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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台、港在建立中國教會的角色 
夏其龍 

中國教會內，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出現的人物、 都與國外的各種複雜的多

元性有關，其中值得我們考慮的是澳門、台灣、香港在不同時期，於信仰、教

會組織、文化、政治、經濟上扮演的角色。 

 

（一）明、清時期 –  澳門及台灣的角色 

傳教方針：文化為主 - 西方文明、科學、天文 

傳教方法：由上而下 

面對挑戰：儒家、佛家、道家 

參與人物： 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的耶穌會、道明會、方濟會、巴黎外方傳教會 

 

西班牙的西向路線；墨西哥、菲律賓、台灣*1626 基隆/淡水；1859 高雄、福建、

西班牙道明會 

葡萄牙的東向路線；果亞(Goa)、馬六甲、澳門*、北京 

葡萄牙從教廷獲得的在東方的護教權(1514-1857) - patronage 政權負責教會任務 

1566 耶穌會士賈耐勞(Carneiro)主教主持澳門教務 

1576 教宗宣布成立天主教澳門教區 

1690 恢復北京教區、南京教區。 

 

耶穌會* 

沙勿略 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 

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湯若望 Adam Schall 1591-1666 
1583 葡國與西班牙宣告合併 

1622 教廷成立傳信部* 

1640 葡萄牙恢復獨立。 

 

禮儀之爭(1610-1706, 1939) – 修會間的爭論 

康熙(1654-1722）禁教 

1658 傳信部* 建立宗座代牧制，委任陸方濟(Franciscus Pallus M.E.P.) 為代牧 

1767 中國驅逐耶穌會會士 

1772 英國*東印度公司進駐澳門南灣 

1784 教廷解散耶穌會*、遣使會士接管耶穌會工作 

1802 澳葡特許葡商向澳門*進口鴉片* 

 

（二）清末時期 – 香港的角色 

傳教方針：政治為主- 西方優勢 

傳教方法：由外而內 

面對挑戰：教案、基督新教 

參與人物：法國作中間人、傳信部*、傳統修會、傳教會 

 

1807 基督新教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抵澳門，在馬六甲印行聖經 

1839 欽差大臣林則徐巡視澳門，在望廈村蓮峰廟接見澳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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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 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割讓給英國，

並開放五口通商。此後澳門的轉口貿易全面衰落 

香港成立香港監牧區*、傳信部帳房 - procura 建立財務與情報網絡 

1856 北京教區、南京教區改為宗座代牧區 

1858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簽訂天津條約 - 法國從清廷獲得保教權 (1858-1942/46)  

及治外法權 - protectorate 政權取代教會角色。 

1870 天津教案 

1894 甲午戰爭 
1900 庚子拳亂（教案） 

 

（三）民國時期 –  台灣的角色 

傳教方針：民族自主 - 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 

傳教方法：建立本地教會 

面對挑戰：時間短暫、法國保教權、內戰、日本侵華 

參與人物：法國人、教廷、傳信部*、本地神職 

 

1911 辛亥革命，清王朝滅亡，建立中華民國政府 

1916 雷鳴遠(Lebbe 1877-1940)創北京益世報、天津老開西事件 

1919 夫至大 Maximum Illud(munus)牧函 

1922 剛恆毅(Constantini 1876-1958)為首任宗座駐華代表 

1926 教宗在羅馬祝聖中國六位國籍主教 

1939 滿洲國表示尊孔儀式不帶宗教特質、禮儀之爭結束 

1942 中梵建交、黎培里（Riberi 1897－1967)首任梵蒂岡駐華公使 

1946建立中國天主教聖統制 
1952 駐華公使遷往台灣* 

 

（四）二戰後 –  香港的角色 

傳教方針：本地化與社會參與、 

傳教方法：關注民生，教育、更新示範 

面對挑戰：內向與外展、傳統與創新 

參與人物：本地神職 

 

1946 法國放棄治外法權、建立中國聖統制 

香港*代牧區成為教區：白英奇(Bianchi)救濟、建校 

1962-65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1969 徐誠斌接任香港教區主教 

教區本地化 

1988 胡振中主教升任樞機 

   

（五）中國崛起 – 澳門的角色 

傳教方針：妥協？抗衡？ 

傳教方法：浮面？潛水？ 

面對挑戰：中國重整世界秩序與定位 

參與人物：澳門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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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in China notes 

澳、台、港、三地的比較 

最早：澳台講 

最大：台港澳 

最快：港 1969 徐誠斌； 台 1986 林天助；澳 1988 林家駿 

澳門：附屬政權 

台：流亡、反對立場 

港： 獨立於中國政治 

～ ～ ～ 

 

1) 猶太人的希伯來文化、第一世紀的普遍希臘文化、羅馬帝國統治者的文化 

修會、傳信部、教區、代牧區、傳教區、教廷 

 

2) 基督徒受迫害、君士坦丁開始合法化基督信仰, 分為東方拜占庭及西方羅馬 

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成為國教 380、 

西羅馬滅亡後政治重心偏向於西班牙、北非、英國 

阿拉伯伊斯蘭教 622、波斯文明、土耳其鄂圖曼帝國 1453 

 

3) 查理曼希望借着教會的文化重建亂局 

聖方濟 1209、聖道明 1216 

1300 教宗波尼法爵八世 Boniface VIII 1230-1303 
亞維農教廷時期 Avignon Papacy1309–1378/1437 
 
 

天主教雙王：Isabella of Castile 1451-1504; Fernando of Aragon 1452-1516  

 

4) 西班牙修復失地 1492、教廷亞歷山大六世(1431-1503) 

聖伯多祿大殿(1493 Sistine Chapel) 

托德西利亞斯條約 (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 1494)  

1500 教宗亞歷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 (Borja) 
 

 

5) 宗教改革 (1517-1648) 、馬丁路德 1483 - 1546 

羅耀拉 1491 - 1556、耶穌會 

 

 

6) 大航海時期、香料貿易 
哥倫布 Columbus 1492、 
達伽馬 Da Gama 1499 
麥哲倫 Magellan 1521 

傳信部 1622 

巴黎外方傳教會 16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