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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以 时间 和空 间 为视角
，
明 清时期 兰 州城市寺 院可分为 明代城 内寺 院 、 清代城内 寺 院和城外寺 院

三类
，
这三类寺 院分布于今天兰 州城市 内 外的各个区域 ，

而它们的 选址也不 同程度地受到 了 人口
、 地理 、 历

史和风水四方 面因素 的影 响 。 作为佛教信仰 空 间 的城市寺 院 ，
其分布与 选址具有明 显的特征 ，

从中也可窥见

明 清时期 兰州 城市信仰空 间和职能 的泛化与城市人口信仰的世俗化倾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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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作为佛教信仰 的重要空间载体 ， 不仅是

沟通佛教理想世界与世俗社会的纽带 ， 也是构成

城市文化景观和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回顾兰州城市佛教的发展 ， 早在两汉佛教沿

丝绸之路传人中 国时 ， 金城作为当时丝路重镇之

一

， 就有佛教僧侣来往此地 。 其后十六国 时期 ，

在河陇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 ，
如前秦 、 后秦 、 前

凉 、 北凉 、 西秦 、 西凉 、 后凉 的 汉人 和 氐 、

羌 、 匈奴等少数民族也不乏崇信佛教者 。 到 了

隋唐时期 ， 政局平稳 ，
百姓生活富足 ， 兰州历

史上才 出 现了第
一

所佛教寺院——庄严寺 。 贞

观九年 （６３ ５ ） ， 高昌王子麹伯雅之子文泰从长安

返回高 昌 时在兰州修建宝塔寺 ， 即后来 的木塔

寺 。 其后 ，
又在兰州敕建普照寺 。 安史之乱后 ，

兰州陷于吐蕃 ， 后又被西夏占领 ， 直到北宋初才

被收复 。 南宋时
，
兰州又为西夏与金不断争夺 ，

持续经受战乱 。 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情况在史料

中的记载也不甚清晰 ， 惟一可 以明确的是 ， 唐代

时在此修建的庄严 、 宝塔和普照三所大寺并没有

在战乱中被毁 ， 而其之所以能够在近五百年的风

雨飘摇中得以保存 ，
也当与后代的持续维修密切

相关。 元代时 ， 藏传佛教盛行 ，
１ ３世纪时萨班 ？

贡噶坚赞在前往凉州 （今武威 ） 与阔端会面时 ，

途经今永登县连城镇北的石屏山 ， 见此地瑞气線

绕 ， 众菩萨显光 ， 故在此建噶林寺 ， 此即为
“

藏

传佛教传到兰州地区之始
”

至元间 ， 曾对

唐时修建的宝塔寺和庄严寺进行了修缮 ，
元仁宗

时 ， 又在五泉山兴建皇庆寺 。 总体而言 ， 明清之

前兰州的佛教发展起步较早 ，
但受制于社会因

素
，
频繁的战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佛教寺院的

建设 ， 故而并没有形成太大规模 ， 仅在唐代时修

建了规模较大的寺院 。 同时 ， 由于兰州在明清以

前的城市定位以边地军事重地为主 ， 文化较为落

后
， 故而在历史上也没有诞生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

高僧大德 ，
也缺乏僧人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教理教

义 ， 再加之寺院频繁动荡 ， 兴废不定 ， 在
一

定程

度上影响了兰州城市百姓的佛教信仰 ， 故而在史

料中对于明清之前兰州城市百姓的佛教信仰也缺

少相关资料进行佐证 。

明清以来 ，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职能

的丰富 ，
兰州作为一省之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的地位得到进
一

步确立 ， 而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

载体 ， 佛寺在这
一

时期的兰州城市发展中也获得

了极大的发展 ， 佛教 、 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建筑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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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内交错分布 ， 鳞次栉比 ，
不仅影响了 明清时

期兰州城市的 日 常生活 ，
也共同构建出 明清时期

兰州多元而复杂的宗教信仰画卷 。 透过这
一

时期

作为文化景观的寺院 ， 深人探讨明清时期兰州城

的物质与精神空间结构 ， 对于还原重构 明清时期

兰州城的信仰结构体系 ， 并探讨这
一体系与明清

时期社会的互动关系 ，
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

回顾 目前的学术成果 ， 在通史方面著作数量

较多 ， 郭厚安 、 陈忠实从政治 、 经济两方面展开

论述 ， 对兰州城市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问题有所提

及 ； 邓明则 以丰富的史料为支撑 ， 详细梳理了兰

州历史的发展脉络 ，
并对不同时期兰州城市的经

济 、 文化 、 社会生活等方面内容进行 了解析 。 兰

州城市历史的建制沿革和地理位置问题 ，
始终是

学界研究的重点 ， 安守仁的文章从明代兰州卫的

设置对明代兰州城垣做了详细的说明 ， 梁德辉对

兰州城市建置的历史沿革进行爬梳整理 ， 赵一匡

则从政治 、 经济角度简要介绍了兰州府的整体概

况 。 还有不少学者从城市建设的角度展开讨论 ，

赵世英全面介绍了 明清时期兰州城历经的多次整

修和扩建 ， 邓 明则对明清时期在兰州建立的城堡

进行了梳理 ，
还有党瑜 、 牛晓燕的几篇文章 ，

也

从理论上对学界广泛质疑的明清时期兰州的
一

些

地名进行 了研究考述和重新定位 。 李清凌一文

著作时 间虽早 ， 但对明代西北地区的藏传和汉

统治者重视 。 宗教信仰被提升到与文化教育相同
Ｉ

的高度 ， 朱元璋曾表示 ：

“

其佛仙之幽灵 ， 暗助 ｇ

王纲 ， 益世无穷 ， 惟常是吉 。 尝闻天下无二道 ，

▲

圣人无两心 ，

三教之立 ，
虽持身荣俭之不同 ，

其
Ｉ

所济给之理
一

， 然于斯世之愚人 ， 于斯三教有不

可缺者 。

”［
ｍｈｓ出 于这样的考虑 ， 明清两代的统治 ｉ

者对于佛教大多采取了 比较宽和的统治政策 ， 也 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 这
一

时期兰州的城市寺院经 ｆ

历了多次重修和新建 ， 佛教信仰空间得到了很大 ＿

发展。ｇ

在此 ，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明清时期兰州 Ｉ

城市寺院的教派归属问题 。 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
ｗ

院数量较多 ， 虽然在明清时期的相关史料中很少
！^

明确提及明清时期兰州佛寺所属的佛教派系 ， 但 盟

由于 当时兰州城所处的陇中地区在地理区划上归
｜

属于陕西布政司 ， 在政治和经济上也主要受到陇
￥

东地区的影响 ，
故而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兰州佛 ｇ

教划 入陇东南汉传佛教文化片区 因此 ， 从 ｜

当时地区佛教文化发展的大体环境来看 ， 明清时
｜

期的兰州城市寺院主体属汉传者 。 另
一方面 ， 结 ｗ

合 当时文人墨客对兰州城市佛寺环境的描述记

述 ， 这些寺院无论是在寺院建筑形式还是其内部

供奉 的神祇 ， 都具有强烈而明 显的汉传佛教特

色 。 当然 ，
由于兰州地处西北地区 ， 深受周边少

数民族影响 ， 故而在 明清时期的兰州城中也确实

３

传佛教进行了论述 ， 并对汉传佛教的发展特点

做 了概括 ，
意义非常重大 。 宋法仁也对 明肃王

对兰州城市 的建制 ， 特别是对寺观的建设做出

的贡献进行了研讨 。 综上可 见 ， 目前学界的研

究 重点 主要集 中 在对于兰 州城市历史的通论 、

历史地理的考异和城市发展与社会关系 的探究

上
， 而较少从城市史和宗教史的角度进行综合考

量
，
故笔者不揣浅陋 ，

通过爬梳和整理史料 ，
探

讨明清兰州城市寺院的基本分布情况 ， 并通过对

影响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选址的因素进行探究

和分析 ， 以此考察明清时期兰州城信仰空间的整

体特征 ，
展现出 明清时期兰州城市信仰职能世俗

化与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

一

、 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的空间分布

明 清时期 ， 宗教信仰 因有利于巩 固统治 、 强

化秩序 、
安定社会 、 教化民众之功用 ， 继续受到

存在着信奉藏传佛教的寺院 。 如五泉山嘛呢寺 ，

因寺院内有嘛呢转轮而得名 ，
嘛呢 ， 即藏传佛教

“

六字明咒
”

的简称 ；
又如华林寺 ， 史籍中就明

确记载其
“

正统十年建 ， 今番僧居 。

”
ｎ ６］ １

４６

遗憾的

是 ，
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 ， 关于明清时期兰州城

市藏传佛教寺院的基本概况 目前仍有很大空 白 ，

故而在本文中笔者的关注点还是以汉传佛教寺院

为主。

（

一

） 明代兰州城内寺院分布

据载 ， 明代兰州城内的寺院数量较少 ， 集 中＿

分布于城市北部和西北部地区 ， 其中在史料中有
令

明确记载者 ， 仅有庄严寺 、 普照寺 、 嘉福寺三所 《

寺院 。 由于明代政府对于佛教始终秉持着既提倡＆
保护 ， 又限制整顿的态度

ｎ

＇ 特别是明太祖朱元
^

璋 ， 有感于元代佞佛而 引发的威胁世俗政权统

治 、 管理混乱 、 僧侣 良莠不齐等种种弊端 ， 充分

认识到了佛教势力过于膨胀的危险性 ， 因而非常

重视国 家政权对于佛教的管理 。 洪武二十 四年１５５



（ １３ ９ １ ） 六 月 ， 他颁布诏令 ， 规定
“

各府 、 州 、

县寺观虽多 ， 但存其宽大可容者一所 ， 并而居

之
” 胃

， 七月 又下令
“

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
一寺 ，

二十人以下者听令归并成寺 ， 其原非寺

额 ， 创立庵堂寺院名色并行革去
”ｎ ９

］
６３

， 正是在

这种佛教寺院合并政策的要求下 ，

一

些较小规模

寺院的寺僧 、 寺产等都被归人了 附近的几所大寺

之中 ， 而其原有的寺院建筑则 由于僧去寺空而难

以避免地陷人衰败 ， 这也应能够从
一

定程度解释

何以在这一时期 ，
兰州城内见诸史料的寺院仅有

规模较大的三所 。

１ ． 庄严寺 。 在明代兰州城北鼓楼西侧 ， 据专

家考证 ， 其址大约在今兰州市城关区大众巷附

近 ｌ

３
１

３ Ｓ

。 相传此处旧为隋末金城校尉薛举居所 ，
唐

武德二年 （ ６ １９ ） 敕建为庄严寺 ， 门额上有元代

名僧 、 书法家释溥光所书
“

敕大庄严禅院
”

匾 。

明成化十六年 （ １４８０ ） 重修 。 重修后 ， 庄严寺内

建筑主要有山 门 、 前殿 、 大雄殿和五佛殿 ， 其中

正殿大雄殿 内供奉的佛像生动飘逸 ，

“

衣褶 细

叠 ， 迎风欲举
”

， 谓之
“

塑绝
”

， 墙上绘制 的观音

像
“

所披白衣覆首至足 ， 俨然纱殼 ， 柳枝经久 ，

翠色如新
”

，
栩栩如生 ， 谓之

“

画绝
” ［

２ °ｎ °２

， 这二

者与溥光匾额合称为庄严寺之
“

三绝
”

。

２ ． 普照寺 。 在明代兰州城北部 ， 其址大体为

今兰州市少年宫 （兰园 ） 所在地 。 普照寺又名大

佛寺 ， 始建于唐贞观年间 ， 金泰和时重修 。 明代

的普照寺形制齐备 ， 规模宏大 ， 自 山 门后由南向

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 金刚殿 、 天王殿 、 大雄宝

殿 、 法轮殿 、 藏经楼 ， 东西两侧还有配殿 、 钟鼓

楼等建筑 。 寺院山 门上有元代匾额
“

敕赐大普照

寺
”

， 金刚殿 、 天王殿内
“

塑像极伟梧
”

， 大雄宝

殿内供奉三尊佛像 ， 后壁上所绘大悲观音像
“

可

见者十一头四十二臂 ， 手头有三层 ， 而手各有

眼 ，
执持法物甚备

” ［
２ １

１
８

，
蔚为壮观 。 大雄宝殿后

的法轮殿内有木质法轮
一

架 ， 有学者据轮前明肃

宪王题额
“

法轮恒转
” “

雨花金界
”

考证其曾 于

明万历时重修
［
３

］
３６

。 藏经楼中有经藏五千余卷 ， 亦

应为肃王施财印制 ， 存于寺中 。 普照寺西侧有鼓

楼
，
与其相对的东侧钟楼内有一直径六尺 、 高九

尺 、 重达万斤的铁钟 ， 为金泰和时所铸 ，

“

兰州

城内金石之存者 ， 此最古也
”

［
２” ８

。 经过明代的大

规模修缮 ， 普照寺最终成为兰州城内气势最为恢

弘的佛教寺院。

３ ． 嘉福寺 。 又名木塔寺 ， 在明代兰州城西北

部
，
其址大体在今兰州市城关区木塔巷至永昌路

北段附近 。 嘉福寺旧名宝塔寺 ， 始建于唐贞观九

年 （ ６ ３５ ） ， 元至元间重修 ， 后毁于战火 。 明正统

九年 （ １ ４４４ ） ， 肃王捐资 ，
命承奉 田荣在宝塔寺

旧址重建此寺 ， 造
“

浮图
一

十三级
”
［

２ ２
】
３ ７９

， 并在

四周建造护殿 ， 形成了寺院以塔为中心的建筑格

局 。 塔南为大雄宝殿 ， 殿左为尊胜殿 ， 殿右为准

提殿 ， 再向南为山 门 ， 塔北为毗卢 阁 、 药师殿 、

文殊殿 、 普贤殿 。 天顺四年 （ １ ４６０ ） ，
肃王出金

铸钟置于寺中
， 钟高一尺 ，

口宽四尺 ， 钟身有十

六字铭文和七字梵文。 成化三年 （ １ ４６７ ） ，
“

宝塔

寺 自 是始更名为嘉福也
”［

２４
］

｜ ２？
。 嘉靖三十五年

（ １ ５５６ ） ，
肃王因

“

木塔屡毁屡修
”

再次发

金重修 ， 使壮丽的宝塔与宽阔的寺院相得益彰 ，

寺中 的木塔
“

珠璎四覆 ，

玉贝 圜通 ， 铃语风闻 ，

神光夜彻
”［

３
］
３８

， 与城外北山上的 白塔遥相呼应 。

（二 ） 清代兰州城内寺院分布

总体而言
，
清前期和中期 ，

兰州城内 的大型

佛教寺院以重建 、 复修旧有建筑为主 ， 这是由于

这些寺院大多位于城内 ，
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 ，

无法进行规模上的扩大 ， 因而这
一

时期的庄严

寺 、 普照寺 、 嘉福寺等都只是在明代寺院建筑的

基础上进行了较小规模的改扩建 。 而另一方面 ，

一些散布在城内的较小规模寺院开始如雨后春笋

般发展起来 。 据 《 （康熙 ） 兰州志 》 《 （乾隆 ）

皋兰县志 》 《 （乾隆 ） 甘肃通志》 《 （道光 ） 兰州

府志 》 等地方志和 《兰州古今注 》 《陇右金石

录》 《 留素堂诗删 》 等时人文集记载 ， 清代兰州

城内较小规模的佛教建筑主要有 ：

广福寺 ：
又名高壁寺 ， 在南关 ， 即在今兰州

市城关区 白银路东段附近 。

昙云寺 ： 在城东新关
， 即在今兰州市城关区

广武门附近 。

接引寺 ： 在东关 ， 即在今兰州市城关区东方

红广场西侧附近 。

靛园寺 ： 在南园 ， 即在今兰州市城关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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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人黄志洪曾撰有 《敕赐大嘉福寺记》
一

文记载此事 ， 今碑已佚 ， 仅可从 《兰州古今碑刻 》
一

书中略知
一

二 。

② 明肃昭王朱绪炯 曾为此事撰有重修碑记 。



西路以南 。

重新寺 ： 在城南崇文门 （清道光时更名为皋

兰 门 ） 外 ， 即在今兰州 市城关 区皋 兰路南段

附近 。

观音堂 ： 在新关 ， 即在今兰州市城关区金昌

北路与秦安路交叉 口附近以西 。

具体来看 ， 清代兰州城内的大型寺院建筑主

要有庄严寺 、 华林寺 、 普照寺 、 嘉福寺 、 白衣寺

塔院等 。

庄严寺 ： 仅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于寺院后增

建了照壁 ，

“

以手拍之 ， 其声如琴
”

， 清人蒋薰题

诗 《大庄严寺 》 云 ．

？

“

净界琉璃地 ， 如 临舍卫

城 。 长廊沈画影 ， 古壁应琴声 。

”
Ｍ ３°３

乾隆四十六

年 （ １７８ １ ） 庄严寺毁于兵火 ， 不复存在 。

普照寺 ： 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进行重修 ， 使

之成为习仪祝厘之所
１
２２

１
３ ７９

。 康熙时 ， 甘肃巡抚刘

斗又主持重修此寺 ， 庙宇殿堂宝相庄严 ， 时人有

《题兰州普照寺 》 诗 ：

“

前朝 留 古刹 ，
象教演河

东 ， 碧殿临梁苑 ， 洪钟出 汉宫 。 廊回香树外 ，
经

转法轮中 ， 满壁虎头画 ， 沧洲意不穷 。

”｜
２ ５

］
３ °３

嘉福寺 ： 清康熙初年 ， 嘉福寺木塔因香烛不

慎毁于火 ，
经过重修 ，

并在
“

木塔下建佛殿九

楹 ， 其上作八棱形 ， 层累直上 ， 塔顶
一

室 ，
广阔

仅八九尺
， 凡为级十有三 ， 髙至十五六丈 ， 重阁

矗虚 ， 复道凌空 。

”ｍ ］
１ °

然而据史料记载 ， 此时的

嘉福寺木塔已经不复明代的辉煌 ，

“

较旧 制为卑

小矣 。

”

直到清中后期 ， 嘉福寺
“

不戒于火 ，

遂丧
”

， 惟有木塔模型仍存于寺中
＿

。

白衣寺塔院 ： 位于清代兰州城东关 ， 初建时

间不详 ， 有学者推测其始建于明 中期 ， 清初时 白

衣寺塔院 内有多子塔 ， 其他建筑还有 白衣菩萨

殿 、 观音阁 、 文昌宫 、 伽蓝祠 、 慈母宫等 。 据残

存碑文可知 ， 白衣寺塔曾于明崇祯 四年 （ １ ６３ １
）

和清道光二十三年 （ １ ８４３ ） 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

重修 ， 特别是第二次 由官民共同出 资重修多子

塔 、 白衣寺大殿并对后院慈母宫中 的塑像施以金

妆陣
３
－＿

， 使之成为清中后期兰州城内—处规模

较大的寺院建筑群 。 相较于前代 ， 在清代地方志

中 出现的新修较大规模寺院是白衣寺塔院 。

乾隆四十六年 （ １７８ １ ） ，

“

苏四十三事件
”

爆

发 ， 兰州 城
“

所有关厢内庵观寺院倶被放火烧
｜

毁
”［

２６
］
３ １ １

，
寺院的重修翻修也就此陷人低潮 。 直 Ｉ

到清后期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丰
‘

富 ，
兰州城内外寺院的重修和翻修才再次被提上

｜
议事 日程 ， 然而这时的重修和翻修在更大程度上

｜

已经成为了对于寺院的侵吞和改造 ，

一些辉煌的 Ｉ

梵刹此时也再难以重现其旧 日的荣光 。营

（三 ） 明清时期兰州城郊寺院ｆ

兰州作为一个受到地理因素制约的条带状城
｜

市 ， 城内空 间在明清时期已经基本达到 了饱和 ，

ｇ
“

北有黄河水 ， 南有五泉山 ， 中夹兰州城 ， 城小 Ｉ

如弹丸……官署居其半 ， 以半为市阛 。

” ［
２７” ２ １

正是
Ｗ

由于这样的地理特征 ， 再加上明代之前在兰州 Ｗ

城外已经分布有
一

些寺宇 ， 在明清时期就逐渐
｜

形成 了城南五泉山和城北北山这样两大寺院分
＿

布密集区 。兰

州
１ ． 城南五泉山寺院区 。 城南五泉山分布的主 ４

要寺宇是崇庆寺 。 崇庆寺旧名 五泉寺 ， 明洪武五 ｜

年 （ １ ３７２ ） 敕建 ， 永乐时由肃王 出资重修 ， 更名
｜

为崇庆寺 。 崇庆寺依五泉山 山势而建 ， 中麓依次 例

为金刚殿 、 大雄殿 、 轮藏殿 、 大悲殿和奎文阁 ，

东麓则建有五龙宫 、 地藏庵和卧佛殿。 天顺六年

（ １ ４６２ ） 和嘉靖十四年 （ １ ５ ３５ ） ， 在肃王府的主持

下 ， 乡耆 、 嘉福寺住持 、 崇庆寺住持和各地信士

共同 出资两次重修崇庆寺千佛阁 ， 使宝相顿生 ，

佛堂更加恢弘 。

清前期 ， 崇庆寺依旧沿袭着明代的寺院建筑

布局 ， 只依山势在寺院西侧增建了燃灯寺 、
酒仙

庙 、 慈母宫 、 大佛殿 、 清辉阁和地处最高处的三

教洞 ，
又另在山东麓建老君庵 ，

山西麓建嘛呢

寺 、
二郎庙 ，

至此 ， 五泉山形成了以崇庆寺为中

心 、 东中西三路并存的寺院建筑群 。 乾隆四十六

年 （ １７ ８ １ ） ，
五泉 山崇庆寺建筑物群毁于苏四十

三事件 ， 后经嘉庆 、 道光两朝时的重修 ，
逐渐得

以恢复 。 道光十五年 （ １ ８３５ ） ， 甘肃省布政使梁
备

章钜 曾游览此地 ， 见
“

琳宫绀宇 ， 蔚然巨观
”

，

^

欣然留句 ：

“

佛地本无边 ， 看排 闼层层 ， 紫塞千每

峰平檻立 ； 清泉不能浊 ， 笑出 山滚滚 ， 黄河九曲｜
抱城来

” ［ｗ°

。 清同治六年 （ １ ８６７ ） ， 崇庆寺再次

毁于战火 ，
直到 民国 十三年 （ １ ９２４ ） 才在兰州翰

３

① 有 《重修白衣寺塔院碑记》 和 《重修白衣寺多子塔暨大殿前后墙垣台阶 、 院后娘娘殿金妆神像 、 补塑 山子
一

切匠工物料使用

账 目开列碑记》 见于 《兰州古今碑刻》
一书 。 １５７



林刘尔圻的主持下得以修复 ，
使之成为

一

处集山

灵水秀和人文传统于
一体的寺院建筑群 。

２ ． 城北北山寺院区 。 兰州城郊的另
一

个寺院

集 中 区是黄河以北的北山 ， 即今兰 州城北 白塔

山 。 明正统十三年 （
１ ４４８ ） ， 太监刘永诚监镇甘

凉
，
遂在此

“

起梵宫 ， 建僧居 ， 永为金城之胜

境
”

， 是为 白塔禅院 。 嘉靖二十六年 （ １ ５４７ ） ，
兰

州人郑子敖 、 杜均铠等人主持重修白塔 ，

“

上启

国藩宗室 ， 辅相官僚以资助之 ， 下及白叟黄童 、

乡社方民
，
以力兴之 。

”

次年 ，
工程完工 ，

白塔禅院 内外焕然
一

新 。 万历二十年 （ １ ５９２ ） ，

郡宪诸公发金 ， 再次重修白塔禅院 ， 在其北建地

藏殿 ， 其南的山下建玉皇阁 。

人清之后 ， 对白塔禅院的修复情况史料中少

有记载 ，
但到 了清中后期 ，

随着兰州成为甘肃一

省之军事 、 经济 、 文化 、 政治的中心 ， 城市定位

得到 了进一步的提升 ， 城市规模扩大 ， 人 口增

加 ， 百姓的经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 再加之这一

时期 ， 佛教世俗化的趋势愈发强烈 ， 大量佛教信

徒组织涌现 ， 这就为修复白塔禅院提供了客观和

主观的双重保证。 清 中后期对白塔禅院旧有建筑

的修复次数较多 ， 其中规模较大者共有三次 ： 乾

隆十八年 （ １７ ５３ ） ，
观音会信士共 ９８人与 白塔禅

院住持张守逵等人共同 出 资重修奎星阁 、 文昌

宫 、 三星殿 ，

“

倾圮者而轮焕焉 ， 剥落者而金碧

焉
” 网―

； 乾隆三十八年 （ １７７３ ） ，
山西开阳府

太平县学生董充及张开蒙等七名信士共同 出资补

修禅 院前悬 楼 ， 内 塑 文殊 、 观音 、 普 贤 神

像 【圳 丨 ３③
； 光绪三十年 （

１９０４ ） ， 兰州府僧纲司魏

可文等人出资又重修地藏殿明真宫百子洞 ，

“

鸠

工庀材
，
易剥落以涂丹 ，

换暗淡为金碧
” ［

２ ３＿
。

清代在白塔禅院附近又新修了不少佛教建筑 。

康熙五十五年 （
１ ７ １６ ） 兵部右侍郎长 白绰奇等人

主持在 白塔禅院以西建慈恩寺 ，

“

又 于山之东南

建文昌 宫 、 魁星 阁及诸绀殿 、 回廊 、 复道……

又为浮屠合其尖 ， 使之卓然特立
”

， 先后兴建 白

塔寺正殿 、 准提菩萨后殿 、 地藏菩萨前楼等建

筑 ，
至康熙六十

一

年 （ １ ７２２ ） 年方才完工間
１ 。 １？

。

康熙五十七年 （ １ ７ １ ８ ） ，
“

大中丞绰公
”

于地藏殿

西侧建观音水帘洞 ， 乾隆四 十二年 （ １ ７７７ ） ， 观

音会信士 ４８人与 白塔禅院住持静宁等人进行重

修 ，
在

“

坳洼抵岸之处围以 回廊 ， 补以窄磴 ， 曲

曲折折极其奥趣 ， 恍若普陀之佳境
”

［
２ ３

］
＂２？

， 寺院

建筑与 自然景观相映成趣
，
在兰州城外黄河以北

的北山上围绕白塔禅院形成了新的更大规模的佛

教寺院建筑群 。

此外 ，
清代在黄河以北的金城关附近还创建

了金山寺 ， 其址约在今兰州市北金城关附近 。 金

山寺初建时间不详 ， 因时代久远早已坍记 ， 仅有

其址 。 康熙四十年 （ １７ ０ １ ） 功德主胡承禄及其妻

毛氏一家在此大兴土木 ， 使
“

东西两峰各有佛

舍
”

，

“

又为楼以远眺 ， 亭以憩息
”［

２ ３
］
２ ８３？

， 使之成

为 白塔山西一处新兴的佛教寺院 ， 并与既有的

白塔禅院及其附属建筑共同构成了城郊北山寺

院区 。

二
、 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选址的

影响因素

任何宗教建筑的修建 ， 归根结底的 目的都在

于如何能够使其本身得到最大化的信仰群体 ， 从

而实现其宗教 、 信仰和祭祀的功能 。

（

一

） 人口 因素

人 口是信仰的基础 ， 任何寺宇都需要
一定的

①曾有明人名 为
“

星海道人
”

者撰有 《重修白塔寺记 》
一文记载此事 ， 文 中说 ：

“

乡彦郑子敖者 ， 乐善之人也 ， 节登其所 ， 睹之

不堪 ， 谓众曰 ：

‘

可新之 。 吾辈无其善工 ， 何为之善者乎 ！

’

……起自 嘉靖丁未春
，
迄于戊 申夏浣 ， 俱已落成 。

”

② 清人段绍先撰 《重修白塔山奎 阁 、 文宫 、 三星殿记 》
一

文记载此事 ， 文中说 ：

“

住持僧守逵谋于会众而重修之 ， 补颓葺坏 ， 仍

旧鼎新……则人之人是庙者 ， 靡不肃瞻拜而思敬焉 。

”

③ 清人董充撰 《补修北塔山三大士楼记》
一文记载此事 ， 文中说 ：

“

金城黄河迆北之北塔山巅禅院前 ， 旧建悬楼三楹 ， 中塑文殊 、

观音 、 普贤神像…
…于是年孟秋鸠工庀材 ， 经营期间匝月告竣。 时神像基址焕然改观矣 ， 登临者咸啧啧为之称 ， 请勒石以纪之 。

”

④ 见清人戴光坫撰 《重修 白塔山奎藏寺明真宫百子洞碑记》 ：

“

壬寅重九 日 ， 公余闲暇 ， 偕素识之陈 、 高二君挈壶榼 、 备肴核 ，

同往寺中恣游眺……于是三心泥首神前虔心祷祝……次年余果举
一

男 …
…

令各出五十金 以为倡……爰捐
一

腋之微 ， 复藉众擎之举 ，

醵得四百余金 。

”

⑤ 见清人长 白绰奇撰 《修建北山慈恩寺碑记 》 ：

“

乃为之买地 、 置磨 ， 俾其岁有所人以供伊蒲之撰 ， 招僧真诸住持西寺 ， 真璃住
持塔院 。 琅函碧磬 ， 暮鼓晨钟 ， 皆足以发人猛省 。

”

⑥ 见清人陈简撰 《重修白塔山水莲观音洞记》 ：

“

康熙戊戌 ， 大中丞缚公于吾兰 白塔山之巅 ， 地藏佛事之西 卜 地
一

区 ， 创建救苦
观音洞天……今善士王依 、 徐美 、 俞清烈等慨然任重修之责 。

”

⑦ 清人胡承禄曾撰有 《创建金山寺记》
一

文记载此事 ， 今碑已佚 ， 仅可从 《兰州古今碑刻》
一

书中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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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人群作为支撑 ，
对于城乡 寺宇来说 ， 在居

民区的附近就近布设寺院最有利于信仰群体前

往祭拜 ， 从而通过地理上的便利增强佛教对于

百姓的吸引力 。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 距离越近的

寺院越便于他们频繁出人 ，
这种特定区域内 的信

仰认同和归属使得生活在这
一区域中的人群往往

只祈求其居住区普遍信奉的神灵庇护 ， 故而这些

寺宇成为 了一个社区活动 的重要节点 。 而反过

来
，
寺宇 出于吸引更多人前往 、 方便社区活动这

样的 目 的 ， 也通常设立在居 民往来密集 、 交通便

利之地 。

明清时期兰州城内的寺院大多修建于城市北

部和东部地区 ， 这是由于在明代兰州城北部地区

主要 由肃王府占据 ， 故而逐渐发展成为了 明代兰

州城的中心区 ， 人 口密度相对较大 ， 为佛教信仰

提供了有力的信仰群体 。 清代 ，
虽然城市范围有

所扩大 ， 但是城市的北部 、
东部和东北部这一区

块作为地区行政中心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 ， 交通

便利
，
往来者众多

，
尤其是商业活动集中 的贩售

店铺也集 中于此 ， 这样的城市布局使得城市人 口

整体向东北部流动 ， 由此繁盛了 附近的寺院 ，
而

经济活动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建筑

的修造与扩大 。 故而这
一区域能够继续为寺院的

繁盛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员保障 。 而庄严寺在明清

两代作为僧正司 的所在地 ，
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官

方的支持和维护 ，
这其实也反映出封建社会发展

背景下统治阶级作为外在的人 口 因素对于佛教寺

院的影响 。

同样的 ， 寺院选址中的人 口 因素理论也可以

用于说明何以在清代 ， 对于北山 白塔禅院建筑群

的修造远远多过对于五泉山寺院建筑群的修造 。

由于在明代时 ， 北山位于兰州城外的黄河 以北
，

又有出于军事 目 的而设置的金城关阻隔其下 ，
能

够前往北山 的人 口数量可想而知 。 而到了清代 ，

随着兰州省会地位的稳固 ，
北部地区不再受到战

事的袭扰 ， 迁居到此的居民数量随之逐渐增加 ，

成为了北山寺宇有力的信仰支撑者 。

（
二 ） 地理因素

影响明清兰州城市寺院分布的第二个因素是

地理因素 ， 在这其中其实包含着两个层面 的内

容 ：

一

方面是 ， 利用地理因素发挥出信仰空间的

精神吸引 力 ， 即
“

扬长
”

；
另一方面 ， 则是尽量

避免消极的地理因素对信仰空间制造的影响 ，
也

就是
“

避短
”

。Ｉ
１ ．

“

扬长
”

。

一

方面 ， 城内 的寺院大多分布 然

在交通便利的地区 ， 特别是
一些较大规模的寺

^

宇 ， 更是如此 。 因为这些寺院往往是基于前代的
Ｉ

旧址所建 ， 通过历史上的发展 ， 它们到 了明清时
Ｉ

期已经发展成为了社区的 中心 ， 为通衢大道所环 ｉ

绕 ， 具有地理上的便利 。 如庄严寺是明代僧正司 §

的所在地 ，

“

在鼓楼西
”

［
３

１

＇ 而鼓楼作为明代兰 ｆ

州城的 中心 ， 周边有东西两条大街通过 ， 所处位
｜

置十分便利 。蜃
另一方面 ， 大凡寺院 ， 出于烘托宗教氛围 、 Ｉ

有利于传法修行的需要 ，
都会在兴建时选择 自然

＃

风光秀美壮丽 、 山水环抱 、 地势较高的地区 ，
而

ｗ

相比较城内 的寺宇 ， 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 ， 城郊
｜

外的寺宇尤其注重这
一点 ， 大多注重选址以凸显

＿

出浑然天成 、 幽静古朴的环境特征 。 如五泉山崇
￥

庆寺
，

“

屏 山环水 ， 自麓至巅 ， 佛院禅房 ， 参差 §

缭绕
”

［
２ ９１

＇ 加之该山泉水涓流 ， 茂林修竹 ， 形 ｜

成了
“

水绕禅床左右连 ， 萧萧古木带寒烟
”
［

３°
ｉ
ｍ２

ｆ

的独特景致 ， 具有地势较高和环境清雅的双重优 例

势 。 而 白塔寺高居城外的北山上 ， 俯瞰黄河 ， 遥

对兰州城 ，

“

地僻飞尘少 ， 山高怪石多
”

， 登临其

上 ， 黄河波澜壮阔的景象尽收眼底 ，
气势恢宏

，

与 城市相映成趣 ， 而寺院本身又具有塔 、 阁 、

廊 、 亭等 系列建筑 ，

“

隔水红尘断 ， 凌空宝刹

幽 ，

……

白塔连云起 ，
黄河带雨流 ［

３ ｉ
ｉ
ｍ ｉ

反而与

城市景观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 ， 成为
一

处参禅赏景

的圣地。

２ ．
“

避短
”

。 虽然地处交通要道为城内提供

了大量的信仰群体和信仰发展的基础 ，
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进 ， 寺宇成为社区中心后势必造成人口

的密集 ， 这反而又会限制寺宇发展的规模 ， 故而

如何在狭小的空间 内实现信仰群体的最大化 ，
就

成为了寺宇选址分布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为了应

对这种 困局 ，

一

些寺院开始采取区域组合的形－

式 ， 以较小空间 内兴建多所相同类型的寺院或是
受

在同一寺院 内供奉多种神祇的方式来吸引人群 ， ｉ

通过区域分布上的组合来发挥信仰集群效应 ， 从｜

而与周边较大规模寺宇进行信仰群体的竞争 。
＃

试举一例来看 。 据史籍记载 ，
在城南五泉山

２
，

Ｃ

Ｉ

ＣＯ

Ｓ
＊

ｇ
ｎ
Ｋｆ

ｉ

崇庆寺后有
一

座不知名的小庵 ， 明人有诗 ：

“

东

龙 口底树毯毯 ， 树伏深沟閟小庵 ， 指问寺僧都不

说 ， 旁人云是女精蓝 。

”＿ ３

可见 ， 这里是
一

座供１５９



女性 出 家者居住 的佛教寺 院 。

一

直到 了 清代

时 ， 在这
一

地 区才又增加 了东堂 、 中堂 、
西堂

这三座规模较小的尼庵
［
２°”° ３

。 之所以在此出 现了

新建的女性寺 院 ， 大抵是 由于传统社会对于女

性出家所抱有的普遍反对态度和官方对于女性出

家的重重限制 ， 以女性信佛群体为中心的佛教寺

院在明清时期无论是数量上 ， 还是规模上 ， 都无

法与传统意义上的僧寺相比 ， 故而在
一

个较为固

定的区域内分布多所规模较小 。 而具有相似成分

的寺院集中连片分布 ， 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吸引女

性信众前往参拜
，
从而扩大其对于女性信仰体系

和 日 常生活的影响 ， 同时增强此类寺院在区域中

的竞争力 。

同样也是 出 于增强寺院竞争力 的因素 ，

一

些较为偏僻的寺院开始突破传统的单一佛教信

仰体系 ， 围绕寺院建筑多种宗教信仰杂揉的信

仰空间 。 自五泉山 向西为龙尾山 ， 由于明正统时

（ １４３６
－

１４４９ ） 在此兴建佛教寺院华林寺而逐渐更

名为华林山 ， 此后 ， 明 、 清两代又在此处兴建了

大量不同类型 的寺宇 ， 如八蜡庙
，

“

在古峰山

（即华林山 ， 引者注 ） 华林寺西
”＿８

；
玄帝宫

，

“

左有三 皇殿 、 北斗宫 、 张仙 祠
，
上有三清

殿
”

关帝庙
，

“

与华林对峙
”

太清宫 ，

“

下为 关帝 庙 ，
上 为 三漬 骏 ， 又 上 为 文 昌

宫
” ？° ２

； 阿公祠 ，

“

华林山前
” ， ｎ

……此外还

有洪厂寺 、 握桥寺 、 文昌宫 、 老君庵 、 上帝庙 、

火祖祠等 ， 这些道教宫观和民 间祠庙分布密集 ，

类型多样
，
在此地形成了以道教文化为主 ， 佛教

和民间信仰为辅助的新型文化区 。

（三 ） 历史因素

回顾明清时期兰州 的城市寺院分布 ， 有很

多大规模的核心信仰空 间是在旧有寺院 的基础

上修造而成的 。 如嘉福寺 ，

“

唐贞观九年高昌王

建……元至元间重建……国朝康熙初毁于火 ， 重

建之
”

；
庄严寺 ，

“

唐初建 ，
元至元间重修

”

； 普

照寺 ，

“

唐贞观间建 ， 明永乐间肃藩重修
” ［２ ２ １ １ °３

。

对于这些寺院而言 ， 其中的历史因素 占据了很大

的成分 ， 百姓大多已经接受了 口 耳相传的信仰核

心空间 ， 这对于寺院的发展无疑是最为简单有效

的途径 。

而对于
一

些新建寺院来说 ， 则更多地表现出

相同属性的新旧寺宇集约布局的特点 。 如位于五

泉 山 的 崇庆寺 。 原有的 崇庆寺于 明 洪武五年

（ １３ ７２ ） 敕建 ， 其旧有建筑主要依 山而建 ， 到 了

清康熙七年 （ １ ６６８ ） 时 ， 又在寺东修建地藏庵 、

五龙祠 、 卧佛殿 、 观音殿 ， 寺西建燃灯寺 、 慈母

宫 、 藏经殿 、 嘛呢寺 ， 形成了 以崇庆寺为中心 、

东中西三路并存的佛教寺宇群 ，

“

梵刹仙居 ， 俱

成佳境
”［

２２
）
９２

。 此后 ，
在城南区域又新建有惠泉

寺 ， 在红泥沟 口
； 卧桥寺 ， 在握桥西 ； 洪厂寺 ，

在上沟
；
槐荫寺

， 在西园 ； 新园寺 ， 在金天观

南 ；
西津寺 ， 在下西津桥西 ； 长庆寺 、 报国寺等

一

系列小型寺院 ， 这些寺院沿山而修 ， 绵延数十

里
， 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佛教建筑集群。

这其中的原因 ，
主要是由于一方面 ， 相同属

性的寺宇在信仰对象和信仰 内容上容易产生共

鸣 ， 这在客观上为 同类寺宇的布局提供了可能

性 ，
而另一方面 ， 新旧组合型的布局方式既为旧

有寺宇的恢复新修提供了保证和后备支持 ，
更为

新建寺宇带来了更多的潜在信仰群体 ， 这在北山

慈恩寺的修建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 旧有的 白塔

禅院本来已经是明代兰州 城外影响很大的寺院 ，

经明末清初的战争后
“

廊庑不具 ， 僧徒绝迹
”

，

而通过在白塔禅院西新修慈恩寺和金山寺 ，

“

为

之买地置磨……招僧居住
”

， 最终实现了 白塔禅

寺与北 山慈恩寺 、 金山寺
“

琅函碧磬 ， 暮鼓晨

钟
”［

２ ２
］＿的局面 。

还有
一

些寺宇通过塑造神应故事来吸引信

众 。 相传清康熙时有僧人 ， 在史籍中称其为
“

华

严僧
”

， 因
“

山径陡 ＪＸ ， 寺僧莫肯居
”

， 这位僧人

得 以独居在五泉 山 千佛 阁
，
每 日 持诵 《华严

经》 。 后来 ， 华严僧人灭 ，
山 下的人家知道后 ，

将其埋葬在千佛阁附近的山罅中 ，

“

自 是阁无居

者
”

。 然而此后 ， 居住在山 下的僧人发现山上的

钟鼓会在每天早晚 自 然 鸣 响 ， 不知其中缘故 ，

日 日 惊惶 ， 直到在 邑生的指点下 ，

“

书 《华严

经 》
一部瘗 于罅 中 ， 立石镌

‘

大方广佛华严

经
’

七字 ， 钟鼓遂不复鸣 。

” ［
２ ２

１
２ Ｂ

在此处 ， 华严

僧人的故事不仅增强了佛教本身具有的神圣色

彩
， 更是将不可能发生的历史事件加诸其上 ，

“

创造
”

了
一

个合理的历史因素
，
从而赋予了五

泉山千佛阁深厚的佛教蕴涵 。

１６０① 清人长白 绰奇曾撰 《修建北山慈恩寺碑记 》 记载此事 ， 该文亦收录于 《兰州古今碑刻 》
一书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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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风水因素

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在选址时还往往会

考虑到传统的风水理论 ，
利用建筑构成某些特定

的风水形势 ，
以达到增强风水优势 、 弥补风水缺

憾的作用 。

明代兰州 城西北的嘉福寺 内 有十三层木

塔 ， 曾 毁于元末战火 ， 明清时进行了 多次重

修 ， 木塔得以重新耸立于此 ， 而这对于风水的

影响也得到 了时人的肯定 ：

“

今塔则巍巍 ，

一

柱

八面玲珑 ，
上应乾天 ，

前迎巽位 ， 千峰环拱 ，

九 曲 潆 洄 ， 有 裨 益 于 风 气 山 川 ，
实 非 纤

细 。

”

认为通过在城西北方修造木塔 ， 补齐

了在五行中属木的巽位 ， 从而在兰州城构成了完

备的风水体系 ， 对于调和城市 阴 阳气数具有重要

的价值 。

同样
，
明 代在北山 修建白塔禅院 、 清代又

在此修建慈恩寺 ， 也有 出于风水的考量 。 在绰

奇所书 的 《修建北 山 慈恩寺碑记 》 中 明确写

道 ：

“

昔有 白塔禅院……上塑地藏像 ， 下建玉皇

阁 ，
盖取易地天泰之义也 。 又按形象言 ， 北山乾

方 ，
而黄河带其下 ， 南面皋兰 ， 列为屏几……故

髙塔建其上 ， 耸人云表 ， 类文笔之点砚池焉 。

”

这也就是说 ， 当 时的人认为通过在北山 上修建

寺院和 白塔来象形文人所用之笔 ，
而用 山下的

黄河和城北的皋兰 山象形砚池和几案 ， 以此构

成风水格局 ， 有促进城市文脉的作用 。 而对于

在北山 上增修慈恩寺 、 文 昌 宫 、 魁星 阁等建

筑 ， 长 白 绰奇也认为此举可 以使之
“

与都城相

映带……使之卓然特立
”

， 有助于
“

培护文峰 ，

以期贤俊辈出
”

［
２２

１
１ ８６

。

从传统观点来看 ， 佛教追求四大皆空 ，
并

不主张堪舆风水之类的相术 ， 然而在清代却 出现

了利用佛教建筑改造风水的现象 ， 这也在
一

定程

度上反映出佛教和道教融合的趋势 ，

二者不再是

以往针锋相对 、 非此即彼的对立局面 ，
佛教寺院

开始逐渐吸纳道教中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更容易为

百姓所接受的风水理论 ， 并通过修建佛教建筑 ，

将这些理论进行 了实践 ， 以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

支持和认可 ， 从而也为扩大佛教信徒和寺院收人

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

ｍ

三 、 结语Ｓ

其
一

，
回顾从 明至清兰 州城 内寺院 的分 ｜

布 ，

一

个明显的特点是寺院 的数 目在逐渐增加 ，

＿

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 这
一

方面固然与明代的相关 ？

史籍存世数量较少的客观原因相关 ， 更为重要的 Ｉ

一

点 ， 是与清代兰州城市地位的提高密切相关 。 ｜

兰州在明洪武初时被降为县 ， 属 临洮府 ， 成化十
｜

三年 （ １４７７ ） 时复为兰州 。 清初
，
兰州仍延续明

｜

代 的行政归 属 ， 为 临 洮府所管辖 ， 康熙五年 ｜
析

（ １ ６６６ ） 甘肃巡抚移驻 ， 乾隆五年 （ １７４０ ） 临洮

府治移至兰州 ， 改称
“

兰州府
”

， 兰州作为一省 以

之政治 、 经济和文化中心 的地位得到正式确立 ， ｜

这就为清代城市信仰空间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

和经济支持 。盖

而随着大量人 口 的迁人和社会经济的不断 保

发展 ，
兰城百姓的生活 习俗也发生 了较大的转 ｜

变 ， 个中缘 由 ， 在道光时期编纂的 《兰州府志 》
！

中有非常明晰的解说 ：

“

大抵兰属本皆边地 ， 自 伊Ｊ

建设会城以来 ， 四方冠盖相属 ， 附郭之地渐染 ，

以熟曰趋于文 。

”
［

３ ３
］
４８９

可见 ， 城市地位的转变有力

推进了城市的文明化进程 ，
百姓对于信仰的重视

程度与 日俱增 ， 而这也成为了城市佛教信仰空间

得到大规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

第二
，
通过前文 中所述对城市寺院选址的

影响因素 ， 可见在明清时期兰州城市的信仰空间

分布主要受到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影响 。 客

观上 ，
无论何种信仰空 间 ， 都受到人 口 数量和

地理空间 的限制 ， 而信仰空间的发展需要较多

的人 口作为支撑
， 这就意味着其势必需要坐落

于交通通达 、 人 口 聚集的区域 。 而人 口 聚集的

区域虽然为寺院的发展提供了信仰基础 ， 但是

有限 的土地又限制 了寺院发展的规模 ， 故而从

大多数情况来看 ， 这二者实际上表现出 相互制

约 、 共同作用的特点 。 主观上 ， 各类信仰空间的

分布则更多地考虑选址区域的历史因素和风水因

素 ， 这实际上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清时期兰城

百姓对于信仰活动主题的推崇 。 这些选址区域或

是旧有寺院 ， 或是与历史事迹相关 ， 或是与风水

① 清人陈如稷撰 《创建金城嘉福禅林宝塔毗卢 阁并左右楼诸处碑记》 记载此事 ， 说康熙时巡抚巴公 、 叶工按府索公等官员出

资 ， 与檀越一起 出资重建毁于火灾的嘉福寺宝塔 ， 又建毗卢佛 阁五播 、 左右楼各五楹 ，
历时三年完成 。１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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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相关 ， 但都可 以被认为是神灵活动的承载

地 ， 通过构建这样的信仰空间 ， 将信仰艺术和主

题充分应用到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体系 中 ，

有助于将信仰本身变得更加具有可信性 ， 从而吸

引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和经济支持 。

第三 ，
通过对于明清时期兰州城信仰空间的

分布和选址因素的梳理 ，
不难发现 ， 这一时期城

市信仰空间的内涵进
一

步丰富 ， 信仰空间并非独

立固守于某一区域中 ， 而是呈现出 多重层叠 、 交

互作用的形态 ， 在佛教寺院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

的诸如
“

文昌
”“

奎文
” “

酒仙
” “

慈母
”

等宫观

建筑
，
尽管它们在建置上仍旧从属于原有的寺院

建筑 ， 但它们的建造无不宣告着道教 、 儒家和民

间信仰对于寺院原有建筑体系和信仰体系的浸

染 。 也正是源于此 ， 佛教寺院在职能上 ，
也开始

表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 ， 它们不仅是具有宗教信

仰功能的建筑 ， 同时还开始兼具娱乐 、 社交等多

种职能 ，
不仅为城内 的官员和百姓提供了郊游玩

耍 、 以文会友的绝佳地点 ， 甚至成为了地区经济

活动的中心 。 如前文所说的普照寺 ， 由于其地处

城市中心 ， 受到地理上的限制因素较大 ， 难以进

行大规模的改扩建 ，

“

苏 四十三事件
”

后 ，
寺院

建筑也长期未曾得到修复 ， 到 了清后期 ， 其东西

两侧逐渐被周边市 民 占据 ，

“

循大雄殿东西各建

为市尘 ， 中 以 长廊连之 ， 则使商贩市鬻就列为

肆
”

［
２ Ｕ２４

， 寺院面积由此缩小 ， 周边建筑逐渐脱

离寺院归属 ， 成为兰州市民从事 日 常买卖和交易

的中心 。

第四 ，
正是由于这样的职能多样化特点的出

现 ， 寺院这一佛教信仰空 间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再

是单一信仰功能的个体 ， 原有的纯粹宗教信仰

内容逐渐被淡化 ，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多元化 、

多层次 、 多 内涵的复合信仰 内 容 ， 原始的宗教

信仰也就此走下神坛 ， 开始走人百姓生活 ， 变

得更加具有世俗化的倾 向 。 相较于明清时期如

杭州之灵隐寺 、 嘉禾之天童寺 、 南京之大报恩

寺等江南 巨刹 ， 整个明 清时期的 兰州 城市寺

院 ， 见于史册的佛教活动也只是围绕在对于寺

院 的修造上 ， 并未来过具有较高佛学造诣的高

僧大德 ， 也没有如 刻经 、 请藏类的佛教活动开

展 。 其中 的原因 ，

一方面是 由 于明清时期兰州

城市经济发展滞后 ， 类似刻经 、 请藏这样的工

程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 ， 这在明清时期的

兰州 城是非常难以开展的 。 另
一方面 ，

也是由

于从整个明清时期佛教的发展态势来看 ， 归隐

山林 、 潜心梵修的僧人数量越来越少 ，
佛教本

身发展不济 ， 而本地又无法诞生出对于佛教有

更高精神 阐释的僧人 ， 再加之明清时期兰州城

市佛教寺院的影响 力几乎 只辐射于兰 州一地 ，

并没有扩大到兰州城之外较远的地区 ， 具有佛学

造诣的高僧大德也很难到此传道授业讲说佛法 ，

这就进
一步导致了百姓对于佛教的认知仍然停留

在施金建寺 、 烧香拜佛上 ， 并没有产生 出新的更

高的精神追求 。 而佛教寺院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

信众 ， 只能通过兴建更为气势恢宏的建筑和增添

更加精美的造像 、 壁画 ， 甚至是在寺院中供奉其

他宗教神祇等简单易行的措施与百姓进行互动 ，

这样实际上又反过来推动 了佛教发展的进一步世

俗化趋势 。

也正是在这样的共同推动下 ， 原有的佛教信

仰空间和信仰内容与新加人的信仰空间和信仰 内

容相互作用 ， 共同构造出一个复杂的 、 广域的信

仰空间和更加丰富多样的信仰内涵 ， 并以此为中

心
，
逐渐构建出整个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多元而广

泛的信仰体系 ， 塑造 出城市人 口 日渐世俗化的信

仰 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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