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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教團春季大會

會議決議：「各教區

按自己的特色指定代

表性的堂區設文物

館，… 訓練解說員，

使解說員成為福傳

員…」



•「福傳」



羅光，1997



內容

一、何謂天主教文物、史料及其意義

二、台灣天主教會文物史料狀況

三、文物史料的保管（存）

四、文物史料的推廣



一、何謂天主教文物、
史料及其意義



「文物、史料」一般指的是，

•具有歷史、藝術、甚至科學價值的史跡、

實物、代表性建築

•它經常與重大歷史事件、著名人物有關



有字的叫「文」

•指正式的文獻資料、手稿、日記和出版品

沒字的叫「物」

•指在歷史事件中、或與著名人物有關的

史跡、實物



•「博物」以中文來說，

•指的是「博通事物、周知散在四方之

事」



「博物館」

•是集合各種學問的地方

•也就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無所不知

•博通各種知識的意思



文物史料的功能

•可在各項舉措中引為借鑑

•是開發創新的基礎



•文物和史料，由歷史脈絡來看，

係指人、事、物的文字紀錄和遺

留的實物。



•在「個人」方面

可由重要人物的生平、經歷及其事功



•在「事件」方面

則可以藉由以時間序的「編年體」的紀錄
來整理，並輔以個別單一事件的紀錄及研
究，以達到深入的效果；



•在「實物」方面

例如建築史蹟、教會生活、彌撒禮儀中的
各種物品等等皆屬之。



二、台灣天主教會文物
史料狀況



•西班道明會，玫瑰省會長巴爾多祿茂

馬蒂內（Rev. Bartolome Martinez, O.P.）



•抵達台灣北部三貂角

（為西語Santiago

「山地雅各」之譯

音），傳教路線於是

延伸至基隆（大雞籠

嶼）和平島，並發展

到台北平原並擴及宜

蘭（哈仔難）、蘇澳



•一八五九年（清咸豐九年）

郭德剛（Rev. Ferdinando, O.P.）

洪保祿（Rev. Angel Bofurull,O.P.）



「玫瑰聖母堂」



•首任監牧林茂才，任
期七年（1913-1920）

•第二任監牧楊多默，
任期二十一年（1920-
1941）

•第三任監牧為日籍神
父里協淺次郎



•道明會士陳若瑟就任

台灣第四任監牧，任

期一年（1948）



•教務改制，教廷將台灣劃分為高雄、

台北兩監牧區

•高雄仍由道明會士陳若瑟繼任監牧，

台北則由主徒會郭若石膺選為監牧。



中國主教團設置

•一九六二年梵二大公會議之後，因於

普世教會的改革，台灣於一九六七年

建立中國主教團制度，成為台灣中央

與地方教會服務聯繫的樞紐，也是全

台教會中心



彰化羅厝耶穌聖名堂

•收集文物

•編印紀念專刊

•鼓勵專案研究

•史料數位化

•建立網頁

•舉辦活動





台南安平天主堂

•由歷史文化和現代時

空的變遷理解，找到

定位

•在台南文化古城中發

掘「天主的痕跡」



新竹湖口老街天主堂

•成立宗教文物展覽館

•新建五餅二魚餐廳



三、文物史料的保管（存）



盤 點



維 護 修 整



藏品分為書籍、畫作、文件、
照片、服飾、器物六大類



文物入館登錄



登錄表



文物的保管（存）

•文物建檔

•實物管理

•維護

•修復



（一）建檔（縱向詳實記錄）

（二）實物管理

（三）維護、修復



簡易保存實例











四、文物史料的推廣



•天主教文物持有強烈的肯定態

度

•並且認定其具有福傳的意義和

價值



步 驟

•澄清本身所屬教區、堂區對「天主教

會的歷史文物」的看法

•瞭解文物的分佈，規劃蒐集方式

•掌握快速變化的社會脈動

•與教友們公開、自由的討論



•定位自己教區、堂區的特色

•擬出可能宣揚特色的方法

•拆解成容易進行的小計畫

•組合達成遠程目標

步 驟



推廣目的的達成

•本身對教會文物史料要深入了解

•找出最「光鮮亮麗」的角度加以呈現



創辦人來回請益



參與相關研討會以拓展專業知能



媒體曝光率



基隆「神佛大展」參展過程





包裝運輸

















教育文化委員會角色

•催生者

•支持者

•協調者



（一）就管理角度言

•各教區、堂區交接中，應明訂歷史文

物、史料項目

•給予工作小組明確的定位



（二）就實質工作言

•規劃「天主教文物史料蒐集、保存、

推廣」工作的知能研討和講習

•編列推動的固定經費

•恢弘的願景，和要求不斷〝實現〞的

成果



天主教文物史料

•可以適當的宣揚教會理念，

•也將為台灣教會帶來更大、更多的刺

激和創造契機



•天主教文物史料是：

•有情感、有生命的

•兼具特色的集體記憶！



謝謝大家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