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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義及其計劃 

 

     1847 年的時候，在安特衛普(Antwerp) 生長、年方二十四歲 

的南懷義 (Theophile Verbist, CICM)，在故鄉馬林(Mechelen)總主教區晉

鐸。起初他的意向是為自己的教區的牧民工作服務。他的眼界逐漸開擴，並欲為

普世教會的其他地區服務是後來才發生的事。這位新神父被派遣的第一件工作是

擔任馬林教區小修院旳老師。 1853 年，他轉任布魯塞爾一所軍事學院的神師，

這件差事可不是甚麼閒差，因為當時自由主義盛行，造成了軍中反神職的風氣。

的確，法國大革命使得教會與國家的利益截然劃分為兩個不同的領域。但是教會

中的復辟派卻挑起了對反神職主義的反應。同時西歐又有許多宗教復甦的跡象，

而身處當時的南懷義必然也受到了新時代的精神影響。 

 

此外，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正方興未艾，各國的民眾都想到海外去尋求市場。

新興商業的拓展就逐漸形成了殖民地。工業化及科技促進了歐洲內部及對外的交

通。這種海外的政治及經濟運動在新近改革的天主教會內也有相應的舉措。一直

到當時為止，西班牙及葡萄牙兩個「天主教國家」均握有各地傳教的保教權，而

在海外的傳教也多半是這兩國殖民政治中的一環。法國大革命之後，羅馬教廷萬



民傳信部的「總部」負起海外傳教的使命，不受外國的干涉。教會的復興也激起

了海外傳教活動的興趣，傳信部支持這些理想，並將一些有心人士組織成傳教團

體。此外，當時的西歐教會也因聖召過多，亟欲將使徒的熱忱釋放出來。雖然在

這些海外傳教的人士中，有些人是有一點「尋求刺激的冒險家」的心態，但無可

否認的，這些人的動機主因是很深的宗教信仰及滿懷的理想。南懷義就是在這種

氛圍中成長的。 

 

在他被任命為其堂區「聖嬰協會」（Holy Childhood Association）的主任司鐸

時，南懷義的傳教聖召得到進一步的成長。這個協會成立僅數十年，就吸引了許

多人，因為該會資助許多遠地的棄嬰。籍著這個協會的支持，天主教的教友們覺

得自己具體實現了「到普天下去傳揚福音」的命令。有關四億人靈的中國，其嬰

兒夭折率的故事深深打動了西歐的信眾。身為比利時此善會的領袖，南氏愈來愈

感到中國的吸引。他逐漸計劃將自己的司祭生活奉獻給遠方的中國，而此想法又

受到馬林教區某些神父們的支持。 

 

在中國與南氏往來連繫的人，是在北京及華北傳教的法國遣使會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C.M.), Vincentians)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孟振生

主教（Mgr. Joseph-Martial Mouly），他自 1836 年起即已來華，擔任蒙古地區首

任宗座代牧，當南神父呈交其計劃給孟主教時，孟氏正接任北京的宗座代牧。南

神父也將自己的計劃呈報給比國的教會長上，同時在比利時推動後勤支援的工

作。他在馬林教區組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神父，並經由該教區總主教兼樞機的斡

旋，傳信部收到了南氏的計劃書。經過該部的鼓勵，1862 年馬林的神父們組織

了一個具有比利時特色，且專為中國傳教的團體，取名為「聖母聖心會」

（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ICM）。 

 
 
                
 
 
 
 
 
 
 

                                                  （聖母聖心會博物館） 



新團體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國傳教區工作。這個年輕的團體由最初的四人所組

成，他們在布魯塞爾近郊司各特（Scheut）地區找到了安身的據點。因此，此修

會的會士又稱為「司各特傳教士」。司各特百餘年來始終是聖母聖心會的總部，

而且有兩千五百多位神父及修士從那裡被派往各地從事使徒工作。該會傳教士首

先是到中國，但後來也派往其他的國家。 

 

南氏本人於 1865 年，以四十二歲的盛年，領著首批會士踏上中國的土地。他

想親身經歷傳教士生活的活力，並打算在增長了數年經驗見識之後，回到比國推

展傳教團體。可惜的是，南懷義在 1868 年首次進行跨越蒙古的傳教旅途中去世

了。他絕未想到從 1865 到 1948 年之間，總共有 679 位同會會士前往中國傳教，

但是他的名字永遠與在司各特建成的「為中國而設的修院」相連。 

 

時至今日，聖母聖心會依然是一個由神父及修士們組成並專務傳教的修會。

追隨著南懷義神父的步伐，聖母聖心會的會士都被召叫到世界各地，跨越不同地

或、宗教信仰等界限，去向尚未認識基督的人分享祂的福音。他們卜志獻身於主，

並宣誓守貞、神貧和服從修會。因著跟隨基督而成為團體的一份子，他們宣告天

主是他們生命的終極事實，並點燃人們對天主國度和公義的渴望。 

 

（轉載自「塞外傳教史」） 

 

 

聖母聖心會會士聚會。左起：范安善神父、譚永亮神父、狄和詩神父、顧厚德神父、 

韋沐恩神父、馬偉良神父、何德光神父 



 

 

（左起：顧厚德神父、韋沐恩神父、馬偉良神父、布尊和神父、麥冠達神父） 

 
 
 
 

聖母聖心會（香港） 

會內共有九位神父及一位修士，擔任堂區及教育工作。 

會長：布尊和神父 (Rev. Jean Sylvere Mbuela Pfuti, Superior) 

馬偉良神父 (Rev. Patrick Masschelein) 

顧厚德神父 (Rev. Ferdinand Bouckhout) 

何德光神父 (Rev. Willy Hertecant) 

狄和詩神父 (Rev. Pierre Devos) 

韋沐恩神父 (Rev. Mechelle T. Reginio) 

麥冠達神父 (Rev. Dominique Mukonda Kananga) 

譚永亮神父 (Rev. Patrick Taveirne) 

范安善神父 ( Rev. Francis Mfesao Bakongo) 

方慶霖修士 (Br. Francis Mahil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