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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天主教文物、史料的徵集 

二、文物、史料的保管（存）原則 

三、文物、史料的推廣及運用 

結  語 

 

 
前  言 

會有這樣的機會來和各位談天主教文物的問題，實在是今（2006）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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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產生的「蝴蝶效應」。

主教團注意到天主教文物的價值，以及在多元的社會結構中的可運用性，實

在是一個極具實質意義及遠見的表現。但是在這樣的大原則下，如何逐步推

動？教會中那些人應負起責任？又有那些可以遵循的步驟和做法？都是這項

決議是否可以落實的關鍵。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將責無旁貸地負起明日教會各種任務，而教會是否

能夠在社會文化急遽變遷中，回應時代的訊號，端看我們如何思考這些問題

了。關於今天的主題，是接續今年七月份應「主教團教育文化委員會」主任

委員洪主教的指示，就「如何收集天主教文物、保管及推廣」講演的內容延

伸，本文將著重在台灣天主教文物、史料的徵集、保管（存）和推廣的認知

態度和步驟上，期望藉這樣的機會，能激起諸位的想法並就教於各位。 

                                                 
＊曾於 1997-2006 擔任輔仁大學校史室主任暨中國天主教文物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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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主教文物、史料的徵集 
 

如前文所述，「文物、史料」一般指的是，具有歷史、藝術、甚至科學價

值的史迹、實物、代表性建築等等，它經常與重大歷史事件、著名人物有關，

它相當程度的反映歷史上各階段的制度、生活以及意識型態。文物是不可再

生的文化資源，是人在歷史的長河中的紀錄，是人們的一種集體記憶，對當

代的人而言，它一方面可以在各項舉措中引為借鑑，另一方面更是開發創新

的基礎，人如果沒有歷史感，生命將失去重量。 

 

以台灣天主教會為例，它的文物和史料，必定與教會在台灣的發展歷史

有密切的關係，因此在文物史料的徵集上絕不能與歷史切割，如此我們才能

掌握到天主教會文物、史料的大方向，並且可以做為發展各教區的特色的基

礎。「彰化羅厝耶穌聖名堂」，「台南安平天主堂」，「新竹湖口老街天主堂」所

以成功，並且在社會大眾中能得到關注，均是主事的本堂神父在「地域性」

及時間點上的掌握了重點。他們將教會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事、物做

為縱軸，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加以深入了解、表現，又在歷史的橫軸中，引

出時間在流轉中，社會環境的變遷，及教會領導決策者的思維及作為所遺留

的成果。 

 

因此在這些基礎上，我們應有那些準備工作？我想有一些步驟是可以參考

的，例如： 

1、個人需熟悉教區、堂區之歷史（人、事、物）之發展。 

2、組織教友種子團體，成為意見及初步執行團體。 

3、一起繪出教區、堂區內史料、文物圖像及內涵。 

4、廣泛吸納教區、堂區中之專業人才（研究、教育、文化工作者；非教友亦

無妨）。 

5、擬定具體執行方案、步驟、及預算。 

6、傳播（文宣、媒體、彌撒講道、口耳相傳等方式），使教友們有充份資訊，

並開始建立史料、文物常識。 

6、尋求教區、堂區，甚或政府機構或企業主之贊助支援（由其本身之需求思

考，以創造雙贏的局面）。 

7、與其他教區、堂區保持合作及聯繫，如此才可以在人力及物力上相亙支援，

並可區分彼此文物史料之特色。 

有了如上的步驟理解後，接下來則是我們應該確定台灣天主教史料、文物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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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個人的經驗來說，一般可以概分為五項，包括：教會人物誌（神職人員及

平信徒），紀錄文獻（手稿、傳教史資料、圖書、照片），禮儀用品（聖經、

聖物、祭披、服飾），相關藝術品（雕刻、繪畫、音樂、刺繡、紙雕等）以及

建築物等等。 

 

一、教會人物誌 

教會的發展不能沒有一些具有真知卓見者的擘畫，這些人物在教會歷史中皆

具有實質的意義，例如，他們成立的修會或教友組織，或者推動的活動或改

革等等皆是「上帝之城」在「地上之國」的展現，因此在傳記的編寫或參與

口述史的紀錄工作中，都可以集結當今教友或非教友，由探索過往人物生命

事件的歷程中，得到啟示及反省的機會。 

 

二、紀錄文獻 

教會的歷史的紀錄，除了正式由傳教史、修會史中可以一窺究竟外，教會人

物的手稿、修會中的書信、學者對該時期的研究內容，以及出版品或圖片、

照片等都屬可供參考的紀錄或文獻。 

 

三、禮儀用品 

天主教會的禮儀用品，最能引起一般外教人士對我教會直接的興趣，其實也

最能表達我們的信仰，因此藉由禮儀用品來言說、表達，成為有效、有趣並

且可以將福傳以極自然的方式進行，所以禮儀用品在文物中佔了非常重要的

地位。 

 

四、相關藝術品 

對許多人而言，都從感覺進入生命，在感覺中生活，藝術可以幫助我們擴大

感覺的彊域，而藝術品正扮演與感官接觸的角色，它可以使感官得到快感之

餘，引出美感的火種，但是人類的感官是平庸的、有限度的，祗有在心靈翅

膀的帶動下才能產生靈性。因此在收集或徵集教會中諸多的藝術品時，除了

就專業的藝術觀點去評估外，絕不能忽略了該藝術品在相關時空中，所訴說

的教會核心觀念及價值，而這正是我們可以運用藝術品的重點。 

 

五、建築物 

建築是人在自然環境中，基於實用、同時也展現了人的智慧、思想甚或意志，

異於自然的人為作品。台灣教會早期的建築，以及在建築主體上的圖案、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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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甚至在座落的地點上，均可以作為了解教會發展的研究對象，因此在收

集或徵集史料、文物中理當列入重點。對於建築物的處理、除了建築主體的

復原整建外，符合現代的空間需求亦不可忽視，至於旁及之建築設計圖、報

導、活動老照片、口述紀錄均可豐富建築物的內涵。如能將資料加以運用，

則能使教友或非教友在進入建築的同時，如在一座「時空轉換機」中與過去

相遇，相信在思考我們未來的同時，將有更深厚的歷史基礎。 

 

當然以上的收集或徵集工祗是初步，接下來的工作則是進一步了解行情——

即對所得之史料、文物，做記載和研究的工作，它可以藉由專書、論文或一

些調查研究報告，或官方文書檔案中交叉核對，並將整理、解析所得轉成檔

案文字資料，這個步驟就進入了保管（存）工作的範圍了。 

 

三、文物史料的保管（存）原則 
 

當教區（堂區）確定了收集標的及工作方向後，接下來大批的文件或物

件湧入，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管理」和「保存」的工作。「管理」就是讓我們

知道自己有什麼？換句話說，也就是讓史料、文物有完整的「身份記錄」；「保

存」則是讓我們好不容易收集而來的史料、文物能等得到適當的照顧。「管理」

和「保存」的工作有非常專業的方法和技術，做為決策者並不需要事必躬親，

但是卻要有一些普通的認識與了解。例如：了解擬定「文物徵集購置辦法」、

「登錄政策、辦法」等分類建檔工作的重要性；充實實物管理，以及維護和

修復的基本常識，諸如：管理上「防止變化的發生」的原則；清潔上以「增

加文物化學的穩定性」的原則；維護上「避免碰撞」、「不直接接觸物件」的

原則；至於在修復上則以保留物件的「歷史證據」為原則等等皆是。 

 

總體來說，關於文物的保管和保存工作，因牽涉許多專業知識及實務經

驗和常識的積累，在教會中的人才或許有限，事實上在國內也祗有一些學者

專家可供諮詢。因此就這項工作的實質需求而言，當我們在思考推展教會文

物的收集、保存及展示的工作時，絕不能閉門造車，反而應該以開放的態度，

邀請教外人士共同參與。尤其是在各專業範疇的年輕學者，以及研究生參與

計畫，相信藉由教會史料及文物內涵豐富的福傳因子，可以開出更多自然而

又碩美的福傳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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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物、史料的推廣及運用 
推廣和運用的問題，似乎是在我們關注文物、史料的同時，不可忽略的

部分，如同主教團的計畫和期望：「…各教區按自己的特色，指定代表性的堂

區，設文物館，不但可成為朝聖地，亦可成為社區中心。…訓練解說員，使

解說員成為福傳員」。由之可以顯然出主教團對天主教文物強烈的肯定態度，

並且認定其具有福傳的意義和價值，而這都是在文物、史料收集工作上，非

常重要的宣示和助力。 

 

推廣和運用是一體的兩面，運用得宜就是推廣，而有效的推廣事實上就

是完全的運用。按前文所提的彰化、台南、新竹三個天主堂的作法，值得我

們視為成功的案例。整體來看，推廣的工作一定要在內部已凝聚出共識，並

且有目標、步驟後才能順序推出的，也才具有意義和價值。例如：我們收集

整理教會史料，最主要的目的如果是要藉由這些歷史文件與當代產生關連，

並使後人能據以延續其精神或引為借鑑。那麼對於文物、史料的研究、出版、

展示等專案專題的推動，就必須站在教會文物史料的本質認知上，和所處環

境的現實需求上，由兩個互為供需角度的結合為考量。簡單的說，就是本身

對教會文物史料要深入了解，並找出最「光鮮亮麗」的角度加以呈現，才能

達到推廣的目的。 

 

推廣工作成功的法門，除了要確實掌握快速變化的社會脈動，與教友們

公開、自由的討論，由大家來定位自己教區、堂區的特色，擬出宣揚特色的

方法步驟。當然將方法拆解成容易進行的小計畫，由這些小計畫去達成近程、

中程的目標，並且藉由近程、中程的果效組合完成最後的遠程的目標是不可

忽略的技巧。由之可知，在這些運用教會文物、史料推廣福傳的同時，我們

事實上也藉由這些文物、史料，對教友們做了牧靈工作。 

 

結  語 
一如我在本年七月份於嘉義教區的報告中所指出的：主教團教育文化

委員會決議推動「天主教文物史料收集、保存、推廣」的工作，支持的態度

以及提綱契領地扮演催生、協調的褓姆角色是這項決議案不可或缺的關鍵條

件。但就實質工作言，需要有更多教會人士的關注與參與，不論是在認知上、

或工作知能的研討和學習上，都需要我們一步一腳印踏實的去做，這項明智

的決議才不致落入形式，也才會具有生命力，而這亦正是羅光總主教稱歷史

是所謂「活水」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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