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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j：鞍山市宗教志>经过修志者的辛勤努力，现已出版问世，这是

鞍山市宗教工作的一件好事。

鞍山有多种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

宗教俱全，宗教历史较长，情况也较复杂，对鞍山的社会发展一直有

着影响。

宗教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曾对人类的文明、进步起过重要影响。研究

宗教，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挖掘、继承和发展祖

国的民族文化。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和左右着人们的信仰。研究宗教，可

以启示和帮助我们更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认

识世界、改造世界。

研究宗教，还可以使我们加深理解党对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从

而进一步增强全面、准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自觉性。

研究象毂，有利于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地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总之，认真研究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未来消亡的历史，无疑对社

会发展是有益处的。然而，在鞍山现有的史料和志书中，还没有一部

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宗教的专集，所以每当研究它的时候，都因史

料不足而感到遗憾。‘鞍山市宗教志》的编辑出版，是继前人之基业，

偿今人之夙愿，填补了鞍山文化史的一块空白．相信它会为广大读者

全面了解鞍山，特别是了解鞍山的宗教历史，研究宗教工作提供方便。

鞍山的佛教从北魏时期就已传入，道教是明、清时期传入，伊斯

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大体上也是清代传入的．然而，在日本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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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侵占东北时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宗教同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新

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宗教方面的方针政策，使宗

教得以恢复。令人痛心的是．1966年开始的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

革命”，又使宗教遭到了严重的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全面地贯彻落实。被捣毁的寺观教堂得以修复

和重建，宗教界人士又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

鞍山的宗教历史经历干百年，数个朝代，时间跨度很大，再加之

史料不全等因素，给修志工作带来了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为了编好

这部志书，确保其严肃性和准确性，修志者四处奔走、查询，对历史

资料进行广泛搜集和深入考证。往往为了澄清某一事件而查阅几十本

资料，奔波数百里；并多次进深山、入古刹采访法师和道长，到教堂、

清真寺请教神甫牧师和阿訇；更少不了在隆冬炎夏执笔疾书．修志者

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广征博采史实，运用可靠的资料，实事

求是地反映鞍山的宗教历史，使<鞍山市宗教志)具有一定的学术价

值。

这部志书结构比较完整，史料比较丰富，记述比较客观，语言比

较朴实，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由于宗教修志还仅仅是尝试，加之历史

上的种种原因，这部志书难免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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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金乃钱

1994年5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恩想为指导，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全面、系统地记述鞍山

市宗教的历史和现状，旨在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

研究鞍山市的宗教工作提供方便。

二、本志上限不限，下限截至1987年。

三、本志为章节体，除概述、大事记外，共分4章16

节。

四、本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为已谢世的宗教

界人物立传．

五、本志用公元纪年，各朝代纪年放在括号内，在必

须用朝代纪年时，则将公元纪年放在括号内。

六、本志中的数字、计量等的使用，一律遵照国家的

有关规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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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鞍山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教俱全。

佛教是以释迦牟尼为最高教主，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达到成

佛为最高目标的宗教。佛教是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

卫国王子悉达多·乔答摩(释迦牟尼)创立的。其基本教理有“四

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

慧三学，以断除烦恼成佛为最终目的。约在公元前一世纪传入中国，北

魏时期(420——534年)传到辽东。从此，鞍山也就有了佛教徒的足

迹。隋唐时期发展最盛，千山著名的龙泉寺、祖越寺、中会寺、大安

寺和香岩寺等，皆始刨于唐代。在鞍山的佛教，主要有毗卢、临济和

曹洞三大派。著名的高僧雪庵、普安、洪光、咸云、函可等皆出于千

山。鞍山市区还有双峰寺、灵山寺、地藏麾等10余座寺庙。海城佛教

寺庙更可谓星罗棋布。据民国13年(1924年)《海城县志》载，主要

有大佛寺、三佛寺、来佛寺、西佛寺、弥陀寺、毗卢寺、观音寺、慈

航寺、慈化寺、普照寺、九龙寺、双龙寺、龙凤寺、天泉寺、海泉寺、

龙泉寺、圣水寺、金塔寺、银塔寺、铁塔寺、石塔寺、青云寺、黑云

寺、普化寺、保安寺、保宁寺、镇海寺、镇河寺、兴海寺、护国寺、管

饭寺、三学寺等百余座。台安县在解放前佛教有万福寺、清泉寺、福

隆寺、护国寺、清庵寺、慈恩寺、昭庆寺和兴隆寺等八座．皆为清代

始建。1948年，鞍山有寺庙6l座，僧314人、尼82人、居士40人。

1957年，鞍山尚存佛寺35座，僧65人、尼86人、居士30入。各寺

庙．除因历年失修毁坏外，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特别是又遭到

1975年2月海城地震灾害，寺庙多已无存。从1980年开始，经过落实

政策，已恢复作为佛教活动场所的有千山龙泉寺、中会寺、祖越寺、香

岩寺、大安寺及海城三学寺等处。有比丘、比丘尼60余人．居士2500

余名。



道教是在中国产生的一种宗教，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主要经典，

以众多神仙系统为崇奉内容的多神教。其基本教义是“道”。认为

“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万象以之生，

五行以之成”。宇宙、阴阳、万物都是由它而化成。崇奉的最高之神是

由“道”而人格化的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其

中道德天尊即老子。最大的宗派有正一、全真、真大和太一四派，现

在主要分为全真和正一两大派。道教在鞍山的活动场所主要集中在千

山。道教早在明代初期即传入千山，但不久匿迹。到清代康熙六年

(1667年)第二次传入千山，并且发展很快。千山道教的主要宗派是全

真龙门派。道教第二次传入千山是在无量观，无量观的开山祖师是刘

太琳。道教在于山历代建造的宫观有八观(无量观、慈祥观、玄真观、

青玄观、圆通观、风朝观、三清观、武圣观)，九宫(太和宫、斗姆宫、

圣仙宫、圣清宫、东极宫、朝阳宫、五龙富、西海宫、太安宫)，十二

茅庵(南泉庵、鎏金庵、木鱼庵、洪谷庵、皇姑庵、伴云庵、太皇庵、

西明庵、双龙庵、龙泉庵、观音庵、石龙庵)。此外，还有白云观、保

泉观、双泉观、天宝宫、遁颐庵等。据传，道教传入海城最早的宫观

是清初建造的海清观，地址在海城南沙河北岸，属龙门派。在海城的

道观还有慈化观、兴隆观、圣水宫、龙王庙、老君庙和接文的娘娘庙

等。台安县在历史上也有道观，在台安镇西北的老边屯有三仙观，创

建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原为三霄娘娘庙。1948年，鞍山有

道观33座，乾道359人、坤道17人。1957年，鞍山还存道观28座，

乾道57人、坤道17人。各宫观除历代塌毁外，在“文化大革命”中

均遭不同程度破坏。1980年以来经过落实政策，已恢复作为道教活动

场所的有千山无量观、普安观、五龙富、慈祥观和海城酒仙庙等，交

付道教管理使用的还有千山的太和宫、鎏金庵等。道教有乾道、坤道

50余人，信徒850余人。1984年1月成立了鞍山市道教协会，会址设

在干山无量观。

伊斯兰教是由穆罕默德在7世纪初，创传于阿拉伯半岛麦加的一

神教。在中国旧称“回教”、“回回教”、‘：清真教”和“天方古教”等。



其教义信仰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信天使和《古

兰经》，信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安拉的“前定”，并信仰“死后复活”、

“末日审判”等。体现信仰的五项基本功是“念、礼、斋、课、朝”。民

国17年(1928年)《辽阳县志》载：本邑(辽阳)回教皆阿拉伯人，自

清初迄今已三百年，城内西南隅建有清真寺楼房，日礼拜寺。户约二

百，人一千六百余口。乡镇刘二堡、沙河、小烟台、古城子四处皆有

礼拜寺堂。清咸丰三年(1853年)，沙河清真寺始聘阿訇。1917年．在

八卦租房三间辟为清真寺。1922年在铁西区启明设清真寺，1925年迁

往今联营公司路南，1936年又搬迁至铁西七道街。牛庄清真寺始建于

清康熙二年(1663年>。清乾隆年间(1770年)前后，在台安镇南李

王庄“回回营”创建清真寺，清嘉庆二十三年(1819年)伊斯兰教在

此地大兴。1948年，鞍山有清真寺5座，阿訇6人、乡老100人。1957

年．鞍山尚存清真寺3座，阿訇3人、乡老90人。各清真寺在“文化

大革命”中皆遭破坏。经过落实政策，1979年以后，已恢复的活动场

所有鞍山市清真寺、海城市清真寺、牛庄镇清真寺、腾鳌镇清真寺、台

安镇清真寺、西佛清真寺、达牛清真寺和富家清真寺等八座。有教徒

12600名。1983年12月成立鞍山市伊斯兰教协会，会址设在鞍山市清

真寺。 ．

天主教也称罗马公教或加特力教，它是罗马公教在中国的名称。天

主教是公元一世纪耶稣(基督或基利斯督)创立的。该教除崇拜天主

(即上帝)和耶稣基督外，还尊马利亚为圣母。经典有《古经大略》、

《新经大略》和《新经全集》等。唐太宗时．天主教的聂斯多里派传入

中国陕西一带，称为景教。元代也曾一度传入，后中断。传入中国时

间～般习惯从利玛窦于1582年到华传教时算起。1838年该教在营口

建立小堂口，又立营口教区，后传到牛庄、鞍山和海城。先后建牛庄

天主教堂、沟家寨天主教堂、腾鳌天主教堂。1920年后又建立公所7

处，但各所历经沧桑均遭毁坏。1948年，鞍山有天主教堂2座，神甫

3人、修女6人、修道士2人、教徒759人。1957年。鞍山尚存天主

教堂l座，修士6人、教徒443人。1976年后，经过落实宗教政策，于

·3‘



1985年恢复了旧堡区沟家寨天主教堂，作为鞍山市天主教活动场所，

有教徒2100余人。

基督教在中国专指新教，即耶稣教，又称抗罗宗。信仰上帝及其

儿子耶稣基督才能获救。经典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1807年，

马礼逊到中国传教，但大批传教士到华传教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

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活动大增，教会也越来越多。1874年英

国苏格兰传教士马钦太到营口，当时，有王静明随之到海城、辽阳售

书布道。1895年立腾鳌堡教会，1896年设牛庄教会，1897年设沙河基

督教长老会。台安县首先在富家庄设教会，1897年在西佛牛录设教

会，1906年在台安镇设教会。传入鞍山的宗派有二，即长老会(中华

基督教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48年，鞍山基督教堂儿座，牧师

3人、教士2人、教徒757人。1957年，鞍山尚有基督教堂5座，牧

师2人、教士2人、教徒485人。各教堂除历年失修塌毁和拆扒外，均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79年以后，经过落实宗

教政策，已恢复的基督教活动场所有：鞍山铁东教会、鞍山铁西教会

(朝鲜族)、旧堡区北沙河活动点、旧堡区老虎屯活动点，海城北关教

会、东关教会、下房身教会、板子屯活动点、张仙峪活动点、下力活

动点、大道八里活动点和台安镇教会等。有教徒3400余入。1954年

12月成立鞍山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2年5月召开了第四

次基督教代表大会，会址设在铁东礼拜堂。

部分年份鞍山宗教情况统计表

教别 天主教 基督救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年 救 神 修
修

教 雪望 教 牧 微 传
教 茎窆 寺 居 道 乾 坤 清 伊 海

遭

垂盐
堂 师士遭

垂兰
庙

僧 尼 真
阿 乡

代 堂 甫 女 徒 徒 士 观 遭 道 匍
码 里

老
生 人 寺 目 凡

1948 2 3 6 2 759 11 3 2 757 61 31 4 82 40 33 359 1 7 5 6 2 1 00

1957 1 6 443 100 5 2 2 485 50 35 65 86 30 28 57 1 7 3 3 6 90

1959 1 3 400 1 00 3 2 2 450 50 31 52 83 20 27 43 1 4 5 4 75

1 963 3 250 1 0 3 2 1 400 l 5 3l 37 76 1 00 22 35 la 4 4



宗教大事记

元皇庆二年(1515年)

是年香岩寺立《雪庵和尚金公塔铭》玉质碑一甬，翰林学士陈

景元撰文．鄂国公史弼书，李淳溥篆额。是千山现存碑中最早的碑，碑

文已剥蚀不清，只有碑额8个篆字尚清晰可见。

明正德年间(1508——1520年)

是年香岩寺被山洪冲毁，以后在现址重建。

清顺治二年(1645年)

是年哈氏在牛庄建房3间，创立清真寺。

清康熙二年(1665年)

是年金氏舍地创建海城清真寺。

清康熙六年(1667年)

是年道士刘太琳、王太祥奉师命到千山传道。初居罗汉洞，以

后创建无量观。

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

是年刘太琳在千山创修无量观，道士王太祥创建千山玄真观。

清康熙二十年(1881年)

是年刘澎正剑修圆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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