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伽牟尼佛像(云居山上庵寺)

．一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慈云寺天王殿

慈云寺四大天王

慈云寺四大天王



忉利寺大雄宝殿

定海九龙寺天王殿

仍利寺释彻牟尼佛一锕佛)|



静室寺天王毁

日月寺释伽牟尼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儒洋一明堂



慈愚寺大难宝殿

官堂门亭

黄吱赤沃居士林



昧
昧

馥
斌

呻
妯

审
庹

§
‘

)瓜
器
乳
Q淞

会
。
沁

§
，

辽
I

舞搿
菪

殛
脒

凄
省
4

蓝一鼙毁
餐

嚣
剩

呻
妯

帅
颦

。
。

璀
)(

，

圈
墨I

?；缀E
／

‘
敌

—
、
＼
．



』Fi￡▲ll甚至
口v 舌

本志于’1 989年6月开始制订篇目，搜集资料，经过二年多

的实地调查和反复考证，于1 99i年5月写成初稿；1 992年7月

8日在青芝寺邀请部分僧尼和知情者，对志稿进行重点讨论充

实写成二稿；1993年6月1 5日又在一真堂邀请有关寺院负责

人征求意见形成三稿。由于佛教寺院，历史悠久，历经沧桑，兴

废频仍，文字记载的原始资料非常贫乏。所以，在资料少、布

局分散的情况下写成，难免有遗漏差错之处，恳切地希望各寺

院僧众和知情者提出补充修改意见，以便定稿付印。

一一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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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天，《连江县佛教志》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佛教界的一件

大喜事，我表示由衷高兴和祝贺，为佛教办了一件好事，功德无
旦
里。

盛世修志，代代相传，是我国优良传统。连江县佛教志是县

地方志专志之一，它是一部忠实记载佛教历史和现状的科学志

书，而不是神学专著，是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为党和政府制订

佛教政策服务，起着“资政、教育、存史"的功能

佛教传入连江历史悠久，早在南朝梁大通五年(公元531

年)，距今一千四百六十多年，在透堡乡南街村首建净安寺。一

千多年来，佛教在我县产生、发展、现状及其兴衰起伏，沧桑世

变的史实，使对佛教不了解和不甚了解的人们从中了解到佛教

在连江县产生和发展并远末消失的社会现象，了解到佛教兴衰

起伏的原因，除了随着地方经济兴衰直接影响外，还因历代统

治阶级出自政治需要所制定的政策起制约的作用。

本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佛教寺院始建、重建、

扩建的历史和现状；记述对佛教事业有一定贡献的已故僧尼传

略和健在的僧尼事迹；记述寺院发扬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和走

生产自养以山养寺道路的史实；记述佛教组织机构的演变和佛

事活动情况。我们希望通过佛教志的编纂，总结历史经验，为进



一步提高全县僧尼居士的思想素质，树立良好的道风和学风，

建立和健全管理组织和规章制度，为四化建设服务多作贡献。

连江县佛教协会理事会名誉会长

释 悟 音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坚持“详今略古”和“纵不断线、横不断项’’的原则，重点

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连江县佛教寺院建设成就和贯

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后，佛教寺院修复、重建、扩建、新建、佛像

重造，佛事活动的历史与现状，如实反映发展历程，突出地方特

色、专业特性、时代特点。

三、时间断限，上限追溯到531年，下限断至1 993年末。

四、以大事记为经，各章节为纬，横排竖写，综合运用序、

述、记、志、图、表、照、录各体，而以志为主。大事记以编年体和

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全志结构分为章、节、目三个层次。

五、除古籍引文可用繁体字外，一律使用规范化的白话文、

简化字、新式标点、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行文均使

用第三人称。

六、数字书写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于

1 987年2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为准。

七、人物记述，按“生不立传’’原则。对佛教事业有突出贡献

的僧尼、居士，已故者写传略，健在者有关章节以事系人。



概 述

连江县文化源远流长，佛教历史悠久。南北朝时期的梁大

通五年(公元531年)佛教就传入连江，首建净安寺于透堡村飞

凤桥南面，距今有1450多年的历史，经过千多年来的广泛传

播，佛教对连江人民的思想意识、精神生活、风俗习惯、文化学

术等领域，都发生深刻的影响。

连江县佛教发展，到唐代进入鼎盛时期，全县有佛教寺院

34所，现存的有宝林寺、云居上庵寺、中岩寺、观音阁、广应寺、

光化寺等。至‘宋朝达到高峰，这一时期，全县新建寺院44所，重

建3所。至元朝佛教有所衰落，八十九年间，全县新建寺院仅福

真堂一所，重建荷山寺一所。至明、清、民国、虽然重新兴起，但

与唐、宋相比差距甚大。据《连江县志》民国版记载：全县佛教寺

院总计1 49所，其中唐宋两代78所，占总数61．9％。这些寺院，

历经沧桑，由于各种天灾人祸，失管失修等原因，梵宇琳宫多已

荒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宗教政策由于受到“左’’的影

响，得不到正确贯彻，尤其在1 958年的“大跃进’’和1 966年开

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梵宇被作为“破四旧’’主要对象，佛像、

法器、文物被捣毁，寺院被社队、机关、工厂、学校占作收容所、

厂房、仓库、校舍、牛栏和住宅。佛教界部份人士被当作“专政对

象’’，强加“特嫌坏分子’’、“搞迷信活动’’等罪名，查抄僧尼个人
R



财物，禁止信徒正常活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中共连江县委统战部和县政府宗教局，认真落实

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了佛教徒正常的宗教活动，帮助佛

教界解决各种困难，落实了各项政策，归还了被集体和个人占

用的寺院房屋、土地、森林、山场等，把寺院交给僧尼管理，对在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和历史积案进行了复查，根据

党的政策给予政治平反，归还被查抄的财物。“国家昌盛、佛门

有幸’’，经过十年来恢复，佛教寺院僧、尼均有可喜的变化。全县

98所寺院普遍进行了修建，古刹重光，重造佛像数百尊，新添

法器数千件，据70所寺院调查统计，扩建、新建、重建殿宇205

幢，总建筑面积12577．04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的47．71％。全

县有12所和1 7所禅寺分别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和县开放寺

院。据70所寺院统计常住僧尼居士总计281人，各寺院普遍恢

复了正常的佛事活动。

连江县佛教在历史上涌现过不少名僧，如宋代玉泉寺真觉

法师、清代翠林寺通诚法师、民国覆釜山拜经岩的性清法师，他

们广种福田、利益人群的佛教美德，深受群众敬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佛教工作先后由县委宣传部、统

战部和宗教局的领导。1 979年县成立了佛教徒群众性组织

——连江县佛教协会，1,980年1 2月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一届佛教协会理事会，二、三届协会理事会分别于1 984、

1 987年选举产生。各个寺院根据规模大小分别成立了管理机

构，管好寺院。1 986年还制订了《连江县佛教徒守则》和佛事活

动有关规定，健全和完善了各种管理制度，加强了佛教工作的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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