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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姜 军

经过市民宗委同志的辛勤耕耘，《辽阳市宗教志》终于迎

着新世纪的曙光脱颖而出，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辽阳是一座有着二千四百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宗教

的传播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o《辽阳市宗教志》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完整、系统、科学

地展示了辽阳地区宗教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抢救和积累

珍贵的宗教史料，提供丰富的宗教信息，了解和掌握我市宗教

及宗教工作情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它填补了我市专业志门类的空缺，将起到“存史、资政、教化”

的作用，是各级领导，特别是从事宗教工作的同志们难得的一

本参考资料。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漫

长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宗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我市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和天主教，宗教活动场所32处，各教信徒一万多人，约占全市

总人口的6‰。我市各种宗教地位平等，和谐共处，从未发生

过宗教纷争；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公民之间彼此尊重，团结和

睦，共同为辽阳的改革开放，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奉献。我市

各级政府和民族宗教管理部门，认真贯彻宪法和有关宗教的

法律、法规、政策，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宗教团体和

寺院教堂的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教职人员正常的教职活动，保

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支持各教独立自主自办的事业，



鼓励宗教界团结和带领信教群众，积极参加全市经济建设和

精神文明建设；制止和打击不法分子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动制

造混乱，传播邪教，违法犯罪，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

行渗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志书中收录的80多篇寺庙碑文，记录了辽阳悠久的宗教

发展轨迹，展现了辽阳丰厚的文化积淀，折射了千年古城丰富

多彩的文明之光。其中《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新建玉皇庙

碑记》、《新建弥陀寺碑》三块碑记，成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

祖籍辽阳的铁证。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热忱地期盼

辽阳的宗教和宗教文化，继承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兼容并

蓄，相得益彰，服务社会，造福百姓，为建设一个文明富庶祥和

安乐的新辽阳增添异彩，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立千古不朽的

丰碑!



凡 例

凡 侈IJ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系统地记述辽阳市宗教的历史和现状，旨在“存史、资政、教

化”，以供充分了解和认识我市宗教状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

强对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本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上溯至汉唐辽金元明清，后沿至

2000年末。

三、本志以章节组成框架结构，除概述外，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

教、道教、宗教管理、宗教文化、附录等八章。资料力求精确、科学、严谨、翔实。

四、本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为已经去世的宗教界代表人物立传。

五、本志用公元纪年，各朝代纪年放在括号内，在必须用朝代纪年时，则将

公元纪年放在括号内。

六、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辽阳市白塔区、文圣区、宏伟区、弓长岭区、

太子河区、辽阳县、灯塔市。历史上其他曾受辖地区不记述。

七、使用地名取历史上当时通行的名称，如有改变，注以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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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

展和消亡的过程。辽阳是东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古城，属多种宗教地区，佛教、

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教俱全。除道教是我国创建的宗教外，其它

宗教分别由印度、西域、阿拉伯以及欧洲陆续传人我国，并先后流布辽阳地区。

辽阳佛教分汉传和藏传两宗，汉传佛教于东汉时期传人辽阳。碑载广佑

寺、栖云寺建在汉代永平年间(58—75年)。南北朝、唐、辽、金、元、明都有所发

展．至清朝末年，辽阳境内佛寺102座，僧尼295人。藏传佛教于元代传人辽阳．

明末清初有所发展，主要是藏传佛教的格鲁派，也称喇嘛教，在辽阳境内建有喇

嘛庙和喇嘛塔。

道教于唐代或更早传人辽阳地区，流行于辽金，昌于元代，繁荣于清代。唐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征东时，命臣属在辽阳广建宫观。建国前，辽阳有

宫观祠庙48座，道士43人。

伊斯兰教于元初传人辽阳境内。清代顺治和道光年问，山东、河南、河北的

回民随同移民一起迁至辽阳城乡。城内、刘二堡、沈旦、大河南等地建有清真

寺，回民围寺集居，信奉伊斯兰教。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深入，天主教于清咸丰三年(1853

年)传人辽阳沙岭，基督教于光绪八年(1 882年)传人城内。建国前，辽阳天主教

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控制下，辽阳基督教长老会在英国基督教长老会控制

下。传教、赈灾、办学、施医所用资金是由国外教会提供的，清末民初，天主教徒

达3000人，基督教徒达2800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人民政府设

立了宗教管理部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废除

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天主教和基督教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走独

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市基督教会成立了三自爱国组织。

在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统战政策、宗教政策遭受严重

破坏。许多宗教场所被砸毁，珍贵文物和经书被焚烧。宗教界人士和有些信教

群众被打成“牛鬼蛇神”，成为专政对象，停止了宗教活动。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委和市政府对宗教工作进行了拨乱反

正，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开放了宗教场所，平反了宗教界人士的

冤假错案，恢复建立了教会和爱国宗教团体，支持宗教界开展国际友好往来，对

境外宗教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目前我市有佛教、道教、伊

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至1999年末，开放宗教活动场所32处。其中佛教7

处，伊斯兰教4处，基督教16处，天主教5处。市级宗教组织有市佛教协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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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协会、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市基督教协会、市天主教爱国

会、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全市登记各教信徒1l 143人。其中佛教信徒3588

人；道教信徒270人；基督教信徒2958人；伊斯兰教信徒2227人；天主教信徒

2100人。各教教职人员55人，全市有16名宗教界人士被安排为市、县(市)区各

级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各宗教团体按照各自的《章程》选举，产生

负责人和领导机构。各宗教团体独立自主办理教务，兴办社会公益服务事业。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我市宗教文化已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广

大信教群众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积极参加社会

主义建设。市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支持各

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保护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的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教职人

员履行正常的教务活动，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

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动制造混乱、违法犯罪，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

透，打击邪教活动。引导信教群众积极参加两个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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