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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宗
敎
志

三
十
一

館
陶
縣
志
卷
之
七

宗
教
志

釋

敎

道

敎

基

督

敎

中
庸
言
天
命
之
謂
性
率
性
之
謂
道
修
道
之
謂
敎
易
言
一
陰
一
陽

之
謂
道
又
曰
先
天
而
天
弗
違
後
天
而
奉
天
時
孔
子
之
立
四
教
也

敎
人
以
學
文
修
行
而
存
忠
信
又
曰
五
道
一
以
貫
之
孟
子
言
所
以

敎
者
五
而
道
性
善
也
則
曰
夫
道
一
而
已
矣
中
華
向
爲
聖
人
明
道

敷
敎
之
邦
號
古
文
明
國
原
無
所
謂
宗
敎
之
異
同
也
自
世
界
各
國

倡
立
宗
敎
歐
洲
中
世
紀
時
政
敎
混
合
羅
馬
敎
皇
權
且
駕
乎
各
國

帝
王
之
上
迨
西
元
一
八
七
零
年
意
大
利
建
新
王
國
敎
權
始
與
政

權
分
離
以
逮
近
世
物
質
文
明
競
進
而
神
學
思
想
自
退
然
亦
無
不

有
宗
教
以
維
繫
一
般
國
民
之
心
理
基
督
敎
且
徧
及
於
世
界
中
國

儒
敎
外
釋
道
二
教
且
已
流
行
最
久
易
之
言
曰
聖
人
以
神
道
設
敎

而
天
下
服
各
國
之
立
有
宗
敎
嚴
申
誡
約
使
人
崇
拜
信
仰
相
與
悔

罪
而
遷
善
不
可
謂
無
裨
於
世
道
人
心
也
館
邑
人
好
儒
學
士
習
詩

書
好
善
者
多
殆
亦
深
明
乎
敬
鬼
神
而
遠
之
之
意
義
然
由
來
習
尙

所
奉
者
爲
多
神
敎
與
各
國
專
事
一
神
者
固
自
有
别
惟
民
國
革
新

後
破
除
迷
信
大
多
數
國
民
心
理
因
受
各
科
學
新
智
識
之
灌
輸
神

學
自
消
滅
於
無
形
而
約
法
明
定
人
民
信
教
自
由
良
以
近
代
潮
流

民
族
勃
興
親
疏
一
體
中
外
一
家
西
哲
有
言
五
百
年
後
孔
敎
徧
行

於
全
球
則
今
日
基
督
教
之
徧
及
各
國
亦
世
界
大
同
之
肇
端
也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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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宗
敎
志

敎

三
十
二

宗
敎

本
邑
除
人
奉
儒
教
外
舊
有
釋
敎
及
道
教
信
從
茲
分
述
於
左

一
釋
敎
亦

稱

佛

敎

佛
敎
始
於
釋
迦
牟
尼
亦
稱
釋
迦
文
佛
周
靈
王
十
五
年
生
於
天

竺
國
即

印

度

國

釋
迦
其
姓
牟
尼
名
也
釋
迦
之
義
爲
能
仁
牟
尼
之
義

爲
寂
默
故
號
稱
仁
王
亦
曰
法
王
佛
以
悲
智
濟
渡
衆
生
其
敎
以

明
心
見
性
爲
宗
自
漢
明
帝
時
入
中
國
凡
崇
信
釋
氏
出
家
受
戒

者
皆
稱
釋
子
亦

曰

佛

子

通
名
曰
僧
唐
文
宗
開
成
中
立
左
右
街
僧
錄

明
時
置
僧
錄
司
掌
佛
敎
淸
因
之
民
國
革
新
約
法
明
定
人
民
有

信
敎
自
由
權
佛
敎
信
徒
日
有
加
增
館
邑
崇
信
佛
敎
者
僧
衆
約

六
十
餘
人
二
十
四
年
春
南
館
陶
鎭
並
成
立
佛
敎
分
會
一
處
公

舉
吳
鳳
巢
爲
會
長
將
來
對
於
佛
敎
之
平
等
利
生
三
根
普
被
破

除
迷
惑
悟
證
眞
常
之
妙
諦
當
日
見
發
揮
而
光
大
也
茲
將
全
境

舊
有
寺
院
列
表
如
左

館
陶
縣
舊
有
寺
宇
一
覽
表

名

稱

所

在

地

備

考

寶

應

寺

在

縣

治

西

南

隅

金
時
建
僧
信
智
重
修
遭
元
兵
燹
毁
明
洪
武
十
七
年
僧
子
成
復
建
永
樂
間
僧
覺
威
性
保

擴
葺
巍
然
巨
觀
景
泰
辛
未
繼
葺
之
弘
治
辛
酉
僧
翠
峯
祖
漢
重
修
邑
人
耿
明
記
崇
禎
九

年
邑
人
孫
繼
安
軒
三
傑
募
建
後
殿
兩
廊
抱
厦
又
令
僧
福
祥
性
悲
慶
安
福
榮
請
南
京
水

陸
大
會
佛
像
百
二
十
幅
繪
畫
工
嚴
他
寺
罕
有
淸
順
治
十
年
知
縣
劉
茂
先
捐
資
倡
邑
人

張
邦
治
軒
三
傑
僧
慶
寅
增
建
後
殿
天
棚
舊
傳
建
寺
時
出
一
石
匣
內
有
古
銅
磬
一
口
佛

像
十
幅
飛
去
二
幅
知
縣
張
星
禮
請
二
幅
去
餘
與
馨
俱
存
今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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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宗
敎
志

釋
敎

三
十
三

凖
提
庵

在
縣
治
西
北

淸
順
治
間
主
薄
楊
振
倡
募
建

觀
音
祠

在
縣
十
字
街
西

明
萬
歷
十
五
年
知
縣
陳
景
重
修
︵
又
一
在
東
關
村
西
︶

興
龍
寺

在
城
西
北
八
里
丁

圈
村
西

原
名
淸
凉
寺
明
成
化
十
三
年
建
淸
康
熙
南
巡
駐
蹕
於
此
改
名
興
龍
寺

興
華
寺

在
城
西
十
二
里
許

兒
莊

石
佛
寺

在
城
東
北
十
五
里

東
煙
店
村

觀
音
堂

在
城
東
北
十
五
里

路
家
莊
村
西

南
海
大
士
廟

在
城
東
北
十
八
里

牛
張
寨
村
東
南

興
福
寺

在
城
西
南
十
八
里

北
劉
兒
莊

奉
泉
寺

在
城
東
二
十
里
路

兒
寨
村

洪
恩
寺

在
城
西
二
十
二
里

曹
兒
莊
村

福
勝
寺

在
城
西
二
十
五
里

龔
堡
村

洪
福
寺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大
章
保
村

千
佛
堂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莊
科
村
西

佛
堂
寺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車
疃
集

寶
應
寺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柴
家
堡

彌
院
寺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孝
子
村
南
街

廣
福
寺

在
城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孫
兒
寨
西

淸
順
治
五
年
邑
人
燕
邦
恒
重
修
貢
生
汪
鳳
翔
有
記

白
佛
寺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蘇
家
堡

洪
濟
寺

在
城
西
南
四
十
里

淺
口
鎭

元
大
定
元
年
建

圓
覺
寺

在
城
東
四
十
里
路

莊
村

舊
傳
宋
太
祖
避
兵
於
此
寺
內
有
和
尙
百
名
其
名
皆
鑄
於
鐘
上
今
鐘
猶
存
姓
名
皆
可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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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宗
敎
志

道
敎

三
十
四

柏
園
寺

在
城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姜
沿
村
西

觀
音
堂

在
城
南
四
十
五
里

韓
安
隄
村
南

崇
興
寺

在
城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南
彥
寺
村

圓
通
寺

在
城
西
南
五
十
里

甯
陽
堡

觀
音
堂

在
城
西
南
五
十
里

遷
隄
村

吉
固
巷
寺

在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吉
固
菴
村

龍
泉
寺

在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拐
渠
村

明
泰
和
四
年
建
今
改
建
拐
渠
小
學

二
道
敎

自
老
子
著
道
德
經
五
千
餘
言
遂
爲
道
家
之
祖
老
子
姓
李
氏
名

耳
字
伯
陽
諡
曰
耼
故
亦
稱
老
耼
嘗
爲
周
守
藏
室
之
史
孔
子
適

周
問
禮
於
老
子
其
教
以
修
心
鍊
性
爲
宗
嘗
曰
聖
人
抱
一
爲
天

下
式
又
曰
知
其
白
守
其
黑
爲
天
下
式
爲
天
下
式
常
德
不
忒
復

歸
於
無
極
知
其
雄
守
其
雌
爲
天
下
谿
爲
天
下
谿
常
德
不
離
復

歸
於
嬰
兒
知
其
榮
守
其
辱
爲
天
下
谷
爲
天
下
谷
常
德
乃
足
復

歸
於
樸
是
其
敎
旨
主
於
淸
淨
以
守
眞
一
後
世
奉
其
敎
者
皆
曰

道
士
此
道
士
名
始
於
東
漢
張
道
陵
于
吉
等
凡
入
道
者
必
受
籙

明
時
置
道
錄
司
掌
道
敎
淸
因
之
道
光
年
間
京
城
分
設
僧
官
道

官
僧
官
兼
善
世
等
銜
道
官
兼
正
一
等
銜
外
至
各
縣
設
道
會
司

掌
縣
屬
道
敎
之
事
有
不
恪
守
戒
律
淸
規
者
聽
其
究
治
故
凡
虔

奉
道
敎
者
皆
淸
虛
以
自
守
卑
弱
以
自
持
方
合
於
道
敎
守
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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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宗
敎
志

道
敎

三
十
五

之
宗
旨
也
故
老
子
又
有
曰

之
又

衆
妙
之
門
其
妙
諦
殆
非

盡
可
以
言
宣
也
館
邑
崇
信
道
敎
者
合
計
道
士
六
十
一
人
茲
將

全
鏡
舊
有
道
觀
神
廟
列
表
如
左

館
陶
縣
舊
有
道
觀
廟
一
覽
表

名

稱

所

在

地

備

考

東

嶽

天

齊

廟
在
城
東
門
外

有
石
坊
一
座
明
天
順
邑
進
士
郭
良
建

碧

霞

元

君

祠
在
東
嶽
廟
東

明
萬
歷
二
年
建

三

官

廟

在
北
門
內
街
西

明
萬
歷
間
知
縣
章
元
衡
有
記
樊
自
新
率
衆
同
修

北

極

廟

在
北
關
外

眞

武

廟

一
在
城
西

一
在
北
門
外

明
萬
歷
辛
亥
邑
人
高
思
孝
等
建

淸
康
熙
間
高
選
重
修

大

廟

王

在
城
北
里
許
喬
家
莊
村
中

孚
應
通
利
王
廟

在
城
西
二
里

久
爲
河
所
湮
有
碑
文

關

帝

廟

在
城
東
南
五
里
耿
家
屯
村

東

關

帝

廟

在
城
東
北
十
里
靑
石
□
村

内

明
隆
慶
五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衛
河
决
口
有
一
木
雕
聖
像
高
四
尺
餘
騎
一
靑
石

上
被

石
鞍
漂
流
至
此
因
以
名
村
其

現
存

眞

武

廟

在
城
東
北
十
里
拳
廠
村
東

路
北

娘

娘

廟

在
城
東
北
十
五
里
東
煙
店

村
西
北

泰

山

行

宮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楊
召
村

五

聖

廟

仝

右

關

帝

廟

在
城
東
北
十
八
里
許
張
寨

村

關

帝

廟

在
城
西
南
十
八
里
羅
家
渡

村
東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宗
敎
志

道
敎

三
十
六

關

帝

廟

在

城

南

十

九

里

後

邵

村

內

呂

祖

廟

仝

右

奶

奶

廟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王

家

集

村

東

眞

武

廟

在

城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楊

二

莊

村

東

泰

山

行

宮

在

城

南

三

十

五

里

太

平

街

村

南

玉

皇

廟

在

城

南

三

十

六

里

仝

隄

村

內

關

帝

廟

在

城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姜

沿

村

西

關

帝

廟

在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北

拐

渠

村

南

玉

皇

廟

在

城

西

南

六

十

五

里

平

莊

村

西

土

地

廟

在

城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許

要

莊

村

東

舊

傳

最

有

靈

驗

謹

按

館

邑

人

好

儒

學

士

習

詩

書

良

以

孔

子

之

道

上

承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周

公

諸

聖

人

肩

荷

精

一

執

中

十

六

字

之

心

傳

以

下

開

來

學

故

齊

太

史

子

輿

尊

之

以

素

王

厥

後

宗

聖

曾

子

以

忠

恕

明

一

貫

之

旨

述

聖

子

思

子

以

中

也

者

和

也

者

明

天

下

之

大

木

與

天

下

之

達

道

亞

聖

孟

子

又

以

性

善

之

說

明

堯

舜

之

與

人

同

是

儒

敎

之

宗

旨

不

外

於

存

心

養

性

以

事

天

衡

諸

佛

敎

主

於

明

心

見

性

修

戒

定

慧

三

學

融

俗

眞

中

三

諦

以

歸

於

以

眞

法

界

道

敎

主

於

修

心

鍊

性

固

精

氣

神

三

寶

全

氣

理

三

天

以

復

於

一

元

太

始

敎

不

同

而

所

以

敎

者

無

不

同

蓋

儒

敎

以

存

心

養

性

爲

宗

其

功

基

於

主

忠

信

其

用

極

於

致

中

和

要

不

外

本

一

誠

盡

性

以

至

於

命

道

敎

以

修

心

鍊

性

爲

宗

其

功

密

於

存

無

守

有

其

效

達

於

鍊

神

還

虛

總

不

外

守

一

眞

還

无

極

以

近

先

天

佛

敎

以

明

心

見

性

爲

宗

其

願

宏

於

無

緣

大

悲

其

行

圓

於

常

樂

我

淨

亦

無

非

本

一

如

常

寂

而

無

不

照

先

哲

有

言

孔

老

設

敎

法

天

制

用

不

敢

違

天

佛

之

設

敎

諸

天

奉

行

孟

子

亦

有

曰

先

聖

後

聖

其

揆

一

也

三

敎

一

原

同

出

於

天

天

即

理

也

三

敎

之

理

同

而

其

異

者

則

孔

敎

所

說

爲

世

間

法

佛

敎

所

說

爲

出

世

間

法

一

則

敎

人

敦

踐

履

而

納

於

軌

物

之

中

二

則

敎

人

了

生

死

而

超

出

輪

迴

之

外

也

館

邑

人

士

率

皆

尊

行

儒

敎

而

奉

釋

道

二

敎

者

亦

自

各

有

其

信

徒

正

所

謂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宗
敎
志

基
督
敎

三
十
七

相

得

益

彰

初

不

必

存

門

戶

之

見

也

况

今

日

者

環

球

咫

尺

四

海

一

家

人

不

以

中

外

限

敎

亦

不

以

國

界

分

人

民

旣

信

敎

自

由

則

邑

人

所

崇

奉

者

儒

敎

而

外

又

豈

止

釋

道

二

敎

也

哉

三

基
督
敎

基
督
即
基
利
斯
督
之
畧
稱
其
義
爲
救
世
主
此
敎
以
猶
太
人
耶

穌
爲
敎
祖
耶
穌
生
當
我
國
漢
哀
帝
建
平
三
年
當
時
猶
太
敎
徒

期
望
基
督
降
生
救
援
其
人
耶
穌
降
世
後
毅
然
以
基
督
自
信
改

革
猶
太
敎
宣
傳
福
音
敎
旨
在
於
博
愛
敎
人
懺
悔
罪
惡
上
昇
天

國
以
新
舊
約
全
書
爲
經
典
在
西
元
十
一
世
紀
分
爲
天
主
教
希

臘
敎
至
十
六
世
紀
更
由
天
主
敎
而
分
新
舊
兩
派
我
國
稱
新
派

爲
耶
穌
敎
舊
派
爲
天
主
教
其
最
初
傳
入
中
國
者
爲
唐
時
之
景

敎
繼
爲
明
時
之
耶
穌
會
皆
屬
舊
派
自
前
淸
中
葉
後
新
派
始
傳

入
中
國
館
邑
境
內
光
緖
年
間
舊
敎
先
經
傳
入
嗣
新
敎
亦
漸
及

全
境
茲
將
邑
人
先
後
信
奉
新
舊
教
之
情
形
列
述
於
左

︵
一
︶
天
主
敎
亦

稱

舊

敎

天
主
敎
自
淸
光
緖
二
十
年
間
傳
入
境
內
以
逮
三
十
四
年
先

後
設
立
敎
堂
三
處
陸
續
奉
敎
者
有
百
五
十
餘
名
之
多
茲
列

表
如
左

館
陶
縣
天
主
敎
敎
堂
所
在
地
及
敎
民
一
覽
表
鄕

土

志

敎

堂

所

在

地

敎

堂

名

稱

敎
民
住
所

敎

民

戶

數

備

考

第

郭

莊

村

華式

天
主
敎
堂
一
處
郭

莊

村

八

家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宗
敎
志

基
督
敎

三
十
八

五區

西

孔

堡

無

西

孔

堡

二

柴

莊

無

柴

莊

一

第八

滸

演

村

華式

天

主

敎

堂

一

處

滸

演

村

三

二

房

兒

寨

無

房

兒

寨

六

前

甯

堡

無

前

甯

堡

七

後

寗

堡

無

後

寗

堡

六

南

拐

渠

無

南

拐

渠

二

七

北

拐

渠

無

北

拐

渠

八

史

姚

莊

無

史

姚

莊

三

李

井

寨

無

李

井

寨

三

區

張

井

寨

無

張

井

寨

四

羅
徘
徊
頭
村

無

羅
徘
徊
頭
村

一

六

西
河
寨
村

華式

天

主

敎

堂

一

處

西
河
寨
村

二

五

第六區

劉

堡

村

無

劉

堡

村

一

第三區

西
二
莊
村

無

西
二
莊
村

二

第二區

大
章
保
村

無

大
章
保
村

一

大
羅
堡
村

無

大
羅
堡
村

一

合

計

三

處

一

五

三

家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宗
敎
志

基
督
敎

三
十
九

︵
２
︶
耶
穌
敎
︵
即
基
督
亦
稱
新
敎
︶

前
淸
宣
統
二
年
四
月
有
美
國
基
督
敎
通
聖
會
牧
師
陶
純
嘏

德
維
復
等
在
南
館
陶
鎭
河
西
大
街
創
立
基
督
敎
通
聖
會
凡

信
仰
耶
敎
者
皆
得
入
會
是
爲
耶
敎
傳
入
本
境
之
濫
觴

民
國
紀
元
二
年
會
內
成
立
培
德
男
女
小
學
凡
信
奉
敎
徒
之

男
女
及
其
兒
童
女
子
皆
得
入
學
肄
業
迨
十
六
年
基
督
敎
通

聖
會
由
南
館
陶
鎭
前
街
移
於
馬
路
北
新
建
之
大
禮
拜
堂
一

切
房
舍
煥
然
聿
新
信
敎
者
亦
日
見
加
增
十
八
年
又
在
該
鎭

建
福
音
醫
院
診
治
病
者
該
會
善
舉
頗
多
敎
務
益
形
發
展

茲
將
基
督
敎
通
聖
會
在
全
境
所
立
分
堂
及
信
敎
人
數
列
表

如
左

館
陶
縣
基
督
敎
敎
堂
所
在
地
曁
信
敎
人
數
一
覽
表
採
訪

册

敎

堂

所

在

地

縣

城

內

東

街

基
督
敎
敎
堂
一
處

三
○
名

第

五

區

徐

村

基
督
敎
敎
堂
一
處

六
○

第

六

區

淺

口

鎭
基
督
敎
敎
堂
一
處

三
○
○

同

區

柴

家

堡

基
督
敎
敎
堂
一
處

四
○

第
七
區
南
館
陶
鎭
基
督
敎
敎
堂
一
處

一
○
○

淸
宣
統
二
年
創
立
民
國
十
六
年
遷
移
馬
路
北
新
大
禮
拜
堂
一
切

房
舍
煥
然
改
觀

同

區

辛

莊
基
督
敎
敎
堂
一
處

五
○

第

八

區

房

兒

寨
基
督
敎
敎
堂
一
處

一
○
○

備

考

信

敎

人

數

敎

堂

名

稱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宗
敎
志

基
督
敎

四
十

同

區

李

家

橋

基
督
敎
敎
堂
一
處

三
○

合

計

八
處
七
一
○
名

謹

按

基

督

敎

旨

主

於

博

愛

與

儒

敎

之

博

施

濟

衆

佛

敎

之

慈

悲

普

濟

正

相

默

契

其

敎

人

崇

奉

上

帝

懺

悔

罪

惡

上

昇

天

國

亦

與

孔

子

所

謂

獲

罪

於

天

無

所

禱

也

佛

家

所

言

三

世

因

果

六

道

輪

回

道

家

所

言

善

惡

之

報

捷

於

影

響

理

亦

暗

合

至

基

督

以

救

世

自

任

捨

身

救

人

與

先

總

理

所

言

救

國

之

道

在

於

救

民

救

民

之

要

莫

先

自

救

其

具

革

命

大

無

畏

之

精

神

亦

儼

有

同

符

是

知

世

變

日

亟

乃

時

勢

所

趨

科

學

日

新

亦

文

明

進

化

而

所

謂

一

眞

不

破

至

善

常

昭

中

外

相

同

今

古

如

一

之

本

來

靈

性

則

世

同

尊

永

劫

不

滅

即

儒

敎

所

謂

一

心

湛

然

萬

物

皆

備

佛

敎

所

謂

不

二

法

門

萬

法

一

如

道

敎

所

謂

抱

元

守

一

無

爲

而

治

與

基

督

敎

專

奉

一

萬

靈

眞

宰

之

上

帝

以

啓

發

世

界

民

族

本

然

之

善

心

而

蠲

除

其

後

來

之

惡

念

以

同

昇

天

國

殆

先

後

有

同

揆

也

孔

敎

之

徧

行

全

球

與

基

督

敎

之

及

於

世

界

合

之

佛

敎

諸

天

奉

行

皆

所

以

正

人

心

而

全

天

理

撥

亂

世

而

反

郅

治

聖

人

作

而

萬

物

覩

一

人

良

而

萬

邦

貞

世

界

大

同

皆

於

聖

道

一

貫

卜

之

也

館

邑

雖

僻

處

魯

省

西

偏

人

皆

尊

聖

習

禮

戒

奢

自

由

信

佛

自

由

信

道

自

由

信

耶

以

各

以

改

惡

遷

善

爲

旨

歸

一

里

之

仁

即

一

邑

之

光

一

邑

之

讓

斯

一

國

之

光

其

機

甚

微

其

效

匪

細

所

願

有

長

民

之

責

者

因

勢

利

導

整

躬

率

屬

敎

成

俗

美

聖

道

聿

昌

民

福

國

利

寗

有

旣

耶

其
他
如
田
敎
等
本
邑
向
無
奉
是
敎
者
茲
不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