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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 良 益

近两千年来，各种宗教先后；12聚泉州。它们在人群中各自传播自己的教理教

义，不仅使世世代代的泉州人民在文化传承、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等

等方面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而且也深刻影响了从泉州走向海内外的人们向外传

播了祖籍地的宗教文化。在各种宗教的传入、发展过程中，泉州一万多平方米公

里的土地上兴建了数以千百计寺观教堂。这里因而有“泉南佛国"、“闽海蓬莱”乃

至“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因而有“海上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有力见证，因

而有目前璀璨夺目的旅游胜地。遗憾的是，历代以来地方志书没有完整、全面的

记载。

而今，我国政治开明、经济繁蒙、百业兴盛，泉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作为

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感到有必要、有责任组织人员编写一部全面反映泉州宗教

历史的志书。历经多年，《泉州宗教志》终于编成出版了。

阅读此书，可以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泉州各种宗教传入、发展的历史及其

现状；也可以从中窥见泉州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更可以证明海峡两岸“神缘”不

可分割的关系。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自然规

律。宗教走上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而在目前，正信的宗

教仍能发挥其重要的积极作用，不可简单地把它们一概视为封建迷信而加以歧

视。览古可以知今，阅读此书，我们将更加认真地研究，努力认识和掌握宗教自

身的规律，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待宗教，注意调动宗教积极的社会功能，促进

宗教与所处的社会相适应，使之更好地为社会稳定发展和文明进步服务。

《泉州宗教志》的出版，凝聚了编纂人员的·0血。也许可以说，它填补了地方

志书的一项空白，功不可没。稍嫌不足的是，此书有些部分存在比较简略、粗糙

的缺点，尚祈各界人士指点批评。

喜值《泉州宗教志》出版之际，聊说数语，权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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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宗教从陆路、海路先后传入泉州，使泉州有“宗教胜地"、“世界宗教博

物馆"之称。可是，以前一些地方历史专著，仅仅录写一些寺庙宫观的名称；所

有地方志书也只限于记录若干寺观的简单历史；从古至今，没有一部全面、系统

叙述泉州宗教历史的专著。

盛世修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泉州市政府布置市宗教事务局为《泉州市

志》一书编纂宗教卷。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资料不足。各种宗教在泉州的历史悠

久，时间夸度长达一千多年，除个别寺院外，各教平时既普遍未注意累集原始资

料，一千多年中许多寺观又迭经兴废，再加上“文革"冲击，原有零星材料散失

殆尽。市宗教局经再三研究，决定采取“略古详今、疏而不漏”的方法，尽可能

把大事、要事搜集连缀，使之系统化。经过宗教界朋友和一些同志艰辛劳动，群

策群力，钩沉发微，终于勉强完成了这一部分志稿，被编入《泉州市志》第48卷。

泉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升格为一级局后，鉴于宗教文化是泉州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的重要内涵之一，不可没有一本关于宗教历史的专书，于是决定在市志宗

教卷的基础上，继续搜集材料，充实内容，作再加工。经过多年努力，比原有志

稿(市志第48卷)增加约一倍的篇幅。终于使这本专志面世付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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