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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佛教传入青岛的历史沿革
’

·

’。

、j’． 、：

，
●

佛教属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我国流传已

近两千年的历史。据正史记载，佛教为东汉时
期传入中国’，在隋、唐时期达到高峰。《魏书
·释老志》载： “后汉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
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以佛对。帝适
郎中蔡惜、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写浮屠遗
范。惜乃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

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见’(中
华书局《魏书》三。二五页)

’

．

佛教的发展也波及到青岛地区，东晋义熙

八年(四一二年)，高僧法显从天竺(印度)

取经回来，在崂山南岸登陆，受到当时长广郡
太守李嶷的热情接待，先接到不其城(今城阳
镇一带)，后到青州(今益都)0’

’

我市佛教的历史，可上溯到两晋及元魏时

期。据佛教地输入我国是卣西向东，逐步泼展。
依我国石窟造像，始于新疆的克孜尔干佛调
到甘肃的敦煌莫高窟乃至到山西的大同一云：冈，
一直到我省济南的千佛山|、益都的驼山、云门

造像、临淄龙泉寺的丈八佛(现存市博物馆院

t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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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据《魏书·释老志》载： “今洛阳、姑

藏0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力。见
(中华书局《魏书>＼三o；八页)

：从南北朝时期均‘石刻“丈八佛矿造像艺术
来看，是属于印度旃陀罗王朝艺术。佛像造型
为西域人的形像，，．高髻、隆准、大耳、披肩、
坦胸、赤足，刀法粗犷，朴实、无华，与隋、

、．唐时期石刻’艺术的丰瞒、·．华丽的造型，艺术迥
异。。一九八。年在我市法海寺附近出土一．寺比残

缺佛像石刻，有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足

证我市佛教始于南北朝北魏年间‘。’ ，

佛教的广泛传播到现在，已经渗透我国．人
民生活各个方面。在思想意识，风俗>--j惯，以至

文化艺术等领域，都可以受到极大的薰染，特
刷是寺庙建立正所谓‘j寺庙图像崇于京邑"，
虽“穷乡僻邑”，以及名山胜地，多建有名刹

佛寺，这些寺庙，既点缀风景幽美，又保存了
．浩如烟海佛教典籍，成为传播佛教文化砥柱。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革命洪流荡涤了几
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更换

了新的1天地，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佛教也不例

外，在政治生活上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家

人参加了管理国家大事。巨赞法师参加全国政



协会议，对佛教徒鼓舞很大。出家人参与政治+，

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湛山寺易如法师被邀列席山东省政协一届二次
会议。，和全省各界人士共讨山东建设大事。一九
五二年十一月，湛山寺真寂法师被选为青岛市

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一九五六年七月，湛山寺
真法法IJ而被推选为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 在共产党领导下，．宗教界参加了各种政治
活动。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一九五一年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宗教界和金市各人民团体

一起举行游行示威， “反对美帝侵略朝鲜"，

“反对美席重新武装日本哆，． “支持中国人民

志愿军"．，．“保家卫国”。青岛佛教以湛山寺

为主体，组织僧侣、男女居士五百余人参如，了I
游行，受到《青岛日报》报道和好评。一九五
一年成立了青岛市宗教联合学习委员会，选举
基督教吴焕新为主任委员，佛教易如为副主任

委员，发动各教教友捐献飞机：大炮“抗美·援
朝”，·制订“爱国公约¨。一九五一年，在示

教界开展“三、五反"运动。一九五一年十月
十五日，青岛市人民政府成立宗教事务处，领

导全市宗教团体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制改革，在
政治上坚决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在经济上禁



止接受帝国主义津贴，禁止出家人出庙作“佛

事"。一九五六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首创中国

佛学院，’．青岛佛教选派真寂法师去北京学>--j+。
一九六四年冬和一九六五年冬，市宗教事务处
两次组织了佛道教僧道人员学>--j班，进行了反
帝爱国守法教育和宗教政策教育。

解放前，各寺庙大都以出租土地和雇工剥

削维持生活；’解放后，土地分给农民(各庙都

留有一部份自种地)，山林收归国有，僧众一

般都参加了工农业生产劳动。一九五六年农业

合作化高潮时，崂东区的华严寺与太清宫、上
清官、太平宫、白云洞、明霞洞、关帝庙、明

道观等七处道观，联合办了生产合作社，一一个
组的僧道人员搞农业，一个组搞制药和门诊，

过着亦禅亦主亦农生活，走上了自给自养道
路。： ．

一九六六年八月， “文化大革命"高潮

中，红卫兵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蒙蔽操纵
下，破一“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各

寺庙首当其冲，几天内，佛像全部被砸，庙内

设施、经典、文物被毁，僧尼被遣送，大殿被

封闭。湛山寺部分藏经，由于及时转出，幸免

于毁，‘现存放在青岛市博物馆，尚完好无损。



第二章·．青岛佛教寺院概况

青岛佛教有六寺二：院：庙二庵一舍，j共十

三座。建于习匕魏的有法海寺，建于唐朝的有瑚
海院、石佛寺，1建于元朝的有清凉院、菩萨庙，
’建于明朝的有于姑庵、观音寺、峡口庙、．华严

寺j建于民国的有湛山寺、湛山精舍，建筑：年

代不详的有昆庐庵、灵圣寺9．其分布情况是：，
，市南有湛．山寺、‘湛山精社，。四方有于姑庵，流
．亭有观音寺，李村有菩萨庙、清凉脘’，夏庄有

法海寺，‘惜福镇有昆庐庵‘崂西有潮海院、石
佛寺，崂东有华严寺、灵圣寺、’峡口庸．o’‘·’’

据一九五九年市宗教资料整．理；这十三

座寺院，新修完好的有湛山寺、·华严寺、法海
寺，一般完好的有于姑庵、观音寺、清凉院、
湛山精舍，部分破漏的有潮海院、昆庐庵，部

分倒塌的有灵圣寺，破漏不堪的有峡口庙，己

无佛像的有菩萨庙、石佛寺。其使用情况是：
华严寺、于姑庵完全为和尚、尼姑自用，湛山
’寺、法海寺、观音寺、潮海院、清凉院、昆庐
庵等，和尚和尼姑自用一部分，余者为人民公
社、小学、部队、林场和建筑工人占用。当时

·5··



有和尚二十三人，尼姑六人，寄居七人。分住

在：湛山寺有和尚。十一人、寄居二人，华严寺

有和尚六人、尼姑一人，法海寺有和尚二人、

寄居二人，观音寺有寄居二人，潮海院有和尚
二人，清凉院有和尚一人、尼姑二人、寄居一
人，于姑庵有尼姑三入，昆庐庵有和尚-人。

另外，二九．--j,＼年日寇侵占青岛后，在青
设有日佛教寺院七座。计：住无棣四路三号的

、 真宗本派西本愿寺别院，有僧四人；住吉林路

四号临济路派妙心寺别院；：有僧四：人；住黄台
路四十二号净土宗善导寺，有僧二人；住胶州

‘路二号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别院，有僧一人；
住吉林路六号日莲宗莲长寺；住武城路二号曹

洞宗曹豁寺；住夏津路七号真言宗大光寺。一
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始由湛山寺接管。



第三章 青岛佛教著名，寺院。

‘

一、法海寺
’‘

+法海寺，，座落于崂山夏庄镇源头村东侧，
背依少山，前临源头河，石门山矗其左，丹山
襟其右，树木苍翠，峰峦连绵，景色幽美宜人。

法海寺，是青岛最古老的一处佛教寺院，
因纪念创建该寺的第一代方丈法海大师而得’

名。据寺内元泰定三年(一三二六年)的重修

碑记载： “自魏武皇帝创建，宋嘉佑二年(一
。五七年)寺僧重修⋯⋯"。元延佑二年(一
三一五年)重修碑载： “本寺住持信公至此，
请淮涉寺寿公住持法海，于是重修。师本县人
也，出家淮涉寺，训名宝寿。，．．⋯!至六三年赐佛日

园通之号。"从这些碑记看来，法：海寺自建庙，
后，宋、。元、明、清皆曾重修。清康熙五十二
年(一七一三年)亦有碑记载着重修的经过。

最后一次重修是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

但无碑记。解放后青岛市人民政府于．一九五

六年拨款维修，所以直至一九六六年仍十分完
好。

．

．’

法海寺，建筑宏伟，风景秀丽。对创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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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供佛殿堂等已无可稽考，仅能大体知
道自元延佑二年“园通"住持重修后的情况：

“首创法堂五间，前后六楹七柱，既塑释迦如

来，’兼饰观音一堂，金碧灿然，·．·功勋备矣，然
后创建云堂、耳室、+僧寮、一皆砌门．窗⋯1⋯四十
间’⋯⋯为当代之宏规。”据寺僧说：清康熙五
十二年重修后，．建有八蜡殿，供三皇五帝，娘

娘殿供三肖女，垢殿供释迦牟尼。民国年间最
后二j次重修时，拆除八蜡殿、娘娘殿，建大雄

宝殿o『‘ ．’

’现在的法海寺遗址，是民：国年间重修后的

规模，占‘地面。积约十二亩，分前后两院0前院大

’雄宝殿五间，殿前两侧各有高大银杏树．一株．，+

碑亭两‘座：西为元泰定三年(一三二六年)重

修碑，东为?清康熙五十二年(一七j三年)重

修碑。‘大雄宝殿建于一米多高的夯土台上∥系
木砖结构1、琉璃瓦、单檐无斗拱“歇山式"建
筑。内供释迦牟尼，旁供阿弥陀佛、·药师佛。
后殿五间，是“硬山式"建筑，中供释迦如来，

东为观音菩萨，西为地藏王菩萨，墙上绘有
释迦牟尼生平的壁画。殿堂外檐下， “清班、

“规"两石对立。檐下的东墙上，嵌一方形汉

白玉寺规碑。后院内植柏树四棵，参天耸立，



其中一株叶子有针、扁、圆‘、长等四种形状，-
十分奇特，名“四样柏”。．僧寮共二十间，前
院十六间，后院四间。山门外南院墙的东头1建
殿堂三间，供“龙王"；．西头建殿堂三间，供

“关帝”．。．这两处殿堂属地方庙，托法海寺代

管。每年正月十五日和四月，初八是法海寺庙

会，香火极盛。 ， ·‘，

’

一法海寺属佛教“临济派’’，寺庙“座禅，，、“挂
单"、收徒；是传戒的．“丛林，，道场。寺僧早晚诵
经，有木鱼、磬、小钹、吊钟伴诵。古历的初
一、十五祈祷，诵“香赞“。乡民办丧事，只要送
来香火钱，寺僧不去民家，只在庙内替乡民诵经

祈祷。逢天旱久雨不晴时，乡民多来寺内“祈
雨"、“祈晴”。寺僧．出庙作“善事"，不收钱∥

法海寺西侧是寺僧墓地，凡修建法海寺有
功的和尚，。死后筑塔葬之，以为纪念口这里原
有三座塔墓鼎立，一是。元泰定年间(一三；四

‘年至一三二八年)为“园通"，和尚-筑的塔；另
外两座是明永乐年间(一四。三年至一四二四

年)为．“广进"和“玉柱矽和尚筑的塔．。现在，
塔和塔铭已被破坏得荡然无存。 ． +、

。一法海寺地处山谷，

林。春季，山上山．下，

附近土地肥沃j．7果树成

繁花似锦；秋季，满山



遍野，硕果飘香。是青岛地区古文化的发祥地
之一。解放前后，这一带出土了很多文物。寺

东南二里许，、是一处商周遗址”地名“霸王
台”，曾出土石斧、石刀、骨锥、蚌器等生产工
具；铜剑、铜戈、铜镞等兵器；陶觑、鬲、豆、
碗等生活用具。寺南三里许，地名“财贝沟"，

解放前常出土陶器、铜器等文物，引起了日人

的重视。日寇占领青岛期间，曾两次在这里盗

掘文物。解放后，财贝沟出土文物，以一九五

三年、一九五五年和_．九七四年较为集中，有
铜豆、洗鼎、提梁壶、石珠、滑石环等。特别
是一九七四年出土的铜洗、铜提梁壶等，是以

八个战国时期的墓穴中发现的。说明法海寺一

带白谪?周时期就有人类在此聚居，并创造了丰
富的文化。

一九八。年七月，源头粮站在修筑门前小

桥时，于一二米五深处发现一批残缺不全的石造

-像’，有头像，肢体，石像底座等一百二十余
件。石造像身大者残高二米，身小者仅二十厘
米，由于破坏得较为严重，虽经接对整理，却

无一完整。从这批石造像的残部来看，仍可看

出当时纯熟的雕刻水平。这些造像的面孔有方
颐的，也有丰园的；其表情也各不相同，．有的



庄重肃穆，．有的面带笑容，也有的：闭’目深思，

还有的和蔼可亲。发型则更是别致多样，有高．
肉髻、螺髻之分，。也有头戴花冠、宝缯束发之

别。佛像有身穿通肩式袈裟，也有著方领褒衣搏

带式大衣。下着长裙，裙带作小结；有端坐于
莲瓣方座上的，．也有双足跣立在柬腰园形莲座
上的，均右手前伸，左手下垂，掌心向外，作

“施无畏与愿印"。菩萨像上披帛、巾，双肩搭
下，内着百褶长裙。有项饰和璎珞，均双足跣
立于圆形莲花座上。

‘

随同这批石造像出土的还有一件残佛像端
坐的长方J形底座。座前题铭‘j大齐武平二．年岁次
辛卯五月丁未朔七日，癸丑，任娲为亡先主许法

择，自恨生不值佛出口，又不见弥勒三会，娲敬
造弥勒像一躯，上为国王帝主，下为七世父母，

生存养属，一切众生，普同斯福，一时来佛”
字样。座右侧题铭为“佛弟子任阿娲，佛弟子
许仕宽，佛弟子许仕亮"o这就为这批石造像
提供了确切可靠的年代。 “大齐武平"是南北
朝北齐君主高纬的年号，武平二年即公元五七

一年。并根据石像的造型、服饰以及雕刻技法’
等多方面考证，应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同时
说明法海寺的始建年代应在“武平”之前。



-，这批石造像比例匀称，文纹流畅，’造型优
美，一神态生动，能透过衣衫的质感，刻划出优
美的体态和丰润的肌肤，显示出高超的石雕艺

术技巧，是j批难得的石雕艺术的历史珍品，

它为研究我国的石雕艺术史和佛教发展史，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批石造像的出土地点，离法海寺仅二十
米，而法海寺又始建于北魏，那么，这批石造

像可能原来是供奉在法海寺内，以后大约在唐
武宗“会昌灭法”时，将石像破坏又埋入地下
的。．石造像在地下排列、的比较整齐，可以看

出，当时是有意埋下，待机再取出修复、。在佛教

历史上，由于寺院经济的大发展，必然引起封

建王朝与僧侣大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这就导致了历史上的毁佛斗争。北周时，武

帝(五六一年至五七八年)下令全国毁佛，使

整个中原地区的四万佛寺“皆为空宅"，三百

万僧侣也“皆复平民"。据史书记载，会昌二
年到五年(八四二年至八四五年)，勒令拆毁

寺宇，共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座，小寺四万余

座，僧尼还俗者达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婢十

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当时法海寺石造

像遭毁，不能不与以上两次毁佛事件有关。



簸爹法海’寺原住挣大园和尚于解放前去世，+
其弟子方真解放后舍戒还俗，寺一段时‘间已荒’

废j一九五五年二月湛山寺和尚纯智来该寺住
持，‘直至一九六五年。 ．．

蕊法海寺，民国二十三年重修，后，‘计有大
殿、门楼、_七神庙各一座，僧寮四间，客房二
．间，院墙二百九十二米。 、

7’

现该寺仅存大殿一座、门楼一个，但都破
坏严重，其。余房屋倒塌拆除或被改造，现由．崂

山县沅头小学使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列为市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二：牮严寺 ．

，华严寺座落在崂山东麓，殿阁宏伟，气象

庄严，’依山面海，风光秀丽；是崂山规模最大

的佛寺。它原是即墨城，“准提庵"之下院。准

提庵是明代万历年间即墨黄氏将花园改建成的
庙宇；因古代寺观不许私建，故取名为“庵"。

华严寺原名讯华严庵"，亦称吖‘华严禅院”。
一九三一年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时赠匾，。始称

“华严寺"。 ，、

旧华严庵，是明崇祯年间御史黄宗昌罢归

后，出资筹建。原建于西山之胁， “那罗延窟’’

之北，未成而毁于兵乱。今之华严寺，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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