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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台湾海峡西岸，面积1489平方公

里，人口46万。霞浦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建县已长达1'／'10周年。

历史上，曾是闽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霞浦县的宗教史也很久远。最早传入霞浦的是佛教，在霞浦

宗教历史上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现今尚存的建善寺(原名。建

福斋”)，建寺已达1500多年，是中国佛教五大禅宗之一的沩仰

宗创建者——灵裙禅师祝发出家地。唐时，日本佛教真言宗派创史

人i一代高僧一一空海和尚入唐到达赤岸时．传闻曾参拜该寺，并

闻名东洋。其次是天主教的传入，迄今已有358年的历史。再次

是基督教传入霞浦也有12"／'年的历史，霞浦城关天主教堂、城关

萃贤堂在闽东宗教活动中均占有一定的地位。
’

．⋯

为了帮助宗教组织和信教群众了解霞浦宗教的过去、现在i‘

着眼未来，进一步深入地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做好宗教工作．根

据中央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

《福建省志编写通则》及霞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决定应修的我

县八十四项地方志编写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为指导思

想，以中发(1982)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

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指针，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霞浦县宗

教的发生、发展和现状，分别编为《霞浦县佛教志》、《霞滤县

基督教志》，《霞浦县天主教志》_o 、； 、，． ，

通过本志编写，相信广大信教群众在宗教爱国组织的带领

下，为振兴霞浦、建设霞浦，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一“ o
’

陈永清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五日—乙f，、，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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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一，本志是根据霞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决定应修的我县八

十四项地方专业志之一。它记载了我县基督教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二、本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和体例结构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颁布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福建省志编写通则》为

准绳。
。

三、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的宗教观点为指导思想，以中发

(1982)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

和基本政策》为指针，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地反映霞浦县基

督教自身演变及其兴衰情况。

四、本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以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方法充实内容。

一五，本志资料来源于黄仰英著《饮水思源》和现有档案资

料，在有关档案不全者则以老教牧人士及教友的口述资料补充

之，但口述资料必经严格考证采用，如无实据，或难以确认者，

宁缺不滥。

六、本志内容分别有大事记、概述、沿革，分布、组织、制

度、活动、仪式、事业、人物及教案等共十篇，并以文字记述为

主，图表，相片分散在有关章节中。 j．

七，本志一律采用规范语和简化字，并加标点符号，所采用

地名以今地名为准，必要保留当时名称之，则注明今名。j：

八、本志下限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底．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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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圣教医院创始人

——雷腾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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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德学校

幼稚园学生

图左为；

霞滤仁爱高级护士职业

学校学生在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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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宁支区布道之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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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大 事 记

l 807年．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受伦敦会派遣到中国传教。

1837年． 美国圣公会文惠廉教士来中国，在长江上游传教。

1850年。 五月，英国圣公会传入福州，威尔顿、哲克逊俩位

牧师奉命来阀宣道，福建教区即由此始。

】862年， 英国差会派遣胡约翰牧师来闽长驻福州，协助士密

斯传教．

1863年。 士密斯牧师夫人在福州乌石山创办女子学校，即后

来之。陶淑女校”。

1868年。 胡约翰牧师及福州华籍传道士黄德求首次来霞浦传

教。但无收获。

1872年。 胡约翰牧师与古田籍张慕同牧师再次来霞，并在横

江一带游历宣道，引得横江村民黄满恩等人入教，横江

则为霞浦基督教发源之地。

1876年， ．。第一届华族牧师”郑旦勉牧师来霞宣道，引得城

内清时讼棍王克嘉入教。

横江建立霞浦第一座教堂。

英人贝嘉德会督来霞巡视，赁县城东门后街民房为

传播基督福音之。福音堂”。

1881年。 福建教区首派英人马约翰牧师常驻霞浦，主持教

会。

四月，赁城内关帝庙边陈宅改修为。礼拜堂’。

】882年。 英人雷腾医生在横江村设。诊所’，进行行医布道

+

’， 1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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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不久， 。诊所’迁至县城西雷拍厝，霞浦西医印

由此始。

1884年， 马约翰牧师在礼拜堂内设立第一所教会学校，名日

。福音斋”。

1885年t 赁县城西北角民房改建为霞浦教会第一座医院，即

。福宁博济医院”，雷腾医生为首任院长。

1886年： 雷腾医生在福宁博济医院内增设。医学班”，招收

信徒为学生，开始培训医务人才。

1888年。 伊武维传教士来霞兴学，赁县城西北角龙泉境一带

民房改建为校舍，将。福音斋”迁入，改称为。广学书

院”。

1889年： 马约翰牧师夫人在县城西北角创设。淑心学校。，

开始培训女布道人才。

哈吗师姑在礼拜堂内创办。培德书院’，招收信徒

女孩入学，霞浦女子入校识字即由此始。

1890年： 横江建立教堂。
‘

1891年： 赁城内双佛塔颜宅改建为校舍，将培德书院迁入，

改称为。培德学校”。

1893年： 木约翰牧师受委来霞，掌理广学书院行政大权。

英国都柏林布道会之首领司达牧师受遣来霞布道。

沙塘、洪江两地建立教堂。 ．

1895年； 福建教区将福宁区域划属英国都柏林大学布道会服

务之地。

1 896年。 。福宁支区”成立于霞浦，统辖霞浦、福鼎、福

安，寿宁、柘荣五县教会。

1897年t 。崧医生夫人在福宁博济医院东侧，创设。福宁博爱

医院。、即。福宁圣教女医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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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拔文牧师与石多马牧师受委来霞服务于福宁教

会，万牧专负教育，石牧专司教会。

1900年i 。义和团。运动高潮，西教士恐受冲击，奉命召至

省城福州。
‘

。培德”，， 。广学。两校停办。

。博爱”， 。博济”两医院由华人代管。 ，

1902年： 西教士原班人马重返霞浦原任。

扩建。礼拜堂”落成，命名为。萃贤堂”。

。广学”，。培德”两校扩建落成，重新开学。

渔岐开始布道，并租民房设教堂。

1903年。 三沙建立教堂。 ．

1904年。 。福宁支区议会”成立，杜善道传道被按立为牧

师，并任福宁会长。
’’

教会特造。题诗艇”，川行福宁沿海巡视布道。

松山建立教堂。

1905年， 溪南建立教堂。

1908年。 赁城内西北角彭家宅扩建为校舍，将广学书院改称

为。培元学校”。张绍统先生被提任为本校第一位华人

监学。

在。福音斋”原址设。织布局”，为学生提供课余

工业。

， 福宁博爱医院创设。护士班。，开始培训女护理人

才。

福宁博济医院改附设之。医学班”为。护士班”。

． 沙江建立教堂。 ．

1909年： 。中华圣公会全国总议会”成立，并在上海召开第

一次会议。

3



1910年l

1911年l

1912年：

1913年l

1914年：

191,5年：

1917年：

。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议会’成立，并在福州召开

第一次会议。

霞浦基督教在萃贤堂首次举行仪式隆重的。收成感

恩节’，为霞浦基督教会自养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培德学校附设。女子中学”。

培元学校附设。汉英中学’。

南塘建立教堂。

盐田建立教堂。

后垅建立教堂。

培德学校修建，附设之“女子中学”学生移至罗源

女校寄读。一年后复回原校，继续开学。

1918年： 陈辅承传道在三沙教堂内创设“维新小学”。

姜宏图牧师乘。题诗艇”巡视沿海乡村教会，在三

沙湾海面遇难。

1919年： 傅筑建立教堂。

1920年： 龟山建立教堂。

1921年s 徐则舒医生夫妇受委来霞，分别继任。福宁博济医

院”院长和护士长。

1922年： 英人巴贝尔小姐及林先生到福州传教，基督徒聚会

处即。地方教会”由此诞生。

1923年： 陈墩、左湾两地建立教堂。

。博济’， 。博爱”两院附设之。护士班”正式向

。中华护士会”申请注册，实行全国统考制。

柴师姑在培德学校增设“幼雅园”。

1924年， 。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议决收回教育权，取

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

溪西建立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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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万建立教堂。

1925年． 中华教育部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条例》共六

条。

培元学校师生自发到农村劝导烟民，戒绝吸毒，并

铲除罂粟之苗。

林蔚华先生提任为。汉英中学”监学。

岚下建立教堂。

1927年· 福宁博济医院新建接生大楼落成。

夏季，福建教区作出<向全闽教育厅申请立案>的

决定。

教会学校师生积极响应。收回教育权”运动， 。培

德”、 。培元”两校向教育当局申请注册立案。

培元学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并举林蔚华为主席，

杨邦直、黄自强为委员，主理学校行政大权。

1928年。 英人邱约翰牧师提任为浙江会督。

： 培元学校发生学潮， 。汉英中学。停设。

英人孔德昭牧师及夫人齐永光师姑受委来霞，齐师

姑继任培德学校校长。

1929年； 。培德”， 。培元”两校立案获准为。私立’学

校。

培元学校取消委员制，实行校长制，公推张绍统先

生为第一任华人校长。

，英人张爱德医生受委来霞f继任福宁博爱医院院

长．

1930年。 关门，后洋两地建立教堂。

1931年。 钓岐建立教堂，草岗设立布道所。

1932年， 培德学校失火，幼稚园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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