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 

爱国运动 

  1951～1954 年，福清天主教会开展反帝爱国教育运动。结合本县的具体情况，清除天

主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割断与罗马教廷的联系，贯彻推行“自治、自传、自养”的独立

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1952 年 9 月 21～30 日，由县委统战部主持召开基督教和天主教传

教人员、教徒代表共 75 人参加的学习会。会议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种种阴谋活动的

真相。通过学习，传教人员和教徒代表清算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树立民族自尊心

和爱国主义思想；消除对党的宗教政策的怀疑和敌对情绪，明确了宗教信仰自由必须建立在

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在反帝爱国教育运动期间，全县各区都召开大型或小型的集会。控诉和

揭发天主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由于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

略中国的罪行的愤怒，对龙田天主教的“仁慈堂”迫害女婴的问题，召开大会进行揭发控诉。 

  在 1955 年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揭露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隐藏在天主教会内

的反革命分子。 

  福清县天主教爱国会首届代表会议于 1985 年 4 月 3～5日举行。参加会议的神职人员和

教徒代表共 80 多人。会议重新确认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是唯一正确办教会道路。

会议选举福清天主教爱国委员会首届委员，这为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基督教 

传入发展 

  福清基督教有 6 个教派：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简称卫理公会)、中华圣公会(简称圣公

会)、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安息日会)、耶稣圣神教会等。 

  民国 24 年(1935 年)，信仰基督教的教徒 511 人，其中男 149 人，女 362 人。民国 26

年卫理公会有教堂 40 所，教徒 3200 多人，圣公会有教堂 4所，教徒 530 多人。 

  共和国成立后至 1957 年，福清基督教 6 个教派保持有教堂、布道所 94 个，教徒 2.38

万人，传教人员 380 多人。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县有活动的基督教堂、所剩下 24 个，全县基督教徒有

1.87 万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所有基督教堂被改为它用，宗教工作无人管理，宗教活动转

入地下。至 1980 年全县基督教徒增至 4.5 多万人。1986 年全县有基督教徒 7.24 万人，牧

师 11 人，长老 5 人，传道 21 人，执事 12 人，义工 162 人。1987 年全县基督教徒 7.62 万



 

组织教牧人员接受社会主义教育。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自爱国会停止活

动。1981 年 11 月 15 日恢复活动。第四届三自爱国会于 1983 年 4 月 11～15 日召开代表会

议，同时召开福清县基督教协会第一届代表会议。 

第十章 教育学校 

唐朝，福清就设有书院。有资料查考的宋至清代，书院有 22 所。宋嘉祐年间兴办县学。

元代设置社学，至清代，全县设社学 76 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光绪十五年(1889 年)，福

清开始兴办学堂，基督教卫理公会首先在龙田创办龙田妇女学(相当于初等学校)；光绪十八

年(1892 年)又在县城创办培元书院(相等于中等学校)。随之，福清城乡公、私立中、小学

堂逐步发展起来。然而清末、民国初广大乡村仍遍布私塾，儿童的启蒙教育主要靠私塾。民

国 24 年(1935 年)为民国时期福清小学教育最兴旺的年份，全县还有私塾 127 所，教师 127

人，学生 1817 人。教育事业发展速度缓慢。自兴办学堂至民国 38 年 7 月，即共和国成立前

夕的 50 多年间，中学只有 5 所，而公立中学才 1 所。1949 年全县中学共有 43 个班级，学

生 1479 人，教职员工 132 人；小学 149 所，学生 10996 人，教职员工 582 人。 

  1949 年 9 月，县人民政府接办公立的中、小学，1952 年后又接收教会办的学校和私立

中、小学。在有步骤地谨慎地对全县原有学校进行整顿改造的同时，陆续向学校派进共产党

干部，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共和国成立至 1988 年的 40 年间，福清教育有过稳步发展的良好

时期，也经历了艰难、曲折呈波浪式发展、提高的过程，逐步形成较完整的体系。1988 年，

全县有大专学校 1 所，中等专业学校 5 所，普通中学 42 所，职业中学 3 所，小学 526 所；

教职员工 7885 人，学生 16.48 万人。学校数与 1949 年比，中学增 7 倍多，小学增近 3倍；

在校学生数，中学 44255 人，增近 29 倍，小学 12.06 万人，增近 10 倍；教职员工数，中学

3363 人，增 24 倍多，小学 4101 人，增 6 倍多；在园(班)幼儿 2.9 万多人，6 周岁幼儿入园

率达 95%。 

  中学教育结构由单一的局面，逐步形成双轨发展的新格局。1958～1965 年，为适应当

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曾创办 17 所农业中学。1981 年后，根据福清山、海、侨的优势，积极

发展职业中学。1988 年，全县有 3所职业中学和 7 所普通中学兼办职业班。共 45 班，学生

1467 人，开设 16 个专业。初步形成以工、农为主的四块职业教育基地。1981～1988 年，共

培养职业高中毕业生 1853 人。 

  小学教育于 1984 年普及，“四率”(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普及率)1986～1988 年

连续三年达到省颁一类县标准。九年制义务教育也有较快发展，入学率达 67%。 

  成人教育网络逐步形成。50 年代，就集中力量开展扫盲运动，取得可喜的成绩。1980



 

由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福州市优秀校长、福州市劳模朱绍岳治校，中学由福建省优秀教师、

中学高级教师、省重点完中校长李权领航。 

十二年办学，卓有成效。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民办教育先进单位”、“第二届全国中

小学美术作品艺教先进单位”、“福建省民办教育先进学校”，“福州市先进幼儿园及卫生

保健合格单位”、“福清市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福清市学校安全工作先进单位”。副董

事长殷红博撰写的“少儿潜能开发教科丛书（四本）”荣获“爱因斯坦第二届世界发明博览

会国际金奖”;总校长张松龄的办学业绩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创业功臣”史册;董事长

王昆国先生被选聘为全国民办教育杰出人才理事会理事;执行董事王敏先后被评为全国民办

教育先进工作者和福州市教育先进工作者。学校有三位教师被评为“福建省民办教育先进教

师”，5 篇论文获中国教育教学研究会一等奖，学生有 10 篇习作在全国刊物《时代文萃》

正式发表;学生书法、美术作品荣获全国“金球杯”钻石奖 15 人、金奖 52 人、银奖 105 人，

有 3 位学生分别获得福建省第三届诗儿歌朗诵 1、2、3 等奖，有 4 位学生分别获得福建省少

儿故事大王比赛金、银、铜奖，有 1 位学生获得福建省酷酷才艺王称号。红博学校在发展、

红博学校在前进，福清红博学校是您理想的选择。 

第十一章 著名人物 

隐元 

隐元（公元 1592 年—1673 年），灵得里东林（今福清市上迳镇东林村）人，被日本学

术界誉为“黄檗文化”，日本天皇还追封他为“真空大师”。 

隐元（1592-1673 年），俗姓林，名隆琦，字曾昺，号子房，福建省福清市人。明泰昌

元年（1620 年），投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法号“隐元”。周游各地，遍访名师，崇

祯八年（1635 年），成为佛教临济宗正式传法者。两年后，为黄檗山万福寺住持。四出募化，

扩建寺院，使万福寺成为中国东南名刹。清顺治八年（1651 年）万福寺僧众达数千人，出

了不少学有专长的高僧，隐元因此被尊为一代僧杰，名扬海内外。顺治十一年（1654 年），

隐元应邀率 30 位知名僧俗，从厦门启航赴日本长崎，受日本佛教的主流之一。顺治十六年

（1659 年），日本皇室赐京都宇治醍醐山麓一万坪地给隐元创建新寺。新寺规制悉照中国旧

例，也取名“黄檗山万福寺”，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鼻祖。隐元开过三回“三坛戒

会”，为两千多人受戒。康熙十二年（1673 年）天皇赐予“大光普照国师”尊号，三天后

圆寂。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日本黄檗派寺院已发展到 1010 个；到同治六年（1867

年），日本“黄檗宗”衍为八派，嗣法者达 4648 人。至今日本崇奉“黄檗宗”的僧俗达数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