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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朝聖

台灣重要天主堂歷史影跡

台灣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古偉瀛

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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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遙寄》From Far Formosa

我深願在那島上了結殘生；

來日為主服務之期一旦終了時，

但願此身能安憩於可聞拍岸浪濤聲及

隨風飄舞之竹樹蔭下。
（馬偕著，林耀南譯）

淡水開教

天主教與基督長老教會衝突之地

最早是在興化店（三芝鄉興化）

1889 年 何安慈神父

1890 年 雷賽逸神父（Blas Saez Adana, OP） 

1898 年  鐘利默神父

1901 年  馬守仁神父

1905 年  林茂才神父－遷傳教所到淡水

1905 年 林茂才神父接台北，兼管淡水

1906 年 在淡水永吉里清水街買地築堂

1906 年  明義德神父（Juan Beobide OP）

1907 年  陶神父（Toribio Toval OP）接任

1912 年  由台北神父兼管

1928 年  陶公再來，直至光復

1943 年  由傳教員及姑婆（女傳教員）協助

1948 年  馬海聲 ‧ 任忠神父

1949 年  高師謙神父奉法蒂瑪聖母為主保 

1950 年  丁逸民神父

1950 年  定淡水堂為朝聖地

1961 年  新建聖堂

1965 年  徐應順神父

1994 年  潘爾溫神父

1994 年  馬世光神父

2017 年  曾若瑟神父

天主教拜聖母？

三種層次的敬禮

Adoration 或 latria. ──對天主的欽崇、崇拜、朝拜。

Hyperdulia. ──對聖母的特殊敬禮。

veneration 或 dulia. ──對天使、聖人的敬禮。

發生了什麼事？

Fatima 聖母顯現六次。

唯一預言奇蹟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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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預言都實現了。

在 1917 年 10 月 13 日七萬人目睹太陽跳舞。

聖母（Our Lady of Rosary）要求：
1. 大家念玫瑰經 , 不要再犯罪了。

2. 教宗將蘇聯聖化奉獻給無玷聖母聖心。

3. 預言三個秘密。

Angel of Portugal 教他們祈禱，凖備了一年。預言女孩及男孩的死亡，露西亞留下來。

1919 年 Francisco 病逝（11 歲）。

1920 年  Jacinta 病逝（不到 I0 歳）。1952 年 Jacinta 開棺移葬在 Fatima 教堂，發現她死後屍

體未腐。

1921 Lucia 被送出城讀書。

1925 Lucia 看到聖母及小耶穌顯現。（耶穌要世人把每月第一個星期六奉獻給聖母聖心）

1926 小耶穌又顯現給 Lucia，提出一樣的要求。

1927 耶穌又顯現給 Lucia，提出一樣的要求。

1929  三位一體的天主（trinity）以及聖母瑪利亞顯現給 Lucia。再次要求教宗將蘇聯聖化奉

獻給無玷聖母聖心（consecrated Russia to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1931 Lucia 看到小耶稣顯現，提出一樣的要求。教宗不聽。祝聖太遲。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43 主教拿到露西亞寫的第三個秘密不肯公開，露西亞被軟禁。

1946 露西亞终於得以回家。

1948 露西亞加入加爾默羅修會。

1984 教宗親自將蘇聯奉獻給聖母無玷聖心。终於滿全了聖母和小耶稣的要求，蘇聯解體

2005 露西亞去世，享年 98 歲。

基隆和平島的遺址

1626-1642 在基隆和平島建立了全台第一座天主教堂，諸聖教堂。

四百年後，和平島挖掘出諸聖教堂的遺址。墳墓開棺後發現其中的人採雙手合十在胸前的

祈禱樣態。也挖出十七世紀流行的西班牙式的十字架。

目前遺址仍在展示之中，將請鮑曉鷗教授為我們導覽。

基隆開教

1910  在山子腳設立傳教所道理廳。

1929  買到今日文安里天主堂原址。

1932  開工建堂，道明會山捷師神父（Felix Sanches, OP）為本堂。

轄有二堂口：四腳亭傳教所、暖暖傳教所。

基隆天主堂

1949 台灣光復，沈華良神父為主任司鐸。

1958 基隆教堂突然倒塌 。

1959 屈廣義神父接任。

1963 邊彤麟神父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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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陳文瀾神父接任。

1966 沈華良再任。

1967 聖堂擴建，十月又塌，壓跨民房，賠償了事。

1968 沈惠民神父接任。

1952 信一路開堂。

1956 西定路耶穌聖心堂，姚宗鑑神父在 1960 購地，1963 建堂完成，逐漸擴大，設立學校。

四腳亭傳教所

1893 本地的望族張圳德，與人有仇，乃求助台北的何安慈神父，問題乃止。張氏感激之餘，

全家領洗，取得了不少教友。

1930 張家移住暖暖。

1939 新開傳教所，為現在教堂前身。

1930 暖暖設傳教所，親戚阮成添為傳教員。張圳德去世後，教務遂不振

四腳亭的劉英芳訪問記

目前對福傳出錢最多的可能是劉英芳先生，他是四腳亭出身的教友，我曾訪問過他，但一

直沒有發表，直到今天，節錄一段，可見當時四腳亭傳教情況。

時間：1998 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地點：林森北路麥當勞

我當天約好聶增榮老先生，請他介紹，他和劉老同是長安堂教友，我們一起先參加主日彌

撒，後見面。

姑婆的來台

1900 年，聘請廈門兩位女傳道（含笑姑婆、Phai 姑婆）來台協助傳教。

1906 年又聘請四位女傳道（月姑婆、添姑婆、種姑婆與鑾姑婆）到中南部傳教。

在高雄試辦女道傳養成所，孕育出兩位女傳道。

1921 道明傳教女修會正式開辦女傳道員養成所，招收十名志願者。

四腳亭教堂──紀念露德聖母

在 1858 年 2 月 11 日開始，聖女伯爾納德多次看到聖母顯現。

聖母自稱為無染原罪者。

聖母要求蓋一座教堂來敬拜天主。

1862 年修建聖母無玷始胎聖殿。

露德聖母朝聖地直到今天仍然流出露德聖水，奇蹟不斷。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得到治癒，可

是會得到心靈上的改變。疾病本身的痛苦可以用來替人贖罪。迄今 7,000 多個奇蹟只有十

多件被證實為無法解釋。

由於奇蹟很多，為取信大眾，露德當局成立了醫療局，數十名醫師調查病癒奇蹟，一年約

有三十多件，只有一兩件被視為值得調查，目前最有名的有十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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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Bernadette Soubirous
1/7/1844 - 4/16/1879 年，享年 35 歲

屍體放在 Convent of Saint Gildard, Nevers, France 玻璃棺材內，至今未腐。聖女一生：貧窮，

生病（霍亂、氣喘病、肺癆），招嫉妒及被迫害。

聖母顯現以後，聖女被送到 Nevers 修女辦的住宿學校去學寫字，以後加入了修道院就死在

那裡……

聖母給聖女的信息

1. 一起念玫瑰經。顯現的時間就幾乎是唸一串玫瑰經的時間。

2. 聖母顯現時，魔鬼在旁邊吼叫。聖母看一眼就把魔鬼趕走。

3. 聖母教聖女唸一個特別的經文。

4. 聖母要求世人唸經做補贖來救靈魂，因為地獄是真的存在。

5. 聖母說「我是無染原罪始胎」。

6. 預言聖女一生將受很大的苦難來為世人做補贖。

7. 在原地蓋一座教堂。

台灣礁溪聖母

聖母在世界各地顯現有幾百處。但為教廷證實的只有少數。

1980 年，有外教人在礁溪山上迷路，得到聖母的協助，平安下山。

礁溪奇蹟不斷，包括嘉義的劉道全神父自身的經驗。

劉道全神父募捐籌建各項設施，逐漸成為台灣的聖母朝聖地。

劉道全神父成為「聖母山莊的瘋子」。

介紹寶島第一大堂：台北聖家堂的前世今生

民國 41 年（1952）： 耶穌會在台北市安東街建立第一座聖堂，以耶穌、瑪利亞、若瑟所組

成的「聖家」為堂名。

民國 42 年（1953）：購得新生南路本堂現址 1800 多坪。

民國 43 年（1954）：建築第二座聖堂。

民國 49 年（1960）：建築辦公大樓、神父宿舍。

民國 51 年（1962）： 大聖堂開工，拆除第二座聖堂，以辦公大樓做為臨時聖堂。白尚潔神

父敦請林柏年建築師設計，開始建造大聖堂。

聖家堂的特色

鳥瞰聖堂建築 , 呈十字架型。進入聖堂內無空間壓迫感及視覺障礙。巧妙運用彩色玻璃及

天光。帳篷式的建築。有一座聖家浮雕。有十八幅聖經故事的彩繪鑲嵌玻璃。民國 54 年

（1965）元月 10 日，大聖堂落成啟用。

※ 聖堂—高 63 尺（21.0 公尺）寬 61 尺（20.3 公尺）。

※ 聖堂內席位 1200 席。

※ 右側小聖堂 46 席，屬中國宮殿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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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多瑪斯堂──古亭聖心堂前身

1949 年方鐸成立台大師生聯誼會，後擴大成各大專天主教同學會。

1956 年由方豪在位於羅斯福路三段 207 巷 30 號。

1960 年大專同學會「拱手」交耶穌會士。耕莘文教院成立古亭聖心堂，此堂乃併入。

方豪神父（1910-1980）

1910 年出生，方豪神父字杰人，浙江杭縣人

1922 年入杭州天主教修道院，攻讀拉丁文

1928 年入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攻讀哲學及神學

1935 年晉鐸，隸杭州教區

1939 年於《益世報》工作

1941 年為致力學術研究而辭職

1942-1943 任教於浙江大學史地系

1944-1945 任教於復旦大學史地系

1947-1948 在北平主持上智編譯館，在輔仁大學任教。

1949 返回復旦大學，但因情勢已變，往臺灣。

1949 來臺灣大學及政大任教，積極發展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曾擔任政大文學院院長。

1966 年受羅光總主教委託，為公署副祕書長，負責管理教區史料。

1975 年獲教宗保祿六世頒賜「名譽主教」（Praelatus Honorarius）加蒙席（Monsignor）銜。

成就於歷史研究： 利瑪竇、徐光啟、馬相伯、英歛之、中西交通史、宋史、臺灣史、專題

研究，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代表著作為《臺灣早期史綱》。另著有《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三冊，《方豪六十自定稿》、

《方豪六十自六十四自選待定稿》

方豪神父與大專天主教同學會

1950 年以臺北市金門街天主教南堂為臺大天主教師生聯誼會所。

1951 年以同安街為新址，改名「國立臺灣大學天主教同學會」。

1951 年「師大天主教同學會」成立於南堂。

1952 年南堂奠基落成。方豪神父負責「大專天主教同學會」。

1954 年「東吳大學天主教同學會」成立於南堂。

1954 年「臺北教區大專天主教同學會總會」成立：8 校 428 會員。

1956 年「大專天主教同學會」會所建立在羅斯福路 3 段。

古亭堂的文化精神傳承

原為大專天主教同學會會所。

強調向知識份子福傳的傳統。

由教區神父轉到耶穌會的經營。

介於台大、師大之間文化學術與宗教間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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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之南…的耕莘文教院

南區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座落於幾所大學當中。

位於辛亥路和羅斯福路交叉口：中西文明的交會。

在台大師大任教的天主教耶穌會神父，於民國 52 年創立耕莘文教院，取名「耕莘」…是為

了紀念第一位中國籍樞機主教田耕莘。

跟台灣一起成長……許多的第一

編著台灣第一本「醫藥拉丁文」。

教導台灣第一個冰上曲棍球隊。

創立台灣第一個實驗劇團──「耕莘實驗劇團」。

撰寫第一本中文有關超個人心理學的書籍。

創立第一個培育寫作人才的「耕莘青年寫作會」。

創立第一個服務最小弟兄的「耕莘山地服務團」。

編印西漢綜合大字典。

編印法漢綜合大字典 。

為什麼去耕莘？

聽演講，

欣賞音樂電影，

看表演，

泡中英文圖書館，

去教堂坐坐，

將內心的能量重新充電。

在二十一世紀昂首前行……

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耕莘文教院一直在調整它的服務。

服務對象從知識青年擴展到一般社會大眾。

二十餘年來大樓增建，設備新添，員額擴編，擴大服務層面，提昇服務水準。

曾經是「黨外人士」集會演講的場所。

曾經是不同黨派進行政治對話的地點。

是不同宗教促膝交談的温床。

是不同族群文化交流互動的空間。

對真、善、美、聖的追求，始終如一。

耕莘五大服務項目

1. 文化、教育：耕莘文教基金會。

2. 文化、出版：e 人籟。

3. 漢學、語言、比較文化研究：利氏學社。

4. 宗教牧靈福傳： 古亭耶穌聖心堂、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依納爵靈修中心、基督生活

團、天主教北區大專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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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會教育與服務：山地學習服務團、原住民大專青年返鄉服務工作隊等。

古亭耶穌聖心堂簡史

牧育才（Fr. P. Murphy, SJ）神父在中國大陸傳教十四年。

1951 年牧神父來到了台灣，乃為第一位到台灣的耶穌會士。在台大任教，因此台大配給了

神父們一棟日式房子作會院：伯達書院。

台灣當時物質缺乏但人心火熱渴慕天主，最多時一年有一百人聽道理，五、六十人願意領

洗，需要新會院與聖堂。牧神父積極地募款、購地以及監造。

1963 年 12 月 8 日，耕莘文教院由樞機田耕莘主教剪綵正式啟用。

1979 原先的古亭耶穌聖心堂拆除，台北教區主教決定由耕莘文教院接管古亭耶穌聖心堂的

事務。

1980 牧育才神父為主任神父。各個善會團體陸續成立。

1980 柯南希神父帶領英文彌撒，走向國際化。

1998 馮德山神父接任本堂主任神父。

2003 王秉鈞神父和洪萬六神父擔任主任神父。 

2013 具東昱神父擔任聖心堂的主任神父。

2017裴育聖神父為本堂主任神父。

你們來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