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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晖下的平子庵正门庄严肃穆。

如如此此一一庵庵门门 得得入入三三法法界界
中国历史上有“三教九流”之说，所谓“三教”就是中国传统中的“儒、佛、道”三家学派。这

三家学派的在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在多元包容的今天，在
滨州的土地上，确实有一处“三教合一”的地方，这就是位于滨州市西外环以南的平子庵。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王昊

三教文化完美融合 各自特点巧妙呈现

在庙宇中供奉一位神灵，
这或许是常见的事情。但当记
者 听 说 还 有 一 处 庙 宇 将 儒 、
佛、道三教布置在一处时，顿
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怀着惊
奇、好奇而又疑惑的心情，记
者乘车赶往这座“特别”的庙
宇——— 平子庵。

当车停在平子庵的大门前
那一刻，门前空地上一副巨大
的太极图映入人的眼帘。太极

图是道家的重要标志，这幅流
传了千百年的图案包含了道家
学派对人生、宇宙和世界万物
的思索与探究，现在这幅太极
图出现在入庙口，仿佛提醒着
游人：你即将开始的将是一场
文化思考之旅。脚步移至到大
门，一扇端庄古典的大门拦住
了去路，说是“拦住”不仅是因
为 它 对 称 之 下 而 现 庄 严 的气
势，更因为它高高的门槛，记

者用身体测量一下发现 : 平
子庵正门的门槛几乎赶上正常
人的小腿的长度。

迈过门槛，看到的是严正
排列的庙堂，第一个映入人们
视 野 的 是 大 伟 宝 殿 — —— 供奉
着被道家视为始祖的“太上老
君”。绕过第一大殿之后是看
到的是山东所特有的“泰山奶
奶殿”，一旁的侧厢房是供奉
着佛教创始者——— 释迦牟尼，

殿中屋檐高耸，令人不由地产
生空灵敬畏的感觉。再次越过
这两座殿堂所形成的小院后，
记 者 看 到 了 还 未 竣 工 的孔子
文圣庙，那位两千年前的智者
将 在 不 久 之 后 在 这 里 再次让
后人凭吊他的伟业与思想。在
这次探访过程，记者总感慨于
这 座 庙 宇 不 一 样的 结 构与布
局。

探访结束后，记者采访了

滨州民俗文化作家、《滨城庙
会》的作者段剑秋，段剑秋告
诉 记 者 ：“ 整 座 庙 宇 就 是 儒 、
释、道文化融合的体现，门前
太极图体现的正是道家的‘清
静无为’的思想；殿堂内高耸
的屋檐这一建筑风格是明显受
佛教影响，为的就是给信徒以
庄重感；而对称的正门设计、
殿堂延中轴线依次排列正是儒
家‘中正有序’思想的体现。”

此处原是“奶奶庙”哲理传说广流传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获悉，现
在这座平子庵是在一座“泰山奶
奶庙”遗址上修建的，后来当地
民众在遗址上又陆续修建或扩
建其他庙宇才形成平子庵的雏
形，直到绿洲集团2010年投资兴
建后才成为现在人们看到的平
子庵风景区。

伴随着平子庵的前身今世，

在当地村民中还流传着一个富
有哲理的传说：古时候，在一棵
千年栖息着三只蝉，这三只蝉吸
收老柳树的精华，有接受日月星
辰的洗礼，加上自身的修炼终于
得道成仙，幻化为仙女。老大就
是人们熟知的泰山奶奶，老二成
为庐山仙女，老三不愿意远离大
姐，所以成灰菜山山神(现淄博

境内 )，她们修道为民，造福一
方，百姓敬仰。一日，一位村头老
奶奶患了多年的疾病突然痊愈，
老奶奶坚持认为是泰山奶奶显
灵，一定要亲自前往泰山还愿。
可当老奶奶在路上休息时突然
出现了一名长衣飘飘、道风仙骨
的女子，这名女子在问清了老奶
奶的目的后说，只要心中有善

念，何必非要赶往遥远的庙堂，
每个人心中自有庙宇可还愿，说
罢幡然消失。老奶奶吃了一惊，
随后认定这是泰山奶奶显灵传
授真道，以免老人家赶往泰山而
受风餐露宿之苦。于是当地乡民
在这里修建了最早的庙宇。

“这样的传说故事恰恰反
映出中国庙宇宗教文化的伟大

之处，那就是一定程度上宣扬
一种普世思想，更多的是肯定
人 内 在 积 极 价 值 ，更 多 的 包
容，不信你看，中国的历史悠
久，有这样多的宗教，谁听说
过在中国历史上爆发过像西方
中世纪那样的宗教战争呢？这
一点 和我 们的 文 化是 有 关系
的。”段剑秋说。

多神处一庙堂 源于传统文化生命力强

谈起多种文化可以在一处同
时存在这一现象，段剑秋对记者
说，他对庙宇文化研究多年，这
样的现象也就是在中国可以出
现。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社会这
三大教从教义上存在不少抵触的
地方，但是之所以会出现三教共
处这一现象正反映出中华传统文
化的生命中包容性，又是因为这
种包容性的存在才是的中华文化
历经千年依旧生命力如此旺盛！

从平子庵的布局上也确实彰显出
了一些深刻的道路：三家文化的
庙堂依次排开，看似互相不相
干，却共处于一座庙堂，这仿佛
真是冥冥之中做出的安排。

“无论是儒家的‘舍生取义’
还是佛家倡导的‘慈悲为怀，普
度众生’这些文化已经在悠悠的
历史长河中烙进了我们民族文化
的骨髓里，试看中国历经多少起
起伏伏，沧桑变迁，我们的文化

直到今日依旧盎然生机正是有这
些精神力量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可
以适用锚定自己的命运！”段剑
秋说。

当记者要离开平子庵时，无
意间看到了正门一旁让人们将许
愿布条系上的许愿台，虽然不
大，但上面密密麻麻的系着许愿
布条或许昭示出了人们对这样的
心灵家园还有着别样的一丝回味
与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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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门门槛槛””也也蕴蕴含含着着传传统统文文化化的的内内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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