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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地区寺庙以及宗教文化。特点概述
江 瑛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内蒙古包头014010)

摘 要：包头自古便是中原华夏族与高原及大漠南北游牧民族之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天然
通道。繁衍生息在这块沃土的备民族、历史上相互依存、融合交流，宗教文化呈现出多元特色。明清之
后，包头在长迭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由村而镇，由县而市，先后传入了佛教、道教、喇嘛教、伊斯兰教、天
主教和基督教，并形成了各宗教之间共存共传共发展的格局，各个宗教的传播发展，都形成了浓郁的民
族特点争地方色彩寺院教堂建筑也体现出多民族的宗教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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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位于黄河之北，阴山之南，北连蒙古国，
东达京津，西通宁夏，新疆，自古便是中原华夏族与

高原及大漠南北游牧民族之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

交流的天然通道，繁衍生息在这块沃土的各民族，历

史上相互依存，融合交流，宗教文化呈现出多元特

色。明清之后，包头由村而镇，由县而市，在长达数
百年的历史中，先后传人了佛教道教、喇嘛教、伊斯
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包头的民众中形成了各宗
教共存共传共发展的格局，各个宗教的传播发展，都
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地方色彩，寺院教堂建筑
也体现出多民族的宗教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特征。

笔者曾走遍包头地区古城址、寺庙、教堂，向多方请
教，得益不少，现将管窥之见撰文录述如下，还望有
识者斧正。

在包头可见到的乌兰察布岩画遗存，内容十分
丰富，这里便有对万物、神灵及图腾的崇拜。固阳银

号乡前公中村鹿像岩画，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图腾
崇拜遗迹之一。岩画产生时代可在春秋时期。而在
固阳大仙山的巨幅“嘛呢”经文刻石是明清以来藏传

佛教喇嘛虔诚信仰的见证。我们在固阳县坝梁乡、
达茂旗草地发现数处突厥人“石头墓”和“石板墓”，

其建造形式均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关。萨满教在草原
民族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万物有灵观念和神灵
崇拜既是萨满教的教义，也是包头地区早期宗教文
化的主要特色。

汉佛教在社会上已经产生影响应是在东汉，召
湾汉墓出土的漆器，已有“白象”，“猞猁”一类图案，
这都是墓主人有信仰佛教的迹象。北魏时代，我们

亦能在固阳白灵淖乡城库伦村找到寺庙遗址，佛殿
长宽均为16m，从已发现的32个柱础来看。似内为
9开问外有围廊柱歇山式佛殿建筑，遗址曾出土北
魏铜佛像和泥塑佛像，还有莲花纹的瓦当和三角形

砖。北魏胡太后崇信佛教，上行下效，香火曾旺盛一
时。这里正是北魏主要重镇怀朔镇遗址，可想当年，

军账中的刀光剑影与毗连的佛殿念佛诵经声相映相

衬，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
在包头南郊袄陶窑子村的唐代中受降城内，发

现筑有小型佛寺，由于考古发现不多，似乎在宗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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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上出现冷寂现象。金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

在山东创立了全真道(道教中的一派)，王重阳之徒

丘处机见重于成吉思汗，受赐号“神仙”，爵“大宗
师”，成吉思汗命他掌管天下道教。丘处机在回归途
中来过包头。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呼和浩特的

宗教见闻有过记述。有考古调查可证的是元代汪古
部在达茂旗大草原上的敖伦苏木古城修筑了迄今国
内罕见的罗马教堂，也有景教、佛教、伊斯兰教寺院，
反映了汪古部的多元化宗教观，即对宗教采取兼收

并蓄宽舒的态度。汪古部是突厥人的后裔，归附元
朝蒙古统治后亦成为新蒙古族重要的组成部分，他
们对不同宗教的包容气度正是元朝统治者多元化的
宗教观的体现。

在包头出现了一位宗教文化的划时代人物，就
是明中后期在士默川统领土默特诸部落的阿勒坦
汗，他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七代孙。明隆庆五年(1571

年)，阿勒坦汗和明朝中央政府达成和议，土默特地
区相对和平时期到来，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在精

神生活上便有新的需求，在蒙古内部还没有能够产

生新文化的前提下，就需要从外部吸取营养，外部有
汉地的儒学和西藏的喇嘛教，只有后者才最适合久
乱思安的蒙古人心理。喇嘛教劝说人们要把“涌血
之江河，变为溢乳之净海”，可以解脱“三恶缘及来世
罪孽”，诵经念佛，升入理想之天国。明万历四年
(1576年)至六年(1578年)，阿勒坦汗三次派人迎请
西藏锁南坚措活佛，在青海之察卜齐雅勒地方修建
庙宇，作为双方会见的地方。1578年农历5月15
日，双方在新落成的仰华寺举行有10万人参加的盛
大会见，在会谈中阿勒坦汗正式宣布皈依喇嘛教，废
除萨满教，禁止萨满教殉人杀牲陋习，有千人以上蒙

古人削发为僧。阿勒坦汗和锁南坚措仿效忽必烈与
八思巴故事，互赠尊号，阿勒坦汗赠锬南坚措“圣识
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称号(意为包罗万众
大海喇嘛，执掌雷电大法师，这就是“达赖”称号的由
来)。达赖三世派他的代表栋阔尔活佛随阿勒坦汗
东来土默特传教，阿勒坦汗逝世后，达赖三世履约来

蒙古传教，并重新为阿勒坦汗举行安葬仪式，1616

年达赖三世锁南坚措圆寂于蒙古，西藏僧团确认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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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坦汗重孙云丹嘉措为第四世达赖，达赖四世赴拉
萨后，又派其代表麦达里活佛来蒙古掌教，后长期在

美岱召坐床，促进了黄教在蒙古族中的发展。
阿勒坦汗皈依佛教后，陆续建成了呼和浩特市

的大召(弘慈寺，后又屡经扩建)，土默特右旗美岱召

古城曾作为阿勒坦汗统治土默特部及广大地区的军

事政治中心，一心礼佛的阿勒坦汗在城堡中建筑小
型家庙，其后人孙媳五兰妣吉于1606年前正式建成
寺院是其家庙的扩大。阿勒坦汗还大量接纳逃荒而
来的汉族人口，汉人带来的汉地佛教是不可置疑的，
和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莫过于龙王和土地神，

佛教诸像和民间诸像相掺。是乡村小庙独具的特
点。包头市东河区南龙王庙补修匾额的年碟是清康
熙五年(1666年)。蒙古族并没有把喇嘛教当作惟

一信仰的宗教，康熙年间布施修建南龙王庙者海宝
便市一位蒙古族人。

清代是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辉煌期，清乾

隆年间，正式废除度牒制度，对佛教采取“加惠”政
策，包头地区也兴建了很多寺庙，各类寺庙建筑资金
主要自商民中筹集，经过不断扩建始成规模，建筑格
局融汇蒙、藏、汉的审美意识，基本风格为坐北朝南，
均有大殿、配殿、禅房、山门、戏台等，大的寺院都有
钟楼和鼓楼，殿顶青瓦、屋脊、檐墙制作砖刻石雕等，
做工考究。堪称“东藏”的五当召建筑则是清一色的
藏式平顶方形的殿阁样式，墙壁很厚，外部涂有白
灰，门窗圈有黑色宽边，殿顶装有铜饰，四角有铜铸
的经幢，活佛府正门装饰吸取一些汉式木雕，为近代
包头著名工匠郭氏所作。五当召是重视显宗的一所
经学院，驰名中外。高材生赴其他庙宇可充任住持，

邻近不少寺庙派僧徒来此求得深造，包头有许多蒙
医早年即出自本召的培养。梅力更召建于清康熙十
六年(1677年)，在大经堂门额挂有康熙皇帝所赐
“倡繁寺”匾额，从青海藏旗中请来一位帝恕瓦活佛。
本召是乌拉特西公旗的旗庙，是内蒙惟一诵念《大藏
经》蒙文经卷的黄教寺院，1960年行政区划变更，自
乌拉特前旗归入包头市郊区。昆都仑召始建为清雍
正七年(1729年)，至1949年以前共建成殿堂楼阁
27座，喇嘛住房60余栋，东西活佛府等共占地160
多亩，除在大经堂后面修建的两座汉式建筑(俗称塔

楼式小庙，今不存)、小黄庙(汉藏结合建筑)、活佛府
(汉式建筑形式)外，均为藏式建筑。清乾隆皇帝赐
名为法禧寺，因座落在昆都仑河右岸，故俗称为昆都
仑召。包头召蒙古名布特苏木，汉名福徵寺，由包头
巴氏家族15户集资筹建，宗教活动的费用也由巴氏
各户承担，亦是巴氏家族的家庙。约建于清乾隆25
年(1760年)。召庙南北长126m，东西宽64m，面积

约8 000m2，依中轴线自东往西为庙门、天王殿过
厅，大殿为其主要建筑。左右有东西跨院共四所。大
殿是汉藏结合形式的建筑，结构紧凑独特，规模较
小。福徵寺从建庙以来成为蒙汉交往结谊之地。清
乾隆之后内地移民大量迁入包头，移民耕种土地或
在城内建房设店都需要向蒙民租用“户口地”，福徵
寺成为租地立约的会商场所。在交通不发达的时
代，本寺也是蒙族过路客人打尖过夜、拜佛住宿的下
榻处。

‘

汉地佛教的禅宗到了唐末之际形成了沩仰、临
济、云门、曹洞、法眼五家。包头佛寺有临济、云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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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传法，清乾隆年间，山西移民来包头的人数增多，
山西五台山北台顶碧山寺临济宗僧人心字辈某和尚

来包头，住在关帝庙，乾隆11年，(1746年)，有续字

辈僧人法号续洲者也住过包头东门大街关帝庙，后
来成为妙法禅寺的创始人。临济宗世系的僧人也分
布在城内各寺，传至“圣”字辈，包头解放，世系未在
传接。云门宗(龙泉寺和南龙王庙、郊区沙尔沁龙王

庙为代表)。清道光29年(1849年)龙泉寺扩建竣

工，第一代和尚智通自五台山南台顶裟罗树、波君堂
来到包头龙泉寺住持。龙泉寺的第二代和尚贤顺又
是南龙王庙的住持。各寺虽以禅宗持法，结合市民
需要，均是“禅、净两修”，禅宗重视内省，理论色彩较

强。净土宗持珠念佛等修行方法容易为普通人接
受。在汉地社会中，最多数的劳动群众，乐于口口声
声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以次可往“往生彼岸”。包

头的汉佛寺修行禅宗与净土宗相辅，包头汉地佛寺
有十大寺庙，龙泉寺位于东河区东门外的山坡上，有
正殿五间，两厢配殿禅房共16间，内供药王孙思邈
及龙王、山神、土地、风神、问神。庙院外东山脊上筑
玉皇阁一座，庙院外突出的岩角上筑有望河亭，亭下

有潭，自潭东石壁所嵌三只石雕龙首口中喷出泉水，

为包头少见的景观。妙法禅寺(吕祖庙)位于东河区
西北梁上，背西面东，建筑以砖石券顶无梁的土木结
构为主，是内蒙西部区最大的汉佛寺。庙内供有释

迦佛、观音、地藏、达摩，还供有吕洞宾及各路杂神，
悬挂匾额有五子登科、招财进宝、魁星高照、有求必
应等，完全迎合小市民心理需求。关帝庙、马王庙、
南龙王庙、财神庙、大仙庙、金龙王庙、火神庙、真武
庙、文昌庙则是和尚住持的非佛教寺院，其发展是包
头这所商业城镇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汉族民众旅包+

谋生和安家落户后集各种信仰的缩影。有病痛去吕
祖庙、大仙庙求医问药；寻同乡、重义气合谋世事去
关帝庙；包头城没有孔庙，读书人和学子可以去文昌
庙；在财神庙、真武庙可以寻求各自行业供奉的“师
祖”；金龙王庙有金火匠人供奉的“师祖”太上老君。
老百姓心理所信奉的各路神灵，都可以找到相应的t
庙宇去朝拜，旅蒙商为保牲畜平安还建有马王庙。

包头地区道教人数很少，有几位也多是在家的，
包头旧城无道观建筑，道教的神由和尚供奉，如东河
区有和尚住持的真武庙，真武大帝被道教奉为主宰

功名禄位之神，城隍庙也是由和尚住持，城隍是守护
城池之神，道教以城隍为“剪恶除凶，护国安邦”之

神，管领亡魂之神，转龙藏玉皇阁供玉皇大帝、龙泉
寺供轩辕(黄帝)、药王(孙思邈)、妙法寺有吕祖殿供
吕洞宾，全真道奉吕祖为此五祖之一。解放前包头
旧城的道士住在关帝庙、财神庙等处，认为这两处兼
是道家的庙观，与和尚同住一个庙而各敬各的神，互
不发生冲突。道士在民间活动，乡间是土壤，百姓家

宅发生灾病请喇嘛和尚诵经不灵，便请道士施术作
汉驱鬼。1990年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征集一方道士

石印章，系土右旗人在地上所获得，印章是符篆刻
文。

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传入中国。回族是中国
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之一。历史上回回在
中国境内形成民族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回族进
入包头后。同时把伊斯兰教亦传人包头。伊斯兰教
传人包头地区的200余年内，伴随着回族人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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