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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艾安A 1

第3辑，台北南天书局，1997年）。

A

阿鼻佛教术语，即十八层地狱。民间宗教袭 

用这一用语，宣扬因果报应说。《目莲救母出离地狱 

升天宝卷》：“一身若作恶，身死堕阿鼻；一生修善 

果，便得上天梯。”

阿罗弘阳教所说开天辟地、生养万物、创造 

人类的至尊神混元老祖所居之处，又称“阿罗国” 

（《混元弘阳临凡飘高经•无天无地混沌虚空品第 

一》），亦称“阿罗世界”（《销释混元弘阳大法祖明 

经》）、“阿罗圣境”（《销释混元弘阳救苦生天宝 

忏》），与混元老祖之弟混天老祖所居安养国及叹天 

老祖所治极乐国并列（《混元弘阳临凡飘高经•老祖 

宗想儿女赞叹品第三》），同属芸芸众生梦寐以求的 

“纵横世界”、“极乐家邦”和“不动家乡”（《销释混 

元弘阳大法祖明经》）。

阿难我国佛教禅宗所传说的传承佛法的第二 

代祖师。释迦牟尼从弟和十大弟子之一，名阿难陀， 

略称阿难。出家后，随侍释迦牟尼二十多年。长于记 

忆，被称为“多闻第一”。传说释迦牟尼涅槃后的第 

一次佛教结集（会诵）《三藏》时，大迦叶为召集人 

兼首座，阿难则是主诵人。汉译佛经开头第一句“如 

是我闻“，即阿难所说。先天道、一贯道等教派把他 

奉为自身的祖师之一，并根据佛教禅宗的传说，认为 

他是“（道脉）盘转西域，释教接衍”的第三祖。

阿秃师北齐晋阳僧人。《北齐书》卷四《帝 

纪第四》：“晋阳曾有沙门，乍愚乍智，时人不测， 

呼为‘阿秃师帝曾与诸童共见之，历问禄位，至 

帝，举手再三指天而已，口无所言。见者异之。高 

祖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独抽刀斩之， 

曰：‘乱者须斩。‘高祖是之。”

艾元华清末圆明圣道徒、归根道创始人。湖 

北南漳县人。端公。清同治十一年（1872）,尊圆明 

圣道创始人曾子评为十五代祖师，自称十六代祖师， 

将圆明圣道改为归根道，设祖堂’‘会元堂”于湖北 

南漳县朝元山，传道收徒。光绪二十一年（1895）, 

归空（陆仲伟：《归根道调查研究》，载《民间宗教》

安保 明代东大乘教（闻香教）信徒。东大乘 

教创教祖师王森的得意弟子、东大乘教分支棒極会 

创始人周印之师（李济贤：《“棒棒会”起义初探》，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3辑，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安东组台湾一贯道十八组线之一。源自辽宁 

丹东敦厚坛。民国三十八年（1949）,由高金澄、柳 

人汉经韩国辗转传入台湾，以新竹宏宗圣道院为中 

心，有点传师五十多人、佛堂五百多所。

安龙扫寨魔公教祈禳天灾人祸的宗教活动。 

一般为祈雨禳灾，防止山崩石滚而作。魔公教流传 

地区大部分是桂西高山汉族居住的石山区，滑坡滚 

石，毁坏人、房之事不断。人们认为是龙翻身、鬼 

作祟，所以要安龙，并扫寨鬼。一般需要魔公三至 

五人，由全村人凑钱物，举行法事。活动过程与送 

火星相差不大，也有游船活动，由村人抬着蔑筋纸 

面的龙船到各家周游，在堂屋绕一周后，魔公就唱 

一排法事，然后在大门等处门楣或板壁上贴上镇鬼 

驱邪的道符。各家游完，便在坡上会餐，杀一头小 

猪，杀一公一母两只鸡，柴米油盐由各家凑来。法 

事、会餐完毕，安龙扫寨遂告终，认为此后就会 

“风调雨顺，免灾却难”，万事遂心了（王熙远：《桂 

西民间秘密宗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第200页）。

安上佛名 民间宗教术语。据佛教语“安名” 

而来。民间宗教指改换新天之后，各种神佛职掌也 

要重新安排。《家谱宝卷•时年有准显应第七品》： 

“皇胎参见未来古佛，揆转八卦金丹，安上佛名，才 

是年尽法满.三阳世界。”

安寿仔清末福建斋教首领。崇安人。曾在县 

营当兵，后被革退。清同治初年，与旧交陈顺光 

（陈奴奴）、安宝妹（安亲德）等人建立斋会（斋 

教），大浑、岚谷一带农民和江西南丰等地佣工、游 

民纷纷参加。同治四年（1865）冬，他与陈顺光等 

人商议，准备率众起义。崇安知县申其昌风闻此事， 

于同治五年二月十三日（1866年3月29日）密派 

得力探役前往暗访。安寿仔得知，遂于二月十五日 

（3月31日）率众起义。他率领起义队伍曾两次占 

领崇安县城，杀死知县申其昌。接着，又攻占建阳。 

在闽浙总督左宗棠调兵遣将、大军压境的形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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