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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土信仰与中国民间信仰

⊙ 李志鸿

内容提要：		后土信仰在民间社会影响重大，与无生老母信仰也关联甚深。后土在民间又被称为地

母娘娘、后土老母等等。无生老母是明清民间信仰教派构造出来的一位至高无上的尊

神。在历史上，民间信仰教派与全真道交涉颇多，不仅传承全真道的丹道，亦传承全

真道的斋醮仪式。当代一些华北全真道更是将无生老母与后土老母等十二老母的塑像

置于自己的宫观内。“十二老母朝无生”神话在华北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在无生老母

的传说中，有“化身”神话，以为后土老母等十二老母都是无生老母的化身。又说，

信徒“要敬奉碧霞元君，始能见无生老母”。这样的神话设计，将无生老母与众多老

母、娘娘等神佛系为一身。这是民间信仰“全神”观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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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志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无生老母是明清民间信仰教派构造出来的一位至高无上的尊神。在历史上，民间信仰教派与全真

道交涉颇多，不仅传承全真道的丹道，亦传承全真道的斋醮仪式。当代一些华北全真道更是将无生老

母与十二老母的塑像置于自己的宫观内。“十二老母朝无生”神话在华北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信仰重新在乡村社会活跃起来。民间信仰现实活动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公

开建造庙宇、佛堂等宗教活动场所 ；二是部分教派信仰人数增长迅速 ；三是各教派开始着手整理本门

的经卷，以作传播教理教义之用 ；四是当代民间信仰与民众的民俗生活结合得越发紧密。

一、明清民间信仰无生老母与后土信仰

清道光朝直隶官员黄育楩所撰《破邪详辩》，对明清民间信仰的历史、经卷有大量的描述，其中对

无生老母与十二老母的记载颇多 ：

邪教有《混元红阳临凡飘高经》二本，共二十四品……《充天六祖临凡品》并《灵山如意佛

临凡品》，总言二辈充天祖等共六祖，番天母等共三十位老无生，一同临凡，三辈如意佛等共三

位，遮天母等共十二母老无生，又有骊山观音一同临凡，谁有功劳谁坐灵山。A

邪教有《护国威灵西王母宝卷》，内云 ：金枝大仙投生邰基，名曰姜螈，即高辛帝妃，生前为后

稷之生母，没后为月殿之老母。以后又言西王母考察儒释道三圣人，又言西王母即无生老母化身。B

如以上所说，无生老母本与番天母、遮天母、骊山观音等十二位老母坐定灵山。可怜元人（黎民

百姓）在凡间受尽苦难，特临凡（下降凡尘）来普度众生，同归灵山。在无生老母的传说中，有“化

身”神话。以为，十二老母等诸多老母都是无生老母的化身，如“西王母即无生老母化身”，“无生老

母在灵山失散，改了号名，叫离山老母”，“无生化为观音，观音化为吕祖，是一女身”。又说，信徒

“要敬奉碧霞元君，始能见无生老母”。这样的神话设计，将无生老母与众多老母、娘娘等神佛系为一

身。这是民间宗教“全神”观念的体现。

以上所引宝卷中，《混元红阳临凡飘高经》是弘阳教经卷，《灵应泰山娘娘宝卷》《普度新声救苦宝

A　��黄育楩 ：《破邪详辩》，《清史资料》第 3 辑，北京 ：中华书局，1982 年 7 月版，第 98 页。

B　��黄育楩 ：《破邪详辩》，《清史资料》第 3 辑，北京 ：中华书局，1982 年 7 月版，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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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是西大乘教经卷，可见无生老母与十二老母神话应该渊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教派。其中，与

弘阳教关系最为密切。弘阳教是明清时期在华北影响很大的民间信仰，其宝卷中记载有关“无生老母”

神话多种。弘阳教创教人韩太湖，号宏阳，直隶曲周县人，生于明隆庆四年（1570），早岁读书，解医

道。至今在河北地区仍然有韩祖庙，香火不绝。

�

图 1� 明万历刊本《混元弘阳飘高临凡经》所载诸位老母图像 A

明刊本弘阳教《混元红阳悟道明心经》记载 ：“虚空老母排銮驾”“无生老母香烟受”以及“后土

老母”“八母无生”“十四无生”“折地”“折天”“透天”“收天”等六十余位老母同下天宫，临凡救世。

宝卷中所提及“过了天宫到安养”，“离了安养东土去”，应该指的是“安养国”。在佛教教义里，阿弥

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他的世界没有丝毫的苦处，只有无穷的快乐，往生到那里的人便安稳舒

服，所以又叫做“安养国”。阿弥陀佛，就是安养国里的教主。民间信仰借用了佛教这一概念，将“无

生老母”等同于佛教的阿弥陀佛，视为极乐世界的主宰，所以有“无生老母”“过了天宫到安养”“离

了安养东土去”之说。可见，许多地区供奉无生老母的“安阳宫”其实应该是“安养宫”。

二、河南的无生老母与后土信仰

自从民间信仰提出无生老母这个神以后，许多教派也都以无生老母为自己的最高神．明清两代的

几百种民间信仰，绝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奉无生老母为最高神。�无生老母在河南、陕西、山西、山

东以及河北大部分信仰十分广泛，人们习惯称无生老母为“老母”“老娘”“老无生”。民间传说老母的

道场是灵山，在华北、中原及汉中有很多地方都有灵山，老母的殿堂一般叫“安阳宫”“老母洞”，里

面大多数都供奉着十三个老母，即俗话说的“十二老母朝无生”。

道教与民间信仰有着同生共长的关系。在河南开封、南阳地区，民间信仰复兴则表现为“十二老

A　��《混元弘阳飘高祖临凡经》卷上《灵山如意佛临凡品第九》，马西沙主编《中华珍本宝卷》（第二辑）第十一册，北京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 6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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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朝无生”神话的盛行。后唐天成元年 (926 年 )，在曹门外始建东岳庙。元太宗五年（1233 年），开封

兴建“重阳观”。元初扩建，更名“朝元宫”，是纪念道教全真教主王喆而建。明洪武六年（1373 年）

改名为延庆观，沿用至今。延庆观虽然剩下规模狭隘，但其历史地位显赫，明、清两代都是河南道教

道纪司所在地。延庆观在清末已经式微。清末民初开封城隍庙仍然有盛大的庙会活动，今黄河水利学

院即开封城隍庙旧址。1949 年后，开封道教、民间信仰遭到破坏，庙址被占用，教徒星散，教势陡然

凋敝。1999 年 8 月，经开封市宗教局、龙亭区委统战部、龙亭区宗教局同意，鲍永贵道长�负责筹备恢

复无梁庙为道教活动场所。这是开封市第一处经政府批准正式开放的道教活动场所。�由于原有的东岳

庙、城隍庙均以被征用、拆毁。而延庆观、龙亭、禹王台等则开辟为旅游场所，不隶属于开封市道教

协会，道教的活动空间大为受限。

与此相反的是，无生老母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开封禹王台公园内供有“无生老母”和

“七十二全神”。禹王台公园位于开封东南隅，原是古代梁园遗址，距今已两千五百多年，是开封市历

史最久的游览胜地。因开封屡遭黄河水患，为怀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于明嘉靖二年（公元 1523 年）在

台上建禹王庙，故吹台被改称为禹王台。此后，明、清两代对台上的建筑物曾多次修葺。�禹王台公园

内建有“碧霞元君祠”。碧霞元君祠建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 年 )。碧霞元君又名泰山老母，开封临近

黄河，古代经常闹水患天灾，人们在这里修建碧霞元君祠供奉泰山老母，以求助于她的神灵，赐予开

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碧霞元君祠”内又供有“无生老母”等“十二老母”。

�

图 2� 碧霞祠中的无生老母神位� � � � � � � � � � � 图 3� 七十二全神神位

所谓“七十二全神”，是指共聚天地间有代表性的佛道神仙形象的一张图。最上排是中华民族的始

祖，盘古，女娲等。其中，“地母娘娘”往往与“千手千眼佛，大仙奶奶，二仙奶奶，三仙奶奶，眼光

老母，麦奶奶，灵山老母，泰山老母，送子老母，保生老母”等一同供奉。

在禹王台公园内的碧霞祠里，聚集了大量的香客，这些香客以老年妇女为主，她们来自开封、以

及安阳、辉县等地。在她们看来，“无生老母”信仰属于“道门”，不是佛教，也不同于道教 ：

信仰无生老母的是“道门”，不是佛教，佛教的叫“菩萨”“佛祖”，和道教也不太一样。“道

门”叫“老娘”。无生老母是最高的神，管着其他神。无生老母要和十二老母一起供，叫“十二

老母朝无生”。我今年 60 多了。经常去各处烧香。河南很多地方供有无生老母。比较有名的是 ：

北灵山、西灵山、中灵山、南灵山、东灵山。刚才来的那些人是安阳来的。安阳来的比较远，他

们是包车来的，来这里烧香就是一种缘。A

A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 10 ：00—13 ：00 笔者在开封禹王台公园碧霞祠内对香客 N 氏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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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阳黄石山上有一土地庙。庙里供奉有无生老母神像。面带微笑，满头白发，身披霞帔，两

手持八卦，与考笔老母、南海老母一同供奉。在半山顶的安阳宫里，也供奉着无生老母。A 在南阳市

独山的祖师宫里，无生老母则与十二老母一同供奉。

�

� � � � 图 3� 安阳宫的无生老母� � � � � � � � 图 4� 南阳独山祖师宫的无生老母与十二老母

三、民间信仰宣卷仪式中的后土信仰

所谓“宝卷”，其始，主要是由唐、五代佛教变文、变相及讲经文孕育产生的一种传播宗教思想

的艺术形式。它多由韵文、散文相间组成，多数宝卷可讲可唱，引人视听。B 讲唱宝卷的仪式称为

“宣卷”。至少到明代初年，宝卷已经开始与民间信仰相结合，成为民间信仰传播宗教思想的一种形

式。据统计，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宝卷约计有 1500 余种，5000 余种版本。C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

刚、郑振铎、向达等学者开始搜集、研究宝卷。此时的研究主要是将宝卷作为民间俗文学来看待的，

研究方式主要是进行文献学上的编目。日本学者泽田瑞穗著《增补宝卷的研究》，D 是海外汉学界收

集最丰者。在宝卷目录研究上，车锡伦堪称集大成者，其著《中国宝卷总目》是目前收入最全的宝卷

目录。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已经有学者开始对宝卷演唱活动进行调查。E80 年代之后，宝卷的田野

A　��据安阳宫重修碑载，该宫重修于 1990 年。

B　�马西沙主编 ：《中华珍本宝卷》（第一辑）第一册“前言”，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

C　�车锡伦 ：《中国宝卷总目》，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年版。

D　�［日本］泽田瑞穗 ：《增补宝卷的研究》，东京 ：国书刊行会，1975 年版。

E　�《江苏南部民间戏曲说唱音乐集》，北京 ：音乐出版社，1955年版 ；张颔 ：《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火花》195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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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卓有成绩。A随着宝卷调查研究的深入，学者对宝卷研究进行了反思，B对“宝卷学”C也进行了

阐述。

目前所知，与后土信仰、地母信仰相关的宝卷有以下诸种 ：《先天元始土地宝卷》《承天效法后土

皇帝道源度生宝卷》《地母宝卷》《土皇宝卷》以及《地母真经》等。在马西沙先生主编的《中华珍本

宝卷》第二辑中有，收有《先天元始土地宝卷》，D 据宝卷叙述，土地神得到太白金星指引至三清官，

元始天尊将如意钩赐予土地神作拄杖。土地神持如意钩，将南天门打开，使六方震动。玉帝派天兵神

将前去捉拿，均被土地神杀败。于是，玉帝调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及齐天大圣孙行者前来助战。最后，

玉帝像收伏孙悟空那般，制伏了土地神。此宝卷堪称“大闹天宫”的土地神版本。

在 1994 年出版的《宝卷初集》中，收有《承天效法后土皇帝道源度生宝卷》。该宝卷是河北音乐

会宣讲宝卷的重要文本。尹虎彬先生曾经对河北后土信仰分布状况、核心庙宇的信仰变迁、后土信仰与

道教、民间宗教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同时，将《承天效法后土皇帝道源度生宝卷》作为心理的、行为

的、仪式的传承文本，考察宝卷与口头叙事传统的互为文本的历史意义，反映了一种信仰及其文本的历

史的、文化上的内在联系。尹虎彬认为，地方性的宝卷和民间叙事传统是在本地的后土信仰传统中发展

起来的。宝卷的演唱是包括在民间神灵与祭祀的现场活动中，神灵与祭祀是民间叙事传统的原动力。

表 1 后土信仰宝卷概况

后土信仰宝卷概况

宝卷名称 刊印年代 收藏者 流传区域 著录情况 备注

1 《先天元始土地宝卷》 清初刊折本
北京大学

图书馆

2
《承天效法后土皇帝道

源度生宝卷》（二卷）
清刊折本 傅惜华 河北易州

《中国宝卷

总目》著录

存下卷一册，卷末署：

“燕山化众刊经善士刘浩、

郭玉、张文广、琅佑”

又署：“易州韩家庄刊像

功德魏天福、常瑞”。

3
《地母宝卷》（一册）

（又名《莲花僧宝卷》）

民国十二年（1923）

抄本
上海

《中国宝卷

总目》著录

4
《地母宝卷》（一册）

（又名《莲花僧宝卷》）

民国甲子（十三年，

1924）陈宝玉抄本
郑州

《中国宝卷

总目》著录

5 《土地宝卷》
《中国宝卷

总目》著录

《河西宝卷续选》（段平

编，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4，台北）收整理本，

底本不详

6

《 土 皇 宝 卷 》（ 全 名

《后土坤元上帝宝卷》）

（一册）

中国社科

院文学所

图书馆

《中国宝卷

总目》著录
黄珮村旧抄本

7 《地母真经》（一册）
清光绪九年（1883）

陕西汉中大佛寺刊本
欧大年

《中国宝卷

总目》著录

A　�1991 年，《酒泉宝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浙的宝卷调查也有成果问世。1992 年，段平《河西宝卷的调查研究》、方

步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先后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B　�车锡伦 ：《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3 期。

C　�濮文起 ：《宝卷学发凡》，《天津社会科学》，1999 年第 2 期。

D　��马西沙主编 ：《中华珍本宝卷》第二辑第十九册，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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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流传的民间教派，则十分推崇地母娘娘信仰，《地母经》在该地区广泛流传。侯冲教授曾

经以所见十余种《地母经》印本进行研究，指出最早的《地母经》刊本是清同治年间陕西城固县刊本，

但诸本内容不一。闽西罗祖教的宝卷中有《地母经》，此为闽西罗祖教藏本，又称《无上生天地母老太

佛》。有当代手抄经折本，及当代油印本多种。闽西罗祖教用此经为施主消灾祈福。�

而闽西罗祖教宣卷仪式中，则必须奉请“地母娘娘”。�我们可以看出，地母娘娘和“天下名山显

应浮邱王郭三仙、熊刘二仙、王马元帅、五谷真仙、五公菩萨、十八位伽蓝、天上人间地府三界内外

一切有感尊神、财神老爷、千贤万圣、本省本府本县本乡本村神主、社稷真官、门神户尉、井灶神君、

本家历代先祖先妣一脉宗亲千千诸神万万圣”等等神众属于闽西罗祖教宣卷仪式所迎请的“地方神明”

系列。

闽西归根道仪式抄本《三教合宗》，则记载有赞文多种，其中就有地母宝诰。地母宝诰为 ：“志心

皈命礼，地母化生，普天肃静，河海静默，山岳吞云，万灵振扶，召集群真，天无杂气，地无妖尘，

明慧洞清，大道玄玄，虚空地母，无量慈尊。”

现在莆田民间的金幢教流传众多宝卷，其中有《地母真经》。这些经典文本包括 ：《九莲经》《西来

集》（又名《慈悲悬华宝忏法卷》）、《证明来路》（又名《皈依文》）、《收殡经》《开金堂教叙》《古佛宗

派》《蔡公出世》《三极根源行脚事迹集》《续三极根源事迹集》《住世老爷降凡家谱》等历史上已见记

载的文献外，亦传行一些史上未载经典《宝忏一藏白话问》《大忏解》《各种忏文》《皈依解》《指三会》

《目连经》《南斗经》《北斗经》《地母真经》《解三玄》等等。显而易见，《地母真经》被函括其中。可

以说，这些经卷不仅叙述了金幢教的本门发展史，而且是该教门为广大民众提供仪式服务的重要典籍。

正因为仪式生活的鲜活性，大量教门的新科仪本也正在不断的创造中。此堪为当代民间宗教复兴的一

重要特征。

结语

后土信仰，在民间社会影响重大，与无生老母信仰也关联甚深。后土在民间又被称为地母娘娘、

后土老母等等。无生老母是明清民间宗教教派构造出来的一位至高无上的尊神。在历史上，民间信仰

教派与全真道交涉颇多，不仅传承全真道的丹道，亦传承全真道的斋醮仪式。当代一些华北全真道更

是将无生老母与十二老母的塑像置于自己的宫观内。“十二老母朝无生”神话在华北有着广泛的信仰

基础。

在“十二老母朝无生”神话中，有“化身”之说。该神话认为，后土老母等十二老母都是无生老

母的化身，如“西王母即无生老母化身”，“无生老母在灵山失散，改了号名，叫离山老母”，“无生化

为观音，观音化为吕祖，是一女身”。又说，信徒“要敬奉碧霞元君，始能见无生老母”。不仅如此，

“后土老母”“八母无生”“十四无生”“折地”“折天”“透天”“收天”等诸位老母同下天宫，临凡救

世，是“十二老母朝无生”神话的另一番表述。这样的神话设计，将无生老母与众多老母、娘娘等神

佛系为一身。这是民间宗教“全神”观念的体现。我们不难发现，在民间社会，广大民众正是通过膜

拜以无生老母为核心的后土老母、地母娘娘等“十二老母”诸位众神，念诵以后土信仰为核心的《先

天元始土地宝卷》《承天效法后土皇帝道源度生宝卷》等众多宝卷，将对后土的崇拜落实到神圣的宣卷

仪式之中。可以看出，后土信仰在中国民间宗教中的传承与转化，是渊源久远的后土信仰深入民间的

展现。

（责任编辑 王皓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