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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民族宗教志》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我市民族宗教界的

一件盛事，也是献给全市780万各民族兄弟姐妹的一件珍品! ．

南通人杰地灵，历史悠久。长期以来，我市民族宗教发展的历

史，散见于古籍志书中的仅只言片语，大量珍贵的史料则湮没在岁月

的交替中。80年代以来，国家改革开放，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

安居乐业， “盛世修志”成为上下共识。南通市民族宗教处(局)抓

住时机；设立机构，组建班子，动员各方力量，精心构筑这一文化系

统工程。几经寒暑，数易其稿，现在正式出版。这是南通有史以来的

第一部民族宗教志。 ，

《南通市民族宗教志》资料比较丰富翔实，特色比较浓郁鲜明。’

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南通市民族交融、团结进步的曲折历程，真切地

勾勒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江海平原衍生传播

的历史轨迹。它的问世，为祖国的方志花苑又增添了一株新蕾，也必

将为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和宗教界坚定地走“爱国爱教一道路作出有 、

益的贡献。

在编纂出版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社会各

界的深切关注，各爱国宗教团体和少数民族联谊会的鼎力支持。全体

采编人员协力同心，默默耕耘，其中甘苦，．可想而知，这散发着油墨

芳香的志书，就是对他们辛勤劳动的最好回报。

注：序作者为南通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
●

、

张楷祖
1995年11月31日



凡例

凡 例

一，《南通市民族宗教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为准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南通市民族宗教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发挥其一资政、教化、存史一的功用。

二、本志记述范围为南通市及所辖启东、海门、通州、如东、海

安j如皋六市县．详记市区，概括县区。书中的全市指市区及辖县；

市区指城区和郊区。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不限，下限迄止1992年，部分内容延续到

19．94年。坚持详今略古，力求贯通古今。历史朝代沿用通称，夹注公

元纪年，1949年后概用公元纪年。，矗解放前、解放后劳以1949年2月

2日南通解放为界； “建国前、建国后一以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为界。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以录

为辅，图相对集中，表随文穿插，大事记置志前，人物传殿志后，诸

体并举，互为补充。

五、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
’

六、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一的原则，入传人物以本籍为主。

七、本志统计数字和计量单位的使用，分别遵循1983年12月1日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规定。全市的总量统计以南通市统计局的数字

为准。

八、本志数字书写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九、‘冰志资料经审定载入，文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l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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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南通，南临长江，东濒黄海，适当江海交汇之处，是一个以汉族

为主，少数民族散居；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存
的地区，宗教活动历史久远。 ，

隋初，佛教传入，开皇十一年(591)，创建了第一座寺庙——如

皋定慧寺。唐时，佛教兴起，道教传入，大顺二年(89 1)，南

通最早的道观——嘉宁观建成。南宋始，有少数民族迁入。明初，佛、

道两教发展迅速，寺庙、道观不断修缮、扩建，僧道人数逐年增多。’

时有蒙古人定居南通。清初，．寺庙．膏大小私砌者凡八百所，僧侣之众

不下数万人一，道教规模达Ⅵ九庙十三观挣之多。．满族、回族人逐渐

聚落南通，伊斯兰教传入。乾隆三十三年(1768)耶稣会派人来通传教，

次年建造天主教堂。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基督教区在通设布道站，传

教活动历时二年之久。光绪三十四年(1908)，建中心坊基督教堂。民国

初年，部分寺庙改为学校。天主教、基督教继续发展。民国1 1年(1 922)，

清真寺落成，伊斯兰教活动逐步正常。民国15年(1926)，天主教海门

代牧区成立，朱开敏为海门教区首任主教。抗日战争时期，南通沦陷，部

分寺庙被炸被毁，佛教会和佛教徒流离他乡，道教会被迫解散，天主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活动被迫停止。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教活动逐步恢复。
至解放前夕，南通人口主要由汉族、回族、满族、蒙古族四个民族组成，

共有僧侣4148人，寺庙500所；天主教徒40025人，-教堂156所；基督

教徒546人，教堂1 0所；穆斯林70多人，清真寺1所；道士1 700多人，

道观200多所。由于民族歧视，少数民族同胞不敢也不愿暴露身份，

政治地位低下，经济生活贫困，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建国以后，南通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组
织少数民族同胞开展生产自救，进行职业培训和文化补习，提高了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南通市民族宗教志

会地位，改善了生产条件。同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开饭

店，辟墓区，增加各种食品供应，并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组织参

与各种政务活动。各宗教团体积极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纷纷建立爱

国组织!广大宗教人士积极投身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各项运动，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天主教、基督教走上“自治，自养，自传一的爱
国道路。1958年，“献堂、献庙一活动极大地伤害了宗教界人士的积极

性。 “文化大革命"中，宗教界遭受严重的冲击，寺、庙、观、堂被

封，人员被逐，神像被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通市

认真落实党的民旋宗教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归还宗教房产，退

赔查抄物资。1980年后，狼山广教寺、海门耶稣圣心堂、；南通清真

寺、段家坝基督教堂、梅观音堂道院先后修复开放；南通市佛教协会、

南通市天主教爱国会、南通市基督教协会、南通市伊斯兰教协会，南

通市道教协会、南通市少数民族联谊会等相继成立。

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增长，金

市共有回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苗族、白族、彝族、壮族、侗

族、黎族、维吾尔族、高山族、土家族、土族、．傣族、布依族、藏

族、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景颇族、水族，纳西族、羌族、锡伯

族、俄罗斯族29个，少数民族人口为1384人，占总人口的0．02约。民

族工作成绩斐然，南通市(县)先后与1 o个民族自治地方州，进行对

口支援，并结为友好城市，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卫

生、建筑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有8个单位、33人获得国家民委、

省、市授予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
宗教事业健康发展。全市开放的寺庙、教堂、清真寺、道观共42

处；宗教界有79人(次)分另4担任全国、省、市、县(区)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及委员，参与各级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大

事．培养年轻僧尼、修生、修女、义工、传导、阿訇1 55人；受省、

市，县各级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I 2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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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隋+ 代：

开皇十一年(591)，如皋建定慧寺。

唐． 代

贞观九年(635)，东土山建三禅广惠寺。
L

*。
。．。

贞观二十年(646)，海安建广福寺·’ ．．、、7

一 ‘‘

总章二年(669)，．僧知幻、郡人姚彦章在狼山建大雄殿及诸殿

阁，号。膏慈航院●· ，- ．，⋯

’

．
_．

天宝七年(748)六月，鉴真大师东渡遇风浪，在狼山滞留。

贞元年间(785-"．-804)观音山太平寺初创。‘- ’1

元和年间(806"'．-819)如东掘港国清寺创建。’·、·-

太和四年(830)如皋白蒲法宝寺创建· √ ’

开成三年(838)日本入唐求法请益僧圆仁一行，在如东国清寺
客留十九天，后经如皋、海安等地至扬州。

成通年间(860,'、，874)通州建光孝寺·

咸通四年(863)通州建光孝塔。 一

成通六年(865)石港广惠寺改建为佛寺· ．t

‘

‘

● ，

t 。，五代十国’
。

。·⋯
。 ●

‘ 。

’～

后周显德五年(958)狼山慈航院改称广教寺．

‘

宋 代
‘

。- ●

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山东临沂人智幻住持狼山寺院，建
造支云塔。



南通市民族宗教志

政和年间(“儿～11 1 7)奉圣寺并入报恩光孝寺，称天宁报恩禅

同期宋徽宗为天宁寺簟大雄之殿一题额。

乾道元年(1165)，通州兴化禅寺创建。

乾道二年(1 166)，通州兴国教寺兴建。

淳祜二年(1242)，蒙古人入通州。

明 代

正德七年(151 2)七月十九日，狼山山门及部分寺殿因明军攻歼

刘七起义军遭火焚。 、 -．| ：

嘉靖十八年(1 539)创萃景楼． ，。、 ，，

嘉靖三十二年(1 55：3)葵竹山房始建。，’．，’_I。， 。

’嘉靖三十三年(1 554)后，倭寇屡犯狼山，祸及城乡。一，‘‘：

隆庆六年(1 572)前，狼山北观音禅院已建。。， ，，t，，

万历二十七年(1599)千佛寺戗建．’?‘，。 ‘，

万历四十六年(1 61 8)创文峰塔j五福寺． 。：．，‘，

崇祯元年(1 628)总兵王杨德捐资建军山普陀别院j‘‘．

王杨德纂成《五山志》。‘ ，，，。
．j 。，。

，

：、 ＼ 。

‘

：
⋯‘ ～ ’ 一：

‘清，，，化”一‘，‘ ．一．一
口 i、-、 - ’．

，7
一

，
·

j

顺治十八年(166 1)清廷毁军山普陀别院及十六庵。1．
． 康熙十三年(1674。)，’狼山大雄宝殿后殿等改称紫琅禅院。

康熙二十二年(1683)，重建军山普陀院大殿。

康熙三十六年(1697)狼山十一世祖冷山圆寂。

雍正二年(1 724)三仙祠创建。 1、。

乾隆十三年(1748)狼山重建碧云天半阁。立碑供康熙御制诗二

首于内。

乾隆十六年(1 751)，闽人刘名芳编纂成《南通州狼五山全志》

二十卷。



大事记

’

乾隆三十三年(1 768)天主教耶稣会派人来通传教，，次年建教
堂． 一。， ．‘。· “c一

咸丰九年(1 859)因黄朝飚农民起义事，清廷毁军山寺庙。 7．

7；．同治元年(1 862)，军山妙持和尚因涉嫌农民军起义遭清廷杀

害· ，，

⋯’

光绪元年(1875)，天宁寺六房公募兴修大殿，金刚殿及山门

等。 _’i、
。

光绪十二年(1886)，狼山梵行庵僧近岸去京迎请大藏经——

‘《龙藏》回山√和《明藏》一起供奉于藏经楼上· ‘．

。：光绪十九年(1893)，。‘天宁寺的大意堂松涛、水神殿柳堂、塔院

六斋等募塑佛像，同时倡议整顿僧制庙规、上殿、课诵、仪规等。

光绪二十年(1894)，美籍传教士威廉派人在南通设立基督教布

‘道站。
。

’．。，

光绪二十五年(1899)，狼山七庵卖庙田修支云塔，始向香客收

。宝塔缘一． ，

．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千佛寺改为学校。

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人吉秀牛来如皋传教。， ，

’光绪三十一年(1905)，美国基督教总会派人来通，在南大街租

房布道传教。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向狼山寺院征税。
’

；t，|是年，+张謇集通海五属官绅议设学校，并将天宁寺东部毗卢阁，

藏经楼等改建成公立学校· ．“1

．” 光绪三十三年(t907)通州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设立福音堂·：。
。，

、o

中华民国(1912～1949．9．30) 一

～

民国元年(1 912)

狼山广教寺在川至庵创办僧立小学．
‘

春江，学权等僧去通州师范学校就读·
狼山僧人近岸捐助庙田作五山苗圃，韭创办了森林事务处·



南通市民族宗教志

r。1月28日，梵行庵(三元宫)遭土匪抢劫，僧近岸被杀害·

法聚庵僧安定，迫于穷困，自缢庵中· 。

南通布道站改为基督教区。 ：， ，■

一 鲍伦德夫妇来通，在西门外建造纪念医院，定名为南通州基督医
豌· 0。

1I

。

’

民国2年(19 13)． 一

。

”．3月，狼山焚行庵盗案破获·案犯14人被追捕归案· 1．。

，4月6日，张謇参加狼山水陆道场法会．，
‘‘

。，，，

』 狼山六庵住持代表僧玉塘_呈请恢复问至庵·斗姥宫改称褊
。庵．‘， ．：

。‘

’，’ ．．‘ ．．． ，’ ，

t。’

张謇在观音岩之巅塑白衣观音像一尊，9并书写佛经．』’ ．，

， 是年，，法轮寺特请扬州万寿寺知客德林上人入主法席·：。
一’

，，

‘

．民国3年(1914) ．。‘ ，一，¨’’一I：
f

●

～ -

3月，张謇修建观音禅院· ‘1“{ t 一’

。 t

，

，’ ．‘

，

1

民国4年(1915) ，， ：：

’ ¨
’，

．

7
～ I。

，。8月13日，佛教会副会l长溪三去金沙规划，并将三圣殿改为僧学
校· √ √

9月3 1日，狼山海月、宽裕、愿持等各庵住持合资修建天宁寺光

孝塔． ～
：

’‘1

民国5年(1 916)

12月，观音禅院完工．

海格门夫妇主建南通州基督教医院护士学校·



j．．。。：：，’‘：：．大事褶mt=m’⋯⋯r··，、r

民国，6年(V1 9 17)。

6月7日，天宁寺光孝塔修理竣工，举行合尖礼·’一。、．‘：

张謇为张孝若赴美留学，书写《心经》五种，奉藏光孝塔内·
‘，‘ I ．

·： I
‘

一
1。

民国7年(19 18) j，．

j
。

基督教在如皋城内建立教堂。．

张管捐修兴化禅寺(西寺)：张謇写《重修兴化禅寺记》碑．
杭州井净庵僧静法藏一百余轴观音大士像，由普陀僧张摩诃赠南

通博物苑珍藏。 j
。

张謇在狼山观音院建赵绘沈绣之楼，
十余轴(尊)．
r

CZ

夔
t-?

珍藏历代观音大士像一百六

民国8年(1 919)

-⋯一春，南京中华基督教会总会在南通筹办英化职业中学和基督女

校。i匿、．
‘

。 ，‘：

L_农历二月十九日，狼山7观音院特邀刘灵华居士主讲《法华
经》． 。 。⋯。‘

’ 农历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张謇率众在狼山观音院听太虚讲《普

门品》等经． 一

农历九月十九日，张謇在观音院举行赵绘沈绣之楼落成典礼。
，

，十

民国9年(1 920')

8月17日，南通县(市)各区庙僧向北五省捐赠赈资。
，法轮寺秋期传戒· ．，

，

民国10年(1921) 一‘：：

j ⋯E i。

。一4

狼山观音院正殿迁殿落成· ，一 ：·_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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