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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篆说明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念、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同理政新

理念、新思维、新战略。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毕节地区的佛教、道教、伊

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历史和现状及中华人民共

和同成立以后的宗教工作 O 对民间宗教、少数民族原

始宗教不予收录O

二、木志书上限记述不同宗教传入区内起始年代，

下限记述至2003年。

= 、为了资料集中便于查阅，记述有关章节时相关

资料附录于后。

四、本志二1"5资料主要来源于相关史志、区内各县县

志、地区相关专志、地区内文史资料、文物资料、地名

志(录)和相关宗教界人士座谈的调查资料与实地考察

资料，注重1王军肯详今。

、本志书所引用数字均以史志及地区各县(市)

有关业务部门的数据为准。

六、鉴于各宗教在地区没有宗教组织，宗教组织机

构及宗教活动主要以县(市)为主。



序

群山巍峨沟望纵横的毕节地区，位于贵州行的两-It部 在这块 r片老神奇的土地

上，宗教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辰。 先后有佛教、迫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传人，并在这里生根成长。 早在两再末年， "1 同高僧阿行求法，路过今戚宁彝族 inl族

苗族自治县，宣扬佛法，佛教开始在这一地区产生一定的彤响 。 到了阴代，佛教的影

响更进一步深入。 唐朝初年，现金沙县水孔乡就建成了传播佛教的 I~] 阳寺。 同时，巾

罔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开始传人，今黔两县谷电镇曾建立过监教教观城陀j市 n 元代，蒙

古军中的部分穆斯林罕人随军征时云南，伊斯兰教开始传人，明代洪武年间，监五、

沐英军巾的部分穆斯林军留守屯垦乌J散，建成今戚宁彝族问族苗族 (1 治县的杨湾桥、

马撒营等地的清真寺。 1840年后，随着西方罔家取得在华内地的传教权 ， 天主教陆续

传人威宁、大定、黔两等地。 清光绪十年(公元 1884年)基督教开始传人大定悦服里

(即今大方县马场、鼎新和纳雍县龙场等地)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t899年) ，基督

教在今织金县熊家场建立|气马桐教会。 至此，世界五大宗教聚集毕节地区境内，影响

着区内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惰。

中华人民共和同成立后，中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屯视宗教工作。 20世纪50年

代初期，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证宗教正常活动的同时，党和l政府充分发挥广大信

教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动员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根据历史的原肉和

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宗教ill行了民主改革。 20世纪60年代， ~I受"大跃进"和"文化大

革命"的影响 ， 宗教前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一部分宗教人 t被打成"反革命" 。 中

同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得到了认J'C贯彻执行，宗教人 1:蒙

受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被占用的宗教财产得以偿还 ， 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开展，

群众的宗教情动逐步走向法治管理的轨道。 到目前为止，全区信教群众约 120万人，占

全区总人口的 16%，艾:巾按宗教仪式履行人教仪式手续的约25万人， 宗教教职人员约

800人，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400余处。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肯为鉴，可知兴待;以人为鉴，可明得

失。 "修志的目的在于ff史、资政、教化。~毕节地区志·宗教志 》 的忖梓问世，是

毕节地区志书编篡中的一件大喜事。~毕节地区忐 · 宗教忐 》 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

财富，是全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 i亥志 IJj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1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客观真实地记录毕节地区各宗教教派的传人和l发展变化，志

书的出版别-于了解毕节地区各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依法特J[~宗教，引导宗教沿着正确

的轨道运行，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爱同爱教，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带领广大

信教群众全面脱贫致富，奔向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此，略述为序。

毕节地委副书记安全黎

二00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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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唐

唐代初年在现金沙县木孔乡(当时为信安县辖地)弯子村泥池坝陶家寨建

成的安乐寺，唐代晚期移至弯子村大石庄后，更名为"朝阳寺" 。

唐代今毕节地区的威宁自治县、 赫章县等地附南诏，云南一部分白族进入

这一地区，南诏佛教随之传人;这一时期，中原的汉传佛教也同时传入现黔西、

金沙一带。 建成位于现黔西县谷里镇的永丰寺、观音阁、 水口寺、城惶庙。

J'C 

至元二十年 (1283 年) 部分回族随元军进入织金西南驻扎，后落籍织金

三塘等地，伊斯兰教传入织金。

元代中 位于现威宁县城关的万寿寺、金沙县后山乡的天灵寺建成。

延桔年间 (1314 -1320 年) 西堂僧人指空法师由云南前往浙江，途经现

威宁县、赫章县一带，在这一带传授佛法。

元代 位于现金沙县沙土镇天堂村的天神堂、现威宁县羊街镇蛇场的崇圣

寺、 现毕节杨家湾镇周驿村的玉皇阁建成。

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穆斯林政治家赛曲赤·瞻思丁及其子纳速拉丁大兴屯

田 、 释道、 卫所，时有穆斯林人迁至乌撒(现威宁、赫章一带)境，伊斯兰教

传入威宁县。

明

明初 月溪和尚在水西(今黔西县城)修建永洪寺。 燃指和尚化缘建成毕

节城西郊灵峰寺。 现威宁县城东郊真武观建成;不久，四川如标和尚到此开殿，

把真武观更名为凤山寺。 道教(全真派)传入现织金县境。

明洪武年间( 1368 -1398 年) 位于现毕节城关箱子街的关圣殿(武庙)、

层台镇关圣殿及位于现织金县城东北郊鱼山上的智琼祠建成。 伊期兰教建成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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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马坡、下坝、 马家屯、妈撒遛 4 座清真寺。

永乐四年九月初八日 (1406 年 10 月 19 日) 乌撒军民府设(今威宁县、

赫章县一带)僧纲司于能仁寺(今威宁县城内)管理佛教。

永乐年间 (1403 -1424 年) 明永乐帝朱楝御告毕节城郊灵峰寺以"瑞甲

全黔"封辞。

正统元年 (1436 年) 位于现毕节城东关坡脚的福泉寺建成(今毕节市人

民医院处) 。

正统十四年二月 (1449 年 3 月 18 日) 明帝赐额"毕节普慧寺" (之前名

为福泉寺) ，设贵州毕节卫僧纲司于普慧寺(又名双井寺，今毕节市医院处) 。

武略将军、千户侯王仲骥始建毕节城东关坡山上的惠泉寺。

正统年间 (1436 -1449 年) 明帝赐额赤水卫(今毕节市赤水河一带)普

丰寺。

成化二十一年 (1485 年) 4 月 15 日 水西彝族土官贵州宣慰使安贵荣、 妻

奢脉、 子安佐铸造永兴寺铜钟，钟铸有彝文和汉文，今存大方县文物管理所。

正德五年( 1510 年) 贵州土官、水西宣慰使安贵荣、 妻奢脉及子安万钟

铸铁钟 1 口置于今黔西县城东郊观音阁内，口径 6 尺，现名正德残钟。

明中叶 道教由正一道九世弟子周金玉自江西传入大定(今大方) 。

嘉靖三年 (1524 年) 乌撒(今威宁、 赫章一带)善士新建乌撤卫城三

官庙。

十三年 (1534 年) 道人熊珊珊募工重修毕节城南关真武庙。

三十九年 (1560 年) 乌撒卫指挥建成卫城灵宫殿。

万历二年 (1574 年) 威宁杨湾桥清真寺建成。

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年) 位于现赫章县白果镇的普照寺建成。

四十一年( 1613 年) 毕节城西灵峰寺扩建，致政指挥孙勇建大雄宝殿、

教官徐绍尧建观音殿、僧人宝珠建左楼。

万历年间 (1573 -1620 年) 道教(正一派)由道士陈国良(法名洞清)

传人现织金县境。

天启年间 (1621 -1627 年) 道教传人黔西。 位于现金沙县禹漠镇干堪村

斗姆阁建成。

明末 西蜀和尚钝锋在平远州城南(现织金县城南)郊炎帝庙住脚，炎帝

庙经他组织扩修后改称南林寺，佛教临济宗传人现织金县境;位于现毕节城东

南小横街万寿宫建成。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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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清初 富目大师在黔西开元寺主教;将现织金县城东北郊鱼山上被毁坏的

智琼祠改建为黑神庙;位于现织金县城的寿福寺、城中的财神庙、熊家场乡街

上观音阁及威宁县城东北尚官岭黑神庙建成。 清进军云贵两省，陕西、甘肃、

河北等地大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将士随军进入毕节地区威宁一带。

顺治十六年 (1659 年) 陕西长安阿旬刘吉，由云南到威宁为穆斯林人讲

解 《古兰经~ ，培养伊斯兰教人才。

顺治年间 (1644 -1661 年) 如松和尚募建大定(大方)城南 50 里波罗

篝的兴隆寺。

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 现威宁县城内万寿宫建成。

康熙三年 (1664 年) 知府王命来、总兵李如碧建成黔西城郊开元寺(东

山寺) 。

四年 (1665 年) 平远(现织金县)知府刘勇移建原州署侧的关帝庙于城

南门外。 是年 (1665 年)凉州(今甘肃省)庄浪人韩忠任威宁镇总兵，任期

内，引穆斯林悟守教规，传播伊斯兰教文化，倡建清真寺。

六年 (1667 年) 平远州通判查函及居民共建现织金县城郊隆兴寺，并建

成城内万寿宫。

七年 (1668 年) 知府宁云鹏建成现大方县城南门内城惶庙。

八年 (1669 年) 副将霍维鼎及兵民共建位于现织金县城东郊东山寺、城

南郊回龙庵、知府邱业鼎，创建位于现织金县城内城惶庙。

十年 (1671 年) 游击王耀麟捐建现织金县城南炎帝庙。

十四年 (1675 年) 邑绅樊应兰募金重建毕节城西郊灵峰寺，寺优婆寨李

奕爆捐巨产为助。

二十七年 (1688 年) 现织金县城东文昌阁建成。

二十九年 (1690 年) 黔西知州穆成周等迁建黔西武庙于州署之左(最早

修建时间无记载) 。

四十四年 (1705 年) 知州穆成周建成黔西城郊双狮山文昌阁 。

四十六年 (1707 年) 现织金县城南门外西侧虎丘山上紫竹庵建成。

四十七年至五十年( 1708 -1711 年) 威宁知府佟铭迁建火神庙于威宁城

北昭明路。

康熙年间 (1662 -1722 年) 毕节城郊蟠龙山奎文阁(魁星阁)、城郊德

厚小桥梓撞阁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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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初年 知府苏霖弘建成大定城西炎帝庙(火神庙) 。

七至九年( 1729 -1731 年) 平远知州介锡州 、 副将刘成漠等建成城关太

乙祠。

八年 (1730 年) 知州朱灿英、 介锡州 、 吏目戴光组建成平远城中(现织

金县城内龙潭南岸)龙王庙。

十年( 1732 年)

两廊。

十二年 (1734 年)

乾隆六年 (1741 年)

十五年 (1750 年)

山玉皇阁建成。

灵峰寺住持宗映先后再造灵峰寺前殿，新修观音阁

知府鲍尚忠建成黔西城内(现城关二小处)魁星阁。

大定城内万寿宫、 平远州城东街万寿宫建成。

现金沙县城西南大定坡高岩寺建成;大定城南郊文笔

十八年 (1753 年) 平远州城内斗姆阁建成。

二十一年 (1756 年) 毕节知县董朱英捐傣重修毕节城西郊灵峰寺，凿山

泉、砌石池、建拱桥、树牌坊、建殿院，使灵峰寺楼台亭阁齐备，奇花异草

俱全。

二十二年 (1757 年) 毕节知县董朱英捐修城关关圣殿 6 间 、 厢房 2 间，

改建大殿前轩、建戏楼、增建坊表。

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 1777 - 1782 年) 黔西城郊开元寺(东山寺)

重修。

四十八年 (1783 年) 平远州民捐资重建现织金城中财神庙。

五十八年 (1793 年) 副将胡旦重修平远州南门关圣殿。

六十年 (1795 年) 平远州东南郊白衣庵(白玉庵)建成;知州程正坤建

成威宁城外龙王庙。

乾隆年间 (1736 - 1795 年) 毕节灵峰寺被乾隆皇帝御赐题额为臼云古

刹，黔西牛场当地百姓捐资建成九龙山寺，吏目王希古建成大定城内南岳庙。

嘉庆元年 (1796 年) 一些人士捐资建成黔西城西郊的回龙庵。

道光二年 (1822 年) 黔西城内万寿宫建成。

十八年 (1838 年) 平远州城北奎阁(昌圣阁)建成。

二十年至二十八年 (1840 -1848 年) 云南省彝良县一吴和一黄姓两户天

主教徒迁入威宁县集发乡发校窝(现属赫章县)居住，天主教始传入威宁县境

(现属赫章县) 。

二十一年( 1841 年) 平远州城南寿福寺重修， 二十五年( 1845 年)

竣工。.

二十四年 (1844 年) 平远州保安寺(现织金县三甲乡处)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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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 1821 -1850 年) 广东人集资建成位尹现金沙县安底镇街上的
寿福寺及黑神庙。

咸丰三年( 1853 年) 毛栗园(现织金县城关阿烈)肖山等密谋起义反

清，公推城惶庙普润和尚为主，机密泄漏，肖山等于咸丰四年 (1854 年) 2 月

被杀。

咸丰囚至五年( 1854 - 1855 年) 法国籍孟神父到黔西传播天主教，并把

毕节列入黔西教区之一，天主教始传人黔西、 毕节县境。

同治六年 (1867 年) 威宁城郊凤山寺重修。

同治年间( 1862 - 1874 年) 威宁城内大佛寺、准提阁(均位于现城关文

化路)建成，蜀僧净普建成位于现金沙县城关西郊大定坡的观音洞 。

光绪五年 (1879 年) 平远州东郊东山寺重建。

六年 (1880 年) 位于现金沙县城南郊的龙王庙建成。

九年(1883 年) 位于现纳雍县雍熙镇的黑神庙建成。

十四年 (1888 年 5 月知府程荣寿重修大定城西火神庙，十七年 (1891

年) 5 月告成，并改火神庙为"祝融宫" 。

十五年 (1889 年) 位于现金沙县茶园街上万寿宫建成。

十六年 (1890 年) 平远州城郊鱼山黑神庙重建。

十九年 (1891 年) 位于现金沙县清池镇街上万寿宫建成。

二十年 (1894 年) 贵阳天主教区主教易得(外国人)派传道士到大定府

城布道，建立天主教堂，天主教始传入大定(今大方)境。

是年黔西打鼓新场(现金沙县境) 熊彼得、现织金县杨锡光等苗族同胞

到安顺人党居仁(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义学"学校学习 。

二十二年 (1896 年) 大定 、 织金、 威宁部分少数民族青年慕名前往安顺

学习和信教。

二十三年 (1897 年) 大定府道教会成立。

二十五年 (1899 年) 位于现纳雍县城关镇拉莫坝的秉龙寺建成。 是年党

居仁到现织金县熊家场创建白马洞基督教教会。

二十六年 (1900 年) 党居仁派员到大定(今大方)西乡(今纳雍县猪场

乡境)创建基督教会。

二十八年 (1902 年) 威宁基督教教徒到安顺信教归来。

是年 威宁县境第一个基督教会一一德慕坪教会建立。

二十九年( 1903 年) 位于现毕节市长春镇街上观音阁建成。

三十年 (1904 年) 真人邹元清重建位于现金沙县岩孔镇老桥的水口寺。

是年党居仁带领张雅各(威宁县羊街人)、陈子明(安顺人)到葛布选址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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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成立葛布基督教会。

三十一年 (1905 年) 黔西佛教会成立，会址开元寺，由永学和尚主持。

是年大定天主教会在城南街成立。 柏格里选威宁石门坎基督教堂，成立了石门

坎教会。

是年至光绪三十二年( 1905 - 1906 年) 葛布教堂和石门坎教堂相继落

成，招收教徒子弟人学读书。 党居仁派文藻(英国传教士)夫妇到大定设立宣

教所，指导大定境内的基督教活动。

三十三年 (1907 年) 石门坎教会因彝、 苗语言不能相通，把彝族信徒和

苗族信徒划分为两个教会，彝族信徒以四方井基督教会为中心，苗族信徒以石

门坎基督教会为中心。

三十四年(凹08 年) 王树德(英国传教士)以工代赈，赈济云、 贵、 )11

灾民达 600 余人。 建立结构(现赫章县境)基督教堂。 黔西天主教会在城关

成立。

光绪年间( 1875 -1908 年) 周成、 周光重建同治年间被毁坏的威宁城郊

涌珠寺。 建成现赫章县野马川镇的大佛寺。 建成位于现金沙县城关(原干田乡)

龙王庙。

宣统二年冬( 1910 年) 基督教徒王马太家失火，葛布教堂和教会学校化

为灰烬，在上海差会和各地教会的支持下，重新建立教堂和学校。

宣统三年(1911 年) 大定知府陈庆慈建成城郊斗姆阁庆云楼。

民国

元年 (1912 年) 威宁县葛布(现属赫章县)基督教会负责人(外国牧

师)阻止教会学生升学，激起学生义愤，王明道、 陶贵方等 6 名学生不畏洋人，

联名上告到上海差会。

是年 党居仁派德国基督教女传教士巴宽敬 、 包宽爱等人到大定办理基督

教会。

2 年( 1913 年) 葛布教会学校开办高级小学班和女子初级小学班。

3 年 (1914 年) 党居仁、 裴忠谦(英国传教士)和柏格理、 王树德在大

松树开会划分界线，以灼甫梁子为界，西北为圣道公会地盘，东南为内地会

地盘。

4 年 (1915 年) 党居仁在安顺遭雷击身亡，由裴忠谦继任其位。 9 月 16

日柏格里在石门坎这救患伤寒的师生，不幸身染伤寒去世。 由张道惠继任其位。

冬，石门坎教会师生支持蔡愕反对袁世凯称帝，凑集 1∞0 多元大洋汇交云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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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5 年 (1916 年) 苗文研创成功，王树德和杨雅各东渡日本，到横滨印苗

文圣经一一《新约全书》 。

6 年 (1917 年) 川人邓洪安倾资重建黔西县素朴牛场九龙山寺，自己也

于此当和尚 。

8 年 (1919 年) 裴忠谦于葛布杀牛散粮救济灾民，张道惠也在石门坎救

济灾民。

9 年 (1920 年) 里人姜磺、潘溪修复黔西县城关水西公园的观音阁，历

时 7 个春秋，于民国 15 年 (1926 年)完工。 赫章县(时属威宁县)葛布教会

苗族信徒自行选出教会负责人，开展自立运动。

12 年 织金县城惶庙主持和东山寺主持惠德、惠林、惠祥和尚呈文省政府，

要求保护公庙财产一案，由织金代理知事聂毅办理。

14 年 (1925 年) 大定(现大方)县佛教会成立，禅光、孔德样、保文等

主持教务。

15 年 (1926 年) 安息日会教士贺爱敦(英国人)等人到毕节城关开辟

教会。

16 年(1927 年) 毕节天主教堂建立。 基督教内地会德籍传教士苏宽仁在

毕节城关百花山福音堂创办私立崇德小学，男校长罗仁卿，女校长周贞一。

18 年 (1929 年) 大定县(现大方县)佛教会禅光等法师主持给城乡各寺

庙教徒和世居信徒共 300 余人做道场版依、受戒、度职等法事。

19 年 (1930 年) 大定县政府对城内的大寺庙进行登记，查明九大寺庙庙

产。 是年贵州省基督教内地会第二次大会在大定(大方)城关举行。

20 年 (1931 年) 石门坎张文明等状告大官寨土目加租加押取得胜利。 石

门坎圣道会正式改称循道公会。

22 年 (1933 年) 威宁圣道公会改名为循道公会。 是年大定佛教会改为

"中国佛教会贵州分会大定支会"张炳南任会长。 苗族基督教徒张洪献，彝族

基督教徒陆寿珍、安启云等分别担任循道公会石门坎大联区海子小联区、井宁

大联区四方井小联区、威宁小联区区长。 从此，基督教循道公会中开始有中国

籍教牧人员和教会负责人。

23 年 (1934 年) 贵州教会监督、基督教内地会主任饶福康陪同中华内地

会全国总会副总监唐进贤(英国人)到赫章葛布教会了解执行"三自"政策的

情况。 是年葛布王明道、王明伦，结构安永清、安国正，毕节张保罗、杨发光，

大定康长老、杨景克到贵阳参加全省内地会第三次大会。 云南王少美阿旬威宁

讲学，把伊赫瓦尼传人威宁中水、牛棚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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