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堂会所
泉州南街堂：位于市区中山中路 374号，原清

靖海侯施琅书塾
旧址。清同治二年
（1863）英国长老
会杜嘉德牧师到
泉州传教，清同治
五年（1866）购地
设布道所。清光绪
三年（1877）三月
改建为教堂。清光
绪二十四年建牧
师楼。民国五年
（1916），陈宣令牧
师献捐 3000 银元
扩建哥特式新楼，

可容纳 1500人聚会。民国三十八年（1949）建 26
米高的钟楼。2002年进行了大规模翻建整修，现
占地面积为 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 6200平方米，
主体建筑七层，能够同时容纳近 2500人做礼拜
礼。历任牧师有陈宣令、黄宇宙、高兰庭、许子逸、
张春泉、苏伟垣等。
泉州西街堂：位于市区西街 208号。清光绪二

十一年（1895年）英国长老会文高能牧师筹建，翌
年分立为堂会。1989年 12月重新修葺并举行复
堂典礼。20世纪末进行了翻建。历任牧师有吴封
波、吴炳耀、刘锡聪、游建南等。
泉州聚宝堂：位于市区聚宝街。清光绪十四年

（1888年）开设宣道所，黄铭额、耶娟姆等任传道。
民国四年购置牧师楼，并办国民学校。民国十二年
兴建新圣殿，1992年在原址重建新堂。1995年重
建牧师楼。历任牧师有黄宇宙、陈思明、丁天赐等。

泉州基督教聚会处：位于市区金刚巷。初在西
街孝感巷信徒吴仁杰家中聚会，民国二十七年在
金刚巷购置旧屋修建教堂。1984年后逐渐收回房
产，重新开放活动。

承天巷福音堂：位于鲤城区承天巷。基督复临
安息会传入泉州后，先后在花巷、通政巷设会所，
民国十九年（1920）在承天巷建教堂和小学一所。
“文革”中鲤中社办厂占用，遭到一定的损毁，改革
开放后归还，重新开放，2011年重建。

教会学校和医院
泉州地区各教会兴办过不少学校、医院。客

观上对地方文化教育及医务卫生事业做出较大
贡献。

培元学校：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泉州教
会在南街礼拜堂
开办学校，光绪三
十年（1904）安礼
逊、文高能首设培
元书院于泉州平
水庙，民国五年
（1916）高中移在
花棚下称一校；初
中在广平仓称二
校；小学在中营下
称三校；还有在石
狮的四校、南安九
都、鲤城北郊印塘
等地的分校。1951
年后政府接办。

培元女校：清光绪十六年（1890）英长老会配
合女宣道会初办蒙学堂于驿内埕、后迁往平水庙
改称培英女校，再改称培英女中。解放后接办为泉
州女子师范学校，后改称泉州幼儿师范学校。

华英女校：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南街礼拜
堂长老黄中流创办求实小学，以后高兰庭牧师以
此为基础办华英女校、盲人学校、职业中学等，后
因经费不继而停办。民国三十年（1941）许子逸设
办为华英幼儿园，1951年以后，政府接管改为泉
州第二幼儿园。

泉州西街堂幼稚园：民国二十四年（1935）泉
西堂由牧师吴炳耀、长老柳鸿明倡办培友幼稚
园，聘厦门鼓浪屿幼师优等毕业生蓝文秀为主
任。后因抗日期间，日机常来骚扰，市民多疏散农
村而停办。

求德小学：聚宝礼拜堂约于上世纪二十年代
由谢清爱、苏年福会同黄宇宙牧师办求德小学于
礼拜堂东边临街地带，后兼办幼儿班，1950年后
停办。

惠世医院：清光绪六年（1880）英国传教士兼
医师颜大辟先在南街礼拜堂行医，后租中山北路

连理巷民房为医院，开创泉州地区第一家医院。清
光绪十八年（1892）惠世医院在连理巷落成。清光
绪二十七年（1901）又在西街裴巷建女子医院。惠
世医院又招收学生传授医术。先后培养一些基督
徒成为名医。有黄中流开设的辟生堂、苏天赐开设
的纯仁堂，苏年福开设的流生堂，吴祝三开设的祝
三局，何大年倡办的永惠医院（1951 年后合并于
人民医院）。

解放后，惠世医院由政府接办，改名为泉州第
二医院，后再改名为福建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护士学校：民国二十七年（1938），于西街裴巷
正式成立惠世医院附属护士学校，同时独立开设
诊所。解放后政府接办，一度改为“泉州护士学
校”。 因祖瑞 /辑

近代基督教
（16世纪天主教改
革后的新教）在五
口通商之后有 4个
教派从厦门、仙游
分 6 路传入泉州。
其中英国长老会于
清咸丰六年（1856）
从厦门派牧师杜嘉
德乘坐教会“福音
船”来晋江安海传
教，清同治二年
（1863 年）进入泉
州城内布道，清同
治六年后，分 3路
逐步向晋江沿海及
南安、安溪、永春、
德化等地发展。至
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泉州地区
的基督教会多数属

于长老会，少数属伦敦公会。
清同治元年（1862），英国长老会

和美国归正教会在厦门成立漳泉长

老大会。同治八年，改组称漳泉长老
总会，分设漳属大会和泉属大会，民
国三年（1914），泉属大会又分设泉永
及厦门大会。

闽南漳泉长老总会与英国伦敦
公会在闽南设立的省议会经磋商，通
过合一会章程，于民国九年（1920）成
立中华基督教闽南合一会，民国十六
年，“闽南合一会”改称“中华基督教
会闽南大会”。

民国三十七年（1948），成立泉
州基督教协进会，许锡安任主席，
创办不定期刊物《协进》，1949 年 9
月停办。

基督教的另一派别———基督复
临安息日会是信仰《旧约》的基督教
派，以每星期六为安息日，信徒于星
期六礼拜。礼拜时要洗脚，读《摩西五
经》，认为摩西是大先知，基督是小先
知。他们只吃有鳞的鱼和分蹄的兽
肉，不吃猪肉。民国七年（1908）由长
泰人郭子颖传入泉州市区和惠安县，
后在市区承天巷、惠安湖布埕、山腰、
辋川设堂传教。泉州、惠安教会负责

人先后有陈德清、廖耿德。
从其他基督教派别中分裂出来

的一支，别称“小群”，即基督徒聚会
处，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兰进阳、
蔡志崇从厦门传入，先后在泉州市区
金刚巷、惠安县、晋江县及石狮等地
设有聚会处。较长时间担任泉州聚会
处的负责人有魏守仁等人。

基督教传入泉州初期，受到抵
制，时常与当地群众发生摩擦、纠纷。
发生过一些教案。后来，在清政府地
方官员支持下，逐步建立了南街礼拜
堂、聚宝街讲堂和西街礼拜堂。

泉州地区的教会经过数十年来
的合并、改组、本土化，不断缩小英、
美差会势力。民国三十一年闽南大
会在同安县城召开，大会主席、中华
基督教会总会副会长、晋江县金井
堂会牧师许声炎倡议教会实行自
立、自养、自传、独立办教主张，受到
与会者的热烈赞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基督教徒自己发起“自治、自
养、自传”的爱国运动。1950年，全国

基督教领导人吴耀宗发表了“三自”
革新宣言，1951年，泉州地区的基督
教徒纷纷签名响应。1956年，晋江专
区整顿了原泉州区会、惠安区会、永
德大区会，合并成立了泉州区会，方
兆祥任主席，连新民任副主席。1957
年正式成立泉州市基督教会“三自”
爱国运动委员会。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各地一些
教会被通知停止活动，教堂或被合并
或转作他用。

197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
正常的宗教活动，落实宗教房产政
策，逐渐批准开放教堂。平反基督教
人士冤、假、错案 7起，安排许子逸、
张春泉、苏伟垣等人为省、市、县、区
政协委员、人民代表。

此后，由泉州市（今鲤城区）基
督教代表会及其选举的“三自”爱国
会领导成员及基督教协会，发挥领
导作用，推动基督信仰与社会和谐
建设相适应。

因祖瑞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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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基督教义诊队于 1996年 10月在泉南
堂启动义诊医疗。1997年 5月，向市民宗局和市
卫生局医政科申请义诊备案。15年来，遵照宗教
条例和义诊活动条例，带着医术、医疗仪器、药品
和爱心，走向农村、偏远山村、民族村、灾区，为缺
医少药的农民、牧民、残疾人、灾民和信徒等等，
开展慈善义诊活动。这是一份报孝祖国、构建社
会和谐和文明建设的真诚奉献。

15年来，义诊队队员从 1人发起到现在的
106人(经常参加有 82人)。队员多数来自本市各
医院退休医务人员，其中有主任、副主任医师 28
人，主治、主管级 41人。大家不顾年迈体弱，无偿
参加义诊活动，发挥余热，服务社会和民众。
起初，义诊队在泉南堂义诊．单纯奉献医术，

给病人看病、开处方，让病人自己购药治疗。后
来，由于队员们奉献资金、医疗仪器、物资，加上
教会、信徒的奉献，尤其是美国视博恩北京代表
处和马来西亚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的长期合作
赞助，以及市政协民宗委和市民宗局的大力协
作，并有香港合一堂赠送医疗仪器、汽车，澳门宣
道堂赞助救灾和扶贫义诊，使现在的慈善义诊实
现检查心电图、B超、生化、三大常规，
各项特殊诊疗和药品全部免费。

15年来，随着教会内退休医务人
员和医疗仪器的增多，义诊队现设有
心脑血管、内、外、妇、儿、中医、肿瘤、
骨伤、耳鼻喉、眼、皮肤、理疗针灸推
拿、三大常规、生化、B超、心电图、测
血压、挂号、药房、后勤及资料统计等
21科室． 成为一支综合性流动义诊
队，被泉州市民评为“泉州市十佳魅
力老人义诊队”，全国少见，是基督教
会服务社会和民众的成功典范———

义诊队从单纯在教会内为信徒
看病到走出教堂、面向农村、不分民

族和宗教信仰举办义诊，送医送药行
动惠及千家万户。

参加义诊纯属自愿。15年如一日
默默穿行于八闽大地，乃至跨省到青
海玉树的小苏蟒，走遍 156处县、镇
（乡）、村。贫困农村、老少边山区缺医
缺药的困窘局面，激发了义诊医护人

员的同情心、爱心、信心和毅力！
15年来，记录在案的 325次义诊，其中走出

教堂面向老少边山区义诊 156次，单行程 2 1599
万公里，诊治病人 9．7526万人次……

15年来，义诊队得到来自教会、社会各界的
高度评价、支持和认可：

音 1997年义诊队队长获市委统战部、市民
宗局“文明建设先进”荣誉
音 2006年全国基督教“两会”会长特地到现

场参观，并赠送部份医疗仪器
音 2007年，市政协组织记者现场采访，并作

报道，领导题赠“爱心在行动”
音 2008年，获泉州市民众评为“泉州市十佳

魅力老人义诊队”
音 2008年，队长获福建省委统战部“海西春

雨行动先进”荣誉
音 2009年，获省市民宗厅、局授予“海西春

雨行动先进集体”
音 2011年，队长获市委统战部“海西(桐江)

春雨行动先进”荣誉 因 祖瑞 小微 /辑

元

大德十年（1306），泉州建天主教兴明寺。
延祐元年（1314），北京总主教孟德高维诺派

哲拉德（Gtrard）主教来泉州设立教区，主持教务。
有亚美尼亚籍女教徒出巨资建一座大教堂。哲拉
德还在泉州建立修道院，有修士 22人。

延祐五年（1318），哲拉德去世，裴莱格尼
（Peregrene of Casfeuo）继任泉州主教，安德肋
（Anclren of Perugia）来泉协助。裴氏以其俸金在
离城四分之一黑树林地方新建一座庄丽非凡的
教堂。

至治二年（1322），裴莱格尼去世，安德肋继任
主教，在其任上又建一座教堂。

泰定三年（1326），安德肋去世，继任为意大利
佛罗伦萨人哲姆斯（Joannes of Florercia），其后为

方济各会士威廉·甘勃尼（William of Campan-
ice）。

至正六年（1346），欧洲大旅行家马黎诺到泉
州，记述泉州有方济各会教堂 3座。

至正十七至二十六年（1357—1366），泉州发
生“亦思巴奚兵乱”，其后陈友谅、朱元璋起兵反
元，泉州天主教得不到元廷资助，日趋衰微。

明

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天主教奥士定会士
德·拉达大主教到达泉州，向兴泉道尹要求准许居
留和传教，遭拒绝。

天启五年（1625），大学士、福清人叶向高邀请
天主教艾儒略来福州，闽中名流聚集福州与艾氏
论道，71人赠诗于艾氏，其中有 22位泉州名流，
如张瑞图、何乔远，张维枢、林汝楫等。后艾儒略曾

到泉州府城与永春县传教，誉为
“西来孔子”。

崇祯十一年（1638），风波突
起，各地传教士被驱逐，时泉州教
堂有 13所，多被占用。赖艾儒略各
方奔走，才得发还。

清

顺治六年（1649），艾儒略去
世。西班牙多明我会士控制福建传
教事务，否定艾氏世俗化的传教方
式，禁止祭孔、祭祖先。

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帝
在阅读罗马教廷禁约译文后，朱
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
禁止可也。”

康熙四十三年（1704），罗马教
廷通过特别通议，支持福建宗座主
教颜珰提出的禁止中国教徒“用中
国礼仪”。

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正
式下谕，禁止传习天主教。福建主
教桑伯多禄与四名神父被捕，并分
别处死。天主教被禁绝一百多年。

咸丰六年（1856），英国长老公
会牧师杜嘉德从厦门乘坐“福音
船”到晋江安海传教，为近代基督
教传入泉州府之始。

咸丰八年（1858），晋江安海民
众捣毁英国长老公会会所，殴打传
教牧师，阻止传教士传教。

咸丰间（1851～1861），英国天主教、美国基督
教先后传入德化。

同治二年（1863），英国长老公会牧师杜嘉德
自安海到泉州城南门外桥尾街传教，信者甚少。次
年，杜嘉德到泉州城内传教，屡屡遭人用石头袭
击。为此，兴泉永道尹周凯刻立石碑发布告示：“官
民人等，毋得阻挠”外国人传教，“倘敢不遵，一经
差役拿案，定即按律严办，决无宽贷”。

同治四年（1865）七月，杜嘉德在泉州南街头
新花山设教堂，遭人放火焚毁和抢劫。驻厦英领事
出面交涉，泉州知府沈桂荣出示布告严禁骚扰教
会，晋江知县王佩文罚肇事者白银 408元赔偿教
会损失。

同治五年（1866），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从厦
门到泉州传播天主教。光绪二十一年（1895），该会
神甫斯拉宾·莫牙（华名任道远）来泉州主持天主
教教务。在花巷许厝埕建教堂。

同年，英国伦敦公会教士施约翰到惠安县传
教。次年在惠安城隍口，购地建教堂，同治八年九
月开堂布道。

同治九年（1870），美国美以美公会（即卫理公
会）派传教士从福州到永春、德化布道。

同治十三年（1874），美国安立甘公会（即圣公
会）从福州派传教士到德化县城传教。

光绪二年（1876），基督教长老公会泉州堂会成
立。翌年，泉州官绅将南街新花山左右 4家店屋租
给教堂，并准许其在新花山拓地扩建（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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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之路
———记泉州市基督教义诊队 15年慈善义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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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诊现场

泉州南街教堂大门

安礼逊图书楼（培元中学校内）

※ 小知识 ※

天主教与基督教
国际上，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宗教，统称为“基督宗

教（Chr istianity）”。它包括天主教（catholicism普世信
仰）、东正教（Orthodox）、基督新教（protestant即中国人
俗称的基督教），这三个教会的信徒都称为基督徒。

天主教是原始基督教会的直接延续和继承者，亦称
罗马公教或普世大公教会。

东正教是在 1054 年由天主教分离出来的东方教
会，也称为东方正教，1965 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后，逐渐与天主教共融，成为姐妹教会。

基督新教（中国人俗称基督教），是 16世纪宗教改
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会而形成的新的宗派。

基督新教的由来

1517年，德国天主教奥斯修会的神父马丁路德因
反对当时教会颁发赎罪券，在威登堡教堂发表自己的信
仰，主张人只靠信德即可成义得救、信徒人人都可为祭
司和《圣经》具有最高权威三大原则，改变了中世纪天主
教教会在欧洲的独一地位，后逐渐形成新教派称路德宗
或信义宗。

此后，1541年法国人让·加尔文在瑞士创立加尔文
教派（又称改革宗），除同意路德所讲的“人只靠信德即
可成义得救”的主张外，还提出“人的成义得救早由天
主所预定”的主张。

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欲休皇后，另娶宫女为后，
教宗不允准，遂与天主教分裂，成立英国国教———圣公会。

此外，三个教派中再度演变继而分离形成福音
教、公理会、长老会、卫斯理会等。目前，大小各派已
达 8000 多个。

中国境内的基督新教是清朝末年传入，新中国成立
前各派分别礼拜，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联合礼拜，统一称

为“基督教”。 因玲玲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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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杜嘉德（1830～1877年）英国苏
格兰人，1851年格拉斯哥大学毕业，
后进入爱丁堡自由教会学院深造。
1855年被格拉斯哥马太自由教会按
立为苏格兰长老会牧师，并被派往中
国宣教，同年 6月到达厦门。

咸丰六年（1856），杜嘉德乘教会
“福音船”来晋江安海传教，受到当地
士绅极力抵制。同治二年（1863）又发
生殴打杜嘉德的教案，后由兴泉永道
尹发布告示，刻立石碑，才予以制止。

同治二年，杜嘉德到泉州城区传
教。同治五年（1866），杜嘉德租南街
新花山作教堂，遭人放火、抢劫，后由
泉州知府沈荣桂、晋江知县王佩文出
面，责罚肇事者赔偿了结。杜嘉德曾
欲购井亭巷陈氏公业建教堂，因该铺
境绅士极力抵制未果。后经动员，新
花山左右邻将店屋租给教会，杜嘉德
即以南街礼拜堂为基础，逐步在泉州
城区发展基督教。

杜嘉德通晓闽南语，编撰了《厦
英大辞典》，并于 1873年出版，该书
是第一部闽南语华英辞典。1860年，
杜嘉德访问台湾，此后多次寄信给英
国长老会，要求派宣教士到台湾。几
年后，苏格兰长老会派马雅各医生到
台宣教，杜曾到台协助。1877 年 5
月，来华宣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不
分宗派的福音会议，杜嘉德当选为英
国教会主席。同年 7月 26日，杜嘉德
染上霍乱，不治去世，年仅 47岁。

文高能（？～1924年），英国基督
教长老会牧师。1893年，文高能与妻
子路易丝（出生于印度的富家小姐）
来到泉州。光绪二十一年（1895），文
高能筹建了位于市区西街 208 号的
西街基督教堂。他和妻子还创办一家
庭式小学堂，招收当地男童入学。
1903年，文高能向伦敦教会建议在
泉州设立教会学校，1904年，创立培
元中学。
（注：1911 年，文高能携家人返

回英国疗养。1915年，移民加拿大，
1924年去世。1939年，75岁高龄的
路易丝独自漂洋过海，来到泉州，当

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她在泉州逗留
13个月。1993年，文高能两位孙女：

72 岁的琳达和 68 岁的伊莉莎白来
泉州寻访先人足迹，受到热情接待。）

陈宣令（1847～1913 年）字懋
德，生于漳埔马坪乡，鼓浪屿回澜神
道学校毕业。初在漳属西霞、苏坑等
地任传道，31 岁应聘任漳州白水营
堂会牧师。1896年，陈宣令担任泉南
堂会牧师，1906年陈 60寿辰，各地
多有礼金祝寿，陈以三千银元礼金移
作翻建泉南教堂费用。

陈积极反清，参与策划光复泉
州。陈宣令重视培养传道人员，在清
末民初期间，主办福音学校于平水庙
西人住宅，1909～1910 年陈又兼任
泉郡圣道学教职并负责监督巡查。

1911年退休任职于其母校———
回澜神道学校。

许声炎
（1865 ～1948
年）字子玉，
晋江安海前
坡人，厦门圣
道书院毕业。1890年，在金井建一礼
拜堂，自任金井教会传道。

1895年，公会命他前往圣道书
院主持院务。接着又办闽南圣经学
院，任学院总理（董事长）、金声社社
长、学院院长。历任中华基督教泉州
区会会正、闽南大会会正、中华基督
教协进会全国总会副会长。许声炎牧
师一贯倡议三自运动。

许子逸（1903～1992 年）生于
晋江东石下厝许村一个贫苦农民家
中，父亲许其道为基督教会东石堂会
长老，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1939年
2月到泉州南街礼拜堂任传道，1940
年任牧师主持南街教堂圣职至 1992
年 9月 17日逝世。1949年，许热情
协助策动泉州国民党驻军 325 师起
义。解放后，曾被选任泉州市人大代
表，第 1、2、3、4届市政协委员，第 5、
6届市政协常委。

解放初期，许率先在泉州地区支
持三自爱国运动，组建泉州基督教三
自爱国运动筹委会。十年“文革”结
束，他竭力协助政府贯彻落实信仰自
由的宗教政策，重新整顿恢复鲤城区
的三自爱国运动机构。先后当选为泉
州市第一、二届爱国会主席、第三届
名誉主席，泉州市基督教协会第一届
会长、第二届名誉会长。1980年当选
为国三自爱国会委员，1981年当选
为省基督教协会副会长，1986 年当
选为省基督教两会顾问。

林兴年（1912～1944 年）字雅
各，号谷秋。出生于鲤城西街教会长
执家庭。24岁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
1935 年参加南京基督徒布道团，被
选为副团长。1936年入南京基督徒
灵修院深造，1937年回泉，在泉永之
间主领奋兴布道会。1939年与许声
炎牧师倡办闽南圣经学院，担任董事
及教授之职。1942年 12月 11日，泉
州区会第 27届会议在泉西礼拜堂举
行，林担任本届会长，会上大声疾呼：
教会要加强自传、自养、自理工作，外
国差会应让中国人自行管理自己的
教会，不要再控制干涉，获得与会代
表通过。

颜大辟（？～1907年），英国人。
光绪七年（1881）来泉，在南街新花山
（现南街礼拜堂）设立施医布道处，免
费为群众治病和赠药。同年在泉州连
理巷创建惠世医院，颜大辟自任院
长，由英国教会派出医护人员，设病
床 30张，分内外两科，为福建省最早
的医院之一。

随着医院规模日渐扩大，颜大辟
又创办医生班，招收具有中学文化程
度的教会青年入班学习，而后开业行
医。至抗日战争前后西医已在泉州城
乡基本普及。

光绪二十一年（1895），颜大辟返
回英国，1907年在苏格兰去世。

黄 中 流
（1863 ～1947
年），南安县丰
州镇旭山 村
人，7 岁入村

塾，后得教会帮助，到泉州教会办的
养正学校读书。光绪三年（1877），考
进惠世医院医生班，毕业实习 1年，
在泉州开设医馆，命名辟生堂。

黄中流精通医术，讲究医德，名
扬泉州所属各县及南洋各埠，海外华
侨相继赞助辟生堂，医务日益发展。
清末，晋江县设咨询局，黄中流受聘
为咨议，基督教会尊他为长老。他还
关心地方教育和公益事业，担任佩实
小学、新隅小学、永年保寿、允康保人
寿的董事，以后又参与筹建泉州电灯
公司。

泉州同盟会成立，黄中流被推为
副会长。泉州光复后，大总统孙中山
颁予黄中流二等勋章及记功奖状，亲
题“医兼中外”、“泰西华扁”二方匾额
相赠。

民国二年（1913），黄中流在反袁
斗争中被福建督军李厚基通缉，避往
厦门。抗日战争爆发，黄中流又避往
菲律宾行医。1947年，在马尼拉去
世。

安 礼 逊（A.S.MooreAnderson）
（1876～1959年），英国贵族，剑桥大
学威士明德学院毕业，受英国长老会
牧师文高能聘请，来泉州筹办学校。
清光绪三十年(1904)，安礼逊初在泉
州平水庙办养正小学堂，不久改名培
元，后迁往花棚下。民国三年(1914)，
分设中小学，安礼逊任中学校长。

民国九年 11月，孙中山专为培
元中学题赠“共进大同”四字。

民国五年，安礼逊辞职，举荐许锡
安任培元校长。培元学校的经费，除了
经常费一部分及英籍教师薪给由英国
教会捐助外，其他大量支出都由海外
华侨捐助。安礼逊走遍菲律宾、马来亚
(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
等地方为培元学校募捐。

1959年，安礼逊在马六甲去世，
安葬在新加坡。

苏德安 （1894～1965 年），女，
泉州东门水漈乡人。父母均为信仰基
督教的乡村医
生。苏德安自小
进教会学堂读
书。民国元年
（1912），进泉州
惠世女医馆学
习。毕业后，和
在永春医院毕
业的丈夫何大
年在永春城南
口开医馆。民国
七年，迁到泉州
中山路打锡巷
口开药房兼诊
所。民国十三
年，诊所从打锡
巷口迁入巷内，
形成规模较大的永惠妇孺产科医院，

何大年任院长，苏德安主持医院业务。
苏德安夫妇办院宗旨明确，得到

开明人士的支持。前清进士吴桂生、
华侨吴家此、苏文焕特地资助贷款，
买地皮新建病区楼房，增添病床，充
实医疗设备，增加人员编制，医院业
务日见繁荣，每月接生数达 100～
180人。

解放后，苏德安夫妇积极参加社
会上的卫生防疫和抗灾救灾工作。
1958年，永惠妇孺产科医院与泉州
市门诊部、泉州市联合中医院合并成
立泉州市人民医院。

天主教

陈光纯（1853～1924 年）南安
梅山蓝园（今新蓝村）人。幼年随父旅
居马尼拉，后继承父业，逐步发展成
为马尼拉著名华侨富商。创办马尼拉
华侨小学。

孙中山在南洋宣传民主革命时，
他积极拥护，慷慨认购孙中山发放的
国债券。民国元年（1912）起，投资 100
多万银元，在泉州市区购买大量房地
产，购建房屋 110多幢，并在泉州市区
开设当铺，为华侨投资泉州首户。他参
与蒋报策等人发起组织泉州华侨公
会，并于民国四年任第四届总理。

民国七年，光纯携部分家眷返国，
定居泉州。翌年，与洪明炭在泉州市区
创办启明中学。嗣后购置花巷大片房
地产，于民国十一年创办启明女校。随
着学校的发展，女学的原来校址显得
狭窄，光纯乃在许厝埕独资建设一座
钢筋水泥三层楼，作为新校舍。又在大
楼西侧购地建筑哥特式尖顶天主教
堂。光纯还担任西隅小学董事长，负责
该校全部办学经费。光纯为维持三校
的经费，经常来往于泉州与马尼拉之
间。1924年冬，在马尼拉病逝，后移葬
泉州北门顶埔执节宫东侧。

二十世纪 80年代，光纯后裔为
纪念先祖的业绩，在马尼拉官园陈氏
家族会址建立陈光纯图书馆，在马尼
拉市设立陈光纯基金会。

任道远（Sezephin Moya），译名斯
拉宾·莫牙，任道远为其中文名，西班
牙多明我会教士。光绪九年（1883），
天主教把福建划分成福州、闽南两教

区，泉州属闽南教
区（厦门）管辖，任
道远神父任泉州天
主教堂本堂神甫。
任道远到任不久，
即往菲律宾募捐，
在教友陈光纯、洪
明炭等人的支持
下，又得到多明我
会与教区的资助，
开始在泉州筹建教
堂、学校等。任氏初
到泉州，教堂设于
奎霞巷，随着教务
发展，嫌其狭小，四
处寻购房地。先寻
及通源境原崇正书

院旧址，但泉州士绅（下转第 2版）

任道远自行设

计、主持建造的花

巷天主教堂。

（上接第 3版）民众抵制而不得。其
后，任道远转而在许厝埕一带购买民
房，于留从效府第（即留府埕）旧址兴
建教堂、学校。

任道远神甫于民国十一年
（1922）创办启明学校。菲律宾爱国华
侨陈光纯先生献出花巷内私人楼房
（现市金属公司）作为校舍，同时承担
全部办学经费。任道远为校长，陈光
纯长女陈慈义修女（教友称玛利姑）
为教务长兼总务长。因办学得法、经
费充足，所聘教师皆一时名师，故而
声誉鹊起，厦门、漳州一带教友也送
子女前来求学。启明学校初为小学，
后又增设师范班、初中部，继办国文
专修班，对推进泉州地区的教育事业
作出了贡献。其后陈氏家族在菲商务

中落，启明学校经费困难，终于 1930
年停办。

任道远神甫关于筹办医院的设
想因资金、人才困难，未能实现。此
外，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及二战爆
发，外汇断绝，泉州天主教会的发展
也受到影响。

民国三十四年（1945）任道远在
泉州病逝，此时，日本人占据厦门，厦
门教区主教马守仁困居鼓浪屿，未能
来泉，遂委托石码本堂神甫、西班牙
多明我会士安抚民来泉为任氏举行
葬礼，并将其葬于许厝埕教堂内。

蔡以忠（1919-2003），出生于漳
州市区一个贫困的家庭，父母早逝，
全赖两位做小学教员的哥哥养大。初
中毕业后，断断续续当了几年乡村教

员。后到海澄白水营教会办的拉丁语
专科学校学习 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并于 1939年保送到香港圣大亚
伯尔都神学院深造。太平洋战争爆
发，日寇占领香港，神学院迁到澳门。

1948年毕业，本来可以分配到
生活待遇高的西班牙或拉丁美洲当
神甫，但他要求回国工作。先到惠安
主持天主教工作。1951年接任安抚
民神甫之职，主持泉州天主教堂。

1953年，晋江地区专员公署因缺
少办公地点派员与他商借天主教红
楼（原启明女校校舍）作为办公场所。
他不要租金，只要求政府安排工作，
做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由此开始
担任晋江农校英语教员，但仍负责宗
教活动。1954年，在驱逐厦门主教的

斗争中，教区 18名神甫中只有他和
黄祖生及大部分爱国教徒在政府的
支持下，取得驱逐茅中砥的胜利。

1957 年蔡以忠被定为右派分
子，1962年，调到泉州七中任教。“文
革”期间成为“牛鬼蛇神”，屡遭游街、
批斗，进入“黑帮劳动队”、“毛泽东思
想学习班”、“五七干校”学习、改造。
1973年分配到城东中学。1978年，
“右派分子”摘帽。

1984年，宗教活动恢复，他与修
女郑金珠继续主持天主教会工作，
注重团结教育教徒爱国爱教，遵守
国家宪法，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多次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参与国家
的政治生活。

因祖瑞、书群 /撰 舒扬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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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版）南街礼拜堂。
光绪五年（1879），英国长老公会在晋江安海

教堂内开办义塾，不久定名为铸英小学堂，成为泉
州府属第一所教会学校。
光绪六年（1880），英国长老公会杜嘉德、伦敦

公会余传书、美以美公会李玛利分别创办南安丰
州教会学堂、惠安时化小学（初为义学）、德化道德
女校（后更名育英小学）。至 19世纪末，外国教会
在泉州府属先后创办 20余所学校。

光绪七年（1881）年初，英国长老公会派传教
士、医生颜大辟到泉州，在南街新花山泉南堂设立
施医布道处。次年在连理巷创办惠世医院。光绪二
十七年又在裴巷另设惠世女医院。民国二十二年
（1933）两院合并（现称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颜在该院开设西医讲习所，传授西医技术，为
西医医疗技术传入泉州之始。

光绪十四年（1888），市区聚宝街开设基督教
宣道所，黄铭额、耶娟姆任传道。
同年，颜大辟到永春街尾租用民房开办永春

医馆。光绪十九年在真武殿（今儒林村）购地建永
春医院，光绪二十一年竣工。
同年，天主教传入惠安县。
光绪十六年（1890），英国长老公会在泉州城

内驿内巷创办培英女校（初为蒙学堂），为泉州城
区第一所教会学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主教在泉州花巷创
办启明女校，旅菲华侨教徒陈光纯负责办学经费，
并献出私人居屋为校舍。神甫任道远任校长，光纯
长女陈慈义（修女）主持校务，此为天主教在泉办
学之始。

同年，英国长老会高能牧师筹建基督教市区西
街堂，翌年分立为泉西堂会，牧师吴封波主持兴建。

光绪二十二年（1896）惠安县的基督教伦敦公
会与天主教多明我会各自勾结地方势力，发生大
规模械斗，焚烧对方教堂，一些教徒无辜伤亡（基
督教徒伤 8人，天主教徒死 2人），械斗持续 20年
之久，经调解方平息。期间，惠安知县唐志夔以办
案不力被撤职。

光绪二十五年（1899），基督教徒李春冰在泉
州南街玉犀巷口开设圣教印书馆，采用新式印刷
设备承印基督教会的圣经、圣诗，兼营其他印刷
业务。

光绪二十八年（1902），惠安籍华侨、牧师郑
聘廷将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阅览室改办为“星洲
阅书报社”，启发华侨的民族意识。民国元年
（1912）3月 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特
颁发“旌义状”。

同年，英国伦敦公会医生、传教士陈和礼在惠
安县城创办仁世医院，并招收学生、培训医师。

光绪三十年（1904），英国长老公会安礼逊在
泉州平水庙边（后迁花棚下）创办培元中学。此为
基督教会在泉州府最早创办的中学。

同年，惠安基督教会把该教于 1866年所建的
学塾改建为时化小学，分男学、女学，旋又办幼儿
园和妇学。为泉州最早的幼儿园。

光绪三十二年（1906），永春医院院长马士敦
（英国人、传教士）从英国购进 10千瓦直流发电机
一台，用 8马力柴油机拖动发电，供该医院照明及
X光室用电，创泉州地区发电照明之始。

光绪三十四年（1908），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由长泰县人郭子颖传入泉州城内，先后在花巷
和通政巷设会所。

中华民国

民国九年（1920），闽南漳泉长老总会与英国
伦敦公会在闽南设立的省议会经过磋商，通过合
一会章程，在厦门鼓浪屿福音堂成立中华基督教
闽南合一会，下设厦门、泉州、永春、惠安、漳州、北
溪 6个区会。

民国十六年（1927），在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
会成立大会上，晋江县金井教堂牧师许声炎被选
为副会长。

同年，闽南合一会改称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
会。

同年 4月 1日，晋江安海 24个社团联合成立
反抗文化侵略大同盟，并在寨埔举行 5000多人的
集会和示威游行。

民国十九年（1930），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在
承天巷建福音堂。

民国二十四年（1935），英国基督教长老公会
在泉州城内连理巷创办惠世高级学校。1952年并
入晋江卫生学校。

同年，牧师高兰庭扩建南街基督教堂，钢筋水
泥结构，骑楼式钟楼，高四层，建筑面积 1302.6平
方米。

同年，基督教聚会处（又称小群）由兰进阳、蔡
志崇从厦门传入，在西街孝感巷传教，民国 27年
迁至金刚巷。

民国三十年（1941），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圣路
加医院与美国卫理公会开办的仙游协和医院联合
到德化城关设立德化医院。民国三十三年，由中华
基督教德化分会接管，改名惠德医院。

民国三十一年（1942），在同安举行基督教入
闽 100周年纪念大会。晋江金井教堂牧师许声炎
在会上提出“自传、自主、自养、自办教会”主张，得
到了许多与会人士的响应。

民国三十四年（1945），市区天主教堂神甫任
道远在泉州去世。厦门教区派西班牙籍多明我会
士安抚民接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1年，晋江地区基督教徒纷纷签名响应全
国基督教领导人吴耀宗等发表的“三自”革新宣言。
同年成立晋江专区基督教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

同年，天主教神甫安抚民申请获准回国，教会
事务由惠安调来的蔡以忠神甫和由永春调来的郑
金珠修女负责。

1955年，泉州天主教会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原厦门教区主教茅中砥出境。

1956年，晋江专区整顿了泉州区会、惠安区
会、永德大区会，合并成立了泉州区会，方兆祥任
主席。其后，成立了泉州市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
会。第二届（1984年 12月）许子逸任会长，第三届
（1987年）、第四届（1992年）张春泉任会长，第五
届（1997年）苏伟垣任会长。

1979年 12月 25日起，泉州开始分期分批开
放南街礼拜堂等宗教活动场所。

1980年 12月 4日，晋江县恢复晋江县基督
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开放一批教堂。

1996年 10月，泉州市基督教义诊队在泉南
堂开始义诊医疗活动，此后逐步发展，走向农村、
山区、灾区，得到教会、社会各界以及海外的很高
评价。

2001年，泉州天主教爱国会成立，江连谟任
会长。

同年，市区天主教堂翻建工程开始动工。
2002年 5月 10日，泉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全

市宗教工作会议，传达全国、全省宗教工作会议精
神，全面部署我市宗教工作任务。省、市领导刘德
章、施永康、林荣取、魏坚、洪泽生、何国栋、林玉莲
出席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泉州市召开的最
高规格的宗教工作会议。

同年 7月 27日～28日，中央政府驻港联络
部有关领导为顾问的香港宗教宗教界知名人士访
闽团一行 13人来泉访问。

同年 10月，泉州市基督教协会和泉州市基督
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举行换届代表大会，苏伟
垣任会长。

2006年 7 月，成立“基督徒志愿者团契会”，
泉南堂青年团契会在服务照顾孤寡老人、病障人
士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2007年 10月 27日，泉南堂举行新教堂献堂典
礼。新教堂于 2002年 4月奠基，2004年 9月竣工，
建筑面积 6200平方米，总投资人民币 1600万元。

2012年 9月 17日，泉州市基督教“爱心慈善
周”启动仪式在泉南堂举行，随即各教会组织开展
“慈善周”系列活动。据统计，全市基督徒捐献慈善
款达 136万元。 （资料来源：《泉州市宗教志》、

《鲤城区志》及相关报刊 ◎祖瑞 小微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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