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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全县寺庙宫阁庵堂分别按佛教、道教、俗神信仰以及儒

教、基督教予以归类，并以传人邑内的年代先后排序;各类的寺

庵、宫阁庙宇、教堂等均以建筑时间先后排序。

二、寺庙宫阁庵堂的分类主要以大殿主祀的佛像或神(仙、

圣)像为依据。

三、寺庙宫阁庵堂等建筑的修建日期一般尊民俗采用农历，

用阿拉伯数字记载。

四、"文革"指"文化大革命";"四旧"指"旧思想、旧文

化、旧风俗、旧习惯" 。

五、寺庙宫阁庵堂创建时间记载不一的均分别予以载人，以

资参考。

六、与寺庙宫阁庵堂相关的诗文，均附录在该寺庙宫阁庵堂

介绍文字之下的[诗文附录]中;与各编章内容相关的资料，均

附录在该编章之后的[附录]中。

七、本志资料基本来自原野调查，部分源自历代史志、

谱牒。

八、本志资料截止 2011 年 12 月，个别下延至 2012 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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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寿宁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明朝景泰六年 (1455)建县，隶

属建宁府。清雍正十二年(1734)改隶福宁府。民国初期，属东

路道，旋改属闽海道。民国二十三年(1934) 7 月以后，先后隶

属第二、第三、第一和第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隶

属第三行政区。 1950 年改隶福安专区。 1971 年再改隶宁德地区，

1990 年宁德撤区改为宁德市。

寿宁县北邻浙江省景宁县，东与东北紧靠浙江省泰顺县，西

北界浙江省庆元县:南与东南毗邻福安市，西连政和县，西南同

周宁县接壤。全县总面积 1425 平方公里，辖鳖阳、斜滩、南阳、

武曲、犀溪五个镇和平溪、芹洋、托溪、凤阳、坑底、大安、清

源、下党、竹管垄 9 个乡。 2010 年，全县户籍人口 265250 人，

常住人口 175876 人。

考古发现，早在距今 80C附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寿宁境内就

有先民活动。据民间宗谱记载，唐朝以来，为躲避战乱灾害，先

后有吴、黄、缪等姓氏迁入境内肇基繁衍生息。长安三年

(703) ，石矶津的薛令之就在境内南山筑庐苦读成名，成为邑内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儒生。

唐中宗年间，随着境内人口的不断增加，北方和沿海地区的

佛教信仰也随之传入境内。早在唐开元元年 (713) ，邑内就开始

修建龙山寺。大中元年 (847) ，僧东政在现在的鳖阳三峰公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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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东和禅寺(鳖阳三峰寺的前身) 。 五代后唐同光四年 (926) , 

平溪村民在南岸上游建灵岩寺。 五代后晋天福二年 (937) ，峡头

村民在村庄下游建石龙庵。

赵宋王朝重文抑武，寿宁境内也人文蔚起，精英辈出 。 乾德

三年 (965) ，著溪村的陈洪鞍进士及第;政和二年 (1112) ，韶

托村的黄槐春阁传捷;绍兴三十年 (11ω) ，西溪村的缪从龙雁

塔题名;绍定二年 (1229) ，西溪村的缪瞻特奏名第一。

宋元期间，境内有寺庙 15 座。其中，宋淳化元年 (990) 纯

池桃坑村建的灵显庵，淳化二年 (991) 坑底小东村建的小东寺，

庆历元年(1041 )托溪村建的西岩院，绍兴三十二年 (1162)托

溪村建的黄山公庙;元大德三年(1299) 平溪村建的仙崖寺，至

正六年 (1346 )六六溪村建的洞山庵等名刹古庙，至今香火

兴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淳化元年至四年 (990 -

993) ，致仕归隐田园的兵部侍郎(逝后追赠礼部侍郎)陈洪彰，

将位于三峰寺旁的田宅捐赠为寺产以扩建三峰寺。靖康元年

(1126) ， 韶托人、徽州知州黄槐，开仓放粮赈济数十万濒临绝境

的徽州灾民，更名黄山，挂印弃官遁回故里，义务为百姓持猎除

害、设馆授徒、 采药驱瘟，为鹤溪的开发开化奉献了毕生心血。

为纪念一代爱民知州黄槐(黄山) ，邑人将其尊奉为"黄山公";

将其采药修炼之山称为"黄山仙岩";将其教化蒙童的书馆辟为

黄山公庙;将其故里水库命名为"黄槐湖"。 ，其事迹载人《福建

通志》、《福宁府志》、《寿宁县志);宋朝以来，文人逸士赞颂黄

槐的诗词达百多首;各地修建的"黄山公庙"达数百座。跨进二

十一世纪，"黄山公文化"被列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槐湖、

黄山仙岩、黄槐石棺古基被规划为旅游线路。黄山公成为福建省

仅次于妈祖林默娘、奶娘陈靖姑的第三位地方神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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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寿宁境内有寺庙宫阁庵堂 41 座。 其中，洪武八年

(1375 )芹洋九岭建的九峰堂，洪武二十年 (1387)仙锋村建的

罗峰禅寺，永乐元年(1403)南阳村建的紫云峰庵，永乐六年

(1408 )赤陵洋建的南山顶庵等均名重一方。弘治十二年

(1499) .禾溪村许韬三将全部田产家财捐献给寺院，并率族亲 80

余人饭依三宝，轰动一时。

道教在寿宁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北宋靖康元年 (1126) .知

州黄槐为救民开仓放粮赈灾，弃官遁隐鹤溪修仙炼道，成为闽东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道家始祖。寿宁建县后，随着鳖阳、斜滩、平

溪、犀溪等地城惶庙、临水宫、文昌阁、天后宫等道教宫阁的鼎

建，道教在民间的影响日益扩大。

清朝，寿宁发生的几场重大兵事，都与寺院紧密相关。顺治

三年(1646) .明世裔勋西王朱常湖在平溪仙崖庵化身为僧，以

平溪木场村的鬼谷洞为据点，在平溪一带招兵买马积蓄抗清力

量。顺治四年(1647) 春，勋西王朱常湖率领明朝大将王祁攻破

鳖阳城，杀死清朝第一任寿宁知县吴允焊。此后，王祁大军相继

攻陷政和、松溪、建团、建阳、南平、邵武、福州等府郡，让立

足未稳的清延十分震骇;康熙十三年 (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

忠在福州发动兵变，配合平西王吴三桂反清，其属下 6∞多人在

九峰堂驻马屯军;咸丰八年 (1858) 六月，白岩头天池庵僧人设

密室诱奸村姑民妇，被太平军捣毁;由政和县人境欲攻占鳖阳城

的太平军，被驻守九岭头的卓麟英部团练所阻，在九峰堂安营

扎寨。

1950 年后，寺庙宫阁庵堂多被挪作他用，面目全非。特别是

1958 年至 19ω 年的"大跃进"和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

革命"，寿宁也和全国一样，寺庙被破坏，僧侣被驱逐。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不仅许多原已废弃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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