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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世人眼中青海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她仿佛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粗拙中隐藏着不为人
知的珠光宝气，平静中显出诱人的神奇风采。
　　青海因境内全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而得名，青海因雄踞世界第三极而成为“世界屋脊”的
一部分，也因为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拥有众多恢弘庞大、气势磅礴的自然景观。
青海境内绵延千里的昆仑山脉孕育出古老而神秘的昆仑文化，有关西王母和青海湖的传说在各民族中
广泛流传。
在历史的长河中，青海地区经历了数次的战乱和改朝换代，也养育了一方淳朴健硕的民族儿女，各民
族在不断地迁徙、融合和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青海既有山脉、湖泊、草地、戈壁等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也有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风情景观，
还有神秘的宗教文化建筑景观。
青海拥有着多元的文化内涵，融合苍凉、粗犷、博大、原始、新奇与神秘等多种感观于一身，其丰富
的旅游资源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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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再加上地上的五狱、五镇、四渎、四海之神，山川社稷之神，构成了道教世界。
其中又有天仙、地位、散位之分。
天仙在天上，地位在人间，散仙在天上人间飘忽不定。
道教还供奉八仙，更为常见。
 明清以后，民间流传的玉皇大帝、城隍、关帝、土地、门神灶神、地狱官鬼等民间所祀之神，都纳入
了道教系统，成为道教的神谱。
 道教的主要节日及诸神仙圣诞日有：玉皇大帝正月初九日：丘祖正月十九日；王母圣诞三月三；正月
十五日上元天官诞，无量成仙日；三月十八日王重阳圣诞；四月八日金花仙姑诞；七月十五日中元节
；九月九日“九皇会”；十月十五日下元节等。
三清节：二月十五日道德天尊；冬至元始天尊；夏至灵宝天尊。
五腊节：正月初一日天腊；五月初五日地腊；七月初七日道德腊；十月初一日民岁腊；腊月初八日王
侯腊。
都按时恭忏聚会，进行宗教活动。
 这些节日，几乎成了全民的社会活动，许多道教的节日，都有盛大的庙会，如大通元朔山六月六的朝
山会等。
明、清时期，青海道教的传播和发展较为迅速。
除在西宁地区建立宫观设坛宣教外，同时在名山胜境的宫观，每年按道教规定，按时举行庙会和六月
六朝山会。
规模较大的有西宁北山寺湟中西元山、大通元朔山、互助五峰寺、乐都老爷山、湟源北极山等地。
 西宁北山寺又名北禅寺，是西宁地区的风景胜地。
位于城北5里许，原为佛教古刹。
寺内石窟有隋、唐、宋、元的壁画和藻井。
我国古籍《十三州志》、《水经注》等，都有关于土楼神祠的记载。
北魏时，僧人在土楼崖间凿洞建寺，明代有印度僧人也曾主持过佛事。
永乐间，又敕赐寺名“永兴寺”。
后屡遭兵火，时建时焚。
遂由道教徒进入土楼山寺静修，直到清末，以迄民国，建有福宁楼，内供斗母等，三清洞、八仙洞、
七真洞、无量洞、吕祖洞、三官殿、灵官殿等内塑神像。
20世纪50年代，西宁市人民政府在北山寺周围种植了许多树木花草，后又开辟为北山公园，供游人休
息。
由于北山寺历史悠久，景色秀丽，素有“北山烟雨”景观，“湟中古寺第一”之雅称。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破坏，自1978年以来，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北山寺划归为道教活
动的场所，政府拨款，道士们四处募化集资，修缮道观，植树造林，建桥立亭，环境大变。
 1985年1月23日，西宁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5月17日又晋升为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每年六月六，在北山寺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
1949年以后曾一度停止活动。
近年又有北山庙会，每年按时举行。
 湟中西元山俗名南佛山（朔屏山），为青海胜景之一。
《道藏》称为“第四太元极真洞天”。
它在中国道教史上较为有名。
与大通元朔山同为明代修建的我国第一批道教建筑群。
据《道藏矛君内传》云：“大天之内，洞天三十六。
”西元山为三十六洞之一的桃源洞（也称绿杨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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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海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就青海的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供读者阅读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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