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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是础意识形态。宗教彳苦仰、宗教感隋以及与．其相适应
奄 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主义条

件下，宗教仍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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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观反映我市宗教的概貌及其历史演变的状况，并根据《常州

市志·宗教卷》的编纂工作和资料存史的需要，经过三年时间编纂成

这部史料翔实的宗教部门志一一《常必}市宗教志》，填补了常州地方

志书的空白。它的问世，’必将得到常州市宗教界入士和关心宗教志的

人们的欢迎。当然，这部志书还存在资料不足之处，但作为—部新

志，希望能得到宗教界人士、宗教工作干部和从事宗教研究工作的同

志的兴趣，也希望能t嗄多的人们了解它，认识它，以使它能更好地

为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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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历史上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5种宗

教。其中以佛教，道教的历史最为久远，传人常州已有17雠；
伊斯兰教起于元末明初北方回民南迁定居并创建清真寺，距今也有

80噼；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天主教，基督
教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在常州设堂传教布道。

辛亥革命爆发后，常州废庙兴学，将多数寺院庵堂改作中小学

堂。佛教日趋衰落，道教更是一蹶不振。至解放前夕。除天宁寺、清

凉寺、孙家庵等较大寺院尚能勉强维持外。一般寺观多半景况萧条，

有的甚至僧尼星散。玄妙观、永庆寺、崇胜寺等殿宇倾颓，清真寺亦
l

‘

负债累累。 ，：
’

．

宗教的传播对常州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

末德袼元年(1275)元兵围攻常咖l时，护国寺万安长老率领僧众奋起

抗击，在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袈裟塔一的故事早已在民间广泛流

传；天庆观(玄妙观)住持徐道明英勇就义的事迹亦彪炳千古。在

1 927-'-1 9 29年，武进前黄、运村地区，在中共武进县委领导下，由

共产党员张云鹤、何畏参与发动的天宁寺佃农抗租斗争，历时29之

久，轰动常州、武进地区，’为常州革命斗争史谱写了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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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寺，太平寺、清凉寺，玄妙观等古老寺观，不仅为佛，道教

信徒所向往，‘而且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宋代文豪苏轼在清凉寺僧堂

内“题笔殆遍算。太平寺内亦有他的诗句；明代抗倭英雄唐荆J I I，刑

部尚书白昂，清代及民国时期诗煅、洪亮吉，钱振嬗，徐志摩
等，．也曾在天宁寺、红梅阁等处留有宝贵墨迹二乾隆6次南下就有3

’次至天宁寺拈香礼佛。并题写“龙城象教一匾额及楹联·同治，光绪

年间重建后的天宁寺，被誉为东南四大丛林之．_p天宁寺，清凉寺的

水陆道场及传戒法会。以仪规严谨而名闻遐迩p每逢农历七月三十

。 “地藏蓿期-。便有成千E万佛教难远从无锡，苏州，江阴，宜兴等．

地赶到天宁寺进香，坐夜，其盛况至今不衰。1982年，天宁寺、清

凉寺均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天宁寺被国务院列为

全国汉族地区重点寺院。

天宁寺与玄妙观的红梅阁、太平寺的文笔塔相连成片，是常州的
’

旅游胜地。‘ ．

解放前，基督教为传道的需要，在常州创办了“育德中西女

校一、“恺乐中小学校一，“崇真女校厣，‘靠武进医院弟，“真儒护

士学校修等教会事业。这是帝国主：；(文化侵略的产物。但教会学校也
‘

引进了西方的教育；l}；|度，传播了外浯，数学、理化，体育等科学文化

知识。“武进医院一和“真儒护士学校一，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

术。开拓了常州的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批医务人材。

中国古代的宗教事务，唐代由鸿胪寺掌管。明代设置僧录司、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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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司分管全国佛教，道教：各府设僧纲司、道纲司；州设僧正司、道

正司；县设僧会司、道会司口清代仍沿此制9民国初镇。常州设有

“中华佛教总会武进佛教分会，。会长清海。民国15年《1926)，天

宁，清凉，太平，崇胜等寺方丈及常州士绅何汝霖，恽祁如等12人

发起组织“佛化联合会一。会址谤罐蒲凉寺。1939年秋，I由放生寺

的日本和尚发起脏制“日华佛裂。‘会长脯赫谳根口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成立了“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一。常州也成立

了“佛教支会一．会址设在清凉寺，崇胜寺住持智圆为会长，宏慈为

秘书长·此外还有“武进县道教联合会一，“武进道教会一，_中国．

回教协会武进支会芹等宗教团体· 1

解放后，宗教事务最初由常州市腑管理口1952年建区后，
由各区民政科(股)分管。1956年撤区，由中共常州市委统战部分

管·1 95 7年9月27日常州市入民委员会设立民族宗教事务处，19{67

年因“文化大荆而中断。1979年6月13日，常州市革命委受会恢
复民族宗教事务处。与侨务办公室两黼子，—套班子口1980年10
月27日单独设立常州市民燃赣处p至1985年，历任常州市宗
教事务处领导有李玉，赵文佑、施耀武，潘石江、薛江、叶铭伍，邱

若焕，，邹尧、张曾廉等。

解放初，常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贴出布告，宣布保护寺庙糨改

堂。人民政府提出“生产，学习，修持三不误一的方针，并协助组织

僧尼生产自救，从事梳篦，织布等生产劳动口1959年发动献堂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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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动员佛教僧尼还侄}转业口大部分转业从事机械、电气，化工，服

务等行业工作p
‘

●在天主1努泳灌督教中，黼开展了独立自主，自办獭“三
自一(自传，自治、自养)为内容的反帝爱国运动。割断了基黼

_ 美国差会，天主教与梵蒂冈之间的联系。1955一-1956年曾筹划“常

j 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一及．“常州市天主教爱国掣等组
，

‘

囊
织。

’， '‘

“文化大革命一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破坏党对宗教

‘工作的方针政策。企图人为地消灭宗教。政府管理宗教事务机构被取

消，宗教界亦深受浩劫。常州市所I静奇恼教堂全部被占用，佛像，

圣像、法器悉数被砸毁，一切宗教活动均被禁止。有51名宗教职业
。

者受到；哼；击，其中天主教神甫1入，基督教牧师1人，传道1人，僧37

人，比丘危◇人道士1人，阿訇1人。同年10月，所有宗教职业人员全

鄙被逐出寺庙教堂，有的并被揪到文化宫广：驸4斗争。此后有43
一 人送往教养院，5人安排转业，纠谨莹送回家。

1979年恢复了宗教工作机构；召回部分僧尼及神职人员，并分

喈 另《安排在原来的宗教场所继续从事宗教活动；发还查抄物资并补发被
⋯

扣工资。吖些宗教界代表人物则安排在市，区人大，政协担任职务。

1980年1月11日及9月24日先后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开放的寺

．-， 庙、教堂，’有常州市清真寺、基督教恺乐堂，基督教喇冀蜘道所，
东门天主堂，天宁寺，孙家庵等6座。198 1年成立筲缈}f市修复天宁禅

一5一V



寺委员会，集资修复天宁寺手Ⅱ孙家庵；各教堂和清真等也=全部筐薹葛●

瓤懒建立了制市徽协厶，制市伊斯数始，翩l橛
主教爱国会，常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州市基督教协会

等5懒团体口 ·

1982年起，常州宗教界与国删-截止199哞底，制：： ．_

市所开放的寺庙，教堂共接待来自日本，美国、加拿大，泰国、，赤道。 i：

几内亚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宗教界人士和旅游观光者达两万余入
胃

次。

1982年3月3 1日，中共中央发出l 1982】l鲈粼《关于我国，
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个纲领性文件，

系统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宗教问题E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

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并规定了宗教工作的_些准

则。 ．

1985年，常州市区有恢复开放的佛教寺，庵各一座，有僧 一．

37人比丘尼11人；道教所存道观俱废。天主教堂l座，神职人员-：

2人，教徒1 26人；基僦2座，教牧人员4人，教徒1400余人；伊
斯兰教清真寺1座，有阿訇1人，参加开斋稍舌动的穆斯林300余人- 蓐

1985年7月接待了以美国华侨总商会董事长应行久为顾问，原天 ；

宁寺方丈敏智法师为团长的美东佛教总会朝拜团。1989年12月，常‘．

州天宁寺向台湾妙法寺赠送重量8．8吨的一批瓷佛慷，开创常州市与

美国及海峡两岸的佛教文化交流。1990#6月，天宁寺以松纯为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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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梵呗唱诵团应邀赴北京参加观摩演出，深得各方好评。同年

l Oft，天宁寺又举行传授三锹成法会，共有来自国内26个省市及
台湾，香港地区的1 276名佛门弟子受戒?并吸引了许多海内外法师

和信众来常州参加传戒盛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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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草

第一章 佛 教

第。节： 沿革与宗派

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已有近20(0·远在三国·吴赤鸟年问
(238～250)，常州(当时为毗陵)已有寺庙建筑。在现武进前黄乡

谈巷村的白土山上建有自土山寺。东晋时期(317-420)，在现武进

潘家乡百渎村建有蓼莪寺。

南北朝时期，佛教鼎盛。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

系南兰陵(今武进万绥一带)人，均笃信佛教。齐建元年闻(479-

482)齐高帝在常州东郊创建建元寺。梁武帝蹴佛，提倡“佛化
治国一，从贵族到平民都要信仰佛教，于是江南各地大建寺院。唐代

诗人．杜牧有著名诗句：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萧衍

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亲受佛戒，编有《水蝴》一书。天监七年
(508)耥在武进万绥建黼(后改名为智宝寺，又名擗、万
岁寺)。 ．

．隋唐两代是帼佛糕大成的嗍，形成了华严宗，律宗、俱舍
+宗，成实宗、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禅宗、真言宗、净士宗等十

大宗派。唐代寺庙庵堂已遍布常州城乡各地。除有贞观，永徽年间

一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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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7-655)创建的天宁寺外．经过改建的太平寺已是“穹堂佛殿、

甲于诸刹一。为常州地区最大寺院之一。此外，还有高宗显庆年间

(656-660)兴建的显庆寺，神龙年间(705—707)兴建的龙兴寺，

开元年问(7 13-741)兴建的开耐(又名正觉寺)，崇法寺。至后
唐长兴年间(930-933)又兴建正勤寺(又名黼)等。

宋代抑佛兴道，永庆寺于宋宣和年问(1 1 19-1125)奉诏改名为

“神霄玉清官一，成为道教宫观。。

清代佛教又盛，康熙、乾隆更是竭力倡导佛教。此时常州高僧辈

出，著作甚丰。纪荫禅师著有《宗统编年》三十二卷及《宙亭别

录》、《宙亭诗集》等。天涛际云法师曾五坐道场。四会说法，有

《天涛际云语录》二卷；净德了月有《净德了月禅师语录》四卷；嘉

庆年间(1796—1820)恒撇两次开埽贼，蓍有《学庸寐言》一
卷，《佛袒0髓》九卷及《恒赞达如禅师语录》十卷等。但在成丰十

年(1 860)太平天国战争中，常州许多寺院如天宁寺，太平寺、清凉

寺．．显庆寺，崇胜寺，孙家庵等均遭兵燹。同治，光绪年问由冶开，

静波等重建天宁寺，清凉寺。太平寺和文笔塔亦相继修复口

民国初年。废庙兴学。据民国24年(1935)调查，常州(包括武

进)原有寺庙庵堂13 15座，其中192座已在民国初期改为校舍口如护

国寺改为常州府中学堂。关帝庙．．东岳庙、都城隍庙，县城隍庙，夹

城庵，吉祥庵，白衣庵等均开办中小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天宁寺，

崇胜寺遭日机轰炸，天宁寺有10位僧人被日军枪杀·常州大部寺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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