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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县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全体代表

▲霞浦县佛教协会第二届第二次理事会全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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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禅师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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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大师石雕像 A智觉禅师塑像

目 一

▲如是庵汉白玉释迦牟尼、千手观音雕像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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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建县1712年，隋前称温麻，唐析长溪县，元置福宁州，

清升福宁府，居闽之东北、台湾海峡西岸，方圆1489平方公里，

是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霞浦佛教历史悠久，唠于齐代。永明元年建有“建福斋”(今

建善寺)，距今已逾1510年。霞邑，隋有印度国阁那堀多律师、唐

有日本国真言宗创始人——空海大师等高僧流寓参访弘法；历史

上名僧辈出，是中国佛教南禅五宗沩仰宗之创始人——灵祜禅师

祝发出家地；曾设置有僧纲司署、僧正司署，统辖五县佛教，系

闺东佛教活动的重点县之一，闻名海内外。

际兹国家繁荣、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大好形势

下，为帮助佛教组织和广大信徒群众了解霞浦佛教的过去、现在，

着眼未来，进一步贯彻党的宗教政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做好

宗教工作，根据中央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

规定》和<福建省志编写通则》及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决定应修

我县八十四项地方志编写要求，经全体编写组同志五年之久的辛

勤收集，以采撮书史、实地勘察、多方采访等方法，本着。存史

资治、继往开来”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反映霞浦佛教的产生、发

展及其现状，且经先后六次修改，今天终于交印成版，圆满完成。

通过本志编写，相信广大信徒群众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引下，遵

循《宪法》规定，发扬“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爱国爱教传统

道风，坚持“人间佛教”的思想体系，弘扬“农禅并举”的传统

禅风，为振兴霞浦、建设霞浦，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九九四年八月

J鼍之、詹lⅪ≮麓

●

．肜荔、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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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记载了我县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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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

自身演变及其兴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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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志资料来源以民国十八年版《霞浦县志》为基点，．并

参阅清乾隆《福宁府志》、明弘治《八闽通志》、明万历《福宁州

志》、宋《淳熙三山志》及《四库全书》、《中国佛学人名辞典》、

《中国佛教》、《佛学大辞典》、《宗教词典》及现有档案资料，在有

关档案不全者则以老僧大德口碑资料补充之，但El碑资料必经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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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沿革、源流、组织、制

度、活动、佛徒、文物古迹及附录等十篇，并以文字记述为主，图

表、相片分散在有关章节中。

七、本志除小量引文和艺文外，一律采用规范语和简化字，并

加标点符号，所采用之地名以今地名为准，必要保留当时名称之，

则注明今名。

八、本志下限至一九九三年十--y]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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