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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妄导羹气嚣荔蓦薹舌瓣张新鹰副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
⋯”1

浙江临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0年初夏，我头一

次到那里，热情的主人陪我登上被罗哲文先生誉为“江南八达

岭”的临海古城墙，只见长垣依山就势，蜿蜒雄险，若非四野葱

茏，一江如练，直疑身在秦关；正徜徉间，天风骤至，雾拢云合，

自敌台骋目外望，远山近水，苍茫一片；倏然，雨箭如织，玉珠

乱跳，暑气一时尽消，胸臆亦为之一洗，令人无比的畅快。临

海，就是这样地敞开襟怀，欢迎我这个迟来的访客，给了我难

以磨灭的第一印象。接下来的两日勾留，我愈发为临海那山

清水秀、静谧幽雅、古意盎然而又生机勃勃的风采所吸引、所

倾倒。在此之前，我曾三次到过与临海同属台州市区划的天

台．公务余暇，赏国清皓月，观赤城霞起，大慰思古之情，几至

流连忘返；这次的临海之旅，让我同样觉得生而有幸，不虚此

行。尚未离去，我已经感到：临海会使我同样长久地梦魂萦

绕，“念兹在兹”，盼望着第二次、第三次的重游。

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
‘

临海的魅力何在?在自然风光，还在人文荟萃。临海置

县，距今二千余年，唐以后，历代均为台州府治，文化发达，文

脉悠久，素有“小邹鲁”之称。谢灵运、骆宾王、郑虔、朱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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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性⋯⋯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临海的历史上熠熠生辉，他们的足

迹至今堪寻。同时，忝为宗教研究行列中的一员，我特别有兴趣强

调的是：宗教文化的兴盛，也是临海文化繁荣历千年而不坠的重要

标志和原因之一。 ，

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化传统当中，宗教的正面作用主要体现在

社会教化。儒释道三足鼎立，以儒为主，互渗互补，相辅相成，统统

承担着以被神圣化的教义信条、道德规范去摄伏物欲、模塑心性的

使命，成为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初叶的漫长时代里支撑国入精神

世界平衡的柱石。在佛教之后跨进中国的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

也需要像佛教一样经历融汇华夏文明、补益德治教化的过程，才能

得以伸入社会，站稳脚跟，保持活力，最终变成中国文化版图的有

机组成部分。当然，宗教能够发挥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的功能，与

社会领导力量和国家政权组织的观念、态度、政策是分不开的；而

与此同时，也会出现另外一些力量试图利用宗教的某些特有因素

去打破现存的秩序状态。在宗教问题上如何因势利导，趋吉避患，

似乎从来不失为对特定行为主体政治智慧的一种检验。

传统宗教表现其精神力量的方式和途径是灵活多样的，不但有

经院式的义学思辨、传法授徒，也有大众化的经忏礼拜、俗讲宣说；

不但有形而上的玄想默修、心领神会，也有形而下的寺观坛堂、庄严

像设。其中心目的，固然是为了宗教自身体系的弘扬光大，或信仰

者个体的超越现实，但其客观结果或社会效应却往往扩及更广的范

畴，就像一束辉光，在人类创造文明历史的多棱镜上散射出丰富绚

丽的色彩。在诸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乃至作

为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及当今社会整合的潜力资源

等方方面面，宗教给予我们的贡献和启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否认、

不可低估的。——尽管我们曾经对此认识不足、估计不足。

临海宗教的历史发展，恰好是说明以上看法的一个具体而微

的例证。于是，应运而生的这部<临海宗教志>便值得一读，便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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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寻常的含义。它的编撰者都是长期工作在临海当地的政

协、民族宗教、文化文物部门专业人士，其中不乏在某些研究方向

上成果颇丰的宗教学者，他们生长浸润于临海的历史文化环境之

中，怀着对家乡的情愫，依靠深厚的积累，秉持严谨的作风，踏勘旧

迹，走访耆老，爬梳文献，究元决疑，几历寒暑，数易其稿，终于完成

了这项艰巨的工程。不论就其体例设计、内容剪裁，还是就其思想

性、资料性而言，<临海宗教志)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它的问世，

是新时期修志工作的可喜进展，是台州地方文化建设的突出标志，

也完全应该被视为我国区域宗教研究的重要成果。

巳故胡乔木同志20年前倡导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新修方志以

来，像<临海宗教志>这样的地方宗教专志，迄今为止出现得并不多，

也许是因为有关宗教的志书太难写。全套<当代中国丛书>中，<当

代中国的宗教工作>是很早上马、最晚出版的一本，即是证明。我

想，临海的同志选择这个难题大做文章，固然反映了他们的学问功

底和充分自信，更反映了他们思想的高度解放。这部专志的编纂向

社会表明，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重视宗教的文化价值(包括乡土教

育作用)，愿意从根本上去认识和挖掘宗教文化的积极因素，为社会

主义现代文明建设服务。如此的学术见识、政治见识，决定了这本

<临海宗教志>出手不凡!正像临海宗教的历史文化影响决非局限

于临海一隅一样，它的意义将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里得到彰显。

因此，面对书稿，我禁不住要说：祝临海的宗教文化事业继往

开来，再结硕果!祝这座江南历史名城蒸蒸日上，永葆芳华!我相

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

(<临海宗教志>成，主要编撰者之一、老友任林豪君执意问序

于余，惭愧不敢命笔，林豪固促，乃勉为其难以谢，是可谓之“序”

乎?) ．

2001年国庆中秋吉旦，于北京寓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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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
杂志社社长、<世界宗教文化>杂志主编黄夏年

7

初到临海是在1993年，那是为了参与筹办我国第一届天

台宗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是我与临海有了第一次因缘，此后这

个因缘就一直保存下来了，又有过几次到临海的机会。

临海地处宁波与杭州的中间，现在不管是从宁波或是从

杭州走高速公路，到临海都是二个多小时。宁波是我国东海

边的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和重要的经济港口，杭州是浙江省

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古代起宁波到杭州就是我国一条重

要的交通要道，曾经有人称此为“唐诗之路”，因为沿途有的是

著名的风景区与佛道寺院。临海则是这条“唐诗之路”的一个

中转站0临海不是大城市，仅是一个地域中心，过去曾是台州

地区政府的所在地，现在政府已经搬到了椒江。但是临海却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文化积厚，风景优美，人才辈出。

临海的宗教很有特点，早期主要是佛道二教，其中道教可

能早于佛教传入，但是后来居上的佛教却超过了道教，影响更

大。以后又有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入，现在影响正在增加。

我国现存的传统五大宗教中，除了伊斯兰教以外，其它四个宗

教都在这个小城市里立足，但是这几个宗教之间并没有发生

冲突，而且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发展，这就是我国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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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宗教的显著的特点之一。

我国宗教史上有不少作出过贡献的人物，像中国佛教第一个

民族化宗派——天台宗创始人智额大师、中国道教金丹派南宗的

创始人张伯端，以及在我国历史上一大批有贡献的僧人和道士都

在临海留下了足迹，他们有的长住临海，致力于宗教事业的开发，

有的在这里讲学注疏，注重宗教理论的建设。
‘

宗教为什么在临海能够一直发展，长盛不衰，这是一个很有意

义的问题，值得探究。我的看法是，有两个原因不能不提。

一个是地理环境，决定了I}缶海的宗教发展。海路一直是中外

交通的一条重要通道，随着商业贸易的往来，伴随着宗教文化的交

流是不可避免的。古人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拥有发达的交通工具

和便利的道路，过去出门全靠行走或骑马驼运，临海地处于宁波与

杭州之间，既是一个地域中心，必然也是一个宗教文化周转中心，

因此它吸引了不少人或路过临海，或长住临海，其中包括一些宗教

信徒。前人诗日：“来潮归海艇，远寺动林钟”，即为真实的写照。

所以自唐以后，临海的佛教骤然发展，很快超过了道教，当时来华

的日本僧人如最澄大师，赴日的中国僧人如鉴真等人都在l晦海住

过，临海的龙兴寺也成为佛教重镇。进入近代，鸦片战争的后果是

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的签订，满清政府被迫对外开放，宁波是五口

通商口岸之一。基督教与天主教自然会从宁波传入临海。‘蔚蓝色

的大海掀起的宗教文化波涛是推进临海宗教发展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是周边环境，决定了临海的宗教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

从杭州到宁波再到普陀山的“唐诗之路”，是一道著名的亮丽风景

线，因为在这条路上分布了不少著名的佛道教寺院，如新昌大佛

寺、天台国清寺、桐柏观、奉化雪窦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以及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普陀山等等，这些寺山随便掂出一个都曾在中

国宗教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在中国宗教史上起过不可替

代的巨大作用。强大的宗教氛围和时代潮流，挟裹着临海的宗教



鳖鲞室丝查 兰
LIN HAI ZONG Jl^O ZHI

身前运动，特别是临海的邻县天台山，早在东晋时就获得了“峻极

之状，嘉样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的声誉，因而佛教

将其列为名山，道教列为洞天福地，后人赞日：。天台之胜冠绝海

内”。许多来修行或学习的僧侣道士，奔赴天台，兼顾临海，不知不

觉之间促进了临海的宗教发展。一．
’

改革开放以来，临海的宗教历史文化的优势得到重视，被充分

利用。临海作为台州地区的政府所在地，一直关注着天台山文化，

并将其作为一个特色的地方文化而加以开发。在政府的牵头下，

台州地区各界人士联合成立了“天台山文化研究会”，撰写文章，出

版专著，联络全国的专家学者，共同致力于天台山文化的研究与开

发，至今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当代中国佛教天台宗的

研究，临海学者出力尤巨，成果最多，获得了全国学术界的赞扬与

支持o_现在临海的学者们又将注意力放在了道教南宗的研究，相

信不久就会取得硕果，再鸣惊人。 ．。

。+

盛世修志是综合国力增强的具体表现。当代中国经济腾飞，

文化繁荣，宗教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临海

宗教志>能在这时撰就，就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积

极成果，当然也是这些年来临海地区的专家学者努力钻研、奋力拼

搏的结果。参加本“志”的作者都是一些从事地方史志的专家，我

与他们已经有十年的交道，曾经在一起参加过两届天台山文化国

际学术会议，拜读过他们的著作和论文，对他们的学术水平和研究

志向与学术特点较为熟悉。我翻阅此“志”，获益良多，增长了不少

学识。我的感觉是，本“志”是一本材料丰富，记载详实，有系统、有

理论的学术专著，通过它我们可以比较详细地了解临海地区的宗

教文化的历史全貌和特点。当前我国的宗教研究成果有很多都表

现出空疏的情况，停留在宏观研究的层面，像这种极具体、详实的

微观研究成果的确不多，如果各地都能撰写出像这样的。宗教志”，

我相信，我国的宗教研究很快就能再上一个台阶，走在世界学术研

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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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前列!

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

讲话时指出：“总结八十年来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

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

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求，“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

文化，必须继承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其中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国几千年历史留

下的丰富文化遗产，等等。宗教文化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属

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是丰富文化遗产，其中在宗教文

化里有很多可以为现今社会所利用或借鉴的文明成果，例如宗教

道德里讲的行善去恶的精神，宽容慈悲的胸怀⋯⋯，所以，只要我

们对传统的宗教文化正确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继承和

发展，必能做到古为今用。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这一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与中心环节方面，属于宗教文化范畴的

宗教道德和世俗道德内容接轨，其价值观与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

观重合，无疑给传统的宗教文化提供了一个极好施展机会的天地，

宗教文化应能在发展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作出自己

的独特贡献。<临海宗教志)无疑应是这一精神的积极体现。

2001年8月26日



临海市政协主席刘．铮

临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灿烂的历史文化教育，宗

教文化乃其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大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开发和建设力度，自然应该重视发掘其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

临海市政协文史委组织编写的<临海宗教志>，于是乎应运而

生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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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一种文化，自古产生，各国

皆有，且互相传播，交错发展，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在中国，

古代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和道教，佛道两教与儒学鼎足而

三，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主体文化。佛教虽自印度传入，但经过

长期的中国化，逐步渗透和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成为诱

动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因子。道教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

教。具有中国宗教文化的原生性和本土性，虽然它与人们生活

的关系远没有佛教那么大，但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极其深

远。因此，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离不开研究宗教文化。

临海古代的宗教文化佛道并茂，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在全

国乃至世界都有影响，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其佛教之兴盛，源

于与天台宗的密切关系。诸如天台宗实际创始人之一、天台

宗五祖章安灌顶大师为临海章安(今属椒江)人，天台宗祖庭

国清寺的第一任住持智越法师也是临海人。而临海龙兴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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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台宗东传日本的“母寺”，又是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大师的

受戒寺。至于道教，临海不仅有道教第十九洞天——盖竹洞，更产

生过道教南宗创始人、中国古代气功理论之集大成者张伯端这样

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由此可见：发掘临海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这

份宝贵遗产不可埋没。

经过几年来的努力，临海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开发和建设逐

渐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并已初见成效，古城风采得以重现，旅游

事业相继兴起。宗教文化的发掘，丰富了名城历史文化的内涵。

龙兴古寺风貌初复，名声远播东瀛，紫阳故里亦已考定，原址重建

可望。然而，由于人们对宗教文化不甚谙熟，认识尚多差异，古刹

才复，巷议辄生，说三道四，误解不浅。这说明，对宗教文化与名城

历史文化的关系，宗教文化在名城建设中的意义，宗教文化在临海

的流传和发展历史等问题，研究和宣传还很不够。

<临海宗教志>的编写出版，恰好为此作了弥补。

这部小小的本地宗教志书，虽然不一定称得上上乘，不足甚至

错误之处也可能存在。但作为研究临海宗教历史的第一部专著，

毕竟有草创之功，可喜可贺。借出版之机，我对为编写此书付出辛

劳的诸君谨表敬意和谢意。希望它的出版，能在临海历史文化名

城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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