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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武汉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类型和悠久宗

教历史的城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

基督教等宗教都在武汉留下了其丰富的宗教建筑。

本文简述了武汉现存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同时也对

一些现存的宗教建筑典型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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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一宝通禅寺

1 武汉的宗教概况
武汉市现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

教和基督教。解放前有过印度教．后已不存在。

原有东正教，也于1 958年后不再独立存在。

佛教传人武汉最早，已有1500多年历史，道

教、伊斯兰教传入武汉分别已达1 000多年和

600多年。天主教传入武汉已达300多年，基

督教传人最迟也有100多年。枷

2武汉佛教及寺庙
2．1武汉佛教历史及现状

武汉市佛教主传曹洞、临济二宗。文革中，

佛教界受到极大；中击。从1 985年始，武汉佛

教协会收回落实宗教政策的房屋建筑面积5万

多平方米，并对8处寺庙进行了大规模维修。

据2003年上半年初步统计，武汉市有佛教信

徒4．1万人，正式登记的佛教活动场所8处。

爱国宗教团体2个。o

2．2武汉寺庙概况及现存典型

武汉寺庙的修建．始于东汉，唐代有所发

展，明清及民国是其发展鼎盛时期。武汉的寺

庙以武昌最多。宝通寺、莲溪寺、归元寺和古

德寺并称为武汉著名的“四大丛林”。

宝通禅寺始建于南齐，初名东山寺。唐贞

观年间进行扩建，易名弥陀寺。宋理宗赐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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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禅寺。明成化年问，宪宗敕赐“宝通禅寺”名，

沿用至今。寺庙几经摧毁、修增，现殿宇多为

清时所建(图1)。宝通禅寺坐北面南，殿宇

建筑依山就势。锄主要建筑为砖木结构，歇山

顶形式．斗拱飞檐，彩绘雕栋。寺内有放生池、

圣僧桥、钟鼓楼、弥勒殿、东西花厅、普同塔

院；登般若门至大雄宝殿、上客堂、禅堂、玉

佛殿、藏经楼、方丈室等；东侧有般若楼、斋

堂、香积寮；西侧有伽蓝殿、客堂等。直登后

山见万佛楼、海鸟罗汉宫、华严洞、洪山宝塔。

莲溪寺初建干唐朝，完成千元末明初，唐

宋时就已闻名于江夏地区。莲溪寺是武汉唯一

的女众丛林——尼姑庵。现今的莲溪寺坐北朝

南，所存主要建筑大都为元明时所建(图2)o

寺庙建筑分为正殿建筑和附属建筑两部分。鲫

正殿建筑有四重：首重为山门，次重为弥勒殿，

第三重为大雄宝殿，第四重是大彻堂。附属建

筑分别于正殿建筑的东西两侧，其东侧依次为

客堂、伽蓝殿、地藏殿、五观堂、法堂、往生堂：

西侧为祖堂、大悲殿、华严堂、延寿堂和寮房。

归元寺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取《楞严经》

“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的佛偈命名。现

存建筑系清同治、光绪年问及民国初年陆续所

建(图3)。归元寺由北院、中院和南院三个

各具特色的庭院组成，拥有藏经阁、大雄宝殿、

圈2一莲溪寺

7 3

75

76

 万方数据



图3一归元寺

罗汉堂三组主要建筑。o北院的主要建筑藏经

楼是一座两侧五开问的楼阁式建筑。南院的主

体建筑是呈田字形布局的罗汉堂。中院的主体

建筑大雄宝殿为一砖木结构歇山式大型殿宇。

古德寺始建于1877年，原名“古德茅蓬”，

民国初年改名为“古德禅寺”。@古德寺是全

国唯一一座仿缅甸“阿难陀寺”建筑风格的佛

教寺庙。核心建筑圆通宝殿平面采用中国古建

筑“间”的形制，明间较宽，其它各问等分。

大殿立面呈现出哥特式教堂和伊斯兰清真寺建

筑的某些风采。天王殿、客堂、僧寮等均为新建。

3武汉道教及宫观
3．1武汉道教历史及现状

武汉地区的道教，分正一道和全真道两派。

明代为道教兴盛期，清代开始走下坡路。经文

革的破坏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恢复，武汉道教

在新时期有所发展，至2000年，有正一道士

410余人，信众6万多人，全真道士300人左

右，信众近7万人。。

3．2武汉道观概况及现存典型

武汉地区修建最早的宫观是建于北宋的汉

阳天庆观。明代以后，修建了大量的道教宫观。

民国初年，武汉三镇的道教宫、观、庙、庵、

阁达到百余处。但至20世纪40年代大都相

继衰落，现市内仅存长春观。

元初时，来武汉创办道教丛林的弟子为纪

念长春真人邱处机，修建了长春观(图4)。

明清曾进行维修和重建，咸丰二年毁于战火。

今存格局是1864年何合春率众仿明代建筑风

格重建的，采用砖木斗拱铆榫结构。殿宇坐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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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南，依山而建，分左、中、右三院．中院四

进。首进是红墙青瓦的灵宫殿，太上老君石像

位于太清殿外。穿阆苑，过蓬壶月门，沿花径

至七真殿。出殿登石阶过遇仙桥，则至第四进，

也是长春观的最高点——三皇殿。西院三重为

财神殿、道藏阁、王母殿。东院有孟宗祠、侯

爷亭以及五百灵宫殿。

4武汉伊斯兰教及清真寺
4．1武汉伊斯兰教历史及现状

伊斯兰教传入武汉地区，始于元代，兴盛

于明、清。武汉沦陷时期，日军对其进行了摧

毁性的伤害。抗战胜利后，逐渐复苏。新中国

成立以后，伊斯兰教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保护。

文革时被迫停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恢

复和发展。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全

市有各族穆斯林21010人。∞

4．2武汉清真寺概况及现存典型

武汉地区曾先后建过9座清真寺．最早的

建于明代，多数修建于清代。日军占领期间，

清真寺几乎全部被毁。抗战胜利后，部分改为

民房。现对外开放的清真寺仅有以下3座。

汉口民权路清真寺，原称广益桥清真寺，

于清雍正年间置产建造。民国18年修筑民权

路时，该寺全部拆除，在现址上重建。重建的

清真寺主体建筑仿阿拉伯穹顶建筑形式，为三

层砖湿结构。它是武汉市尚存的3座清真寺中

历史最长、规模最大、保持较为完好的一座清

真寺。

汉口二七街清真寺，1918年始建于江岸

刘家庙地段，俗称刘家庙清真寺。抗战爆发时，

图4一长春观

寺房被毁，铁路扩建又占去了地基，便在今

二七街永和里购买一栋楼房作为清真寺。年久

失修后倒塌，在原地扩建了有大殿三问、水房

两间、北屋两间的平房清真寺一座。1993年

当地穆斯林筹款，把礼拜殿增为两层，并安装

了圆顶。

武昌起义门清真寺建于1862年，因位置

处于辛亥革命起义门城楼前，故名起义门清真

寺，民间俗称城外清真寺。几经战乱导致该寺

规模逐渐缩小，文革期间，原建筑几乎荡然无

存。1980年以来，市伊斯兰教协会对剩余房

屋进行了部分维修，后又在院内修建了一栋两

层楼房，作为礼拜殿。

5武汉天主教及教堂
5．1武汉天主教历史

明崇祯十年，葡籍神父何大化来湖北传教，

次年建堂于武昌蛇山脚下。张献忠攻打武昌时，

何卖掉房产逃往福建，该堂不久被毁。1 661年，

法籍神父穆迪我来武昌重新建堂，4年之间，

发展教徒2200多人。自此天主教在武汉地区

的传教活动一直延续下来。⑨

5．2武汉天主教堂概况及现存典型

武汉现有教堂都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修

建的，建筑特色大多为罗马式。1950年以前，

有天主教堂近20座。由于年久失修和自然风

化，许多已成为危房，现存可用于开展宗教活

动的教堂仅有5～6座。9

汉口上海路天主教教堂和主教府建成于

1876年。因奉圣若瑟为主保，又名圣若瑟教堂。

该教堂建筑风格为罗马式(图5)，平面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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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一圣若瑟教堂

丁十字形，两层砖木结构，长40余米，十字

横头处宽26m，中间正殿宽14m。该堂后侧

左右各建有圆形塔式钟楼一座。1899年在十

字横头前端增建左右侧殿。

武昌花园山堂始建于1880年，最初是修

建主教公暑大楼。大楼整体呈凹形，依山势修

建。1889年在公署右侧建了薪的主教座堂。

因奉耶稣～家为主保，故又名圣家堂。其建筑

风格为罗马风巴西利卡式，砖木结构。凹

汉阳显正街堂前身为西门天主堂，现建筑

建成于1936年。因奉圣高隆庞为主保，又名

圣高隆庞堂。建筑为爱尔兰式，单层砖木结构，

正立面有方形钟塔一对，正门上有设计精美的

山花圆窗。

柏泉刘家嘴堂始建于1842年，又名圣家

小堂。1952年被汉阳县接管，作为柏泉中学

校地，1994年教会将整个大院收回。教堂采

用“一院两堂”格局，单层砖木结构。

6武汉基督教及教堂
6．1武汉基督教历史及现状

1861年，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到达汉口，

成为最早进人华中地区的新教传教士。新教初

传人武昌时，曾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武汉沦

陷后，新教教众纷纷转移，直至二战结束，新

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大为降低，对战时被炸毁的

教堂也未进行修复，更没新建大的教堂。凹

20世纪80年代教会恢复活动。截止

2000年，全市7个中心城区以外的6个区共

有聚会点72处，信徒2．7万。曰

6．2武汉的基督教堂现存典型

荣光堂建于1931年，初建时名为格非堂，

是以传教士杨格非的名字命名的。教堂为哥特

式建筑，红砖清水墙，门窗均采用尖券来强调

竖向线条。底层作办公，中廊布局，二、三层

为礼拜堂。凹1951年改为荣光堂。荣光堂是

武汉市最大的教堂。

救世堂的前身叫大通巷福音堂，现建筑建

于1930年，红砖清水墙两层砖木结构，平面

呈拉丁十字形。教堂大门、屋顶采用中国民族

建筑形式，铺盖琉璃瓦。后墙高处有由彩色玻

璃砌成的荆棘冠冕十字架(图6)。前门楼按

三段构图，半圆拱窗，楼顶建有四个八角形小

塔。

崇真堂是杨格非来武汉后建造的第一座

基督教堂，也是湖北最早的一座。教堂始建于

1864年，主体是一座平面拉丁十字形的单层

哥特式建筑，采用砖木结构。门窗采用哥特式

尖拱并向内收，镶嵌彩色玻璃。

武昌圣米迦勒基督教堂，建于1918年，

哥持式建筑风格，两层砖木结构。教堂平面为

拉丁十字型，分为上下两层，一层办公，二层

传教。立面造型上，底层门窗采用哥特尖拱式，

二层开圆窗。

7武汉现存的其他宗教建筑
在汉口鄱阳街、天津路口处有～座为六角

形单层建筑，它是东正教在武汉的惟一教堂。

该堂建于1885年，平面采取集中型制，中轴

线前后有门，其它4角为厚墙身逐皮收进的尖

拱窗户，屋顶作穹窿圆形，绿色铁皮屋面，顶

部立大十字架。

8结语
武汉的宗教建筑多为历史建筑，不仅反映

了所属宗教的文化和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图6一救世堂

映了武汉的文化交融和历史变迁。近些年来，

随着宗教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武汉的宗教建

筑也成为了人们了解和认识武汉的重要途径之

一。

如今，武汉的经济发展飞速，城市建设和

城市美化景观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建筑

形态却越来越缺乏特色。而宗教建筑对一个城

市来说，既能丰富城市景观，又能体现出独特

的建筑文化。因此，对这些宗教建筑加以保护

和修复，不仅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而且对建

筑界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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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王娟.刘杨 武汉宗教旅游资源开发探析 -科协论坛（下半月）2007,""(5)
    武汉具有丰富的宗教旅游资源,它具有种类多样、历史悠久、文化内涵独特等诸多特点.本文基于对宗教旅游资源特性的把握,对武汉市宗教旅游资源

进行了研究并对武汉市宗教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宗教旅游资源开发的三层次体系.

2.期刊论文 林静.程诚.赖文 武汉市宗教旅游营销策略探讨 -中国商界2008,""(3)
    宗教旅游资源是武汉旅游资源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就武汉宗教旅游市场的细分、定位,阐述了武汉宗教旅游营销发展的策略.

3.期刊论文 宫哲兵 武汉市宗教的现状与世俗化特点--当前城市宗教工作田野调查之一 -宗教学研究2003,""(3)
    本文对武汉市目前的宗教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探讨和评价.宫哲兵,武汉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4.期刊论文 《长江论坛》课题组.The Task Group of The Article 和谐社会中的民间信仰问题研究——兼谈武汉

地区民间信仰状况 -长江论坛2009,""(6)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民间社会的现象,是相对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制度化宗教而言的各种非制度化的宗教信仰

和崇拜,是植根于百姓中的宗教信仰及宗教的行为体现.本文通过调研,考察了武汉市民间信仰存在的特征,分析了民间信仰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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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并提出了民间信仰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发展路径.

5.期刊论文 《武汉大学学报》开办《中国宗教文学研究》专栏 -世界宗教研究2009,""(3)

6.期刊论文 刘念.万莉莉 武汉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调查分析 -当代经济2008,""(15)
    通过对武汉市部分高校大学生信仰宗教问题状况进行问卷调查,从而总结出在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基本现状,并提出相应解决办法和对策.

7.期刊论文 翟志宏.ZHAI Zhihong 走出宗教起源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读《宗教概论》有感 -武汉大学学

报（人文科学版）2006,59(4)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是宗教学研究中的一个复杂和重大的理论问题.从19世纪宗教学建立以来,提示宗教起源之谜就一直是众多宗教学家和哲学家为之

努力的目标.段智德先生新近出版的《宗教概论》,在总结这些理论探究的基础上,"从更深的层次上对宗教的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做出说明",从"现实

的历史的人的生存需要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出发,在历史和逻辑两个维度上提示宗教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因以及更为基础的"动因的动因",为走

出宗教起源的迷宫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8.期刊论文 杨乐强.YANG Leqiang 宗教多元主义的意义与价值--对约翰·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的本质主义解读 -武
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59(1)
    在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主义语境中,终极实在是宇宙的本体,信仰的源泉,它通过多元文化得以表达,通过不同信仰得以彰显,从而形成了从不同角度

折射终极实在的多元的宗教传统和多样化的信仰体系.这些传统和体系呈现出共同的从自我中心向实在中心转变的救赎论结构,展陈出多元的但又是信念

上同等有效的渡舟方式.因而,各种宗教本质上都是文化生成物,都有其反映终极实在的有限性,同时,也各有其主体认同的价值合理性和彼此间的平等性

.宗教多元主义倡导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在面对当今世界的多重挑战中展现其对话价值和实现人类和平的意义.

9.期刊论文 张金桃 跨世纪宗教活动现象辨析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56(1)
    宗教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实体.宗教对人类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诸方面都起着不同的重要影响.在跨世纪之际,无论是传统

宗教的复兴,还是新宗教的兴起,从根本上说,都是由当代社会存在的复杂因素和关系形成的.

10.学位论文 孙素雯 近代武汉教会医院研究 2008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被开辟为商埠,西方教会各派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蜂拥而入武汉传教。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近代基督教进入

中国依靠的是强权的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武汉民众普遍对传教士持厌恶和排斥的态度,对教义不屑一顾。为了顺利发展教会事业,传教差会采取了兴办学校

、创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慈善事业等多种手段辅助传教。其中,医疗事业对民众最具有诱惑力,传教效果也最佳。传教医师创办教会医院,为当地居民施

药治病,终于获得了民众的认同,打开了传教局面。

    本文以武汉地方史志资料、部分教会医院的院志资料、传教差会的部分档案资料为基础,以武汉市的教会医院为考察对象,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讨

：

    第一,近代武汉教会医院概况。主要包括西方教会在武汉建立医院的历史背景、重要的教会医院和教会医院发展的特点三个部分。

    第二,教会医院与医疗传道。从教会医疗传道的历史传统、教会医院医疗活动的动机与目的、武汉市教会医院的宗教活动等方面入手,分析教会医院

“疗身”与“疗灵”的关系。

    第三,教会医院与医学教育。为了解决自身医护人员短缺的问题,教会医院开办了医院医学班,开设了医学校、护士学校和产科学校,培养了大批医护

人才,客观上为近代湖北的西医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教会医院与慈善救济。天灾、战乱年代,教会医院参与了救灾、防疫等一些社会公益性活动。尽管从出发点来看有其传教上的考虑,但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伤兵和难民的痛苦。

    第五,教会医院对近代武汉社会的影响。教会医院在近代武汉的医疗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对近代武汉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促进了武汉地区近代医疗

卫生事业的发展,有益于江城及其周边地区人民的身体健康,有利于武汉地区社会风俗的改良。

    总之,近代武汉教会医院是西方教会在湖北地区进行传教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开创和发展的本意是为了服务于传教事业,但在一定程度上

曾使武汉广大民众免除了疾病的痛苦和折磨,重新恢复了健康。同时教会医院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本土化、世俗化的趋势,把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

医疗制度以及现代化的培养医学人才的模式引入了武汉,客观上为西医在武汉的立足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社会风俗的改良。它们还参与了近代武汉

的一些慈善救济活动,为江城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由于医院是由西方教会设立,始终没有脱离传教的初衷,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也必然因此而

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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