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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铁岭，辽宁省北部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是辽宁省14个省辖市之一，沈阳经济区

八城市之一。它南与沈阳相连，北与四平接壤，东与抚顺毗邻，西与内蒙交界。区域

面积1．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05万。辖银州、清河两区，铁岭、昌图、西丰三县，开

原、调兵山两市及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铁岭物华天宝、资源富庶，是闻名全国的煤电能源之城，也是一个盛产粮食和

绿色农副产品的地方，被誉为“辽北粮仓”；这里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是闻名全国的

小品艺术之乡、体育冠军之乡、红学文化之乡；这里区位优越、交通便捷，京哈高速

公路、四阜进京高速公路、102国道和京哈铁路及正在建设的哈大客运专线在境内

穿过，沈阳至铁岭城际铁路即将启动；这里沈铁工业走廊建设如火如荼；这里新城

区建设日新月异。

铁岭是一座千年古城，远在新石器时代，铁岭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唐朝时期称

富州，辽代时期称银州，明朝设铁岭卫，清朝设铁岭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设铁岭专

员公署、铁岭地区行政公署，1984年撤地设立省辖铁岭市。铁岭有着悠久的宗教历

史和浓厚的宗教文化底蕴，涌现出许多知名人士和标志性宗教活动场所，例如：崇

寿寺(石塔寺)、七鼎龙潭寺、普觉寺、慈清寺、太平寺及弘理法师、演智法师、道源法

师、瑞光法师、觉光法师、弘光法师、安道法师；圆通观、太阳宫、普庵观及刘信一道

士、张志修道士、王全林方丈；西丰天主教堂、靠山天主教堂、银州天主教堂及张化

良主教、丁汝南神甫、张继和神甫；老城基督教堂、银州基督教堂及张思诚牧师、肖

会士牧师、李润田牧师；西北沟清真寺、老城清真寺、银州清真寺及丛庆泉阿訇、杨

万庆阿訇、文贵春阿訇、哈云祥阿訇等等。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712年(唐太极元

年)道教传人铁岭地区，公元758年(唐乾元元年)佛教传人，公元1406年(明永乐4

年)伊斯兰教传人，公元1814年(清嘉庆19年)天主教传人，公元1866年(清同治5



年)基督教传人。

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化。1966年“文革”开始后，由于受到“破四

旧、立四新”极左思想的影响，寺观、教堂、清真寺及宗教用品被砸，宗教方面的书籍

被烧毁，宗教教职人员被劳动改造，信徒宗教生活及宗教活动被迫停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党开始了拨乱反正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党的宗教政策开始得到进一步落实，宗教领域的冤、假、错案得到了逐步平

反。广大宗教教职人员及家属陆续从改造地返回原工作岗位，被占的宗教活动场所

也陆续还给宗教界，宗教活动得到初步恢复。

1982年以来，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走改革开放的发

展道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开展宗教工作，充分阐述了宗教存在的“三

性”问题。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广泛听取宗教界的意见和建议，下发了具有

代表性的[1982]19号等若干文件，确定了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在2007年召开的《中

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将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写入大会报告和党章中。

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有关宗教事务

管理方面的法规，这标志着我国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已经步人法制化轨道，符合依法

治国的方针，也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供了法律依据。

由于有关党的宗教方针政策及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我国宗教存在及发展的客

观规律，保障了广大宗教界的合法权益，铁岭市宗教活动日益走向规范化、法制化

的轨道。铁岭各级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及信教群众，能够自觉地

接受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同宗教之间团结和

睦，同一种宗教不同教派、不同宗派之间彼此尊重。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充分发

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广大

信教群众能够按照宗教仪轨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开展正常的活动。这些确保了宗教

领域的稳定，从而促进了铁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鉴于铁岭市多年来未系统建立起有关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

及信教群众的有关资料，不利于编纂工作的开展。应各县(市)、区宗教事务局同志、

宗教界广大教职人员及信教群众的迫切要求，在借鉴兄弟市经验基础上，从我市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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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作的实际出发，本着正规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原则，尊重宗教存在的历史及现

状，我局从2008年年初开始，编纂了《铁岭市宗教活动场所简志》一书，该书在编纂

过程中，得到了各县(市)、区宗教局、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及部分信徒代表的

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铁岭市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历史

跨度时间长，手本资料不详尽，加之编纂时间短，文字水平有限，可能会出现一些差

错，热切欢迎各界同仁提出改进意见。

铁岭市宗教事务局

二00八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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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佛教

第一节佛教在铁岭地区的传播和现状

佛教是中国现存的五种传统宗教之一，并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佛教并不是发源于中国，而是发源于古印度，创立者是释迦牟尼。

佛教的创立是古代印度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在古印度没留下这方面的专史

记载，现在国内外学术界主要依靠现存的早期佛教经典《阿含经》和其他相关资料，

对释迦牟尼的生平和创教事迹做出了比较可信的论证和说明。 ．

释迦牟尼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国南部的提托科特附近)的释家

族。“释迦牟尼”(S a kyamuni)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姓乔达摩(Gautama，也译瞿昙)，原

名悉达多(Siddh a rtha)。佛教一般尊称为“佛”或“佛陀”，意为觉悟者，达到觉悟的

人。

我国学术界一般是根据隋代费长房编撰的《历代三宝记》卷十一所载《善见毗

婆娑律》译记所记载的传说，推算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前485

年。在释迦牟尼去世后一、二百年，由于佛教内部对戒律和教义产生不同的看法，原

始佛教发生最初的分裂，分成许多部派，史称部派佛教。大约在公元前后，又从部派

佛教之中产生了大乘佛教。
‘

印度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传播到国外，开始成为世界性宗教。大约在公元

前2世纪，佛教沿着通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然后经过

玉门关、河西走廊传到内地，逐渐传播到全国，深入到民间。佛教是伴随来自印度、

中亚一带的商人、使者和移民到今新疆地区，然后传到中国内地。

铁岭地区佛教始传于唐肃宗乾元元年，据明代正统丁卯年(1447年)所立石碑

载：“开原石塔寺由洪理大师始建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这是铁岭有史

料记载所建最早的塔寺，其次是银州区内的白塔寺，始建于公元829年。明清时期



得以发展，清末民初发展较快，仅康平(原属铁岭管辖)境内的万寿寺、平安寺僧人

多达300多人。解放前铁岭有大小寺院159座。据《铁岭事情》记载，1935年12月末

铁岭地区有比丘62人，比丘尼19人。保存至今的寺院有：开原七鼎龙潭寺、开原普

觉寺、银州慈清寺、西丰向阳寺、开原火神庙。

新中国成立后，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得到了解放，由于废除了宗教特权，

广大僧众们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积极开展生产劳动，恢复了佛教“一日不作，一

日不食"的传统o

． “文革”期间，铁岭地区寺院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纠正了错误做法，归还了被占用的庙

产，佛教活动得到了恢复。

目前，我市有佛教活动场所40处，信教群众3．8万多人，宗教教职人员356人。

第二节 铁岭市佛教协会的沿革

2007年4月28日，铁岭市召开第一次佛教代表会议。这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了铁岭市佛教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选举产生了铁岭市佛教协会会长、副会长、

秘书长、副秘书长。会上通过了《铁岭市佛教协会章程》、《铁岭市佛教协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办法>、《铁岭市佛教协会第一届代表会议决议》。会议选举释果如任铁岭市

佛教协会会长，释明海、释昌静、释普度、金占中(居士)任副会长，释亲宗任秘书长，

释玄微、释满果、释寂照、释慈瑞、释圣迦、周鹏、唐燕春任副秘书长。释果吻、释演

慧、释湛性、释昌光、释安绪任常务理事。释果荣、田大力、张继之、关少军、牛金宝、

杨旭、蔺江涛、江洪清、赵亚范、释照言、霍福成、释尝悟、任玲、穆丽妍、释照晨、金崇

国、李铁军、张宝兰、陈淑芹、杨玉范、程凤媛、顾秀玲、谢淑芳、张宏伟、李晓匀、董

平、赵越、辛丽娟、尚书伟、杨建、刘德仁、李会生、周卓蛟、释果慧、李金玲、释圣富、

释行空、释昌和、李士凡任理事。

会议选举释圆山任铁岭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会议选举释明慧、释中言任铁岭

市佛教协会名誉副会长。会议选举张宝富任铁岭市佛教协会顾问。



七鼎龙潭寺

第三节佛教活动场所简介

七鼎龙潭寺(禅宗)位J．开原fti城

东北29公啦的威远儇镇境内，小落靠：

长n山支脉，龙潭寺始建JJ．清乾降兀年

(1736年)。IIⅢq五台⋯副主持演智大师

⋯游，看巾这h-风水‘江地，便【!_【J方化缘，

Ie众捐资，兴建了陔譬。龙潭寺删闱匕

峰拱抱如环，唯独东lfIfff一缺|I足行人

必经之处，fr“L舢龙潭．}”之说。，．P域

向移!约I T-斤公‘n々f柯㈣』fi；寇河、"

I．铁路雨I通fWi林f-j,的公路，，Ili殿、龙

li庙和观一I硝个足f‘r砖I‘f f_I=，雕粱JIIIJ

托，金牌嬲!焊。，彩也l转IlfIl，干制干刳如乍 Jr

殿l^J数I‘块I，莉!小【幔}j泄i自jf雎，内怂，l：

龙{：殿小的}If光绪tHb御fj“戚靖苍

澜”匾额更姓令人赞小绝rJ。文革期问，

部分庙宇被砸，所有佛像、神像被毁，壁

嘶被涂掉，石碑、牌匾全被改作他用，数

盯尊大小铜佛被当废铜吏掉。tit门处魁

艰楼、普同窄塔和Jli殿幸存，树木无损。

1982年至1990年，文物部门拨款近4

万元维修rlE殿、东阿廊房和正殿后11I

“5米、K 27米的护坡墙，Ln^龙潭耳

被列为竹级文物保护·丫lft。，1992年，L

^^尼潭t恢复r佛‘J}活劬，、t内脱打僧



人7名。七鼎龙潭寺足辽北比较有名的

佛教寺院，每年农历4月18龙潭庙会

十分热闹，这里年接待香客、游人数万

人。登记证号：铁2070022F甲。原负责

人释正民，现负责人释果如。

电话：0410—31810ll 13514103318

普觉寺

普觉寺(净土宗)位于丌原市新城

街内，是一座佛教寺院，始建于1931)

年，建成于1936年。占地面积约2000

平力+米，共有殿宁、禅房32间。普觉寺

的创始人足瑞光、觉光、弘光i位和尚。

后来，该寺成立r佛教协会，并确立十

方常住。1950年，开原的一座“fj本庙”

被政府接收，原住该庙的能范、密空■

位比丘尼转到普觉寺来。1953年10月，

原北京通教寺的久昌、德宝二位比丘尼

来到普觉寺定居。1966年秋，“文革”巾

“破旧立新”，寺院毁佛，寺内铜佛流失，

许多经典书籍被劫一空。党的十一届i

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剑落实

后，德宝法师于1980年又同到普觉寺，

经多次与房产部门联系，落实了宗教房

产政策，退还r普觉寺原有禅房13问，

其l|T包括佛殿4间。现在普觉寺经省宗

教局批准，已定为开放寺庙，被列为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IJI门正中挂赵朴

初手迹“普觉寺”牌匾一块，并从浙汀天

白山H清寺T岂厂清米释迦牟尼佛、阿

弥陀佛、观占并萨、弥锄埤萨等L尊圣

像，供仵佛殿 普觉寺截绎楼珍藏着许

多非常有价值的佛教典籍、髓记证号：

铁207002lF甲。负责人释果呖。

电话：0410-3827901 13464167673

崇寿寺

据史料记载，崇寿寺(行塔寺、禅



宗)又名崇寿禅林。据明正统丁卯岁

1447年4月8日立的石碑记载：开原在

城之西南有寺，名日石塔，即古崇寿禅

林也。⋯⋯绘董其事，改』日规模而增新

鼎盛，足为边城之壮观焉。若三宝佛殿

⋯⋯山门、两廊、僧房、库厅、钟鼓乐器

。。。。。。o

此碑文中又引证另一段古碑文：

“其旧碑虽无文可考，其幸而见者，则

‘崇寿禅林’四个字昭然。及载自唐乾元

元年(公元758年)有僧洪理大师始建

之。遗址宽宏。大定3年(金，1 163年)入

灭，起此石塔o"

该碑记载了始建年代、创始人和该

寺的规模。另据天顺4年(1460年)所

立碑记载：开原在辽东北极边之地，于

古为咸平郡。自我圣明混一海宇以来

⋯⋯有祀佛处，名日石塔寺者，其始为

“崇寿禅寺”o唐乾元年间僧弘理建，有

塔高20丈⋯⋯o天顺3年(1459年)春

重建，撒其颓废而新之，具之所未备。盍

前后有2殿及大悲阁，左右观音、地藏2

殿，为间各王，东西廊内为间五十有二。

廊有伽兰、祖师之堂。又前山门3间

⋯⋯塑像在位60有奇。两廊之外，楼门

有堂，为间几十；厨库之房为间各3。外

置牌门，缭以墙垣200丈。其中植榆柳

巨株并凿3井⋯⋯o此碑也记载了寺的

始建年代，创始人、寺规模的具体数字。

上述二碑文中有矛盾之处，即创建人的

生卒年代与事实不符。唐乾元元年至金

大定3年相隔404年，创建人不能享年

404岁。此误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寺的

创建年代有误，一是创建人和生卒年有

误。对此，《大明正德15年(1520年)岁

次庚辰中秋吉日立》的石碑有所探讨，

开原僻处要荒，寺塔之创考诸志云：“始

于金原氏之国，或又云始于唐乾元元

时，余幼藏(尝)于兹⋯⋯”下述历次修

葺情况及襄赞贤达等等。明万历24年

(1596年)秋菊月所立石碑，对此问题则

只提始建年代，不提创建人氏，这是考

证未果所致。清康熙20年(1681年)、清

嘉庆4年(1799年)、清道光17年(1837

年)的诸方碑文上均提到该寺始建于

“唐乾元"字样，可是创建人洪理大师确

系金初人。据《东三省古迹遗闻续编》

(日文版)考邑志(开原县志)载：金初宣

徽洪理大师，俗姓王，父长善，母刘氏。

梦吞珠出师，性郎澈。年12超俗果，持

戒很严。创建崇寿禅寺经楼佛殿50余

间，规模宏敞，年68示灭。金正隆元年

(1 156年)2月朔旦，葬于塔中。根据所

引证的诸多材料可以初步断定：此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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