代回民分布的广大地区的城乡多有

清真寺的建置。清真寺所辖范围，习惯上称为“寺坊”，有些地区表示清真寺的量词亦常用

“坊”②，也有数坊用一个清真寺的，固原城内有“六坊寺”，当是六坊合用的清真寺。据此，坊

与清真寺是有一定关联的，如果真如此，那么同治元年(1862年)前，陕西关中地区有800余

坊回民，除乡村外(如鄂县灰渠头一带③，兴平东乡北吴村、西乡板桥村④等)，城镇应当有相

当一部分清真寺的。可惜，历朝编纂的地方志书关于清真寺的记载很少，即使是回教中心

地，如宁夏，乾隆《府志》亦仅载府城有三处，而与其余各县多没有载录，而乾隆《西宁府志》干

脆一个也不录。在这一点上与汉族同类记是有差别的。这一缺陷对较为全面地了解它的分

布及其在城镇的位置特点带来很大的困难。下面仅就所见略列部分如表2。

表2漓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清真寺简表(部分)

省别 清真寺 寺址 始建年代

大同清真寺 大同市西街九楼巷 传说唐代，现寺为清建筑

山西 长治清真南寺 长治市城区南头巷 明初

长治清真北寺 长治市城区牛岭街 明景泰五年(1454年)始建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 市旧城北门外通道南街东侧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或说明末、

清顺治朝、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

呼和浩特清真西寺 呼市民政厅巷路北、札达海河西岸 乾隆年问

善岱清真寺 呼市善岱镇西北 约乾隆初年

察素齐清真寺 呼市察素徙镇东部、友好路北，幸 清道光初

福巷北口相对

内 呼和浩特清真南寺(俗 札达海河东岸，清真大寺南部 同治年间，光绪二十五年(1899

蒙 称傅家寺) 年)至二十七年(1901年)建成

呼和浩特清真东寺 旧城新民街东侧 光绪二十年(1894年)
古

呼和浩特新城清真寺 新城西落凤街 光绪十年(1884年)
南 包头清真寺 包头市东河区寺巷子 有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二

部 十年(1755年)、乾隆三十五年

(1770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四种说法

瓦窑沟清真寺 包头市民区北梁瓦窑沟 光绪末年

萨拉齐清真寺 萨拉齐镇南营子 乾隆十二年(1747年)

托克托清真寺 城关镇旧区和平大街礼拜寺巷东粱畔 嘉庆年间

毕克齐清真寺 毕克齐西门阁儿里 咸丰、同治年间

河南省地方史志缩纂委员会整理重印：《河南新志》(上册)，1988年，第174页。

邱树森主编：《中国羁族大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28页。
《鄢县乡土志》，宗教，民国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

光绪《兴平县乡土志》卷4“人类”，光绪三十三年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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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别 清真寺 寺址 始建年代

城南关清真寺 南门外拱门房 明代末年

滚钟口清真寺 银川市西贺兰山滚钟口内 顺治元年(1644年)

清真寺 3：静宁寺西，什字北，镇门南 乾隆《宁夏府志》

平罗县城清真寺 平罗县城合作店大楼酉侧 不详，同治年起义失败后政府拆除
，h
丁 关渠清真寺 灵武县 光绪五年(1879年)

石嘴山清真寺 石嘴山寺 光绪十四年(1888年)

纳家户清真大寺 永宁县城西纳家户街心 明嘉靖三年(1524年)
夏

同心清真大寺 同心县城旧城 传建于明代。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

韦州大寺 同心县 明末清初

单家集南大寺 西吉兴隆镇单家集村 北寺始建于明代，南寺始建于光绪时

六坊寺 宁夏固原县城内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城角寺 临夏市西南角 元末

临夏南关大寺 临夏市南门广场西南角 元末

华寺清真寺 临夏市八坊西北角 明洪武年间

临夏老王寺 临夏市坊中部王寺衡 明初
甘

天水北关清真寺 天水市北关新华路 元至正年间

张家川清真后寺 原寺毁于同治年起义，光绪八年

(原名清真大寺)
县城北半山坡

肃 (1882年)年建

张家川清真西大寺 县镇西街 同治元年(1862年)

张家川镇东大寺 县城东南角 同治末年安景此地，凤翔回民修建

恭门崔坊寺 恭门乡城内北脚下 光绪初年

韩家集海礼拜寺 积石山县韩家集之磨川 明代

明洪武年间，光绪二十一年(1895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 西宁市东关

年)被政府拆除，民国重建

西宁北关清真寺 西宁市城东区 明洪武年间
青

阿河滩清真寺 化隆县甘都镇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

门南关清真寺 门源回族自治县 雍正十三年(1735年)

化隆西关清真寺 县府所在地巴燕镇 同治年间
’

海
马营清真寺 民和县马营镇 嘉庆年间

隆务镇清真寺 同仁县隆务镇 同治年间

南庄子清真寺 民和县川口镇

资料来源：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及个别县志。

说明；清代省城回寺未列入。

清真寺在城镇的空间位置～般取决于回民的聚居状况。从历史上看，回民内迁本域经

历了一个漫长的积聚过程，城镇回民大多数都是一开始总是居于一般城镇边缘，长此以往渐

成中心。所以，其清真寺大多数情况下建在回民聚居中心地，即城关、城郊或城一隅(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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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其普遍的现象和特征。

2．喇嘛寺 喇嘛寺是藏传佛教信仰者的宗教活动中心。其分布区域在青海东部、宁夏

和内蒙河套和归绥地区。中心有二：一在西宁，一在归绥。因此，在这一区域范围的城乡常

有喇嘛寺的景观。乾隆《西宁府志》称为“番寺”以与一般性佛寺相区别。按其所记，乾隆时

西宁城有五个喇嘛寺庙：洪觉寺(在同门内)、金塔寺(在城南门内)、毛家寺(在驿街脑)、汪家

寺(在饮马街)、藏经寺(在水眼洞街)。贵德所城西1里有一弥陀寺。但大量的寺庙是远离

城镇的。碾伯、大通卫城甚至均无喇嘛寺。这些现象是由于该区域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杂

居地区，尤其是城镇是清的统治据点，汉民居多，政权亦掌握在他们手中，因而城的修建、制

度都按汉族传统建制。清前期西宁府新建的城池基本是按中原制度建成，文庙、关帝庙、城

隍庙等等与内地没有多少差异。

3．基督教堂对于黄土高原地区城乡来讲，基督教堂完全是一种外来物，是外国殖民

势力侵入的见证。但也正是这-)t来物，自明末以降已开始落脚该域府县域城镇∞，并在晚

清随着殖民势力的日益深入内陆，在城乡各地相继出现，从而构成清代特别是晚期城镇的一

个新景观。

基督教在该区的传布约分为两大派，即天主教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播范围较之耶稣教

广，影响也大。从陕甘和河套地区看，清代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中心：一是临河西境

的“三圣宫”(又称三盛宫)天主总教堂。(内蒙)临河西境、乌拉河至磴口之间均是其势力，有

“天主国”②之称，在此基础上内蒙“后套、绥远省”后发展为一大区域，“有法比荷教会一百

所”，“此一带人民，大半皆崇信天主教”③。二是陕西高陵县。这里有关中教区的总教堂，历

史悠久，影响较大。兰田、鄯县、兴平、扶风、渭南等县均受其影响或为其分教堂。《兴平县乡

土志》云：“⋯⋯天主堂，嘉(庆)道(光)以前本境只有一二，嗣因高陵县有总教堂，新添四五，

共七处⋯⋯。”∞可见，晚清关中地区的中心在高陵。王金绂说，民国时陕西天主教传布约分

北中南三部，北部以肤施为中心，中部以长安为中心，南部以南郑为中心(按，以主教驻地为

准)。可见，其间中心是略有些转移的。甘肃省晚清时期北部中心在凉州西20里，这里原是

甘宁青天主教的总机关⑤，民国时总会移至兰州。南部中心则在天水⑥。

山西、河南邻近天津、山东、河北等洋教传播活跃区，各主要地区基督教势力传人，较黄

河以西更甚。天主教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传人山西西南地区，以新绛、永济为中心，

后涉及河津、稷山、绛县、垣曲、闻喜、l艋猗等县，东南有长治等，明末遭重创，民国二十四年

①据宣统《蓝田县乡土志》(宗教，宣统二年抄本)，高陵通筑坊教堂是明以来旧有的关中地区总教堂，蓝田教堂是其

分教堂。光绪《兴平县乡土志》(卷4“宗教”，光绪三十三年活字本)云；“明末西人南怀仁、利玛窦、汤若望等假算术传教中

国⋯⋯于是本境乃有天主教⋯⋯天主堂嘉道以前本境只有一二，嗣因高陵县有总堂，新添四五，共七处。”可见，明末基督
教已进人该域个别城邑，清嘉庆年问以后发展渐多。

⑦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民国丛书第3编(70)，上海书店，1991年。第346页。
③王金绂编：《西北之地文与人文》，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57页。

④光绪《兴平县乡土志》卷4-宗教”，光绪三十三年活字本。
⑤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民国丛书第3编(70)，上海书店，1991年，第264页。

⑥王金绂编：《西北之地文与人文》，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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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后再渡兴盛。基督教在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前后传入，l临猗、万荣、永济、平

陆、芮城、夏县、新绛、闻喜和垣曲等为主要传人县①，北部以大同为总中心向晋北各地传

播②。因资料暂未收集齐全，其他都分暂时从略，以待将来补充(表3)。

表3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教堂所在城镶(部分)

城镇 教堂 位置 时间 备注

高陵 天主堂 城内通筑坊 明末

福音堂 城内南街
蓝田

礼拜堂 城隍庙巷

兴平 福音堂 城内义仓旧址 光绪十五年，瑞典孙牧师

桑家镇 福音堂 鄂女

救世堂 城内 清末
鄢州

天主堂 清初 口村，跛巷寨

宜JlI 基督堂 ． 县城西大街 宣统二年，瑞典人 天主教，无堂

光绪二十二年传人，
长安引镇 教堂 引镇

1918年建堂

福音堂 县城东关 宣统间，瑞典人
郡县

天主堂 咸、同间，法国人 村堡

福音堂 县城菩萨巷 光绪二十九年，美国入聂法道
郇州

天主堂 城内西中街 民国十二年，意大利梁爱弟

天主堂 清末
扶风

福音堂

资料来源：据府、州、县《志》整理。

由于天主、福音堂进入城镇，完全是一种西人意志的介入，除视为有利于传教和在废弃

之地中选择购买建堂用地外，不可能有城镇规划布局等宏观考虑，因而，其所在城中的位置

也无秩序可言。

①运城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志》，海潮出版社，1999年，第1224～1225页。
② 天镇县县志办公室：《天镇县志》，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12～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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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张萍 黄土高原原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以清代宜川县为例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18(3)
    本文以清代宜川县商业集镇的发展进程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布为例,探讨了陕北黄土原梁沟壑区部分典型县域的集镇发展及地域分布规律.且尝试将中心地理论运用到黄土高原区,初步得出结论:在黄土高原地区的黄土原梁沟壑区,一些典型县域,传统集镇的区域分布符合中心地理论,集镇在空间上的扩展受这一规律的制约.可以证明,中心地理论不仅适用于平原地区,且适用于黄土高原的一些典型县域.深入研究这一区域集镇发展规律

有利于今后该区域商业市场与城镇规划的进行.

2.期刊论文 耿占军.王世伟.GENG Zhan-jun.WANG Shi-wei 试论清代陕北水利发展的特征及其影响 -唐都学刊2010,26(5)
    在明代以前,陕北黄土高原地区向来缺少水利建设.进入清代以后,由于统治者的重视,陕北地区的水利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当地水利发展的一般特征是:灌溉面积小,受季节影响较大.而受人口增长、水稻种植和人们水利观念的转变等因素的影响,陕北地区的水利兴修主要集中在清朝最后的五十年;另外,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陕北地区兴修的水利渠堰主要集中在地表径流丰富的延长、榆林、安塞等县附近,其他地方渠堰很少

,甚至根本就无水利可言.陕北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期刊论文 徐象平.XU Xiang-pin 试论清初人地关系政策的演变与调整——以黄土高原为例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8(1)
    目的 以黄土高原为例,探讨清初顺治时期人地政策的变化调整以及对黄土高原的影响,为现代人地关系的改善提供借鉴.方法 历史文献考证与分析.结果 清初顺治时期的人地政策是逐步趋于完善的,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脆弱性以及战乱、灾荒的相互叠加,使政策的时效性并不明显,而局限性却表露无遗,并制约着区域人地关系的发展.结论 招民垦荒是清初的基本国策,也是顺治时期人地关系政策的实质内容,但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机制,加之政策本身的缺陷,致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其调控功能大大弱化,并形成利弊皆有、得失共存的显著特征.

4.期刊论文 赵海晓.任伯平.王尚义.Zhao Haixiao.Ren Boping.Wang Sangyi 试论清代中晚期汾河上游人类活动与太原水患加剧之关系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5(4)
    作者应用水患频率五年滑动平均数法,分析了清乾隆初年至公元1911年间太原阳曲两县水患频率的增长情况.指出:乾隆初年fd=0.085,fd＜0.2水患较轻,但以后逐步加剧,至清末0.2＜fd＜0.5灾情已相当严重,同频率的特大洪峰增大了一倍以上.分析认为这与汾河上游人口增加、耕地扩张有一定联系.

5.学位论文 张青瑶 清代太原盆地镇的发展与周边地域社会经济关系研究 2004
    近年来,北方城镇及乡村社会经济的研究已被日益重视,该文选定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太原盆地,对其清代的镇的发展及与周边地域社会、经济的关系加以深入研究,以期推动该学科之发展.通过具体分析清代太原盆地镇(县辖镇)的类型、特点及其形成因素的相互关系,深入探讨该地区内不同类型镇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与其周边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细致的研究,能够发现并明了该时期该地域内基层社会单元的社会经济状况,找

寻出一定的经济发展动态,从而发现在中国北方历史时期城镇经济发展的地域特色.该文先依据一定的衡量标准,结合多种相关因素,对清代太原盆地内县下辖镇的功能类型进行划分,对当时镇的情况作一定意义上的恢复,同时又通过分析这种时空演变对镇的发展演变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揭示自然地理等因素在镇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然后探讨清代太原盆地集镇的分布与发展情况,进一步分析集镇与周边地域在社会经济等方面

的关系;接着对集镇以外其他类型镇的分布与发展进行研究,进而探讨此类镇与周边地域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文章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尝试运用经济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方法进行研究,重视典型个案分析,努力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太原盆地是山西地区镇的发展比较典型集中的地区之一,山西地区又是黄土高原上比较典型的区域,所以通过分析太原盆地内镇的发展情况及其与周边地域社会经济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对黄土高原地区

镇的发展有一个侧面了解.

6.期刊论文 刘源 嘉庆年间抢修永定河纪事 -北京档案2002,""(2)
    位于京西的永定河切穿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其上游流经山西黄土高原的桑干河,下游在天津附近流入海河.南北朝谓漯水,辽金以后称为卢沟河.元代,卢沟河又称浑河,是因为河水浑浊的缘故.明代以后,浑河下游东支淤塞,南支也经常决口改道.清代康熙三十七年修堤疏浚,改道由固安、永清、文北出三角淀,以达天津西沽,注入海河,由此正式改名为永定河.清代永定河水患频繁,且元、明及清初就有"浑河之患在于沙"之说.长期以

来,永定河的淤积、改道、溃堤时有发生.笔者在查阅清代档案时,看到嘉庆六年六月初,直隶遭受严重水灾,其所属五大水系(永定河、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大清河)同时涨水,全省78个外县受灾.

7.期刊论文 王乃昂.颉耀文.薛祥燕 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7(3)
    清代中叶是近两千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人口迅猛增加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根据估算,西部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原始状况3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8.68%.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天然植被主要是疏林灌丛草原,秦汉时代森林覆盖率达到30%是可能的.清代后期,子午岭、黄龙山及陇东一些较边远山区森林已遭破坏,森林覆盖率下降到目前的5.5%.西南地区森林植被演变的历史过程表明,清代以前

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的影响还只是局部性的.之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的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破坏了原本保持完好的天然森林.清代中期西北干旱区人口密度突破了干旱地带人口压力的"临界指标",水资源利用率超过国际上通行的标准40%,使河流大量水量消耗在支流和上、中游地区,造成下游水量剧减或断流是晚近湖泊萎缩干涸乃至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8.学位论文 王恺瑞 清至民国时期晋北的水利与环境 2007
    水与人类生产生活休戚相关，在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水利建设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山河相间，地形复杂，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在传统水利科技不发达的条件下，这里河流的可利用率较小，特别是晋北的广大地区，盐碱沙地广布，农业载体极不理想，在这里土壤改良和灌溉同等重要，对水的需求更为迫切。为了进行纵剖面的对比，本文选择的时间段较长，从一个较长的时间

段里分析水利与社会民生及环境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从七个方面展开论述，如下：

    一、绪论部分。对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区域、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了说明。对于农田水利的研究目前有水利科技史、水利社会史、历史乡村地理等方面学者进行了探讨，本文选择这一区域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探讨水利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晋北水利建设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二、清代晋北的自然环境特点。在这里主要对晋北的水文、地貌、气候等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在此种自然条件下，当地对于水土资源的有效利用率相对较小，在以农为本的社会体制下，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清代晋北的农田水利建设与环境。对清代山西北部农田水利建设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在这里以雁门关为界，将晋北划分为两个区域，雁北一带以利用小股水流为主，桑干河、浑河等当地较大的河流并没有得到利用，渠道灌溉以淤地为主：以南的忻代等地水利建设相对较好，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以村落为联合的灌溉体，但是地方政府对水利建设的关注和投入力度不够，渠道管理组织弱化，不能很好的利用水资源。总体来说

，在清代该地区的水利建设总体上没有太大的进步，其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

    四、近代水利事业的发展。近代山西北部特别是桑干河流域兴起了开办水利公司的先河。水利企业为水资源的利用提供了新的模式，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水利公司注定只是昙花一现，未能改变晋北落后的面貌。对水利公司的公司性质本文也做了一些讨论，认为晋北兴起的水利股份制公司是一种不完全的公司性质，其介于传统的股份合伙制和股份公司之间，后来几个较大的水利公司的经营权被阎锡山剥夺，改由官办后

，企业在技术含量上有所提高，但是对于农民增收却没起到任何作用。

    五、阳武河流域水利型经济的发展。这一章是一个专题性研究，主要是对阳武河流域的水利灌溉和水利加工进行了考察，并对其形成产业的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自然条件的优越性是其发展的基础，而区位的优势也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子。

    六、晋北中小城镇的生活用水建设与环境。在水资源缺乏的黄土高原地区，城镇饮用水问题是地方官员必须关注的，关于晋北城镇的饮用水主要以凿井、蓄池和引河入城等方式为主，由于晋北的城镇大多具有防御性质，所以饮用水源的解决上也多少表现了一些防御性的需要，具有地域特点。

    七、对全文进行总结。笔者认为，晋北水利事业的这种落后状态不仅仅是自然环境制约下的产物，与人文因素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乡村水利社会的研究需要突破学科界限，用一种综合的方式来进行深入探讨。

9.期刊论文 刘景纯.徐象平.LIU Jing-chun.XU Xiang-ping 黄土高原地区清代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与方式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7(6)
    目的 揭示黄土高原地区清代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与方式,为该区现代城镇化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方法 文献资料分析与实际考察相结合.结果 发现黄土高原地区清代城镇化发展的3种力量,即政府、晋陕商人和域外商人(包括外国资本势力)及其政府所领导的自上而下和晋陕商人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两种城镇化发展途径.结论 政府干预和地方商业集团的发展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特殊的地方资源开发是吸引外资并由此带动

城镇化发展的积极力量.要加快该区域现代城镇化发展应该借鉴这些历史经验.

10.期刊论文 张文惠 冯玉祥修治永定河 -文史精华2007,""(10)
    号称海河水系五大河流之一的永定河,在清代以前却有个意思相左的名字,叫"无定河".究其缘由,盖因其上游桑干河源出山西北部的管涔山,流经黄土高原后,夹带了大量泥沙,其含沙量仅次于黄河,因此又有"浑河"或"小黄河"之称;由于上游所经各地为太行山支脉,两岸重峦叠嶂,河行其间,依山为堤,水流湍急,泥沙大部随水而行;自出西山之口进入宛平县境,特别是卢沟桥以下土地平衍,所携泥沙到此随处淤积,以致水势迂曲,回旋漫

溢,河床随之徙移不定,"无定河"之名就是这样来的.康熙帝鉴于水患危及京师,曾筑"永定大堤"以固河槽,并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赐予"永定河"名,即取其"永不为患"的意思.事实上,想靠筑一次堤就一劳永逸,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查有清一代,永定河曾多次泛滥.到了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更是堤毁河决,洪水恣肆,"都会之间,悉成泽国,损失之巨,以亿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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