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 3期
J.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No. 3. 2004

泉州的宗教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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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泉州位于中国福建东南部,是中国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 的主要港口之一, 历来就有对外通商和友好交流

的传统。商人、旅行家、僧侣等各种人汇聚此地,带来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 这些宗教文

化和泉州本土的道教及其他民间宗教互相辉映, 形成了泉州独特的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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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位于中国福建东南部,依山面海,东南与台湾省隔海相望,面积为 10865平方千米, 人口以汉族

为主, 民族有回、蒙、畲、藏、苗、彝、壮、朝鲜、满、侗等 41个。泉州是中国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 的主要港
口之一,历来就有对外通商和友好交流的传统。早在唐代, 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 宋、元

时期,泉州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港。许多商人、旅行家、僧侣等汇聚泉州,带来了佛教、伊

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 这些宗教文化和泉州本土民间宗教互相辉映,形成了泉州

独特的宗教文化特点。

一、多元性和兼容性

泉州的居民大多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后裔, 有一小部分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以,

泉州的宗教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 兼容了民间宗教和外来宗教。

泉州的原始宗教以蛇作为图腾崇拜。从秦朝到唐代,大量的汉人多次入闽,带来了中原文化, 佛教、

道教就跟随南迁的移民传入泉州。从唐代开始,泉州成为中国的重要港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

繁,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的传入使泉州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

道教在东汉年间( 25~ 220年)就开始传入福建, 泉州最古老的道教史迹是白云观,今名 元妙观 ,

据清!泉州府志∀记载,它始建于281年
[ 1]
。位于涂门街的通淮关岳庙,始建于宋代,因为主祀关帝, 附祀

岳王而得名。泉州的东凤山下,有东岳行宫; 万岁山下有真武庙;著名的老君岩在清源山下;泉州城内还

有龙宫庙、净真观等。可见,泉州的道观散布很广,信奉者应不在少数。泉州地区最早的佛教古寺是延

福寺, 据记载延福寺始建于288年[ 2]。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曾在延福寺翻译!金刚经∀。泉州开元

寺始建于 686年,在宋、元、明曾扩建、重建。唐代印度高僧释智亮曾来开元寺弘法, 住东律院。中国雕

版印刷的佛教经典也被僧人带到了日本、朝鲜。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离开泉州回日本时, 带回了福州

版的大藏经。五代泉州招庆寺僧人静筠二禅师编的!祖堂集∀在朝鲜开雕, 并保存在朝鲜海印寺,成为珍

本。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中国, 泉州灵山有 圣墓 , 据明代的何乔远!闽书∀介绍,这是唐初来泉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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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的墓地。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建于 1009年, 根据陈达生同志的考证, 泉州现

存伊斯兰教寺门楣石刻 4个,重修寺碑、建寺碑各 1个, 说明泉州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六七座清真寺。这

反映了宋、元之际泉州存在许多穆斯林,现在保存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的 200多方伊斯兰教墓碑

石证实了当时泉州穆斯林人数的众多。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汉族通婚,在泉州地区繁衍生息,晋江陈埭丁

氏、惠安百奇郭氏就很典型。

基督教在唐代贞观九年( 635年)第一次传入中国, 中国称之为 景教 或 秦教 , 属于聂斯脱里派。

唐会昌五年( 845年) ,唐武宗禁佛灭教, 景教也不能幸免,北宋时景教在内地已不复存在。元朝时聂派

第二次传入中国,同时另一教派方济各派也传入中国, 1294年罗马教皇特派孟德哥维奴到北京做方济

各派的总主教, 孟德哥维奴派了3名意大利人来泉州做方济各派主教。目前,泉州发现的基督教碑刻属

于两种不同的教派, 大致都是元代的,元代以前的只发现一块[ 3]。明万历十年( 1582年) ,基督教第三次

传入中国,意大利耶苏会教士艾儒略,在福建活动 25年,足迹遍及南平、建鸥、福州、泉州等地。清朝雍

正五年( 1727年) ,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意大利传教士马尔蒂尼(卫匡国)、西班牙天主教士塞拉莫雅

都到泉州进行传教活动。

摩尼教在唐会昌年间( 841~ 846年)由呼禄法师传入福建, 宋、元时期福建成为中国摩尼教的主要活

动中心。泉州草庵现保存有世界惟一的摩尼雕像,草庵前还曾出土过 明教会 字的黑釉碗和 60多块残

片,这些碗片是摩尼教教徒的食具,这些都说明草庵曾是摩尼教的重要活动据点之一。

印度教在北宋( 960~ 1127年)通过海路传入泉州, 泉州曾建有规模宏大的印度教寺院 番佛寺,

其石刻虽已散布各处,但仍能感觉到番佛寺原先的宏伟。

泉州的土著居民是很少的,其居民大多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族后裔,有一小部分

是外来民族的后裔。佛教、道教对泉州的影响很深,除佛教外,其他外来宗教在泉州不是社会的主流文

化,所以它们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有一些外来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如印度教、摩尼教; 伊斯兰

教从明代开始在泉州的影响也逐渐衰退;虽然基督教曾先后四次传入泉州,但直到 18、19世纪基督教在

泉州的影响才开始显现。总的来说,泉州多种宗教盛行的情形持续了唐、宋、元三个朝代,超过 700年,

这些外来宗教在泉州传播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与当地主流宗教融合的现象。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到唐朝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由于禅宗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佛教的世

界观,把佛从遥远的彼岸拉入人的内心,心就是佛,把渐悟改为顿悟。用儒家的宗法制度改造佛教戒律,

制定出适用于中国禅宗的戒律。禅宗的兴盛与一些福建僧人有关,因为他们是创始者或中坚力量,如怀

海、灵佑、希运、义存等。宋代朱熹创立的闽学,将心性论和本体论统一起来, 把佛教变为儒家思想的组

成部分。泉州偏于福建一隅, 受到儒家的强烈影响,氏族宗法是社会底层构建中最主要的要件, 家族寺

庙修建体现了血缘和神权的结合,泉州人既在家庙、族庙中供奉祖先牌位, 又供奉与本族关系密切的神

明。家庙、乡庙也是泉州地区民间管理的中心,既可以调解民事纠纷,又可以解决经济争端乃至管理教

育、慈善工作。这样,泉州人普遍信奉鬼神的现象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因为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愿望能

否实现,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圣,那无关紧要。而且通过家庙、乡庙也加强了家族内部的团结和扩张,

保护家族的势力范围甚至对外扩张,这样,宗教的力量不仅巩固了家族的社会地位, 也强调了家族利益

的最大化。泉州独特的宗教兼容性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 同时出现了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的神明,乃

至祖先牌位同时供奉在同一寺庙的现象。

二、海洋性和开放性

泉州有430千米的海岸线,港湾众多,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有利于文化的吸收和传播,妈祖信仰

就随着移民的步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四大宗教, 能在泉州和平共处,

相安无争, 在全世界来说是不多见的。泉州还有众多的民间保护神,如妈祖、广泽尊王、清水祖师等,如

此众神共处同一蓝天下, 形成了泉州独特的宗教景观。这些与泉州特有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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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泉州的地理因素和人文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泉州依山面海,境内戴云山脉从东北部向西南延伸,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呈阶梯状倾斜, 依次为山

地、丘陵、平原。气候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湿润多雨,四季长青。泉州土著居民的人数很少,居

民大多是历代移民的后裔,也有一部分是外来民族的后裔, 所以泉州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汉

唐时期,政府注重道教、佛教的传播,所以当时泉州道教、佛教的影响较大。宋、元时期,政府对宗教采取

了 兼容并包 的举措,所以造成了各种宗教寺院林立, 民间地方保护神大量出现,随着宋、明程朱理学的

兴起,儒家吸收了道教、佛教的内容,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 外来宗教和民间宗教都出现了向主流文化靠

拢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明朝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以恢复中国传统礼教为己任,提倡程朱理学,对

宗教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措施。即便这样,泉州对地方保护神的崇拜还是禁而不止,出现了向政府讨取封

号、自行附会封号、以有功于地方的有道之神面目出现等多种形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取得合法的地位,

使对地方保护神的崇拜得以顺利进行。在解放前,泉州城被划分为不同的铺境,当地居民视铺境为神圣

之事,整个泉州城分成东西两佛,下面分为 36铺。大铺下面再分为数境, 每境都有自己的神明, 叫境主。

每铺祭祀的神明叫铺主, 各铺各境信奉的神也不尽相同。泉州有记载的寺庙有上百座,未被记载的小宫

小庙更是不计其数, 其信奉的神祗至少有 100多种[ 4]。这种海纳百神的崇拜使泉州的宗教信仰十分繁

杂,既有全国性的神明如观音、关帝,也有福建省的神明如妈祖, 还有地方的神明如清水祖师, 更有铺主

和境主之别。

由于泉州地区山地、丘陵面积多,平原面积少,而且泉州平原是海湾海漫滩涂淤积而成,直到唐宋时

期才逐渐形成并被开垦利用, 所以,泉州具有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双重特征。长期生活在海边上的人

会产生一种冒险、探险的心态,面临变化莫测的海洋, 人们需要随机应变、避险趋安,化险为夷。这种外

向型开放心态使泉州人很早就同外域发生关系,敢于向海外开拓,甚至远涉重洋。所以泉州籍的海外侨

胞、侨商数量很多,这也是泉州海洋文化商业特征的反映。泉州有重商的习惯, 历代泉州人弃儒入商、弃

农经商的不在少数, 还有的人亦商亦儒,他们 朝为原宪暮陶朱 , 只博黄金不博诗 [ 5] ,早晨读书,傍晚

经商。

原宪是孔子的学生, 陶朱是商人的始祖范蠡。这种开放的、变通的心态也影响着泉州人的宗教观,

他们对于外来宗教见怪不怪, 欢迎而不排斥, 从中吸取有用的成分。明代泉州人李光缙认为儒家与佛

教、儒家与伊斯兰教有相近的地方,如果从佛教、伊斯兰教中学习好的、有用的东西, 那么都会有所得。

反之,则得不到提高[ 6]。正是这种宽容、包容的心态使许多外国商人、旅行家、僧侣荟集泉州, 出现 市井

十洲人 的繁荣景象。泉州曾同世界上 10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

都在其游记中记载了泉州的盛况, 保留至今的艾苏哈卜清真寺、灵山圣墓、草庵摹尼像,以及许多伊斯兰

教、基督教、印度教石刻, 反映了当时外来宗教在泉州的盛况。外来宗教既然能传入泉州,泉州的宗教也

能传播出去。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随着移民的步伐传播到东南亚各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神妈祖,

妈祖本是福建湄洲岛上的一民女, 经过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的加封, 她成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在中

国沿海的港口, 几乎处处可以见到妈祖庙,在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

律宾等国家都有妈祖庙宇或祀奉场所。另外,泉州通淮关岳庙的香火也远播东南亚,仅菲律宾就有几十

座。清水祖师、郭圣王的庙宇也遍布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海洋成了宗教传播的

路径, 海上丝绸之路 也是条宗教传播之路。

三、实用性和变通性

虽然泉州的宗教信仰十分繁杂,但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泉州人对宗教采取了实用的心态。佛教、道

教渗透到民间宗教中去, 其礼仪为民间宗教大量吸取。道教的内丹修炼成为民间宗教的重要内容, 关

帝、城隍、瘟神等民间神祗逐渐成为道教的神祗。明代以后, 道教、佛教都出现了衰退和世俗化的倾向,

与此同时,对民间神祗的崇拜有增无减,人们希望生活幸福,远离灾难。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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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教派、教义等,反而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就出现了多种宗教混杂的现象。在寺庙史迹体现得尤

为明显,如晋江城关晋州孔庙的大成殿墙壁砖头上有道教的八卦图案,晋北道教的天心洞旁有 水观音 

和 王文昌夫子 并立,永宁的虎岫寺殿堂上有玄天上帝、如来佛祖、四手观音、孔夫子等塑像。一般寺院

也附带设坛祭祀关公、上帝公、夫人妈、土地公等[ 7]。泉州城内县后街有一白狗庙, 主祀白狗, 其后殿则

附祀真武帝、文昌帝君和田都元帅。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外来宗教上,泉州开元寺的后殿有一对印度教

的石柱;草庵的摩尼像胡须被敲断了一节,想把摩尼变成释迦牟尼, 所以草庵是一座佛化的摩尼寺。凡

此种种,都说明了泉州人对宗教采取的实用心态, 即为我所用。

这种实用主义心态还反映在他们的变通性上。宋、元时期, 伊斯兰教是泉州主要的外来宗教, 在

经历了元末 亦思巴奚 战乱和明初排斥色目人浪潮后, 一些家族如蒲、金、苏、林等当时就脱离了

伊斯兰, 另一些家族虽然起先还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 但伊斯兰教的传播已受到了很大挫折, 反映在

为自己家族取汉姓, 修撰家谱, 冒以名人为先祖, 许多风俗改随汉俗, 以至最后逐步放弃伊斯兰教信

仰。例如, 白奇郭氏家族伪托唐朝名将郭子仪为其先祖; 陈埭丁氏家族的七世祖丁养静舍弃原先的家

谱记载, 以北宋名人丁度为先祖; 林 (李) 姓家族的李广齐改姓林为李, 并删去林姓后裔世系, 以李

氏世系图修谱。16世纪初丁氏家族还保持着做礼拜、封斋、不食猪肉、土葬等伊斯兰教规, ∃但 16

世纪中叶左右, 丁氏家族已不做礼拜、不封斋,还有丧葬风俗也发生了变化, % 到 16世纪末丁衍夏著谱

时,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虽然明、清、民国时期泉州伊斯兰教有过几次复兴活动, 但因世况日下,复兴

活动受到影响。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这种变通的苗头。虽然景教早在唐代就传入中国,但在唐武

宗下令灭教后, 景教在中国内地逐渐消亡了。到了元代,大量蒙古人南下和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使景

教和天主教在泉州发展起来, 天主教在泉州设立了教区,派驻了 3位主教。泉州东门附近还有 2处天主

教教堂的遗迹[ 8]。元朝灭亡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沉寂下去, 16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在中国重新

活跃起来,由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主要通过海路而来,所以泉州也曾有 2位西班牙传教士拉达和

马林来过,虽然未能得到官吏的允诺进行传教活动
[ 9]
。对福建天主教传播贡献最大的是艾儒略,他精通

汉语, 知识渊博,善于交际,首先在扬州、常熟、杭州传教, 1625 年来到福州, 以后足迹遍及福建各地, 在

福建共建大教堂 22座, 小教堂不计其数,受洗约 1万人[ 10]。他提倡 耶儒和流 ,认为天主教教义和儒

家学说是相似的,努力把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融合后进行传教,允许受洗入教的中国教徒参加 敬孔 

或 祭祖 活动, 得到了知识分子和百姓大众的认可,他被认为是 西来孔子 。由于 中国礼仪之争 导致

的康乾年间的禁教和排教运动,使福建天主教的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出现了天主教与民间宗教相结合

的趋势[ 11]。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 在政府严厉打击的高压政策下,居然达成了某种认同, 再一次说明了

宗教间的变通性。

四、结语

泉州宗教文化的特性是相互包容的, 多元性和开放性是息息相关的, 兼容性和变通性也是有联系

的。这种无心的、没有意识的宗教对话方式深深影响着泉州人的生活和他们看待世界的观点,他们用开

放的眼光、冒险的精神,吸取外来宗教的内容,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由此可见,外来宗教在中国的

传播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向儒家思想靠拢的势头,佛教、基督教如此,伊斯兰教也不例外。明末清

初,在江南出现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中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和渗透,这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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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衍夏:!祖教说∀载!陈江雁沟里丁氏祖谱∀ ,转引自庄景辉编校:!陈埭丁氏回族宗谱∀ ,第 29页,香港: 绿叶教育出版社, 1996。
厥后殓加衣矣,殡用木矣,葬窬时矣,衰麻棉半矣;祀设主矣,封用圹矣,祭列品而加牲矣,务肥矣,天多不拜矣,斋则无矣,牲杀不必出其
屠而自杀矣,衣以帛矣,交神不皆沐浴矣,酒果设矣,楮帛钱焚他神矣,祀先则未用矣,香花之荐犹故也,不豚犹故也。 

丁衍夏:!祖教说∀载!陈江雁沟里丁氏祖谱∀ ,转引自庄景辉编校:!陈埭丁氏回族宗谱∀ ,第 29页,香港: 绿叶教育出版社, 1996。
殓不重衣,殡不以木,葬不过三日,封若马而浅,衰以木棉;祀不设主,祭不列品,为会期面相率西向以拜天;岁月一斋,晨昏见星而后食,
竟日则枵腹;荐神惟香花,不设酒果,不焚楮帛钱;诵清经,仿所传夷音,不解文义, 亦不求其晓,吉凶皆用之;牲杀必其自屠而后食;肉食
不以豚,恒沐浴,不清不以交神明;衣崇木棉而不以帛,大率明洁为尚也,夏稚年之所见矣。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文化,它的影响力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到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乃至家庭、

生活的各个方面。外来宗教要在中国生存下去, 必须融入当地的生活, 而儒家文化无疑是最佳的切入

点。当然,儒家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它也曾吸取了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和观点。这种宗教融合的

趋势对于我们处理当前纷乱复杂的国际局势也是有启发的,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

世纪开始的,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 , 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

教 [ 12]。所谓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宗教间的对话是各种宗教面临的共同挑战, 如何进

行有效的对话, 消除彼此的误解,加强合作,对于 21世纪的世界和平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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