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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十九世紀後期臺灣開放通商口

岸，外國傳教士陸續來臺傳教，教科書中

僅提及基督教長老會，但是在南部可看到

1859年就有天主教道明會的傳教，是否可

就該會在臺的傳教作介紹？

答：十九世紀後期，傳教士入臺傳教

與英法聯軍攻打中國有關。1857年，第一

次英法聯軍之役後，簽訂《天津條約》，

開放臺灣為通商口岸，外人亦可入臺傳

教。1859年5月18日，道明會第一批傳教

人員郭德剛神父等人抵達打狗港（今高雄

港），展開在臺灣的傳教。

道明會第一次在臺的傳教可溯至1626

年5月，傳教士隨西班牙自菲律賓啟航的遠

征軍，占領基隆和平島建立第一座教堂，

成為在北臺傳教的中心。後來在淡水、

宜蘭也建有教堂，詳情不得而知。1642年

8月，荷蘭海軍攻下基隆，和平島的傳教

士被俘，道明會第一次在臺16年（1626-

1642）傳教畫下休止符。此期間，在臺灣

傳教的會士至少有31人，受洗的人估計約

四千人。值得注意的是，1635年天花流行

期間，受洗人數突增甚多，此與天花感染

後產生的症狀令人驚恐有關。

1642年，道明會傳教士離開臺灣後，

其在臺灣傳教的一些文書資料，令該會會

士期待能重返臺灣傳教。從1642年到1859

年該會重返臺灣期間，偶爾也有傳教士來

訪。如1673年8月，該會曾派四位神父來臺

傳教，但未獲允准，並視其為間諜，乃於

次年離開臺灣。1683年8月Francois Pallu

主教與幾位同行神父意外來到臺灣，他們

利用機會找到教友，主教親自為教友主持懺

悔與結婚聖事，但不久後就被迫離臺。

1859年，第二次來臺傳教，以打狗為

傳教的中心。本來南部的政治與經濟中心

在臺南府城，府城對外的港口以安平港為

主，但其時港口不利於船隻進出的景況逐

漸顯現，船隻常須停留外海。因南邊的打

狗港有寬闊的港口，出海處又有兩座山丘

屏障，從廈門出發的船隻，逐漸停泊打狗

港，並在此從事貿易，街市也逐漸發展，

港口附近的前金、苓仔寮日漸興起。1859

年，郭德剛抵達打狗前金，開啟道明會第

二次在臺的傳教。

第一個受洗的是幫助他們找到最初

租屋處的漁夫達仔。自1859年至1950年

間，道明會由南至北建立了許多傳教點及

其兼管分站，如前金傳教點，兼管山腳、

五塊厝教堂；萬金傳教點，兼管溝仔墘、

老埤教堂；臺南傳教點，兼管大灣、新

化教堂；羅厝庄傳教點，兼管大排沙、二

林、番仔田、三家春、三條莊、西勢湖、

秀水、員林；沙崙傳教點，兼管大林、大

湖、苦苓腳、梅山、內林。此外，臺中、

臺北、基隆亦有教堂建立。

從1863年前金教堂收留棄嬰開始，育

嬰堂之建立成為道明會所重視的工作。

延伸閱讀：山樂曼著，《美麗島‧主

的莊田》，聞道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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