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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清市原西涧寺全号

原寺院建筑群侧影

西涧寺远眺



原西涧寺戈门

西涧寺戏院侧影



寺院嬲?黧、“鬻铲向高主持*建寺院水井，后称“叶相井”

西涧寺中的光明灯塔

西涧寺中供奉的牧
童坐化成佛塑像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西涧寺举行二昼三夜平安大蘸

每逢初一十五，善男信女跨纷到此礼拜求神，祈福消兜



戏院落成庆典主席台

陈存明先生独资
修建的道教殿宇

寺旁龙江公园
小桥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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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集团董事长、信
士曹德旺夫妇，为1 999年重

建寺院捐款60万元

生察

西

李宝营
主蝙何

究工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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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浴生

吾邑融城原有东西南北五座涧寺，西涧寺

位于融城以西而得名。龙江、西溪双流交汇于

寺前而东去，朝晖夕阴，春滋秋润，可谓钟灵

毓秀之地也。

西涧寺始建于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

千年以降，寺宇历尽风雨沧桑，几遭颓毁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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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神脉依然强势，与广大信士心心相通，经

久不息，即使于废寺禁教之年，黎庶犹耿耿而

未忘之。神明之气，气通为演，演为民用，故

香火愈演愈盛也哉。

大凡升平之年，寰宇总呈惠风和畅之气、

海晏河清之象，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政

通时明，人民政府之宗教政策得以落实，宗教

活动场所得以翻新，信众之合法权益得以保障，

寺志得以重修，凡此等等，皆为大善事也。君

不见，畴昔面目全非之古寺，如今沐浴人民政

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宏猷灵光，重焕新天，

以其肃穆祥和之姿，屹立于龙江之左，碧瓦红

墙，雕梁画栋，林荫映趣，钟鼓鸣吉，其乐何

融!

何爱先先生多年热衷于参与吾邑数顼修志

之工作。今复撰西涧寺志，殚精竭虑，个中甘

苦，不言而喻。兹此寺志之稿杀青而即将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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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余作文以记之，余欣然允之，然则笔枯墨涸．

犹感力不从心，聊以微言现于大方家之前，愧

甚。

二o o九年初冬于三馀斋

※作者为原中共福清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族与

宗教事务局局长 ，、

※西涧寺，1996年由福清市宗教局批准为道教活

动场所，是福清市除石竹山道院外，最大的道教

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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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进行编纂。

二、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

着重记述建寺以来的寺院宗教活动和寺院的组织

管理等，上限为建寺之初的公元1026年(宋天圣

四年)，下限讫于2009年1 2月。

三、遵循“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的原则，设

章、节、目三个层次。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

体裁，以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附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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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采用语体文编写，文字力求严谨、朴实、

简明、流畅。

六、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对于寺院历届

管理人员、顾问及热心赞助寺院建设的企业家，以

“人物简介”的形式编入“人物章”。

七、民国及其以前的历史纪年，按当日,-j->-j惯称

呼编写，并用括号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以后的历史纪年，一律以公元纪年编写。人物

称谓，～律直书其名，不加职务，不予褒贬。

八、为记述简明，志中所记载的单位名称和用

语，凡第一次在志中录写的均用全称，重复记述的

则用简称。如“中共福清市委员会”、“福清市人民

政府”，简称“市委”、“市政府”；“福清市民族与

宗教事务局”，简称为“市民宗局”o“福清市道教

协会”简称“市道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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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九、1990年1 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福

清县，设立福清市。为尊重历史，文中记述1990

年以前的事实时仍沿用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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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西涧寺坐落于玉融城西，风景优美，龙江

和西溪分别自西南和东北流至寺前，会合后向

东南奔流。西南与玉融公园隔江而立，西北紧

靠龙江文化广场，寺周绿树成荫，芳草遍地。

寺前高达7米的石刻观音菩萨像，面目慈祥，

似在迎送四方宾客。

该寺是福清融城东南西北中5个“涧寺”

之一。东涧寺即龙山寺，南涧寺在水南村，北

涧寺为今之北林芦山寺，中涧寺原在市政府右

前方，现寺宇无存。

西涧寺始建于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原

名水陆寺。明初，在寺前设一长亭，为往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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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菇 武官绅饮茶休憩之所，因而取名“荼亭”。明天

顺六年(1462年)，住持僧恒茂主持募缘重建，

改前座为西涧殿，供奉渊灵公等道教神祗，后

座为佛殿。当年重修寺宇的三幅碑记尚存。

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邑人叶向高和邑

人陈士贤在茶亭旁建报恩祠，也称许公祠，奉

祀前知县许梦熊神位，以报答许氏的擢拔之恩。

叶向高亲笔题匾：“海国瞻依”，并撰一联“廿

年来遗爱犹存行道兴歌思蔽市；百岁后明湮勿

替秋风洒泪荐馨香”。同时在寺内建一古井，供

住寺僧侣饮用，世称“叶相井”，该井历经400

多年，仍保存完好，井中之水清澈而甘甜。

民国十四年(1925年)，报恩祠创办茶亭小

学。20世纪30年代，融邑曾一度毁寺灭佛，西

涧寺遂荒废，期间曾改为戚公祠，并奉祀福清

历代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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