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姜道章

傳統上，國人信仰多神，各地都有廟宇，包括佛教寺

廟和道教道觀，二十世紀中葉棗陽較大的廟宇和道觀，約有

一百四十座，最大的是城隍廟；此外最多的就是土地廟，各

鄉鎮村莊都有，估計當時全縣應該有幾百間土地廟，因窮富

不同，有大有小，例如縣城書院街北側城牆邊的兩個土地廟

就很小，年幼時曾隨家兄去燒過香。1949 年以後，大小廟

宇都多被銷毁，所存很少，1997 年 7 月返鄉探親，曾到報

恩寺舊址參觀，只見到破舊不堪的大殿，雖稱大殿，其實房

子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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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隍廟： 在縣城西街，可能是棗陽最大的廟宇，進門處是兩

個路神，內院為二十四司，有的面善，有的看上去

很瘮人。廟後邊是娘娘店，舊曆年時，很多婦女到

娘娘店燒香求子。

龍王廟： 在縣城小東門與大東門之間的河堤上，有一座龍王

廟，廟不大，其地較高，沙河漲水從未漲到龍王廟。

無樑祖師殿： 在縣城去吳家店的路上，我走路去吳家店，曾

進去看過，房子沒有樑。

白水寺： 在縣南四十里吳家店西北獅子山上，白水寺祀漢光

武帝，又稱光武廟，抗戰時期，棗陽縣中為了躲避

日本飛機的轟炸，搬到吳家店，二三年級在吳家店

東邊的劉家祠堂，一年級在白水寺。

靜隱寺： 在白水寺西南五里。

皇村寺：在縣東南四十里白水村，白水村又名皇村。

雲臺觀：在縣南一百二十里。

廣濟寺：在清潭店西，俗名唐家菴。

天池寺： 在縣東南八十里聖龍山巔，寺前有池，池水甘美不

竭。

椒山寺： 在縣東北椒山，位在鹿頭街、劉昇店及棗林店之間，

抗戰時期，日軍第三次侵略棗陽，我家曾逃到椒山

寺避難。

玉泉寺：在縣東五十里霸山。

源興寺：在縣南清潭鎭與平林店之間的八萬山。

松林寺：在縣最南棗陽、隨縣、鍾祥三縣交界處。

迴龍寺：在璩家灣東。

高  廟：在璩家灣西，蔡陽舖東南。

白馬寺：在蔡陽舖東里許。



23關王寺：在七方岡西襄棗交界處。

寶林寺：在縣東六十里。

觀音寺： 可能有四間，第一間在縣西北四十里劉家砦南，創

自元代（1271-1368）；第二間在瓦子岡；第三間

在竺家岡；第四間在新集。

龍甯菴：在縣東南陳家店南五里，又名夏家廟。

朱家菴：在夏家廟東三里。

雙碑廟：在縣東隨陽店西門外。

關王廟：在縣東南王家砦河北岸。

法華寺：在縣西北三十里。

甘家廟：在縣西北徐家砦西南。

泉水寺：在縣北六十里。

石佛寺：在縣北七十里。

晃山寺：在縣東北九十里，河南桐柏與棗陽交界的晃山。

社稷壇：社是土神，稷是榖神，社稷壇應該在縣城內。

關岳廟：在縣城東街北側。

文昌宮：在縣城小南門內南街北側。

水府廟：手邊資料查不到在哪裏，應該位在縣城中。

晴川閣 (原為禹王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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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禹王廟：手邊資料查不到在哪裏，應該位在縣城中。

報恩寺： 在小東門內書院街北側，西漢末年，劉秀與王莽激

戰，王莽攆劉秀，劉秀逃到棗陽城內，藏於大和寺

內，避過王莽，劉秀成就帝業，為感恩，於建武年

間（AD 25-56）整修大和寺，更名為報恩寺。明代

成化十年（1474）設僧會司於此，教諭董伯圭有

記。民國二年（1913）寺廢，改建為貧民工廠，抗

戰時期國軍曾在報恩寺彈棉花。我年幼時 1930 年

代，報恩寺完全沒有神像，房子都是空的，曾駐軍

隊；報恩寺有地藏台，約有兩層樓高，內有地藏王

佛像，並有一個古銅的地藏王佛爺，街坊俗稱古銅

佛爺，遇天旱，就將古銅佛爺抬到沙河求雨。在報

恩寺北側城牆邊，有幾個石鼓，鼓面的直徑大約有

一公尺半，記得當時我可以全身躺在鼓面上。石鼓

不詳是甚麽朝代的，石鼓現在也沒有了。

地藏閣：在縣城西街。

廣嗣菴：在縣城外東南隅。

三官堂：在縣城大東門內街北。

靈通寺：在縣城南十里。

白龍祠：在縣南十五里，道人周一興募修。

雞籠寺： 在縣西北五十里，弘治年（1488-1505）造大鐘二，

寺內有明正德年（1506-1521）已泐碑。

普照寺：在縣西北五十里。

鐵佛寺： 在縣西北七十里，內有明成化（1465-1487）僧

會司明道撰碑記，成化年間造鐘一，嘉靖年間

（1522-1566）造磬一。

花台寺：在縣西北八十里。

黑龍廟：在縣西北官莊。



25元天宮：在縣西北七十里。

天齊寺：在縣西北四十里。

彌陀寺：在縣西北五十里。

興陽寺：在縣西北四十里。

華嚴寺： 有三，一在縣西北四十里；一在縣南九十里，距石

虎山近；一在縣北八十里。

崇興寺：有二，一在縣西五十里；一在縣東五十里。

雲峰寺：在縣西十五里。

圓覺寺：在縣西六十里。

戈河寺：在縣西五十里。

寶塔寺：在縣西五十里。

萬佛菴：在蔡陽舖。

清風寺：在縣西七十里。

明月寺：在縣西清風寺前半里。

清凉寺： 有二，一在縣西南四十里龍鳳岡；另一在縣北三十

里。

千佛寺： 有二，其一又名迴龍寺，在縣西璩南家灣；另一俗

名喇嘛菴，在縣北紫玉山下。

南禪菴：在縣西南四十里彭家洲。

朝陽殿：在縣西蘆陂堰。

章孝寺：又名板橋寺，在縣南三十里。

延聖寺：俗名姜家菴，在縣南梁家集西門外。

紅巖寺：在縣南梁家集南五里。

泉橋寺：在縣南五十里。

東古寺：在縣南吳家店街內。

西古寺 : 在縣南吳家店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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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龍興寺：在縣西四十里，地當西通襄樊孔道。

牛心寺：在縣東北九十里牛心山南。

觀音洞：在牛心寺後山腰。

泉水寺：在縣北六十里。

二官廟：在縣城西北高恭橋西。

三官堂： 在大東門內，東街的北側，清康熙十八年（1679）

曾姓居民捐修。

地藏閣： 在縣城西街，清光緖十二年（1886）改為育嬰堂，

後來停辦。

靈通寺： 在縣南十里，道光四年（1824）改設秀林書院，有

田地七百餘畝，以作膏火，留百畝贍僧。

法華寺：在縣西北三十里。

花台寺： 在縣西北八十里，寺內有明成化（1465-1487）年

間碑，碑文提到襄陽府官莊大湖陂有花台寺。

黑龍廟：在縣西北官莊內。

元天宮：在縣西北七十里。

天齊寺：在縣西北四十里。

彌陀寺：在縣西北五十里。

興陽寺：在縣西北四十里。

華嚴寺： 有三間，一在縣西四十里；一在縣南九十里，距石

虎山近；一在縣北八十里。

崇興寺：有兩間，一在縣西五十里；一在縣東五十里。

雲峰寺：在縣西四十五里。

圓覺寺：在縣西六十里。

弋河寺：在縣西五十里。

寶塔寺：在縣西五十里。

萬福菴：在蔡陽舖，內有明嘉靖（1522-1566）鐵爐一座。



27明月寺：在縣西六十九里半。

千佛寺： 又名迴龍寺，在縣西璩南家灣；另一在縣北紫玉山

下，俗名喇嘛庵。

南禪菴：在縣西南四十里彭家洲。

朝陽殿：在縣西蘆陂堰。

瀴源寺：在縣西南七十里，元朝至正（1341-1368）初建。

章孝寺：又名板橋寺，在縣南三十里。

紅巖寺：在梁家集南五里許。

泉橋寺：在縣南五十里。

東古寺：在吳家店街內。

西古寺：在吳家店街內。

靜隱寺：在白水寺西南五里。

皇村寺：在縣東南四十里皇村。

源興寺：在縣南八萬山。

雲臺觀：在縣南一百二十里。

大佛寺：在縣南清潭店南里許。

石佛寺：在縣北七十里院紫山前。

洞山寺：在縣東北三十里。

茅岡寺：在縣北三十五里。

廣濟寺：在清潭店西，俗名唐家菴。

觀音寺：在縣東南資山店北門外迤東。

龍甯菴：在縣東南陳家店南五里，又名夏家廟。

白馬寺：在縣東南陳家店西南五里。

朱家菴：在夏家廟東三里。

雪花寺：又名永豐寺，在縣東六十里。

太山廟：在雪花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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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雙碑廟：在縣東隨陽店西門外半里。

關王廟： 在縣東南王家砦河北岸。其東里許一廟，稍卑狹，

當地人稱在西者曰大關王廟，在東者曰小關王廟。

寶林寺：在縣東六十里。

龍興寺：在縣東北七十里。

觀音洞：在牛心寺後山腰，洞中有觀音像。

彌陀菴：又稱彌陀寺，在縣東北七十五里。

康王廟：在縣北四十里。

寶靈關三官廟：在縣東北四十里。

甘泉寺：在縣東北八十里。

寶山寺：在縣東南七十里。

吉祥寺：有二，一在縣北五十里；另一在縣南九十里。

大過寺：在縣東南八十里。

玉石寺：在縣北五十里。

蓮花寺：在縣北七十里。

丈八寺：在縣東北七十里。

通真觀：在縣東南三十里。

玉皇廟： 有三，其一在縣北七十里；其二在唐家城；其三在

唐家店九里岡。

泰山廟：有二，一在縣北十里；另一在縣城大東門外。

黑龍寺：在縣西四十里。

凈山寺：在縣東五十里。

竹林寺：又名珠琳寺，在縣東十里。

重山寺：又名祖師殿，在縣城北門外三里。

隆興寺：在縣城西鄉草寺與蘆陂堰之間。

玉泉寺：在縣城東偏北霸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