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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嗣

党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宗教工作受到各级

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使广大干部学习掌握党的民族宗

教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了解我县民族宗教的历史和现

援，在县委县府的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支持下。我们编

纂完成《费县民族宗教志》初稿。

费县少数民族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史。清末．，西马

庄杨建謇叔侄与民蒺英雄左宝贵在裁鲜‘‘甲午战争’’中为

民族猷高宝费生命。1 935年梁邱回族青年魏立，久积极参

知申若鲁南特委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成为全县第一个

薅基共．产党员Q抗日战争初期， “回民游击队。’’、 “回

民协会炉应运雨生。同全县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用头颅

和鲜血挽束革命的胜利；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
嶷，灵疑套县各族人民一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振

必囊县经济，谱写着社会主义新篇章。抚今追昔，少数

薏蓉从泰有今日的繁荣昌盛；展望未来◆党的铤导使各

燕式民爰如期气蓬勃‘! ．

凑．饕悠久的幂教炳史，始于隋唐。马列主义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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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类社会发晨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它有一个发

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共中央1 98 2年《关于我国社

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篦》中指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宗教闻题的唯一正确的根本

途径，只能是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通过社会

主义酌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逐步发展，通过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发展，逐步地消除宗

教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因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

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出的政

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加强对

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

素，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社会统一大

业，为反对羁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费

县民族宗教志》是第一部记述本县民族宗教状况的志

书，她的脱稿问世，对我县各级领导研究本地民族宗教

历史，弘扬民族文化，制定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志由王有瑞执笔编辑，在编纂过程中得到有关单

位和嗣志们的大力支持帮助，行署民族宗教处领导审阅，

了初稿，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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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料匮乏，水平所限，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提出

灼见，以便修正。

费县民族宗教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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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费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东靠临沂市，西连平邑

县，北与蒙阴县接壤，南毗苍山县、枣庄市。雄伟的东

蒙山脉绵亘于后；挺拔的抱椟崮屹立于前，其间山川河

谷l 903平方公里，居住着汉、回、壮、朝鲜、撒拉等族

80多万同胞兄弟。蒙阳浚河，莹绕“季氏古费f；潢羊．
井”；南城山阴葡水，流经“弦歌之都圣贤地弦。二水

汇于万松山下，婉蜒曲折，注入沂河。

费县素为“名区’’，上古即为少璩属地，春秋鲁侯
公族季友在此建造私邑。战国时称费国，西汉初年置

县。其间县城数次迁移，民族历尽兴衰，详情具不可

考。惟自元朝．大德年至明朝洪武时期，由于中原地区王
朝频繁更迭，兵燹战乱持续不断，兼以地震、灾荒、瘟
疫盛行，造成河北、河南、山东省一带纵横千里，无有

人烟。从元朝武宗皇帝开始，重视恢复农业生产。到明

洪武、永乐、成化年间，统治阶级为发展农业生产，不

断从人口稠密的山西各地向山东迁移农民。当时迁民以县

建队，集体迁移某一县中。费县居民及沂纠各属县民多

来自山东省曲沃县(即俗称“山西喜鹊窝’’)。

清朝乾隆年间，齐河县米氏回民迁入梁邱，费县始

有少数民族居住。建国以后，或因婚配，或因工作调

动，其他少数民族陆续迁入杂居，分布于全县14个乡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3 2个村中。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族人民亲如兄弟，为翻

身求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结成一条心；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改天地，绘新图，共走一条幸福路，结下深

厚的阶级感情。

费县地近圣人之乡，素有“学道之邦’’美誉。几千

年来，人们代代崇尚孔教。孔孟之“仁义’’，曾(参)闵

《损)之“孝悌’’，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盛唐以后，佛

教、道教传入费县，名山胜区，遍设琳官梵刹。自北齐

诸满兴圣寺创建到民国年间，全县佛寺多达百余所，道

院多时竟达36 0处(部分今已属平邑、苍山县)。在当时

社会条件下，乡民没有更好的精神寄托， “行善积

德努-‘t信神信屉：成为他们的唯一精神支柱。建国后，

随着唯物论、无神论的普遍宣传，佛道两教消失。

l 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德国传教士依恃不平等条

约．，在中国强行传播天主教，激起人民群众的仇视，

“灭教除教黟的反洋教运动迭年兴起，天主教被迫于
l 945年停止活动。1 9 1 8年，美国基督教传入费县。外国

传教士在痛遭“义和团”的打击之后，改变传教策略，

采取文“化’’奴“化’’的方式，实行边兴办慈善事业边

传教。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宽容，因此能够生存和发

晨奄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基督教会

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差会”控制，实行了自治、自

传、自养的“三自’’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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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信教群众爱国爱教，遵纪

守法，·一个为全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多做贡献的大好
形势正在形成。

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编

写，采用图、表、志、记、传等形式，实事求是地记述

本县1990年以前的民族宗教情况。

本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历届民族宗教管理机构及

负责人表；中间分一、二两篇，共九章十一节；末设附

录，辑入有关历史文献和重要碑文。编写时，依原文不

作改动，缺、脱漏之字用臼表示。

一九九O年七月

大 事 记

I 79 1 6(清乾隆五十六年)，齐河县米家砦回民米氏

举家南迁，定居于费县梁邱镇。

1 85 l#-，建成梁邱清真寺。

l 872年(清同治十年)，梁邱清真寺复修。成事六年

到同治二年，梁邱为幅军，长枪会，捻军重要根据地；’

屡遭清兵袭劫。．原清真寺内财物、经典损失，大殿、讲

堂遭兵火后，毁坏严重。本年清真寺乡老米聘、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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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魏全等集资复修大殿、讲堂。同年何长泰来梁邱清真

寺做阿訇。 ‘．

1 8 83年(清光绪八年)，山东南界天主教区总堂(原

址设在阳谷县坡里庄，后迁入兖州)派柏德禄神甫到费县

城里传教。柏德禄在城里先后发展苏家、于家、李家、刘

家’、徐家等居民户全家为夭主教徒。次年又去蒙山前塔

山、白埠一带传教，并设聚会点。
’

l 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梁邱回族米氏部分人到

费县城定居。西马庄建立清真寺。

．1 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兖州天主教总会派德国

神甫华德泣到费县城里传教。

1 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费城穆斯林捐款集资兴

建费城清真寺一处。

l 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建成费城天主教堂。本

年夏，临’|：费交界处群众发起反洋教活动，拆毁探沂、

唐林、甘霖、升平庄等数处教堂。费县知县谢羲上报山东

巡抚袁世凯，袁以防护不力，给谢记大过处分。责令费

县赔银+1200两。

l 9 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兖州天主教总会派奥地

刹神甫维海明到费县天主教堂任职。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白埠村民孙守约不堪天

主教徒的欺压，带十几名青年痛打了华德胜的“狗腿

子’’孙隆典、孙守约被清县政府逮捕，病死在费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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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

l 909年(清宣统元年)，自埠村民孙毽三用杀猪刀插

死仗势欺人的天主教徒孙隆典。之后，率村民烧了白埠

教堂，砸了天主教办的“三义荣"布店．，抢了天主教设

在店予村曲数家“洋店铺’’。被官兵镇压后，孙隆三脱

‘险，只身流亡关外。

l 9 l 5年夏，土匪苗玉桂率众数百，抢劫塔山天主教

堂的财物。苗受反洋教影响，产生盲目排外思想。令手

下入绑架华德胜到万寿官，叫华在炎热的太阳光下，身
穿皮袄烧火做饭，折磨半个月后放回。 ·

．1 9 l 8年，滕县基督教总会(属长老会一派)，派申乐

道牧师(美国人)到丁家庄、小井子(今属平邑县)传道，

设立聚会点，发展教徒30余人。
、 1920年，滕县基督教总会派杨玉明、孙二先生两位

长老到丁家庄、，穹、等予继续传教，发展教徒20余入。

1 925年‘，霍运更神甫、商神甫到费县天主教堂任

取。

同年，菊更生神甫从平邑镇来费县城里，在南关郭

家，闻家传教，并设立聚会点，发展教徒4蜍入。
l 928年，费县人基督教女传道员王素真到万全庄、

毛家洼、仲村一带传教，，发展教徒数十入。

王睨9年，美国牧师申乐道到西葛峪村传道。

王粥1年，费城天主教堂扩建。教堂东建钟楼一座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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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东南建三层小洋楼一座。

1 932年，时家村人(今属平邑)时有年，任基督教·I氏／'

老会会长，到上冶一带传道。庄德仁牧师和金牧师耋1．垮

教徒洗札。

1933年，华德胜神甫、霍运更神甫在天主教堂路北

建成教会医院一处。

l 934年，华德胜神甫在城里南北大街东侧设当铺一

处。

1 9 3 5年，基督教徒王玉琢自东北热河返回家乡西葛

峪村，在本村发展教徒30余人，建聚会点一处。

l 9 39年，日军侵占费县城，城内基督教活动被迫停

止。少数乡下聚会点秘密活动。

1 944年，华德胜离开费县，途经临沂、青岛回德

国。费县天主教活动结束。
． 1 95 0年，全国基督教总会负责人吴耀宗发表基督教

“三自革新’’讲话。费县基督教活动开始恢复。费县以十

区葛峪为分堂口，下设七处小支堂口p

1 9 5 7年，梁邱西村“函结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管

连启赴北京参加全国民族团结代表大会。

1 965年秋，全县开展“破四旧"活动，梁邱、城

关、西马庄、许．庄等处清真寺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

1966年冬，全县基督教徒停止公开聚会活动。

l 97 2年，费县工业局，车辆厂拆除城关清真寺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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