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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宗教志》历经五年多时间的艰苦编纂工作，在全体编

撰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付梓了。这是我市第一部公开出版的

宗教地方志书，为人们了解福州、了解福州地区的宗教全貌，敞开

了一扇知识的大门。
。

福州市是我省宗教工作重点地区之一，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

改革开放前沿地带，五大宗教俱全，宗教历史悠久，具有教徒多、教

派多、活动场所多、分布范围广、与海外关系密切等特点。但长期

以来未能有一部全面展示福州宗教的书籍，诸多宗教历史资料散

佚，这与福州宗教的历史地位和宗教工作的形势是很不相称的。

因此，认真做好修志工作，不仅是宗教工作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是

积累和保存整理一大批珍贵的宗教历史资料的迫切需要，具有深

远的积极影响。

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

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

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

问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注重学术品位，对一些敏感的历

史积案，既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又注意详略得当，用词相宜，努

力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本书的顺利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特别是凝聚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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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者的大量心血。几位主要的编纂人员克服时间紧、任务重、本职

工作忙等困难，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投入到

这项工作中去。他们为求文稿内容的翔实、准确，查找大量的原始

资料，寻访当事人，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到实地现场查看，夜以继

日地伏案写作，反复修改，虽炎夏寒冬，仍笔耕不辍。为赶进度，有

的同志甚至带病长时间连续坚持工作。在此，谨向为此书的顺利

出版而做出贡献的人们，特别是主要的编纂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和

谢意!

《福州市宗教志》的出版，必将充分发挥资政、教化、存史的重

要作用，推进福州市的宗教工作，并进一步推动福州市宗教学术研

究向纵深发展，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走向新世纪做出积极的贡献。

姚午生

1999年7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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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福州市有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5种宗教。

东汉末，三国孙吴时福州就出现道士活动。介琰在福州修炼，

侯官人董奉活动在江东一带。西晋太康年间福州建有城隍庙。

三国吴、晋之际佛教传人福州，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

侯官(今福州)有药山寺。太康三年(282年)又有灵塔寺与绍因

寺，南朝宋至隋(420--618年)建有寺院51所。

唐代是道教、佛教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福州地区道教著名的

宫观，有侯官的紫极宫、冲虚宫，罗源的洞天宫、天庆观和永泰的乌

石宫等。唐贞元二十年(804年)与大中七年(853年)日僧空海及

圆珍曾先后抵榕。闽王王审知对佛教采取扶持政策，佛教建寺

274所。著名的有福州怡山西禅寺、鼓山涌泉寺、北峰林阳寺、闽

侯雪峰崇圣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等。

五代时，高丽、日本僧人曾来雪峰崇圣寺、安国寺向义存、师备

参学求法。
’

宋朝。福州佛教更加兴旺，僧尼达万余人。 ，

宋、元是福州道教最兴盛时期，与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保持密

切联系，福州道士有的到龙虎山天师府学道并在那里任职。宋代

最早镂版的《万寿政和道藏》出于福州。元代福州建有小型道院

和庵堂。

明洪武九年(1376年)清真寺正式对外开放。后清真寺毁于

火，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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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1625年)，天主教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传

人福州，数年后相国叶向高的长孙带头集资在福州城内宫巷建起

福州历史上第一座天主堂——三山堂。崇祯七、八年间(1634～

1635年)，天主教的耶稣会与多明我会展开争论，前者败后者胜，

福州天主教会转入多明我会之手。之后，在清雍正、乾隆、嘉庆年

间直至道光十七年(1723～1837年)，为禁教时期，禁止天主教传

播，三山堂被充公改为关帝庙。闽浙总督满宝驱逐外国传教士，勒

令奉教者改过自新；福建巡抚周学健斩福建教区主教桑白禄于西

门外，福州天主教在半个世纪中陷于奄奄一息之境地。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天主教成立福建代牧区，即由罗

马教廷直接管辖的传教区，划归西班牙多明我会。道光二十年

(1840年)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帝国主

义列强侵入中国。外国传教士按通商传教，享有治外法权，便又

纷纷远涉重洋来福州传教。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解除禁教

令。不久。天主教、基督教逐步恢复活动。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12月)在茶亭建真神堂，为东亚第一堂。咸丰八年(1858

年)在仓前山建天安堂。

，清光绪七年(1881年)，天主教福建代牧区南北分立，北境代

牧区设在福州，南境代牧区设在厦门。民国13年(1924年)，北境

代牧区称福州牧区，民国29年升格为福州总牧区。

鸦片战争(1840--1842年)后，美、英等国基督教会，利用五口

通商的有利时机，纷纷派传教士来华传教。民国以后基督教在福

州地区逐步形成6个教派：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亦称美以美会，

民国36年9月传人)；中华基督教会(原名美部会，后改为公理会，

民国36年传人)；中华圣公会(前称安立甘会，清道光三十年传

人)；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宣统三年传人)；基督徒聚会处(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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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

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福州市宗教界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

力，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正确

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

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还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

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

也摆脱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广大信教群众不仅和全市各族人

民一道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且享受宗教信仰自由

的权利。同时，人民政府对宗教界人士实行“争取、团结、教育”的

方针，团结宗教界的广大爱国人士，支持和帮助宗教界开展国际友

好活动。

60年代中后期，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严重违反宗教政策的

粗暴行为，把宗教界爱国人士甚至一般信教群众，都当作“专政对

象”，制造许多冤假错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和落实宗教政策，政治

上平反冤假错案，经济上给予补偿，清退被占用的教会房产和寺

字，逐步恢复各教派的宗教活动场所。党和政府还对宗教场所进

行登记管理，使宗教活动趋向正常化；同时恢复各教派爱国团体组

织，协助宗教团体培养爱国爱教的宗教职业者。至1994年福州有

神职人员(含八县、市)728人，教徒35万余人，教堂、寺观698座。

其中天主教神职人员20人，教徒12万人，教堂52座；基督教教牧

人员708人。教徒23万人，教堂211座(包括点)；佛教僧尼2578

人，居士1万余人，寺庙314座；伊斯兰教穆斯林800余人，清真寺

1座；道教徒300人，官观120座。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对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

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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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

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



第一章 道 教

第一节传 播

一、秦汉时期的黄老道

道教是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它是由东汉中后期出现的太平

道和五斗米道形成的。道教创立之前，福州在秦汉时就有方仙道

和黄老道活动的踪迹，它是道教的前身。这些方士多归隐深山，养

性全生，与山结下不解之缘。福州是“东南山国”的一部分，高山深

壑、幽谷川流历来是方士垂爱之地。《闽书·方外志·仙道》载：闽清

人游三蓬于秦始皇二年(前245年)辟谷不饮食。至汉昭帝时，人

有见之武夷山中。西汉武帝时有何氏九仙在福州于山修炼，后从

福清石竹山到仙游九鲤湖。据《闽书·方域志·福州府闽县》载：九

仙“相传本l|缶川人，九人皆瞽，惟长者一目上竖独明。后相率炼丹，

以饲湖中鲤，鲤尽化龙，九人各乘一去，今仙游县之九鲤湖是也。

九人始人闽时，盖居此山(闽县九仙山，即于山)”。福州于山上有

九仙观、炼丹井；福清石竹山有九仙离宫，亦称九仙阁。

东汉时永泰人徐登与赵炳斗道法，以术疗病。《后汉书·方术

列传·徐登传》载：“徐登者，闽中人也。本女子，化为丈夫。善为巫

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

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各相谓日：‘今既



第一章道 教 7

同志，且可各试所能。’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

生荑，二人相视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长，炳师事之。贵尚清俭，

礼神唯以东流水为酌，削桑皮为脯。但行禁架，所疗皆除。”王应山

《闽大记》载：“汉徐登修炼于此，后入永福(今永泰)高盖山上升。

乡人于此望祀之，遂缘其名。”
’

二、三国晋南朝时期道教

道教酝酿于汉代，诞生于东汉中后期。方士在东汉政治上失

意之后，进入民间，潜隐山林，逐渐演变为道士。黄巾起义失败，太

平道受到打击，于是张修在汉中创五斗米道。张修死后，张鲁继在

汉中推行政教合一，并流行四川等地。张鲁归顺曹操，五斗米道由

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后演化为天师道，蔚为道教的正宗，具有特

殊的地位。
。

东汉末、三国孙吴时的福州道士及在福州活动的道士有介琰、

董奉。介琰，不知何许人，住建安方山(即五虎山)修炼。他曾从白

羊公杜泌学习“玄一无为”之法，能“变化隐形”。他往来东海，过秣

陵时，被吴国主孙权挽留礼待，欲学其法，介琰不授其法被射杀，绳

犹在而人不见。董奉，字君异，福建侯官董乾村(今属长乐市)人。

隐居福山修炼，精通导引之术。善医术，与南阳张机、谯郡华佗并

称“建安三神医”。他往来东海，曾以三丸药给“病死三Et”的交州

太守杜燮服用，“四日能语，遂复常”。他经常为人治病，不取钱物，

治愈者栽杏1～5株，杏熟换谷子以济贫穷，医家“杏林春暖”之颂

语，盖源于此。后他“从峰顶上升，履迹存焉，人指其处日‘董岩”。

长乐市东南十一都有他的炼丹修道遗迹。

晋代有道人任敦。徐蚴《榕阴新检》载：晋太康中，道人任敦

复入岩中得传金丹秘诀。至唐天宝中升举于此，因名升山。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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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时，金陵道士陆修静再传弟子号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开创

了茅山宗。他为了寻找炼丹的地方，曾改名换姓，潜至福州(王明

《论陶弘景》，收入《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南朝萧齐时，王霸跟

其父王增人闽。他善黄老之术，每登怡山(今福州市西郊)经宿乃

返；至武夷山居住16年后，又回到福州旧居，常登今福州乌山j趺

坐于大石上。他于鸟山凿井炼药，并能“占瓦砾为金”。时闽中遇

灾，斗米千钱，他鬻金运米救济贫者。后他于所居的“皂荚树下蝉

蜕而去”(《乌石山志·仙释》)。，．

此时道士入闽增多，其修养练功、祈神斋醮的场所宫观也建立

起来。福州冶山城隍庙建于晋太康中(280～289年)。《八闽通志·

祠庙》载：怀安县城隍庙“在威灵坊内。晋太康迁城，遂建于此⋯⋯

按宋林通《长乐图经》，庙之神乃汉御史周苛也。守荥阳，为项羽所

烹。高祖既即位，思苛忠烈，令天下郡县各附城立庙祀之。城隍之

祀，疑始于此”。
。

三、隋唐五代时期道教

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获得发展，趋向繁荣。也是道教全

面发展繁荣时期。唐朝廷对道教大力扶植和崇拜，皇族利用老子

姓李，攀附同宗，尊崇老子为“圣祖”，封“玄元皇帝”，自称“圣裔”。

因此，道教在这一时期获得长足的发展，炼丹术最为兴盛。有的道

士寻找炼丹处所来到福州。民国《福建通志·道士传》载，连江人章

寿，“开元中得仙术，常斩蛟延平津中”；闽县道士张标“有道术，能

通冥府，每三五日辄卧如死，而体僵不冷，既苏多说冥事”；福州人

符契元，“上都吴天观道士也。长庆初，德行、法术。为时所重”。

《三山志》卷三十二载，福清人刘尊礼，有方术。贞元年间(785～

805年)福建观察使李若初，于今福州西禅寺之南王霸旧宅建冲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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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塑任放、董奉、徐登及王霸像为“四仙祠”。

五代十国时期，割据一方的帝王为了发展势力，因袭唐风，崇

信并利用道教。由于道士成分及神仙思想的转变，出现钟离权、吕

洞宾的仙丹修炼术的金丹道，道教理论进一步发展。闽王王延钧、

王昶崇信道教，福州道教鼎盛。金丹道著名道士钟离权来到福州，

福州一农家子张生遇见了钟离权(宋方勺《泊宅编》卷九)。道士陈

守元、徐彦朴、盛韬参与闽国政权。《十国春秋》载，王延钧于长兴

二年(931年)六月作宝皇宫，以道士陈守元为宫主⋯⋯遂于坛侧

建宫，极土木之盛，而巫者徐彦朴、盛韬与守元皆用左道以进。冬

十二月陈守元称宝皇之命，语王日：“王避位受道，当为天子六十

年。”长兴三年(932年)夏六月王酷信神仙之术，遣陈守元问宝皇：

“六十年天子后将安归?”守元传宝皇语：“六十年后为大罗王。”徐

彦等亦附日：“北庙崇顺王常见宝皇，其言与守元同。”王益自负，始

谋称帝，上表于唐⋯⋯就于龙启元年(933年)春正月，遂诣宝皇宫

受册，备仪卫，即皇帝位，国号大闽。王昶继位，于永和元年(935

年)十二月赐“洞真先生陈守元”号天师(《十国春秋》卷九十一)。

闽王王昶对陈守元“信重之，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

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

结果弄得“一国若狂”，后连重遇反，守元易服欲逃，被乱兵杀死在

宫中。

五代闽国时还有邵武人林炫光到福清石竹山修炼，舍宅为灵

宝观。福州下渡人陈靖姑(女)，闽王王延钧封她为“临水夫人”，赐

宫女36人为弟子，建第宅于临水，后加封为“崇福临水夫人”。靖

姑逝世后，又加封为“顺天圣母顺懿元君、惠忱慈量天尊”，是妇幼

保护神，人称“陆上女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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