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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1．，

本书收录范围本书全面反映重庆宗教的历史和现实，介绍宗教

法规和管理机构，介绍重庆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和宗教界知名人士，

可视为重庆宗教通览。本书侧重从文化的角度反映重庆宗教，对于非宗
●

教部门管理但属于宗教文化范畴的历史遗产(如大足石刻、土家族苗族
l

原始宗教等)亦予收录o
●

关于时间和地域概念本书所称重庆市，是指1997年成立的重庆
，

直辖市。书稿内容涵盖全市。解放以来，重庆市的行政区划几经变迁，从
●

解放初的重庆市，到永川地区并入后的重庆市，再到万州、黔江、涪陵并
●

入以后的大重庆。为避免叙述繁琐，书中对直辖以前的重庆市均称原重
● ‘

庆市。历史从宗教传入重庆时写起，重点在20世纪的重大事件和重要

活动，统计数据截止于1999年底o

关于宗教团体的介绍 本书作为专题介绍的，只限于改革开放以
，

来经过依法登记的市级宗教团体、教区及某些特殊的宗教组织，区县

(自治县、市)宗教团体在有关章节中列名。

．关于寺观教堂的介绍截止1999年底，全市已开放宗教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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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处，其中寺观教堂187座，都经过了依法登记和年检。限于篇幅，本

书只选择其中有一定代表性并有较详实资料记载的95座寺观教堂给予

专题介绍，其余在《各区县(自治县、市)宗教概况》中列名。历史上有名

而现已湮没无闻或尚未正式开放的寺观教堂，在概述性的某些章节中

有所简介。

，关于宗教知名人士的选择标准 本书介绍的宗教知名人士，是20

世纪以来在重庆历史和现实中有一定影响的宗教上层人士，选择标准

是：解放前的重要历史人物、解放后历届市级(含原重庆市)宗教团体主

要负责人、全国重点寺庙方丈、天主教的教区主教、文革以前的宗教社

团或教派负责人并长期在市级宗教团体担任领导职务者。全国性宗教

知名人士曾在重庆教会担任职务、或在重庆时间较长并有重要活动者

亦予收录。

编撰与审稿 本书由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组织编撰。根据

石胜福主任确定的指导思想和编撰原则，宗教二处副处长余永康同志

具体负责组稿和编纂工作。市级各宗教团体、各区县(自治县、市)民宗

部门提供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和图片。其中部分内容采用了原重庆市民

宗局傅克芳等同志整理的史料-o初稿的编写从1999年5月开始，至

2000年3月完成。为审慎起见，书中涉及宗教史实和教义、教规等有关

内容，经市级各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宗教界代表人士和教职人员审

核。市民宗委两次组织审稿会议讨论修改，于2000年7月定稿。

供稿单位及主要执笔人(含聘请)名单
，J，

，

重庆市佛教协会：释惟贤、彭宗民、陈静、张和平、李正思；重庆市道

协筹备组：杨秀俊、杨济光、周道荣(聘请)；重庆市伊斯兰教协会：丁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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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丁遵循；重庆市天主教爱国会：范大才、陈仲伦、冉启亮、董仁斌；重，

庆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凌际云、肖隆芬、胡元芳、许伦胜渝中医政府民宗办、大渡口区政府民宗办、江北区政府民宗办、沙

坪坝区政府民宗办、九龙坡区政府民宗办、南岸区政府民宗办、北碚区' ●

政府民宗办、万盛区政府民宗办、双桥区政府办公室、渝北区政府民宗

办、巴南区政府民宗办、江津市政府民宗办、合川市政府民宗办、永川市

政府民宗办、长寿县政府民宗办、綦江县政府民宗办；耋墨茎蓁塞琴笺

囊。季薹|蓁雾耋粥鏖瑟；篓雾雾篓冀溺鲤冀；冀蓁萋雾蠹氐嚣蓁；霎霎垂

羹薹瞄磊冀；％鋈霎霎篓l蓍妻薹。謦酊薹|耋蓁b￡瓣；遥霪嚣錾垂裂羁

襟；霎茎薹蓁冀器瓯霸；叁蓊霎薹耋写氆髻i雾亮舅雪茄|耋；墓囊霎薹霎

“冀囊：叁薹雾|萋蓄万季；要冀雾霎茜墅蚕；

中20多人晋升为三等船舶

船长或轮机长．又通过他们办培训班，有140多名职工晋升为技术船员．还选送34人分

别去华南工学院、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成都中医院、恩施医专和武汉水利工程学

院等大专院校进修。从1984年起，经交通部同意，委托重庆河运学校在全国统考中先后录

取代培生68人．职工中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的5人，参加中专函授学习毕业的32

人．该公司拥有一枇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东风航运公司，1985年被交通部表彰为全国交通系统经济效益显著先进单位．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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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客观现实。我们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

本政策，认真贯彻江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正确地贯彻

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切实做好我市宗教工作。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正确贯彻执

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好宗教工作，对于改善重庆的投资环境和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政府依法保护宗教团体、宗教

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护正常的宗教活

动，禁止利用宗教进行违法活动，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为经济

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像当今世界上某些国家和地区

那样，常常为民族、宗教问题引发冲突和战乱，经济建设就不可能顺利

进行。

其次，宗教在西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来华外商和专家学者多数

人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重庆已开放的寺观教堂，足以满足他们宗教生

活的-需要。同时，重庆宗教团体通过接待来访和组织出访，与海外宗教

界保持着友好交往，也为内地经济建设招商引资、支援三峡库区寺观教

堂的迁建作出了贡献。

第三，在西部大开发中，旅游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宗教文化

资源实际上也是经济资源。不少寺观教堂不仅是正常宗教活动场所，同

时也是风景名胜区的旅游景点。

市民宗委组织编撰《重庆宗教》一书，很有意义。它是宣传党的宗教

政策的需要，是宗教工作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的需要。这本书全面介绍了

重庆宗教的概貌，既注重历史，又反映现实，是它的一个特点。书中还选

辑了新中国三代领导人论述宗教和宗教工作的语录，介绍了宗教管理
●

法规和有关常识，并且选配了部分彩页图片，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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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大信教群众是正确引导的普及读本，对宗教工作者和研究者是一

部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对社会各界朋友了解宗教文化亦有所帮助。

是为芹o

2000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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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论宗教和宗教工作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

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

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

或歧视。。 ，

，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

’‘‘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4l页
^’

．‘ 、

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

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

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

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

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

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

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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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

别种教的，二律加以保护，尊重其宗教信仰j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

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

●

。

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代表团时的谈话

． 1952年“月22日《人民日报》

‘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

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
’

～

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
、

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
，

! 。

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

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8页’

i

{
{

．

、

．}．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

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

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
t

界观。 ，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5页一

， 。

I

t 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

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

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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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61年1月23日同班禅的谈话。《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龚育之、绛先知、石仲泉著)第4页

我想讲点西康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

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以后，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

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

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

的信任。． 一

● ’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162页 ．

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

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

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

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

固。

邓小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词》

(1979年6月15日)

在中日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作出了

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他应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之请，以百

折不回的毅力，经过五次东渡失败．双目俱盲之后，终于到达了日本，完

成了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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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继续前进．而不能倒退。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识。广大宗教信徒是拥

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同全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是宗教能够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基础。应该相信，我们共产党人有办法，

有能力，引导爱国宗教团体和广大宗教信徒把爱教与爱国结合起来．把

宗教活动纳人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做到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二部分(1993年11月7日>

宗教文化出版社《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253—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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