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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现象，目前世界各国、各民族

都有宗教的存在。据估计，全世界现有宗教徒超过25亿人。

在人类的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宗教一直是主要组成部

分。它稆科学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道德

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各民族的历史上，宗教曾对民族的精

神、文化、科技、道德、风俗以及生活方式发生过不同程度的

影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

在夔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过去是佛教、道教、天主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五教俱全的县，曾建有寺、观、教堂三百余

座。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它在

维护和平，国际交往，民族团结，祖国统一，道德规范，历史

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宗教意识至今在各阶层人士中都

程度不同的存在。面对这一社会现象，若不为之记述，深感惋

惜。

奉节历代诸志，对宗教这一社会现象，均用较大篇幅，设

立专章记述，然编写一部独立的宗教志乃属创举。为了比较全

面地反映奉节县宗教发展历史全貌，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继承方志传统，坚持创新精神，本志较为系统地记述了本

县宗教兴衰的历史，它将为“存史、资政、教育"起到一点应

该起到的作用吧l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组织力量踏遍全县山川，每寺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至，每观必落地考察碑碣，询问乡老，又查阅了大量文书档案

资料，走访了许多知情人员，经过两年多艰辛努力，初稿始

成。赓即送省、地、县有关部门和教会及社会名流广泛征求意

见，三易其稿，今天正式与读者见面了。

编写宗教志是一项新工作，因无编写经验，加之资料缺

乏，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赐教。

奉节县民族宗教事务科科长 李元良

199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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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古城奉节过去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

教，寺庙宫观之多，信徒之众，教务之盛居下Jtl东各县之首。

佛教于晋代开始传入奉节，唐宋兴起，明清时寺庙最多。

吉夔素以。一香山、二铁瓦、三隆兴、四昙花”四大丛林著

称。开元寺有御赐_四川第一山"金字坊，玉环一枚，千佛袈

裟一件。民国时开始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数僧尼

从事他业，寺庙多为农民居住或公用。1985年城内清净庵修复

开放，初一、十五香客甚多，会期更是门庭若市。

道教在北宋时境内已有宫观建立。清代偏重佛教，道教开

始衰落，许多宫观改为寺庵，道走僧进。民国30年只有8个道

士。1951年有道教会员32人(含弟子)，以城内玉皇阁为聚会

点。此后，出家道士先后离去，城乡宫观改为公用。

天主教是法国传教士于乾隆四十四年(1781)传入奉节。

1944年前后是其兴盛时期，全县有教堂6座(其中分堂4座)，

贫民小学6所，有教徒1295人。1951年自立革新委员会成立。

1952年波兰神父离奉回国。1954年因无会长，宗教活动停止。

1985年奉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1986年永安镇中华路22号改建

教堂竣工，1987年恢复活动，今有城乡教徒千余人。

基督教有三个教派。

一、中华圣公会，原为内地会，1912年交圣公会管理。

1903年内地会牧师章悟道(英国人)在大南门租房设堂传教，

民国初年出资购地修建福音堂。到1938年是其兴盛时期。后医



教堂被日机轰炸而活动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差会出资修复

教堂。1952年有教徒83人。

二、中华福音道路德会，是美国牧师雷古礼于1925年到奉

节刨立。1927年因土匪骚扰，雷古礼离开奉节，活动停止。

1931年牧师孙九海来奉节恢复活动。后因日机轰炸，活动再次

中断。1947年路德会总会(设武汉)拨款购地新修弥赛亚堂。
1951年有教徒44人。

三、真耶稣教会，1938年由宜昌逃难来奉黄绪光在西坪设

堂传教，始有教徒175人。1951年该教四川省支会发表了《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宣言》。1954年有200余人集体受洗。

1951年8月成立奉节县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小组。1958年

三个教派开始在圣公会福音堂联合礼拜。文化大革命期间福音

堂被占，活动停止。1985年收回福音堂，宗教活动恢复，现有

教徒124人，慕道友440人。

伊斯兰教是何时传入奉节，尚无文献可考。在元朝已有清

真西寺(即清真古寺)，洪武元年(1368)又建东寺(已废)。

1916年有穆斯林526人。历经抗日避难流离，至111941年只有穆

斯林160人。1956年有袁、尹、马、武、李、海、皇甫等姓41

户，134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活动中断。1983年政府资助部份

经费维修了清真寺，现有穆斯林200余人。

宗教工作，历代官府设有官吏受理。明代夔州府设“僧纲

司”、 “道纪司”；奉节县设“僧会司”、 鼻道会司”，皆设

官不给禄。清袭明制。宗教事务工作，民国时期由县民政科负

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县文教科负责。1955年以后由

县委统战部和县民政科负责。1982年奉节县政府成立宗教事务

科，1983年改为民族宗教事务科。宗教事务部门组织宗教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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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和教徒积极参加国家各项建设，纠正冤假错案，落实教会房

地产政策，解决老弱僧尼的生活问题，开放宗教活动场所，贯

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作了大量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 事 记

晋代修建县城南铁佛寺(光孝寺)。

北周初年蕃僧修建始兴寺。

隋仁寿二年(602)金轮寺(铁佛寺)舍利塔落成。

唐开元二十六年(710)修建开元寺。

唐神龙间波那赖耶国僧人广照移建始兴寺。

唐代修建昙花寺。自居易游香山寺挹翠亭。

北宋咸平建成平寺。

元朝建清真西寺。

明洪武元年(1368)建清真东寺。

明洪武二年(1369)清真西寺第三次重修。

明洪武初设僧纲司于开元寺。设道纪司于显道观(白马

寺)。

明初草堂香山寺毁于兵火。道士张三丰在奉节开元寺寓居

七日而去。

明成化己亥岁(1480)性空和尚修公平隆兴寺。

明正德皇帝赐三台观御碑一座。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夔营守备金章募修城内北关帝

庙。

1781年(乾隆四十四年)天主教传入奉节。

1853年(咸丰三年)清净庵由小南门外迁建于城内。

1871年(同治十年)夔州知府鲍康重修白帝寺。

1881年(光绪六年)王国祯、芳延、李芗同选瘦木遗诗并



刻之石。

1886年(光绪十一年)铁瓦寺玉清和尚圆寂。

1890年(光绪十六年)奉节出现反天主教揭贴，重庆府转

饬各地查禁。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内地会开始在奉节传教。

1910年(宣统元年)县政府对外国传教情况进行调查统

计。

1915年(民国5年)县政府对宗教状况进行调查统计。

1925年(民国14年)美国牧师雷古礼来奉节创办路德会。

1931年(民国20年>公平昙花寺住持常路武力镇压饥民。

1933年(民国22年)中国佛教会四川分会奉节支会恢复成

立。

1938年(民国27年)抗日战争期间，宜昌彝陵高等护士学

校、仁济医院、华英中学和哀欧拿女子中学迁入奉节。

1939年(民国28年)日机轰炸奉节县城，圣公会福音堂，

路德会礼拜堂、清真西寺和东寺被炸毁，各教会活动暂停。当

年起寺庙和宫观产业多被提作教育基金。

1940年(民国29年)真耶稣教会正式立案成立。

1941年(民国30年)县政府对宗教状况进行调查统计。

1943年(民国32年)高雅乡慈善会在奉云观成立，并设立

抗日阵亡将士神位。

1944年(民国33年)兴隆乡佛学社在三角坝兴福寺正式成

立。

1947年(民国36年)路德会总会拨法币200万元，新建

弥赛亚堂。

1951年奉节天主教和基督教联合发表((自立革新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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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会参加抗美援朝运动，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英国牧师罗贝

德与夫人安灵惠回国。中国共产党奉节县委会发出((关于宗教

工作情况的报告》。

1952年天主教波兰神父马国钰回国。

1954年天主教会因无人负责，活动停止。基督教三自爱国

领导小组成立。

1958年圣公会、路德会、真耶稣教会开始联合礼拜。

1965年各教会出租房产纳入经租。

1982年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成立。

1983年县政府民族宗教事务科成立。清真西寺由国家拨款

补助修复开放。

1984年奉节县天主教爱国会成立。

1985年永安镇清净庵和福音堂修复开放。

1986年奉节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永安镇天

主堂重建，1987年开放，周觉民兼任神父。

1992年奉节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制止、打击利用宗教

进行非法活动的通告》。

6



第一章 佛 教

第一节 沿 革

佛教是汉哀帝时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奉节的传播，

总的兴衰形势是l始于晋，※于唐宋，昌于明清，衰于民国，

毁于“文革”，复建于当今。

据调查统计，自晋代以来奉节先后建有寺庵约140余座。

境内最早的佛庙建于晋代。道光((夔州府志》t 。光孝寺在县

东，寺有佛牙楼。晋时名铁佛，唐名金轮，宋改光孝报恩禅寺，

今废。"光绪十九年(1893)《奉节县志》记述： 。光孝寺在

县城南，寺有佛牙楼。晋时名铁佛，隋唐名金轮，宋改光孝报

恩禅寺，久废，基址无考。同治十一年兴修城垣，掘地得隋仁

寿二年金轮寺舍利塔碑，碑现存白帝寺中。"
北周(557--581)初，在县西北建有始兴寺。

唐代的20个皇帝(包括武周，不算哀帝)申，除了武宗李

炎是反佛教的以外，其余的都是崇佛的，致使佛教兴盛起来。

奉节的香山寺、昙花寺就在这时创建。始于北周的始兴寺，也

在这时由波那赖耶国(印度恒河流域)僧人广照移建修复。开

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诏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即以纪元

为号。奉节城西开元寺就在此刻应运而生。

宋代在县城东北5里建有咸平寺。

元朝统治者对四川长期征战，外籍僧人很少来蜀，境内佛

教处于停滞状态。这时，只有香山寺作过补修。

l



明代太祖朱元璋当过和尚，他是支持佛教的，据统计在此

期间奉节修建寺庙20N，补修4座。在明末之际，由于战争，

境内不少寺庙毁予兵火。公平区昙花寺就有。明末毁于兵火”

之记。 ．

清代前期的几个皇帝是崇信佛教的，所以清代奉节修建寺

庵50座，培修63座，尤以康、乾时期最多。据清末民初的统

计，奉节有僧寺师徒447人lP雇：L162入I尼庵师徒105人，雇

T32人。有僧寺113座，尼庵14座。故有。三里一寺，五里一

庙”之说。这时寺庙之多，僧尼之众，香火之盛，是奉节佛教

史上的黄金时代。为维护佛教的尊严，对败坏宗风，掠夺寺产

的行为，蒲代官府曾作严肃处理。光绪元年(1875)奉节县政

府对竹园茅田寺觉范和尚违犯清规，给予。勒令还俗，驱逐出

境"的处分。光绪八年(1883)朝庭对简州举人朱焕章、武人

张卓然砧冒充山主，霸占佛地”一案给予‘泼配口外，永不回头，，
的处理，并通札全国，勒石刊碑。 (碑存朱衣乡东岳庙民家)。

这些措施对整顿庙风，保护寺产都有一定积极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奉节佛教开

始衰落。民国18年(1929)4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曾发出通

告： 。全国庙产留百分之一，除关庙、岳庙、孔庙外，每庙只

留50岁以上住持五人，其余年轻力壮者，有家归家，无家归厂

习艺。每庙只留香火地50亩，多者归公拍卖。"此后奉节许多

庙产，特别是无僧尼居住的寺庙产业，出政府提作教育经费。

民国32年(1943)五马乡呈文： “查本乡寺庙财产原本无多，

经于民国二十八年由中心校校长袁用章造册移交财委会保管开

支，实无从查报。”掠夺寺产之事，也时有发生。民国37年

(1948)公平乡降龙寺住持万空i以-奉节县政府勒提寺产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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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电呈省府，请求解决．据民国30年(1941)奉节县政府

统计，有僧尼120入。民国37华(1948)佛教会呈报有佛庙114

座。

1950年初，奉节佛教仍沿袭旧制，开展各种佛事活动。在

土地改革时，有的庙宇由农协会分给农民，或为乡公所、供销

社、医院、粮库、学校所用。僧尼离开寺庙从工、从农、从

商、从医。留庙的僧尼，仍以庙为家，坚持宗教活动，同时从

事工农业生产或经商活动。1955年奉节县委统战部的报告

称； 鼻佛教有和尚15人，其中有9人种地，5人纺纱，1人帮别人

做工。由于这些秘尚年龄较大，一般都是六七十岁，缺劳力，

生产上较困难，一般能维持当地的最低生活，有少部分生活困

难很大。他(她)：在每个会期和居士照样做祈祷，每月初一、

十五科佛，每逢二、五、八参加学习。”

“文化大革命”期间，佛教同样受到冲击，一许多寺庵中极

为精致的石刻、木雕、壁画及装饰，都被列为一四旧"一一毁

掉。唯一幸存的清净庵，竟被工厂占去，尼众被迫走出庙门。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拔乱反正，落实宗教政

策。鉴于县境内原有佛庙已作他用，唯永安镇清净庵尼庵尚

存，经过几年的努力，庙宇始得归还，并进行了整修，重塑了

佛像。1960年前后被动员下乡的比丘尼，陆续回到庵内。1985年

经万县地区行署批准，始得恢复税开放。据1989年底的统计，奉

节有佛教徒67人，其中比丘尼4人，居士63入。就性别而言，男性5

入，女性62人。就年龄而论，最大87岁，最小24岁。40岁以下

者3人，40--49岁者4人，50一59岁者12人，60一69岁者24人，

70一79岁者19人，80岁以上者5人。1992年2月梁平县双桂堂大

块法师来奉节收归依居士52人，其中男性8人，女性44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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