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出版目的

與天主教有關的歷史書籍，主要以英文、意大利文
或拉丁文為主，中文版非常罕有。

為一般平信徒或教外朋友而言，欲深入淺出認識
香港天主教教會發展的書籍選擇較少

嘗試從下而上(信徒角度)認識香港教會在鄉村的歷
史

除了要知道傳教士在村落的工作外，亦關注平信
徒或者其他外教人士怎樣看待他們。



從歷史人類學的角度了解鄉村信仰社區

與宗教學不同，本書以人類學的角度研究，關注
的不僅是天主教禮儀或信仰本身，而且也關注天
主教在本地實踐過程中，與中國傳統文化，風俗
及社會的關係。

全書按天主教在西貢區的發展歷史，以七個階段
來介紹

輔以逾百幅未曾公開過的照片及各小堂的大事年
表，附上古今拉頁地圖，將香港歷史鮮為人知的
一面呈現讀者眼前



郭棐撰《粵大記》的廣東沿海圖所見西貢古老村落。



羅馬傳信部長宣布香港為宗座監牧區
 英國在1841年1月在香港島水
坑口登陸開始佔領港島成為殖
民地

 羅馬敎廷於1841年4月22日把
香港島和六里周邊的傳教區劃
出澳門教區的管轄權之外

 並頒布《羅馬傳信部長宣布香
港為宗座監牧區的法令》（
The Decree Establishing the 
Prefecture Apostolic of 
Hong Kong）,香港宗座監牧
區正式成立。



監牧區時期: 西貢傳教之初
香港設立宗座監牧區，香港正式與這個西方宗教建立關係同
步成長，比南京條約簽訂日期1842年8月29日早一年多。

來自西方的傳教士開始從葡萄牙佔領的澳門，轉移到香港。

自1860年，香港天主教的傳教區擴展至新安、惠陽、海豐
及汕尾後，包括西貢地區，是為此區傳教之始

來自宗座外方傳教會的20多名傳教士在之後80年間進入中
國內陸傳教。

1880西貢聖心堂首度建成; 1890年鹽田梓聖若瑟堂



宗座外方傳教會
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 

米蘭外方傳教會1850年在意大利成立，至1926年與羅馬
外方傳教的聖伯多祿及聖保祿神學院合併，成為宗座外方
傳教會 (拉丁文縮寫為 PIME)

自1858年4月10日始，多位傳教會神父陸續到港，最早到
達是雷納神父

1870年進入內地，其後約有250名隸屬本會的傳教士在廣
東省，河南省及陝西省工作

全盛時期，香港教區範圍涵蓋當時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以
至廣東省寶安，惠陽及海豐等縣

最後一批傳教士在1954年撤離中國大陸



節錄自1866 年由意大利傳教士和神父所繪製的《新安縣全圖》（Map of the 
San On District, Kwangtung Province) ，圖中可見位於西貢半島及鄰近離島的
村落以中英對照標示（由澳洲國立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nberra］收藏）。



巡迴傳教士：和西滿神父
Simeone Volonteri,1831-1904

與梁子馨神父(1818-1884)
足跡遍及新界各地，繪畫
新安縣地圖,後來英國人租
借新界亦以此地圖為參考
藍本





1860年廣東省新安縣歸入香港宗座監牧區
(Apostolic Prefecture)管理

 包括今新安（寶安)，九龍及其
後新租借地

 剛從巴黎外方傳教會接過傳教
區，自1864年不少宗座外方傳
教會神父便到大埔及西貢開展
傳教工作

 有傳教士開始到鹽田梓傳教，
當中包括於2003年封聖的聖言
會聖福若瑟神父(Josef 
Freinademetz 1852-1908), 他
曾於該村服務兩年，為兩名女
嬰付洗。



高監牧(Fr. Timoleone Raimondi, 
1827-1894)首先進行探索之旅。他
從荃灣起步，橫越大帽山而抵達十
八鄉、林村、大埔墟以至碗窰（前
稱碗陶），而返回荃灣

後來穆若瑟神父 (Fr. Giuseppe 
Burghignoli, 1833-1892) 1861年
初接續住在他位於荃灣的居所，直
至他在碗窰定居為止。

和神父與穆若瑟神父兩位學習中文
後即離開維城，在偏遠村落傳教。



 1860年開始到香港仔等地，但和神父正尋找到大陸
的路徑，到1862年太和村傳教站成立，並與香港仔
相識的一位男村民開設了學校，惜因風水問題離開
轉到大埔墟以東的汀角

 但汀角堂區缺乏毅力，和神父後來亦開始造訪西貢
，認識客家人及決定開展在當地的天主教會傳教事
業。西貢便成為整個區域傳教士的主要居住地。



宗座代牧區時期



 香港於 1874年由宗座監牧區升格
為宗座代牧區 (Apostolic 
Vicariate)，高監牧被任命為主教
兼香港第一任代牧（Vicar 
Apostolic）。

 本地宗教會議（Vicariate Synod
）於 1875年決定在香港殖民地分
為四個鐸區：港島的灣仔至赤柱
列為東區、灣仔至西環列為中區
、西環至香港仔，包括英屬九龍
、荃灣和大嶼山列為西區、復於
中國内陸地區成立第四個鐸區，
並進一步擴展至歸善縣(即現在的
惠陽)及海豐，以西貢為中心



Report of MR. 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Oct 8, 1898, in 
Eastern No. 66 Colonial 
Office

新界租借(1898)



自1900年代以來中國內陸的政治動盪，如義和團及八國聯軍
等，使內地傳教舉步為艱。在新界地區建立多個傳教站，包括
大埔泮涌、汀角、西貢、元朗等地



西貢：適應語言及風俗的土地

 1900年羅奕安神父

(Angelo Ferrario, 1876-1933)

離開意大利到香港

並在西貢進行牧職工作，後來

負責指導新來的傳教士語言及

適應風俗，在西貢服務至1910

 1912年在意大利養病後，與司徒廷昭神父返回西
貢區傳敎，並於同年十二月迎來丁味略神父
(Emilio Teruzzi, 1887-1942) 



丁味略神父(Emilio Teruzzi, 
1887-1942) 
 1887年8月17日在意大
利北部米蘭的萊斯莫鎮
(Lesmo)出生

 1910 年9 月 29日加入米
蘭外方傳敎會

 1912年 6 月 29 日晉鐸

 1912年12月到港

 1942年日佔時期殉道



在大埔及西貢建立教堂及學校

丁神父陸續建立及管理十五
間教堂及小堂，包括深涌、
鹽田仔、西貢、黃泥洲、赤
徑、大浪、蛋家灣、白沙澳
、輋下、黃毛應、龍船灣、
及浪茄等，當中包括位於西
貢的聖心堂

這些小堂日後發展為幾個主
要教友團體。由於教徒散居
鄉郊，神父需要長途跋涉四
出探訪教徒



丁神父在信函(1914)中道:

「我還未掌握到語言，因為我仍必須要
學習在很多村落中使用的客家方言……
我們的基督徒大多生活在山中或海邊，
他們每天依靠捕魚和種菜生活。他們通
常是被動的。這裡不是因羊群而要維持
牧羊人，而是牧羊人去供給他們所需要
的。給我管轄的這個區屬於英國殖民地
的其中一部份--稱為「新界」。它比我
們自己的 Brianza還要大。郊野優美，
有無數小港灣和山脈。



盧履中（Lo Lee-Tsung, 1889-1970)

 1889年 6 月 15 日在廣
東順德出生， 1917年 6
月 2日晉鐸後，隨即派
往西貢協助教務。

 來到成為丁神父的助手。
這兩位傳教士如同往常不
斷地造訪每一條村，為忠
實的信友舉行聖祭，並吸
引新的慕道者入教，及在
有需要時停留較長的時間
，他們增加接觸元朗、八
鄉及大埔等地 , 以增加與信
友的接觸。



1916年白沙澳村新聖堂建成後留影，取代原本
於1880年建立的教堂，由師多敏主教(1861-
1924)親自在4月25日祝聖

 1916年，師多敏主教的報告
中指: 白沙澳的社區正在重
新恢復它的朝氣與力量，主
因是建立了新的聖堂(圖)，
這令初來的丁神父感覺異常
興奮

 建立聖堂的資金來自一位購
下他們已殘破的聖堂、學校
和住宅的村民，因此「新聖
堂建在高處俯視全村 ... 」
。



1917年向政府申請企嶺下耕地紀錄





兩位神父共建立小堂及學校
 兩位神父忙於修復被白蟻及颱風破壞的建築，並建構
新教堂

 1918年在西貢浪茄建立的小堂、

 蛋家灣的居所及小堂

 1923年於黃毛應建成的教堂。

 丁神父又準備在西貢村的後山建一間大型學校和有庭
院及門廊的住宅

 1924年附屬於聖心堂的崇真學校創辦。







風水: 在鄉村建小堂的阻力
丁神父收集到經費購買土地，但當他開始安排地
基時便遇到大問題，不只在財務，當地人的敵對
是主要的障礙。因他們恐怕斬去樹木會冒犯本地
的神靈而帶來不幸，最終他花了很長的時間說服
他們，甚至要當地警察的干預才能平息問題。





何達華神父（Fr. Ottavio Liberatore, 1901-
1972) 在 1930 年代負責西貢區，猶記得 :

 西貢市集靠近大海 : 看起來像是流連在兩三個丘陵上
的一條鰻魚，誰都不會敢去騷擾 在村落中統治的魔鬼
。其中前輩丁神父便證明過這點。當他試圖建立一所
學校去提供更好的空氣、光線及生活給兒童時，他遇
到整條村抵抗他。如果沒有英籍警察幫忙，（因村民
驚他們比神靈更甚），他們可以將他切成碎片以解決
問題。



建大埔小堂時的阻力
 丁神父在1922年建成幾間屋宅和改建舊教室成為女子
學校，然後他集中在大埔開設了一間小堂。他的計劃
是要建成附設宿舍的另一間聖堂，成為另一個堂區的
總部

 期間遇到一位村民蘇海（譯音）反對，並申請同一地
段，後來蘇海退出申請，最終在1926年5月1日完成工
程。

 當年，丁神父在大埔墟附近的小山（即錦山）亦建成
聖安德肋堂，並在旁加建了宿舍兼作傳道員的學校





進入二十年代，新界東鐸區
亦開始出現困局
 1926年 5月1日教區再將新界劃分成東鐸區(西貢
)、西鐸區(大埔)和離島區。穀祿師神父負責後
面兩個區域，而丁神父則仍然負責東鐸區（西貢
）的事務，此區的公教徒數目已縮減至 1,620，
形成 14 社群，有 8 間教堂和小堂。

 丁神父於 1927 年 9 月報告中，開始抱怨「降
低了的宗教精神」、「缺乏新皈依」 和 「和應
該知道得比傳道員更多 、但已不去聆聽更多的
信徒」：「讓我召集到成人領洗者都是在公教村
落中剩餘的一些異教徒，換句話說，某些領洗者
都是已經是公教徒的丈夫的太太而已。」



1926年恩理覺神父(Fr Enrico Valtorta, 1883-1951 
) 被任命為師多敏主教的繼任人

 1927 年 8 月 2 日，丁神父首先被任命為
檔案主任，並宣佈成立本地資料庫。他
亦趁有空閒時間去整理有關傳信部
(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 SCPF）所獲得的
檔案，該些檔案是由若瑟監牧(Mgr
Theodore Joset, 1804-1842)作為首個宗
座監牧區(Apostolic Prefect) 的總務長
於1841年帶來的檔案

 1927年11月 19他正式被任命為監牧區總
監及主教座堂主祭



大浪堂區成重要傳教區
藍皮書教會年報 (Ecclesiastical Returns, The Blue Book, 1933)

赤徑 200                    130

蛋家灣 130                      80

大浪 400                    250

浪茄 100                     80

龍船灣 100                     25

大埔 150                     100

大澳 100                      50

小堂 教堂容納人數 平均出席人數



與鹽田梓成西貢兩大鄕村堂區

藍皮書: 教會年報 (Ecclesiastical Returns, The Blue Book, 1933) ( 續)

小堂 教堂容納人數 平均出席人數

西貢 300                         100

鹽田梓 400                         180

黃毛應 100                          80

北潭涌 120                          60

企嶺下 150                          30

深涌 120                          60

白沙澳 190                          180



日治時期的西貢



戰爭邊緣
 在倫敦開設新的辦事處不久，即接到恩主教的來
信勸他回港，基於他對傳教任務充滿熱誠，他立
即答應，回到香港

 1940年5月26日的記事中，他對當時的即將爆發
的香港保衛戰有這樣的感覺 :

 「今天我們以一貫莊嚴的方式慶祝聖體聖血節（
Corpus Domini），這也是為戰爭而祈禱的特殊
日子。我在主教公署出任Fr. Garbelli的職務 : 每
一天早上我仍走到聖若瑟中學做神師。直至今天
修院沒有發生任何事，而且如果意大利不參與戰
爭，我們將不會有太多問題」。



局勢失控

 自 1937 年 7 月7 日蘆溝橋事變起，日本已正式入侵中
國，而且當意大利與納粹德國及日本結盟為軸心國，
使意大利傳教士更為危險。

 1941 年 4 月起，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所組成的共產
黨游擊隊, 後來成為東江縱隊的其中一支隊由曾生將軍
(1910-1995)於 1939年成立。為了進行對香港的活動, 他
們的總部設在大鹏湾北岸的土洋的天主教堂內。





丁神父1941 年 6 月 21日致
Le Missioni Cattoliche 所寫：
 我們與中國領土內的神父被隔絕，沒有人敢於陳述，
因為這裏有官兵及土匪掌控著。在香港我們準備最壞
的情況時，同時希望風暴不是向著我們來襲。我們亦
在聖神的光照中慶祝恩理覺主教被祝聖十五週年…….
讓我們感謝上主，畢竟他仍在這一年的憂慮和恐懼中
保祐我們，尤其是當我們被侷限於住處。有好幾個人
需要離開這個殖民地的包括仍在澳門的五位和在中國
領土內的三位。我們在這兩個城市的神職工作，卻沒
有因為這年的戰爭而萎縮，事實上我們仍不斷擴展慈
善工作和對社會的援助承諾。





 1942年 10 月 5 日大約傍晚六時，丁神父起行
重踏西貢。翌日早上他聽告解與送十數個聖體
，其後造訪日本主管當局，從而取得權限留在
那裡傳教。他當時發現有些房間被親日居民組
織「西貢自治委員會」佔據

 他繼續向主教報告，並向他申請延長留在西貢
的時間 。又寫道 :「我希望到訪粮船湾及最後
到盐田仔。我應該也要去井頭、輋下、大洞、
烏溪沙探訪當地的基督徒，但如果您不允許我
申請延期，我不能這麼做。 如果您決定給予我
批准，請讓用中文撰寫一封精簡的信，使我可
以提交到日本警察的頭目手上。我可以完成是
: 畢竟我留在這裡是對基督徒的一種鼓勵。 很
遺憾的昏暗天氣防止我進入更無遠弗屆的地方
」。



先賢最後的旅程(1942年11月)
 雖然情況是相當困難和危險，但丁神父未有打算改變
他探訪天主教徒的計劃。途中他探訪一些在企嶺下的
基督徒家族，然後向大洞前進。他要留在基督徒家庭
過夜和舉行彌撒，因為那區沒有小堂。

 11 月 25日早晨，他與傳道員及僕人剛在大洞村一教
友家度宿，以準備舉行彌撒後前往鄰村，當他正在穿
上神聖的祭衣，一群配備武裝的游擊隊突然破門入屋
，命令他跟著他們離開。

 有人見到游擊隊從村落走到海邊，上了一艘船並駛往
北面的海岸。 不久有些士兵回來亦將仍在那裡等候的
僕人一同帶走。( 田英傑: 西貢三神父殉道簡史)



 「8 天前、或甚至更早，Han Ah-Kung ( 西貢聖堂的管
家)勸喻丁神父不要往偏遠小村落冒險而行。因為他說
有游擊隊，他們視他為中國的叛徒。丁神父不同意並
指他是一位神父並非叛徒。他只是照顧基督徒的靈魂
，並沒有擔心。在同一天，神父造訪大洞、井頭及烏
溪沙，並說他應該會在兩天後回來。但他之後再沒有
返來。昨夜一位住在島上、經常到西貢作買賣交易的
基督徒告訴Ah-Kung，丁神父已經遇害，他的屍體已
經被尋回並已被埋葬。但沒有人知道是幾時或如何
。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





 相信是有人以石塊之類的硬
物襲擊其頭部至死。他的屍
體更被一大石綁著，沉下海
底。但期間石塊脫下，其身
體重新浮上水面，被海浪沖
上深涌北面一個內灣的淺灘
上。約一星期後潮退時，有
婦女（其中有些是天主教徒
）在執拾貝殼時，發現他的
身體被繩索綁著在大海漂浮
。 他們立即認出是丁神父，
因為他穿著歐洲樣式的襪子
，黑白色的鞋底，與及他的
一隻金牙。他們立刻跑去通
知其他基督徒。 他被安靜他
埋在一處山坡上，離開海灘
不遠。



 1943年1 月 2 日，羅馬傳信部經
駐東京的教會代表向恩主教發出
電報，宣佈郭景芸神父(Fr. 
Renatus Kwok King-Wan, 1911-
1942) 、黃子謙神父( Francis    Ｗ
ong Chi-Him)（1894-1942 ) 和丁
味略神父是「被西貢區的中國土
匪所殺」，當中沒有案發日期、
地點或任何謀殺的細節。消息來
源是一份以拉丁文撰寫的報告，
日期是1942年 12 月 3 日，可能是
由一位中國籍神父所寫:





紀念這位非常可敬傳教士
 陳丹書神父在
一些深涌的天
主教徒協助下
，成功追查到
墓穴所在。骸
骨被火化被放
在一個木盒內
，帶回香港的
主教座堂。

1946 年 11 月 15日，一班神職人員、修會及
天主教團體成員與公教童軍等一同向神父致
最後敬意。其後被安葬在跑馬地聖彌額爾墳
場專為神父而設的一個地段。儀式由教區副
主教戴遐齡神父 (Fr. Antonio Riganti, 1893-

1965) 及公教童軍總監陸榮生主持



西方傳教士的戰前傳教策略
 西方傳教士，特別是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特點：

 1)早期殖民地，若瑟神父剛從澳門派到香港，著重開

闢新的傳教站，尋訪性質，希望籍此建根據地。早年
以客家村為主，到某個地方傳教如不適合便轉到別處

 2)因風水問題，便從大埔泮涌轉到汀角，發展為新安
的傳教中心，到發現汀角不積極時（故此現時並無遺
跡可尋），便轉到吐露港對岸西貢北約深涌、白沙澳
一帶。如早期柯神父、和神父等



 3）到發現有機會成為公教村時
，即刻向政府建小堂，開墾耕地
，建立傳教站。如大浪、赤徑等
，即為整條村領洗。以耕種用途
向政府購置土地

 4）當某地方已成為公教村後，
即轉到另一地方開發，不會停留
在某地方很久

 5）申請興建學校，附設於於小
堂側邊或之內,積極為村民謀取
福利，開設小學，如崇真小學、
深涌公民學校。在白沙澳，為土
地與上水廖氏交涉。







戰後社會環境
 內地形勢劇變，南來香港避難香港人口急增

 1945年：60萬 > 1949年：231萬

 港英政府取態：視為暫住人口，不為他們提供服務



教會回應
 白英奇主教：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難民到達這英國殖民地，這是
一股驚人的逃亡潮，而且沒有跡象顯示它快將結束。
這些絕望的人流離失所並陷於飢餓，只盼望覓得容身
之處及日常食糧。我們不能再耽誤時間了。」

 香港教區擴大服務，迅速成長



教會回應
 人道援助中心、社會服務中心、避難所、食品衣物派
發中心、診所、天主教學校

 白英奇主教認為每個堂區均需學校，天主教學校顯著
增加

 1950年：70間 > 1969年：251間

 內地傳教士被逐出境，投奔香港，成為天主教團體新
血



戰後西貢傳教活動
1. 建立新小堂 - 西灣海星小堂

2. 重建學校 - 深涌公民學校

3. 社會服務 - 「飛仔神父」與漁民社區



建立新小堂 - 西灣海星小堂
 西貢半島東面，相鄰大浪村及浪茄村



建立新小堂 - 西灣海星小堂
戰前：

 建村時代可上溯至明朝，村民以黎姓為主

 從事製炭業，少數村民受洗

日佔時期：

 到內地避難，全村荒廢，日軍洗劫及燒村



建立新小堂 - 西灣海星小堂
戰後：

 文明德神父（Rev.Giorgio Caruso, PIME, 1908－
2004）傳福音，全村歸信天主教

 1949年12月，恩主教親赴西灣，36人領洗、30人初
領聖體、32人領堅振

《公教報》，1949年12月18日



建立新小堂 - 西灣海星小堂
戰後：

 1953年，建海星小堂，平房式建築，分為聖堂及海星
學校兩部分



建立新小堂 - 西灣海星小堂

戰後：

 位處偏遠，神父行程：沙咀 > 浪茄 > 西灣留宿，翌
晨舉行彌撒

 1962年9月1日，颱風溫袋襲港，海星小堂損壞，
1963年重建

 1980年代末，停止服務



建立新小堂 - 西灣海星小堂
 2021年，西灣海星彌撒中心修復完工



重建學校 - 深涌公民學校
 西貢半島西岸，早期主要依靠水路交通

 客家籍村落，以李姓較多，建村歷史可追溯到清朝乾
隆年間



重建學校 - 深涌公民學校
戰前：

 1872年，30位教友

 1879年，興建三王來朝小堂

 1930年代，已有學校，建於教區持有的土地



重建學校 - 深涌公民學校
戰後：

 1956年，250村民，百餘人是教友

 同年，新三王來朝小堂及新公民學校落成



重建學校 - 深涌公民學校
戰後：

 1957年，深涌村代表因公民學校未能讓所有讓村中適
齡學童接受教育，欲另建學校

 1958年，村民建公立學校（是一所私立學校），設於
臨時校舍

 村代表與村中天主教代表就開辦該校之事宜訂立合約
，其中訂明「除公立學校外不容有第二間學校存在」



《大公報》，1958年9月8日



重建學校 - 深涌公民學校
戰後：

 村民建公立學校經營不足一年後便出現經濟困難

 政府建議另建一津貼新校名為深涌學校，取代公民學
校與公立學校

 深涌學校校董會主席暨校監由教育司委任，其餘校董
分別由2名教會提名人士及2名村民代表出任



校名 公民學校 公立學校 深涌學校

建校年份 1930年代
（1956重建）

1958年 1959年

辦學團體 天主教會 深涌村民 政府建議興建

管理者 校監：曾子光神父 校監：深涌村代表
李友仁

政府、教會和深涌
村民三方共同管理

建校緣由 ？ • 公民學校空間淺
狹，未能容納村
中所有適齡學童

• （不滿教會對公
民學校的管理？）

化解教會與村民就
辦學的爭議



重建學校 - 深涌公民學校
 天主教早在1870 年已傳入深涌，但該村一直並未成為
教友村

 雖然非教友村民與天主教信仰共存數十載，卻在1956
年教會接掌公民學校後表現抗拒，並在村內另建公立
學校，旨在取締公民學校

 政府把握公民學校面對財政困難的契機，建設新的深
涌學校校，由教育司署、天主教會、村民三方共同管
理，矛盾得以緩和



重建學校 - 深涌公民學校
 戰後天主教會致力教育以回應當時社會需要，並藉此
向大眾傳教。過程難免遇到挑戰，就像在深涌辦學卻
引起村民反感。

 傳教士雖然失去了教會自主的公民學校，但仍能在村
民接受的模式下參與管理新學校，繼續透過教育發揮
影響力

 傳統論述認為教會辦學受大眾歡迎，促使宗教信仰更
迅速傳播，但深涌卻是非典型的例子，揭示政府、教
會和村民之間的互動和張力



社會服務 - 「飛仔神父」與漁
民社區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於1962 年至1965 年召開，強調
社會公義

 年輕傳教士受到啟發，不滿足於傳統服務方式，積極
參與社會議題



社會服務 - 「飛仔神父」與漁
民社區
林柏棟神父（Rev. Adelio Lambertoni,PIME, 
1939－2006）

 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

 1963 年3 月30 日晉鐸

 1967 年起任西貢堂區助理主任司鐸

 愛駕駛電單車遊走各村，了解西貢鄉情，
常在晨早出發，攀山越嶺到不同村落，日
落前才能回家



社會服務 - 「飛仔神父」與漁
民社區
林柏棟神父（Rev. Adelio Lambertoni,PIME, 1939－2006）

 關注漁民權益，致力改善西貢漁民的生活環境

 與在戰後成立的香港明愛不謀而合，攜手為貧苦者爭取
權益，透過社會服務活出信仰



社會服務 - 「飛仔神父」與漁
民社區
 西貢漁民一直飽受歧視，因長期居舟，被認為見識淺
陋未開化，被譏為「蜑民」、「蜑蠻」

 漁民上岸會被欺負，指罵拳打，甚至被趕回船上

 每當出海捕魚，漁民子女便要向學校請假，跟隨父母
起航，學業成績大受影響

 老人生病時亦難以得到適切的治療和安定休養

 林神父決定幫助他們興建房屋，與有關當局進行洽
商



社會服務 - 「飛仔神父」與漁
民社區
 獲政府撥出分別位於菠蘿輋及對面海的土地

 在偶然機會下，林神父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的六十萬
捐款，另有德國教會貸款

 1971年，菠蘿輋太平村落成，共有186個單位

 1977年，對面海明順村落成，30個單位



社會服務 - 「飛仔神父」與漁
民社區

《華僑日報》，1971 年10 月6 日



社會服務 - 「飛仔神父」與漁
民社區



社會服務 - 「飛仔神父」與漁
民社區
 實行合作社制度，明愛指導合作社管理村務及發展

 成立互助委員會，一方面繼續合作社昔日的工作，同
時從明愛接過太平村的管理權，自行管理村內的一切
事務

 建村為吸引人信教？

 太平村中只有16戶家庭信奉天主教，10戶信奉新教，
其餘的則是外教人



社會服務 - 「飛仔神父」與漁
民社區
 1974年的一宗悲劇

范賚亮神父（Rev. Valeriano Fraccaro, PIME, 
1913－1974）

 1966年起任西貢區主管

 「麵包神父」 - 家人在意大利經營麵包生意
，他經常送新鮮麵包給教友及非教友村民

 為人幽默，重視與村民的關係，深受西貢村
民愛戴



社會服務 - 「飛仔神父」與漁
民社區



社會服務 - 「飛仔神父」與漁
民社區
 1974年10月28日，在神父宿舍被殺害

 兇手依然逍遙法外，遇害原因未明

 猜測：

1. 林柏棟神父建漁民村，破壞發展商建屋計劃，惹來報
復但兇徒卻認錯目標

2. 兼任崇真學校校監的范神父管有學校職員的薪金，兇
徒因覬覦金錢而劫殺

 為免在西貢遇險，林柏棟神父被調離



戰後發展
 教會回應社會的急劇變化，傳教士響應梵二強調公義
的浪潮

 與戰前時代不同，香港教區工作的規模變得更廣和更
深

 不只為教育付出，在其他社會議題上更為活躍

 過程中難以一帆風順，屢遇挫敗

 傳教士把天主教信仰與社會服務結合，帶進西貢村落



評級報告撰寫的前期工作
 從撰寫十間小堂的古蹟評級報告到書籍
 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
 黃毛應玫瑰小堂
 深涌三王來朝小堂
 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
 赤徑聖家小堂
 大浪聖母無原罪小堂
 蛋家灣聖伯多祿小堂
 西灣海星小堂
 浪茄聖母聖誕小堂
 糧船灣龍船灣小堂



 前往圖書館、檔案館、聖神修院搜集資料

 利用AMO(古蹟辦)在2000年代撰寫的評級報告(黃
毛應、大浪、赤徑)

 口述歷史訪問

 田野考察

 搜求堂區教友、村民的舊物、舊照片



香港天主教史研究方法：資
料搜集
 前人研究：

 田英傑神父(Fr. Sergio Ticozzi)

 “PIME’s Evangelization in Sai Kung”, “IL PIME e La Perla Dell’Oriente”,”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early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夏其龍神父

 〈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

 Gianni Criveller(柯毅霖神父), From Milan to Hong Kong: 150 Years of 
Mission, Vox Amica Press, 2008.



 Ryan, Thomas F.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Foreign Missions (P.I.M.E) in Hong 
Kong, 1858-1958.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9.

 Mariagrazia Zambon, Crimson seeds : eighteen pime
martyrs. Pime World Press, 1997.

 新界鄉村史著作

 梁煦華:《穿村》

 《新界滄桑話鄉情》、《香港風物志》、《香港掌故》
、《西貢鄉文化探索》

 馬木池等:《西貢歷史與風物》



 日佔時期相關著作

 東江縱隊

 陳敬堂：〈第二章鄧振南：從旺角足球場打到西貢
游擊戰場〉，《香港抗戰英雄譜》，2014年。

 徐月清編：《活躍在香江：港九大隊西貢地區抗日
實錄》，1993年。

 徐月清編：《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1999年
。

 陳達明：《香港抗日游擊隊》，2000年。



 期刊論文：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張展鴻:Traditional Dwellings, conservation and land 
use: a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Sai Kung (2002)

 黃曉恩：〈清代堡壘式客家村莊──上窰民俗文物館介
紹〉，《當代史學》8卷3期 (2007)



 神父傳記：
 聖福若瑟神父(Josef Freinademetz, 1852-1908)
 師多敏主教(Domenico Pozzoni,1861-1924)
 丁味略神父(Emilio Teruzzi, 1887-1942)
 神父著作：
 丁味略神父1928-1938年任職檔案處主任期間，收集了相
關歷史資料編輯《香港代牧區簡史》：

 1867-1869年和神父(Volonteri)帶領西貢客家人抗擊上水
廖氏的紀錄

 江志堅神父關於戰時三位神父被殺的著作
 張光導神父：
 China Mission Station 1970,1971,1973



 古籍/史志/民間文獻：

 清嘉慶24年王崇熙等纂《新安縣志》

 記錄大浪、赤逕等村名

 族譜：《大浪西灣黎氏族譜》、2005至2008年由鄧
氏村民編集而成的《黃毛應原居民登記冊》

 地圖：

 和神父(Simeone Volonteri,1831-1904)《新安縣全圖
》



 天主教檔案：

 羅馬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檔案
 GB. Tragella, Le Missioni Estere nel Quadro degli 

Avvenimenti contemporanei, 3 vols. PIME, Milano, 
1950,1959,1963.

 G. Brambilla, Il Pontificio Istituto delle Missioni Estere e 
le sue Missioni, 5 vols. Milano, PIME, 1943.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天主教傳教區》周刊)
 1864年後初時的傳教情況
 1870年代高主教(Timoleone Raimondi,1827-1894)
牧訪西貢的報告





天主教檔案處藏照片



 政府檔案：

 土地註冊紀錄

 《集體官契》(Block Crown Lease)

 《藍皮書》(Hong Kong Blue Book)

 駱克:《展拓香港界址報告書》所載新界村落及人口
紀錄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1911

 地政署航拍圖

 Eg.1963及1972年的北潭涌小堂比對
 有助印證口述歷史訪問中村民的回憶或說法







 天主教學校相關檔案

 鹽田梓澄波學校

 深涌公民學校

 赤徑銘新學校

 蛋家灣崇明學校

 申請過程、政府官員、教會與村民之間的交涉、建校日
期、工程事宜、校董會的成立、學校運作情況、政治相
關(1960年代管制左派)

 深涌、赤徑村民中有些教友及非教友

不滿天主教會辦學



1952 Sai Wan land purchase record









 天主教簡介書籍：
 Thomas Ryan,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62.
 特刊/手冊/年報/小冊子/單張：
 大埔堂區
 西貢堂區
 《西貢》特刊(1983)
 天主教教區手冊
 天主教香港教區年報
 公教童軍相關小冊子
 公教童軍活動報名單張
 AMO(古物古蹟辦事處)出版單張



 年報：

 《香港年報》、《香港教育年鑑》

 教區機構文件及舊照片：公教童軍、西貢堂區、大
埔堂區



 報章：

 The Hong Kong Catholic Register (1877-1880)

 Catholic Register (1881-1888)

 歷年《公教報》

 Sunday Examiner

 1980-90年代司馬龍於《文匯報》刊登關於西貢鄉村
歷史的文章

 《華僑日報》、《工商日報》、《大公報》…



《公教報》1956年6月1日

《公教報》1939年5月16日



《華僑日報》1968年5月10日

《華僑日報》1954年11月23日



《工商日報》1976年12月18日



口述歷史
 很多資料由於文獻無載，只有通過口述歷史訪問，試圖從當事人的人生經

歷，小心擷取當中較可信及沒有矛盾的記憶，從而還原歷史現場
 當事人的口述無論如何都會涉及主觀成分，所說的內容都與其人生經歷有

關
 還原歷史事實時，小心選擇含有主觀成分的說法，有的不能當作事實，有

的與其他史實或其他受訪者的說法比較，以佐證其真假
 有時主觀成分的說話反而能夠反映受訪者的思想或心態
 從西貢十條村落當中，盡量尋找村民（尤其老一輩的村民）並探索訪問的

可能
 堂區教友認識，從而介紹訪問
 西灣村長黎恩、黎育如
 大浪老教友薛生
 大浪前村長湛貴勝



 西貢聖心堂教友陳潤蓮、陳瑞英

 黃毛應村長鄧小南

 北潭涌村長黃樹基

 深涌村長李俊輝及李國安

 溫以政神父(1978至90年代任大埔堂區助理主任司鐸
)

 嘉畢主神父(1986年至90年代初任西貢堂區神父)



 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香港口述歷史計劃
」，1980-84年

 科大衛等：《西貢：1940-1950》。

 西貢、大浪、赤徑、八鄉、黃泥洲、白沙澳、屋頭
、蛋家灣、糧船灣、鹽田梓、劉榮耀神父、文明德
神父…

 《香港口述歷史計劃：集體記憶的採集》，香港大
學亞洲研究中心，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劃，2003年
。

 馬鞍山大水坑村村民張發：曾加入東江游擊隊，擔
任交通員，並入住深涌的李氏大宅

 大量有關1920至1950年代及日佔時期的資料



田野考察
 實地考察每間小堂的環境及建築，並為之拍照

 比對舊照片，並參考文獻及檔案資料得中估計或得
出小堂建築及位置的變化









 兩者關係密不可分

 一方面從宗教文化史的角度，考察香港的天主教歷
史(傳教史)

 另一方面是天主教傳入香港，並由此豐富對「香港
史」本身的理解

 豐富香港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生活史等範
疇的理解

 1.研究方法：

 史料覆蓋對象包括香港史(清朝、英殖時期、新界史
、日佔時期、社會文化史等)及香港的天主教傳教史
(田英傑神父、夏其龍神父等前人研究、口述歷史、
檔案)

西貢天主教歷史研究與香港
史的關係



 2.西貢天主教傳教史

 自1864年天主教傳入西貢後，因應當地客家人社群
的特質及天主教傳教士積極為他們爭取權益，逐漸
發展為19世紀晚期十多條天主教村落，1923年1725名
天主教徒的重要傳教區域

 其中有四條信仰虔誠的天主教村落：鹽田梓、赤徑
、大浪、深涌

 每次主教牧訪，村民都熱烈歡迎，村民將向主教領
聖體及堅振為極難得的機會

 每次聖堂落成及舉行祝聖儀式，西貢各村教友都會
齊聚一堂，非常熱鬧



 神聖空間由聖堂延伸至整條村落：聖體出遊及聖體降福儀式

 虔誠的宗教生活即使至戰後也不斷絕，持續至1970年代移民潮，
天主教村落始逐漸荒廢

 有些1950至60代出生的新一代教友長期信教及積極參與宗教活動

 3.「香港史」中的西貢天主教傳教史：

 政治

 新界租借前——即清朝新安縣轄下的新界(西貢)(1841-1898年)

 新界租借後，港英政府統治時期(1898-1941年)

 日佔時期(1941-1945年)：東江游擊隊的政治角力

 戰後英國重新管治香港，

政府政策的演變對新界村民及天主教傳教的影響



 經濟

 天主教傳教史對西貢客家人(佃農)權益的維護

 社會福利：派糧食物資

 和神父為深涌村民建議如何建造一道水壩及水閘，
為深涌的農業經濟造福不淺

 戰後的社會福利

 社會

 客家人與天主教的相遇

 西貢大村少，細村多的環境

 天主教對西貢教育的貢獻



 文化
 傳統中國文化與天主教(西方文化)的交流
 天主教自19世紀傳入香港後，與新界鄉村傳統文化的碰撞、交流

、交融與共存
 地區微觀視角：
 社會福利等現實利益對不同村落在不同時空的影響：複雜性
 鹽田梓、北潭涌、赤徑、西灣
 19世紀天主教初來時與戰後時期
 宏觀視角：
 普遍來說，
村民衡量是否需要信天主教的標準為何?
 當地人/本地人(vernacular)文化心態的角度



“當他揹起十字架，傳教就有十

足準備了！”（丁神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