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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每週固定禮拜約三十餘名，多為當地居民，少數為在本地工作的外地

人，信徒也積極參與各項活動，至今實際受洗者約有二十名。50

50　王俊昌、劉緯道採訪整理，〈林奕足教師訪問記錄〉，200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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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財團法人基督教鄉村福音佈道團（鄉福）

　　美籍宣教士魏德凱牧師（Rev. Richard A. Webster）夫婦因為感受到

在臺灣並沒有教會從事鄉村開拓並建立教會的異象，遂於民國六十年(1971)

成立鄉村福音佈道團（按：辦公室在臺南市），帶領基督徒學生首先在臺中

大甲一帶展開福音行動，持續了數年時間，足跡已遍及全臺灣。為了使福音

更有效的紮根，於是差派全職同工進入福音未得之鄉、鎮、村，開拓建立教

會。

　　民國七十年(1981)在屏東縣滿州鄉成立了第一個拓荒區（滿州工作

區），民國七十五年(1986)在客家庄屏東縣麟洛鄉成立第二個拓荒區（麟洛

工作區），同工在此開始了披荊斬棘的拓荒旅程。其實過去三、四十年來，

在產業結構不斷的變化當中，鄉村人口逐漸外流，鄉村教會相對萎縮，鄉村

宣教亦漸漸被忽略。事實上過去的幾十年，都市化的過程中，有20%，四百

萬的人口，從民間信仰或沒有信仰轉到佛教去，差不多也是慈濟成長的人

口，教會卻沒有吸收到這批從鄉村遷移至都市的人。四、五十年前臺灣基督

徒比例2.5%，如今還是2.5%，鄉村就更低，雲林縣千分之三，嘉義縣千分之

四，鄉村的福音工作更顯重要。

　　鄉福同工以堅定的宣教心志和有限的資源開始鄉下的福音事工，同工生

活簡單樸實，自然融入百姓的生活中，福音事工漸進展開。從民國七十六年

(1987)至九十一年(2002)陸續在嘉義縣東石鄉（成立東石工作區），彰化

縣田尾鄉（成立田尾工作區）、大村鄉（成立大村工作區）、芬園鄉（成立

芬園工作區）、高雄縣鳥松鄉（成立鳥松工作區）、雲林縣大埤鄉（成立大

埤工作區）、臺南縣七股鄉（成立七股工作區）這些沒有教會的鄉鎮建立教

會，開拓福音。民國九十三年(2004)在嘉義縣六腳鄉蒜東村（緊臨蒜頭村）

成立蒜頭工作區，建立蒜頭基督教會。民國九十六年(2007)成立嘉義縣布袋

過溝工作區，建立布袋過溝福音中心，該中心位於布袋鎮過溝與東石鄉栗子

崙的交界處，它所涵蓋的福音範圍包括布袋過溝、東石鄉西崙村、東石鄉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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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村。目前鄉村福音佈道團在嘉義地區計有東石工作區、蒜頭工作區、以及

布袋過溝工作區。

　　為了吸收更多鄉村子弟入教，鄉福採取的方式為課業輔導與雙語營。透

過福音老師至鄉村教會，成為全職的課業輔導同工。他們在逐步推動課業輔

導事工當中，許多學童喜歡到教會，隨其成績、品格的進步，家長也肯定教

會的付出，也藉此將福音的種心撒在小朋友心田。舉辦英文營會亦是鄉福另

一個重要的福音管道，利用暑假進入到學校舉辦為期四天的英文營會。營會

中，除了英文教學及多元的活動外，最後一天，更邀請參加營會的青少年自

由到教會，參加特別為他們安排的福音聚會，將輔導的愛、主耶穌的故事、

福音的信息，深植在他們心裡面。雙語營民國九十一年(2002)舉辦二梯，

民國九十二年(2003)三梯，民國九十三年(2004)七梯，民國九十四年(2005)

十一梯，民國九十五年(2006)十二梯，將近千位的青少年參加該項營會。51

一、東石基督教會

　　東石基督教會，位於嘉義縣東石鄉猿樹村117-12號。

　　東石基督教會於民國七十六年

(1987)至七十七年(1988)設立，為鄉村

福音佈道團的一部。鄉村福音團最早於

屏東設立，後逐步北上發展，其宗旨是

將福音傳播至各地，尤其是在沒有教會

的地區。早期東石鄉除北部靠雲林地區

有一教會外，其餘地區皆無，因此梁紀

貞牧師首先來此設立教會，傳播福音。

後由陳文逸牧師負責此會事務，並接任

鄉村福音佈道團總幹事，繼續傳教。教

會最初曾搬遷多次，但多在附近村落，

民國八十年(1991)搬遷至現址（按：現

址為教會財產）。目前固定禮拜約有

51　財團法人基督教鄉村福音佈道團資料提供。

圖4-4-46  東石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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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名參加，其中大多數已受洗。52

二、蒜頭基督教會

　　蒜頭基督教會，位於嘉義縣六腳鄉蒜東村十鄰蒜頭614號。

　　蒜頭工作區為鄉村福音佈

道團工作區之一，由東石工作

區分出。民國九十三年(2004)

九月由吳燕輝牧師夫婦來此租

用民居（現址），成立蒜頭基

督教會，本教會所在地人口密

集，交通便利，利於傳教。設

教主要是因為臺灣鄉村民間信

仰較強，不願意接受外來的基

督教，造成許多教會設立與佈

教困難，因此放棄，使得六腳鄉附近地區少有教會。鄉村福音佈道團有鑑於

此，故深入這類鄉村，積極佈教，以宣揚福音，蒜頭工作區便在此種概念下

成立。當地民間信仰興盛，對於基督教較有隔閡，蒜頭工作區平日即舉辦社

區活動，並設立課輔班，協助附近學生，藉以親近民眾。目前教會仍由吳燕

輝牧師夫婦牧養，固定參與禮拜者約有三十餘名，受洗者約十餘名，多以蒜

頭附近居民為主。53

第十節  臺福基督教會

　　民國五十九年(1970)，四十幾位臺籍教友離開美國加州羅省基督教會

（1966年成立），分設臺語福音教會，完成了以臺語（閩南語）敬拜上帝的

心願。當時尚無教堂所以暫借阿罕布拉的安息日會開始聚會。隨著教務的發

展，民國七十一年(1982)十月十六日舉行臺語福音教會總會成立感恩禮拜，

擬訂總會章程及地方教會章程，並正式成立總會董事會。本會除了在美國發

展教務之外，也努力國外傳教事業，民國八十四年（1995）為止，臺福教會

52　王俊昌、劉緯道採訪整理，〈陳文逸牧師訪問記錄〉，2009年5月17日。

53　王俊昌、劉緯道採訪整理，〈陳惠珍師母訪問記錄〉，2009年5月10日。

圖4-4-47  蒜頭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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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有32間教會，即美國洛杉磯11間、外地15間，加拿大2間，哥國1間，紐

澳3間。

　　由於北美地區實際的需要，教會除了臺語聚會外，又設立英語聚會來面

對成長中受美國文化薰陶的第二代，緊接著又有華語聚會的成立，來向以華

語溝通方便的年輕人及華語族群宣道。因此「臺語福音教會」易名為「臺福

基督教會」，不但向臺語同鄉傳揚福音，也向華裔同胞及美國成長的亞裔傳

揚福音。

　　至於臺灣宣道，其實早在八十年代末葉，臺福亦想回臺宣道，但當時與

臺灣長老教會總會同工幾次的對話，他們認為那時臺灣的環境，並不適合臺

福回去宣道。於是臺福轉向南半球，在那裡向當地的臺灣移民傳福音。直

到民國八十五年（1996）一月臺福總會召開年會，臺灣宣道再次在會中被關

心，由於當時臺灣的環境和八十年代末葉不同，已經是民主、開放的社會，

遂於同年四月臺福總委會提案中通過設立「臺灣宣道部」，並委任劉富理牧

師負責。臺灣宣道部一成立，立刻得到北美及臺灣眾教會的支持，同年夏，

有4隊短宣回臺。臺灣先後成立臺北祈禱站、臺中祈禱站、高雄祈禱站、臺

東祈禱站。而在上帝引領中，有愛主的家庭奉獻臺中市一棟大樓中的兩間房

間，為「臺福臺灣宣教中心」。民國八十六年（1997）三月廿二日，在臺中

臺福宣教中心舉行「臺福回臺宣教說明會」，有許多各教會牧長參與支持，

翌日「臺福宣教中心」奉獻感恩禮拜，並向政府註冊正式成立「財團法人

基督教臺福宣教中心」。三月卅日復活節，在臺北設立「臺北臺福基督教

會」，正式在臺灣展開傳揚工作，至今臺福基督教會在臺灣已陸陸續續設立

32間教會、1間祈禱站、1間禱告站、以及1間福音站。為了更積極與有效地

推展臺灣宣教事工，總會成立臺灣宣教策劃委員會，由丁昭昇長老當召集

人，負責策劃與連繫。臺福目前在嘉義地區有嘉南臺福基督教會、以及臺福

學生事工與短宣服務中心，皆位於嘉義縣太保市崙頂里崙仔頂。54

一、嘉南臺福基督教會

　　嘉南臺福基督教會，位於嘉義縣太保市崙頂里第1鄰崙仔頂5之7號。

54　臺福基督教會總會與臺福臺灣宣教中心資料提供。



562

《宗教志》

　　嘉南臺福基督教會，成立於民國九十年(2001)七月十五日，由臺南伯特

利臺福基督教會劉清峰牧師前來設立。劉牧師伉儷每週由臺南前來太保主持

會務，當時教會設在太保國小後側。民國九十二年(2003)由黃錦壽牧師接

任，將教會遷至現址（為教會財產），翌年底黃牧師因事離開嘉南臺福，前

往臺中牧會。教會面臨解散。民國九十三年(2004)十一月八日在洛杉磯，由

丁昭昇長老召集吳德聖牧師、陳慶霖長老、劉瑞義總幹事、陳俊偉議長後，

正式委任游象輝與吳智惠夫婦接替嘉南臺福會務迄今。民國九十四年(2005)

一月一日游象輝夫婦正式接任，成立同工會，由吳智惠擔任第一任主席迄

今。目前平日有安親輔導班（恩典班），會友人數由初創時個位數，漸漸成

長至今約有五十名（信徒數成人三、四十名，兒童六、七名）。55

二、臺福學生事工與短宣服務中心

　　臺福學生事工與短宣服務

中心，位於嘉義縣太保市崙頂

里第1鄰崙仔頂5之15號。

　　臺福學生事工與短宣服務

中心，由美國洛杉磯南灣臺

福一對夫婦於民國九十二年

(2003)底回臺，於嘉南臺福服

事開始，後由另一對夫婦奉獻

美金一萬元，促成民國九十三

年(2004)七月在嘉義縣太保市

安東國小開辦兩期的暑期生活營。一期為兩週，課程內容有主恩與品格教

育、數學、英文、繪畫、球類、詩歌、唱遊、金句背誦等等，最後一晚在操

場紮營舉辦營火會，參加的學生約一百名左右。

　　同年九月進而成立課後輔導班，輔導學童課業、英文及生活教育（聖經

為教材）。目前每位參加課輔的學生，都成為主日學的學生。至於大學生部

份，成立英文查經班，且聘請一位南非教徒的老師來帶領，目前已有多位學

生成為慕道友。56

55　嘉南臺福基督教會資料提供、2008年12月12日田野調查資料。

56　同上註。

圖4-4-48  臺南臺福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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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天主教

　　大正二年（1913）七月十九日臺灣成為獨立的監牧區，民國三十八年

(1949)十二月，臺灣劃分為臺北、高雄二個監牧區。臺北監牧區轄臺北、桃

園、新竹、苗栗、宜蘭、花蓮六縣，以及臺北市、基隆市與陽明山管理局，

由郭若石主教任臺北監牧。其餘縣市則屬高雄監牧區，由陳若瑟神父任監

牧。民國三十九年(1950)十月，羅馬教廷再自高雄監牧區劃出臺中、彰化、

南投三縣市為臺中監牧區。民國四十一年(1952)一月任命美籍蔡文興神父為

首任臺中監牧。同年八月七日又將高雄監牧區劃出成立嘉義監牧區，轄嘉義

縣市、雲林縣，同年十二月廿一日牛會卿主教被任命為代理監牧。牛會卿主

教治理教區伊始，凡事起頭難，為因應福傳的需要及提升服務的品質，首先

到處招兵買馬，廣徵人才，號召海外的神父加入教區的福傳事工，不到半

年從3位神父增加到14位。修會由民國三十九年(1950)的主顧傳教修女會開

始，陸續有聖言會、耶穌會、中華聖母會、本篤會、中華道明會、遣使會、

聖家會、聖母聖心會等，參與教區的福傳事務。其次牛會卿主教為了興建與

發展教區事業到處籌錢，其對天主教在嘉義教區的開展，付出了極大的心

血。民國五十一年(1962)四月十一日從嘉義監牧區升格為教區，牛會卿主教

即為嘉義教區首任主教，至民國五十八年(1969)八月卅一日退休。在職17年

中，在經濟困難下修理聖堂、建聖堂、建醫院、建修道院、設立中學、幼稚

園等不遺餘力，建樹良多。57

　　後歷任主教為賈彥文主教、狄剛主教、林天助主教、劉振忠主教、洪

山川主教、鍾安住主教。民國六十五年(1976)，嘉義教區成立4個牧靈區：

（一）朴子、四湖牧靈區；（二）竹崎、吳鳳牧靈區（後改為阿里山牧靈

區）；（三）嘉義牧靈區；（四）雲林牧靈區，個別策劃與各堂區的各項聯

誼活動，或是輪流為教區舉辦大型活動。58下文先說明聖言會、耶穌會等重

要修會在嘉義開教的情形，接著介紹嘉義牧靈區、朴子四湖牧靈區、以及阿

里山牧靈區內各聖堂發展沿革。

57　顏尚文編纂，《嘉義市志‧宗教志》，頁194-196。韓玲玲總編輯，《天主教嘉義教區成立五十 
　　週年紀念特刊》，頁10-11。

58　韓玲玲總編輯，《天主教嘉義教區成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12、32。



564

《宗教志》

一、天主教修會在嘉義

（一）聖言會

　　1875年德國人真福楊生（Arnold Janssen）在荷蘭士泰爾創立聖言會，

光緒四年（1879）進入中國傳教，直至民國三十八年(1949)大陸淪陷。民國

四十三年(1954)牛會卿主教到臺灣，並被任命為嘉義的監牧。他請聖言會得

賈德良神父（Leo Kade）做他的副主教，隨行的還有紀福泰神父（Aloysius  

Krieftewirth）與陶賀神父（Aloysius Tauch），此為聖言會於臺灣福傳

工作之開端，民國四十七年(1958)經過聖言會羅馬總會總代表大會決議開始

在臺灣的傳教工作。民國四十八年(1959)二月十六日建立聖言會中華區，由

紀福泰神父擔任第一任區長，同年聖言會於頂六建立嘉義區的會院。民國

四十九年(1960)四月六日聖言會與牛會卿主教簽定合同，獲得嘉義東南部的

傳教區，包括中埔、竹崎、大埔、番路及吳鳳鄉（今阿里山鄉），亦即後

來的阿里山牧靈區。這一年傅禮士神父已在達邦的特富野傳教，8個村莊都

有了教友團體。民國七十三年(1984)於阿里山蓋了「福若瑟中心」，民國

七十七年(1988)於奮起湖又蓋了「楊生活動中心」，提供教會以及社會人士

一處休憩與靈修的場所。聖言會在開教期間承蒙聖家獻女傳教修會協助，該

會民國五十一年(1962)成立嘉義會院，民國八十六年(1997)五月卅一日離開

嘉義教區。目前聖言會仍負責阿里山牧靈區的堂區工作。59

　　溫安東神父（Fr. Anton Weber, SVD，1937-），生長在德國南部農

村，父親是農人，父母親信仰虔誠，主日無論多忙都會帶孩子到教堂望彌

撒，下午則在家裡做家庭禮拜。由於父親很希望孩子中有一位將來能當神

父，於是讓他加入聖言會小修院。民國五十年(1961)讀神學。民國五十三年

(1964)發終身願，十月與三十多位同學一起升為神父。傅禮士神父在阿里山

開教曾發表一篇文章敘述在山上傳教的情形，希望修會能派年輕神父到山上

幫忙。溫神父同學衛伯安神父比他先到臺灣協助傅神父，寫信要溫神父能來

臺灣。民國五十四年(1965)溫神父來到臺灣，在新竹華語學院讀了兩年國語

後，被派到阿里山擔任傅神父的副本堂。溫神父的主要工作是到部落做彌撒

59　溫安東，〈聖言會在臺灣的過去與現在〉，「聖言的軌跡—聖言會創會125週年紀念講座」， 
　　2000年12月16日，頁13-28。感謝嘉義縣政府文化處提供此一資料。韓玲玲總編輯，《天主教嘉 
　　義教區成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180-181、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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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聖事服務，跋山涉水拜訪偏遠部落極為辛苦。為了有效傳福音，溫神

父也努力學習鄒族的語言、歷史與文化，期待教友除了能對天主教教義有

更深入的瞭解，也能將鄒族傳統信仰的價值與定位融入基督信仰中。民國

八十五年(1996)，在鄒族修女汪寶瑞（汪光洋之女）、浦英雄神父、傳道員

鄭政宗、溫貞祥、以及武山勝等人的協助下，開始翻譯甲、乙、丙年彌撒經

本及四部新約，並與語言博士蔡恪恕神父編寫《鄒語‧德語字典》，且在山

區教授鄒族母語，希望將來鄒族人都能閱讀鄒語聖經。60

　　武山勝（族名Moo-Muknaha，1936-），阿里山鄉來吉村人。從小生長在

嚴肅的家庭，父親是個標準的鄒族人，當戰後基督宗教傳入改變了鄒族的部

落社會，武山勝家族是少數沒有入教的，他們堅持保留自己的傳統宗教信仰

與文化。傅禮士神父來到來吉村傳教，找到武山勝幫忙傳揚福音，當時他已

經服完兵役，第一次看到彌撒，傅神父交給他幾本有關教義的書讓他研讀，

然後就叫他去部落傳教，他即是來吉村的首位傳道員。傅神父對武山勝影響

很大，讓他認識耶穌基督，武山勝說傅神父讓他感受到天主教的愛，第二年

他正式領洗，是村裡第三批領洗的教友。由於鄒族傳統信仰強調上天與人的

關係，和天主教的觀念極為相像，惟鄒族談得不具體，也沒有提出證明，只

是口耳相傳，天主教則提出很多證明，講得比較清楚，這正是他能接受基督

信仰的原因，後來他的母親與妹妹也接受了天主教。武山勝的傳道員工作共

作3年（1960-1963），曾經領導教友搭蓋教堂。民國五十二年(1963)武山勝

考上公務員，調到南投縣信義鄉公所等地任職，直到民國五十七年(1968)才

回到故鄉。雖然離開傳道員的工作崗位，但仍繼續為教會服務。61

　　汪光洋（族名Voju-Peonsi），阿里山鄉特富野村人，特富野頭目也是

巫師。早期長老教會反對原住民傳統信仰，強迫族人砍掉傳統祭典中的聖

樹－雀榕（eono），並在樹根灑鹽巴防止聖樹再生，家裡的傳統祭品也要全

部燒掉，瑪亞士比祭典（maeasvi）停辦將近10年。頭目無法帶領族人舉行

祭典，受到極大的打擊。汪光洋擔心鄒族文化會逐漸消失，因此很反對基督

教，許多族人受他影響也退出長老會。後透過長女汪寶蘭、次女汪寶秀的介

60　丁立偉、詹嫦慧、孫大川，《活力教會－天主教在臺灣原住民世界的過去現在未來》(台北：光 
　　啟文化事業，2005年)，頁141-144。

61　同上註，頁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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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汪光洋發現天主教教義與鄒族宗教觀極為接近，聖經故事與鄒族傳說也

很相似，加上傅神父不排斥鄒族文化，幫助他們保留傳統祭典，因此他選擇

皈依天主教。領洗後的汪光洋非常熱心虔誠，影響許多長老跟著領洗，那段

時間村裡的天主教教友將近八成。62

（二）耶穌會

　　民國四十三年(1954)，耶穌會士前中國河北省大名教區監牧隆其化主

教，來到嘉義教區從事福傳事工。而耶穌會傳教範圍，即是後來的朴子四

湖牧靈區。隆主教一開始暫住嘉義市民生路天主堂，翌年棲身於朴子。民國

四十五年(1956)於朴子開元路建立聖母無原罪堂及神父住宅，隨後成立朴子

總鐸區，包括朴子、布袋、東石、義竹、鹿草等地，並先後成立聖堂、幼稚

園及診所等工作。民國五十一年(1962)隆主教創立「聖加爾爵傳教學校」，

培養出五十多位傳教員，並分派至各地傳教。在此總鐸區服務的神職人員先

後有王世靖神父、金振聲神父、高明新神父、葉由根神父、霍立本神父、潘

壽山神父、鄧念慈神父、王貴神父、柯思德神父、萬德景神父、晁金名修

士、戴文彬修士、申克恭神父、潘振國神父、王欽實神父、吉鳳翔神父、滿

思謙神父、黎敦厚神父、魏里仁神父、以及非耶穌會的劉若瑟神父與尹墨林

神父等。

　　此外，民國四十八年(1959)耶穌會也前往新港從事福傳工作並成立新港

總鐸區，包括北港、新港、六腳、太保等地，直至民國八十一年(1992)離開

總鐸區。在本區服務的神父計有鄧念慈神父、翁德茂神父、雷山神父、滿嘉

祿神父、蒲敏道神父、費峻德神父、魏里仁神父等。

　　蒲敏道神父（Fr. P.Burkhardt, SJ，1902-2002），出生於瑞士巴塞爾

城（Basel City, Switzerland），民國十五年(1926)九月八日入耶穌會，

民國二十年(1931)八月至中國傳教，民國二十二年(1933)至二十六年(1937)

在上海徐家匯神學院，讀神學。民國二十五年(1936)六月十日在徐家匯晉鐸

祝聖為神父，民國四十二年(1953)被迫遣送至香港，隨後回到羅馬。在羅馬

及瑞士停留半年後轉往菲律賓馬尼拉4年。民國四十八年(1959)來到臺灣，

62　丁立偉、詹嫦慧、孫大川，《活力教會－天主教在臺灣原住民世界的過去現在未來》，頁223-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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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過臺灣新竹擔任耶穌會會院院長（1959-1960）、在臺北的耶穌會遠東

省（按：後改為中華省）省會長（1962.7 -1967）。民國五十六年(1967)九

月十日奉派到嘉義教區新港天主堂（按：1960年耶穌會哥倫比亞籍鄧念慈神

父前來新港開教，1966年新建聖堂落成，教友三百多人），擔任耶穌會會院

院長及新港總鐸區總鐸，在本堂神父、傳教員及教友的協助下，展開一連串

的牧靈工作。

　　民國六十一年(1972)一月廿五日朴子、新港兩總鐸區合併為朴子總鐸

區，嘉義教區賈彥文主教指派蒲敏道神父接掌朴子總鐸區，任總鐸兼蒜頭本

堂，希望藉著蒲神父豐富的管理經驗及充滿熱情的傳道精神，來推動嘉義沿

海地區教務發展，這一年，蒲神父已經七十歲了。翌年擔任朴子天主堂本堂

神父，至民國六十五年(1976)元旦改任任嘉義教區副主教，住朴子，負責領

導全教區神職等團體或個人的靈修工作。同年十月一日嘉義教區神父全部大

調動，同時成立朴子─四湖、竹崎─吳鳳、嘉義、雲林等四個牧靈區，改任

朴子─四湖牧靈區主任。民國六十八年(1979)八月一日兼任義竹本堂神父

（住朴子聖母堂），民國七十八年(1989)元旦兼任朴子本堂，至民國七十九

(1990)年九月，蒲敏道神父以近90歲高齡擔任聖心教養院院長（按：聖心教

養院由蒲神父籌建，1989.1.31破土動工，1990.8.16完工，1990.9.17開始

收容院生），收容5歲到50歲間智能不足或多重障礙的院生。民國八十三年

(1994)二月一日請辭副主教獲准，由吳終源神父接任副主教。民國八十五年

(1996)四月廿九日卸任聖心教養院長，由中華聖母修女會高慧琳修女接任。

民國八十二年(1993)至八十九年(2000)擔任朴子天主堂助理本堂及聖心教養

院嘉爾默羅修女會的修會神師。長期為臺灣奉獻心力，曾獲頒「金毅獎」、

「省民榮譽證」，民國九十一年(2002)以101歲高齡逝世。63

　　滿思謙神父（Fr. Marsecano, SJ，1915-2000），出生於義大利南方

偏僻小山城－Ferentino，民國十九年(1930)加入耶穌會，民國二十八年

(1939)被派遣到中國蚌埠教區進行福傳工作，民國三十四年(1945)五月十九

日在上海徐家匯晉鐸，成為神父，民國四十一年(1952)被迫離開中國，轉往

63　「耶穌會中華省」網站資料。蔡民一，〈半生無悔的奉獻--聖心教養院推出蒲敏道神父紀念 
　　展〉，《自由時報》，2007年7月18日。蔡炅樵，〈百歲園丁的深情－蒲敏道神父和他的志 
　　業〉，《新故鄉雜誌》第10期（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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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民國四十四年(1955)離開菲律賓來到臺灣新竹縣關西鎮，學習客家

話，並與吉愛慈神父合著《English-Hakka》字典（按：該字典於1958年由

光啟社出版）。滿神父來到嘉義教區之前，先後擔任新竹縣湖口鄉老湖口

本堂神父（1955-1966）、新竹山崎天主堂主任司鐸（1968-1970）、關西

石光天主堂主任司鐸（1971-1978）及管理露德聖母朝聖地。民國六十九年

(1980)開始，滿思謙神父調離新竹教區，前往嘉義沿海地區傳教，8年間，

前後擔任義竹、布袋與東石天主堂的本堂神父。滿思謙神父在嘉義地區傳教

期間，適逢教友人數與日遞減，但滿神父仍舊秉持著堅定傳教的心，以近70

歲的高齡不停的拜訪教友，希望教友能重回教堂。滿神父在布袋天主堂歡度

70大壽，據過去傳教員的說法，滿神父70大壽當日，教友們為神父席開10桌

慶祝，並邀請許多嘉義當地的仕紳前來祝賀。結束在嘉義八年的傳教生活

後，滿思謙神父調回臺北，民國八十九年(2000)安息主懷。64

　　至於嘉義牧靈區主要由道明會負責，惟梅山於民國四十三年(1954)由中

華聖母會負責，至民國六十四年(1975)完全退出，民國七十四年(1985)中華

道明修女會至梅山服務，該會亦曾服務大林天主堂、特富野天主堂。65

　　除了聖言會、耶穌會、道明會、中華聖母會傳教於嘉義縣外，尚有以

下修會在不同期間至本縣服務：（一）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按：民

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廿六日成立），協助耶穌會與遣使會於朴子四湖牧靈區傳

教，後因人力不足，於民國八十年(1991)三月卅一日關閉。（二）聖神婢女

傳教會，二十餘年前接受聖言會溫安東神父的邀請，在阿里山牧靈區奮起湖

藉醫療與接生服務深入民間照顧百姓的需要。目前仍有鄧迪德、吳麗芝兩位

外籍傳教修女於此服務。（三）德來小妹妹會於民國五十四年(1965)八月應

耶穌會葉由根神父之請。至嘉義教區服務。起初是在鹿草天主堂協助傳教，

除拜訪家庭、推行美滿家庭工作外，還負責幼稚園，同時也在聖家貧民醫院

為病患服務。民國六十年(1971)耶穌會王欽實神父又邀請該會潘蘭芬與黃克

林兩位修女前往義竹天主堂協助傳教，也為幼教工作付出心力。此後因該會

在其他教區福傳工作的展開，於民國六十二年(1973)結束鹿草與義竹兩地的

服務。（四）救主修女會於民國六十三年(1974)二月應賈彥文主教的邀請，

64　「新竹縣大窩口促進會」網站資料。

65　韓玲玲總編輯，《天主教嘉義教區成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72、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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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畢素慰、麥惠民、斐思孟三位修女至鹿草主持聖家醫院，為病患服務，

民國六十八年(1979)離開嘉義教區。（五）嘉爾默羅傳教修女會，於民國

七十七年(1988)至臺灣傳教，民國七十九年(1990)至東石鄉傳教。66

二、水上鄉露德聖母堂（嘉義牧靈區）

　　水上鄉露德聖母堂，位於嘉義縣水上鄉水上村正義路200號。

　　民國四十四年(1955)楊傳

亮神父在水上鄉租屋一間，做

為講道所及主日彌撒之用。民

國五十五年(1966)元月，牛會

卿主教委派劉愚夫神父為首任

主任司鐸。劉神父應命立即著

手整理教務，首先在水上租一

間店面，開始辦公，同時來回

於回歸、凌雲二眷村等地舉行

彌撒，並邀請邸銘箴與朱秀蕙

二位傳道員，協助傳教工作。同年五月二十二日成立公教青年會，牛會卿主

教及地方人士，均應邀出席，會員達61人之多。同年聖誕節，該堂聖堂及宿

舍大樓建成。民國五十六年(1967)八月，幼稚園二層樓房成，一樓做為幼稚

園之用，招收新生150名，二樓則為傳教員與幼稚園老師宿舍。民國五十八

年(1969)，該堂男女教友，分批參加基督活力運動。民國五十九年(1970)十

月十三日，由趙方濟神父接任第二任主任司鐸，當時該堂有四百三十多位教

友，並有中華道明會洪雪梅修女幫忙傳教工作等事宜。民國七十九年(1990)

四月二十九日聖母亭花園落成，美化聖堂，環境更為幽美，此為教友特敬聖

母，祈求聖母轉請的精神信仰祈禱所。水上露德聖母堂教務原由嘉義市民生

北路聖母七苦堂兼管。教友四百餘人，多數為空軍及其眷屬，散居於回歸、

凌雲二眷村、以及水上、南靖、中莊等地，臺灣省籍教友為數很少。目前固

定參加彌撒約四、五十名，其中約有三十名受洗。67

66　同上註，頁190-191、196-197、200-201。

67　韓玲玲總編輯，《天主教嘉義教區成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70。2008年10月11日田野調查資 
　　料。

圖4-4-49  露德聖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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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溪口鄉露德聖母堂（嘉義牧靈區）

　　溪口鄉路德聖母堂，位於嘉義縣溪口鄉溪西村中正路153號。

　　民國四十五年(1956)李天一神父任

民雄助理本堂時，即被邀請到溪口傳

教，最初租屋一棟，暫作道理廳，後購

得土地一千五百餘坪並籌建新堂，惟民

國四十七年(1958)病逝，翌年王道明神

父繼任李神父未了心願，完成新聖堂一

座。王神父任內，慕道者日眾，曾有數

百人領洗奉教，並先後成立聖母軍、

教友聯誼會、樂隊、幼稚園等。民國

五十二年(1963)，呂文健神父繼任本

堂，翌年，劉文會神父接任本堂，此時

因社會由農業進入工業時代，社會急劇

變遷，溪口堂區亦受到嚴重衝擊，雖經

劉神父六、七年的努力，仍未能挽回頹勢。民國五十九年(1970)孫繼善神父

接任本堂，此時教友尚有兩百多位。之後林少蒼神父、李平和神父、劉太萼

神父分別於民國六十五年(1976)、七十三年(1984)、八十七年(1998)陸續接

任本堂。溪口堂區自民國四十五年開教至民國九十一年(2002)六月，因人口

外移，目前教友約數十人，無神父駐堂。68

四、大林鎮聖母無原罪堂（嘉義牧靈區）

　　大林鎮聖母無原罪堂，位於嘉義縣大林鎮東榮街40號。

　　民國四十六年(1957)之前，大林鎮湖北里大湖庄有數家老教友（按：劉

振忠主教即出自此教友家庭），屬沙崙仔本堂管轄，大湖庄並有道理廳一

所，駐有傳教姑婆（女傳教員）陳稅（1899-1969），民國五十四年(1965)

颱風成災，道理廳被毀。民國四十七年(1958)大林鎮正式成立本堂區，包括

平林、明華、排路、大湖、中林、園林等里。最初租一民房，王道明神父來

68　韓玲玲總編輯，《天主教嘉義教區成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80-81。2008年12月11日田野調 
　　查資料。

圖4-4-50  露德聖母堂

圖4-4-51  聖母無原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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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傳教工作，後因故由沙崙本堂苗懷竹神父代管，不久石汝昌神父被派為

第一任本堂，在平林里過溝仔購地千坪。民國四十八年(1959)興建小聖堂及

宿舍等，並以磚牆分為東、西兩院，東院駐有中華聖母會修女，協助傳教，

教友已有兩百多名。

　　民國四十九(1960)年八

月，張懷顏神父就職第二任本

堂，創辦上智幼稚園一所。因

教友激增，於是開始籌建新

堂，前後已募捐新臺幣四萬餘

元，此時教友已達三百多位。

民國五十二年(1963)九月初，

楊傳亮神父接任第三任本堂，

著手籌建聖堂。民國五十三

年(1964)十月新建聖堂及辦

公大樓開工，民國五十四年(1965)三月廿五日聖堂及辦公大樓落成，民國

五十五年(1966)秋成立教友代表會，民國五十六年(1967)成立天音樂團，民

國五十七年(1968)在院內大水池中央，建中式聖母亭一座，民國五十八年

(1969)成立公教青年會。六十五年(1976)楊傳亮神父北上榮任輔大教授，先

後由田彬神父、呂文健神父協助堂區傳教，之後劉道全神父接任第四任本

堂，民國七十三年(1984)二月林少蒼神父接任第五任本堂。民國七十四年

(1985)十月廿二日中午聖堂二樓火災，聖堂僅存四面牆壁，唯獨聖體龕、大

型苦像及本堂主保聖母無原罪像仍然完好，教友們竭盡全力重建，並獲各友

堂贊助。民國七十五年(1986)一月十二日重建落成，由新任林天助主教主持

啟用。民國八十五年(1996)整建一座美輪美奐的聖母慈園，民國八十六年

(1997)阮聆憶神父接任第六任本堂，民國八十七年(1998)十月劉太萼神父接

任第七任本堂。大林堂區從民國四十七年(1958)開教至民國九十一年(2002)

六月，計有475名領洗，因人口外移，目前教友約百餘名（皆受洗）。至於

組織則有傳協會、聖母軍、主日學、讀經班。69

69　韓玲玲總編輯，《天主教嘉義教區成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76-77。2008年11月16日田野調 
　　查資料。

三、溪口鄉露德聖母堂（嘉義牧靈區）

　　溪口鄉路德聖母堂，位於嘉義縣溪口鄉溪西村中正路153號。

　　民國四十五年(1956)李天一神父任

民雄助理本堂時，即被邀請到溪口傳

教，最初租屋一棟，暫作道理廳，後購

得土地一千五百餘坪並籌建新堂，惟民

國四十七年(1958)病逝，翌年王道明神

父繼任李神父未了心願，完成新聖堂一

座。王神父任內，慕道者日眾，曾有數

百人領洗奉教，並先後成立聖母軍、

教友聯誼會、樂隊、幼稚園等。民國

五十二年(1963)，呂文健神父繼任本

堂，翌年，劉文會神父接任本堂，此時

因社會由農業進入工業時代，社會急劇

變遷，溪口堂區亦受到嚴重衝擊，雖經

劉神父六、七年的努力，仍未能挽回頹勢。民國五十九年(1970)孫繼善神父

接任本堂，此時教友尚有兩百多位。之後林少蒼神父、李平和神父、劉太萼

神父分別於民國六十五年(1976)、七十三年(1984)、八十七年(1998)陸續接

任本堂。溪口堂區自民國四十五年開教至民國九十一年(2002)六月，因人口

外移，目前教友約數十人，無神父駐堂。68

四、大林鎮聖母無原罪堂（嘉義牧靈區）

　　大林鎮聖母無原罪堂，位於嘉義縣大林鎮東榮街40號。

　　民國四十六年(1957)之前，大林鎮湖北里大湖庄有數家老教友（按：劉

振忠主教即出自此教友家庭），屬沙崙仔本堂管轄，大湖庄並有道理廳一

所，駐有傳教姑婆（女傳教員）陳稅（1899-1969），民國五十四年(1965)

颱風成災，道理廳被毀。民國四十七年(1958)大林鎮正式成立本堂區，包括

平林、明華、排路、大湖、中林、園林等里。最初租一民房，王道明神父來

68　韓玲玲總編輯，《天主教嘉義教區成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80-81。2008年12月11日田野調 
　　查資料。

圖4-4-50  露德聖母堂

圖4-4-51  聖母無原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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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朴子市基督君王堂（朴子四湖牧靈區）

　　朴子市基督君王堂，位於嘉義縣朴子市安福里文明路1-9號。

　　民國四十四年(1955)元旦

耶穌會士隆其化主教攜同金振

聲、王世靖二位神父，至朴子

地區開教。同年秋，隆主教在

開元路中段購地建聖堂及神

父宿舍、道理所等。翌年落

成，啟用定名為「聖母無原罪

堂」，當天有33人領洗。民國

四十七年(1958)八月，尹墨林

神父來到朴子，被派往港墘傳

教（現為聖心教養院）。民國四十九年(1960)，隆主教在開元路西端，購地

創設曉明幼稚園。民國五十年(1961)年初，在幼稚園南邊，設立曉明診所

（現改為聖心教養早療中心）。同年七月，臺中聖母聖心會梁福霞院長率

領高崇修女及張春蘭修女應邀來朴子建立修院，接管幼稚園及診所。民國

五十一年(1962)秋，隆主教創立「聖加爾爵傳教學校」，他在金振聲神父、

高明新神父、尹墨林神父協助下，共同授課，訓練兩期，培養出五十多位傳

教員，分發至各堂區服務，教務蒸蒸日上。

　　民國五十二年(1963)，朴子市文明路購地，興建聖堂及兩棟二層樓房，

定名為「耶穌君王堂」，主教任總本堂職，高明新神父為聖母堂主任，金神

父為助理。民國五十五年(1966)，另興建一棟二層大樓，做為文明學舍及

圖書館。同年春天，隆主教為農村貧困無工作的少女們，成立了「竹工訓練

班」，翌年，在擴建竹工訓練班為博愛手工藝場。民國七十七年(1988)九月

廿日，成立「聖心教養院」完工落成啟用。民國八十四年(1985)由於朴子都

市計劃，須開拓馬路，文明路聖堂及很多房舍被拆除，遂使教會一切活動被

迫停止。民國八十五年(1996)五月，動工重建一座三層大樓，於隔年十一月

十六日完工。樓內計有活動中心、交誼所、圖書室、辦公室、宿舍、餐廳

等。除教會使用外，也供社區市民使用。聖洗錄上有2,067人，在朴子的教

圖4-4-52  基督君王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