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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1960 年身為白冷會修士的傅義自瑞士被徵召來台灣服務，展開長達四十多年

的異國生活。在這之前，傅修士有過一些建築學徒和實際工作的經驗，建築和繪

畫是他的專長和最愛，也是他在台灣主要的任務和貢獻。 

    我們在花東海岸旅遊的時候，總是能看到幾座風格非常歐洲的天主堂建築，

引起了我們的興趣，才發現這些都是來自這位瑞士的外國修士傅義的作品，所以

這次一開始挑選了幾處座落在台 11 線上由傅修士所設計建造的天主堂，希望能

研究傅修士的建築風格，並親自實地走訪。後來我們發現傅修士也在花蓮設計了

不少天主堂，所以最後也在花蓮尋找傅義的蹤跡，希望能找到更多有關傅修士的

建築，看看這位外國修士在 50 幾年前為我們連留下珍貴的寶藏。 

 

二、研究目地 

我們希望透過傅義的生平了解他在台灣建築設計的特色及風格，更希望透過

研究，能學習他對於建築的堅持與毅力，並且介紹更多人認識這位為台灣奉獻一

生的修士，我們研究的目的是： 

 

(一)認識傅義修士的生平與發展 

(二)分析傅義修士在花東的建築作品 

(三)探討傅義修士建築作品的影響與成就 

 

三、研究方法 

本文採文獻探討以《海岸山脈的瑞士人》、《公東的教堂》、《花東海岸小教堂

測繪紀實》、《建築師雜誌》、《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 60 年的影像故事》等書籍、

網路資料做為小組分析傅義建築的背景、特色及手法，加上實地調查將資料加以

統整做出結論，形成一份完整的報告。 

 

四、研究流程 

(一)討論並確定主題、擬定大綱。 

(二)使用圖書館及網路蒐集有關傅義修士、白冷教會的資料。 

(三)實地探訪東海岸及花蓮傅義修士設計的天主堂。 

(四)資料整理及分析。 

(五)論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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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正文 

 

一、天主教與台灣 

 

(一)傳入台灣 

我們國一的歷史剛好就介紹了大航海時代，西班牙人除了貿易之外，

也帶了傳教士將天主教傳至東方，1626 年西班牙到了台灣，在當時的基隆

淡水一帶，還前進到宜蘭，但因為後來荷蘭人攻破淡水並佔領了台灣，使得

西班牙人結束了在台灣的統治並離開台灣，到了 1840 年鴉片戰爭之後，中

國不得不對外通商，所以台灣也先後開放通商跟允許外人傳教，天主教才

重返台灣傳教，到 1949 年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許多原本在中國的傳教士

也一起來到了台灣，才讓天主教在這一段時期快速的成長。 

 

(二)白冷教會 

白冷外方傳教會（Societas Missionaria de Bethlehem，SMB）天主教修會，

簡稱「白冷會」，西元 1921 年成立，「白冷」希伯來文音譯「Bethlehem」，這

名字由 beth：意思是「家」和 lehem ：意思是「麵包」兩個字所組成；即

有「麵包之家」之意思。他們自西元 1925 年在中國傳教，但在西元 1953 年

被中國共產黨驅逐，因此白冷會傳教人員經巴黎外方傳教會介紹，在西元

1965 年來台東傳教。這一群神職人員陸續從瑞士來到台東，他們進入後山

窮鄉僻壤，針對那些地方的苦難，無私的奉獻；他們興學、扶貧、救人，為

台東的進步打下了基礎。 

  

二、關於傅義 

 

(一) 生平 

傅義修士出生於 1933 年 5 月 26 日，出生於瑞士，父親為建築公司小

工，母親為家庭主婦。傅修士天生具有美感，喜歡美術，擅長油畫，中學時

便對寫生和建築設計有興趣，1964 年蘇黎世的 Bruderklausenkirche 天主堂，

是他來台前親自參與設計、監工完成的第一棟建築，對於他來台後的作品

風格影響甚大。 

 

1960 年傅義加入了白冷會，1965 年教會需要一位擅長建築設計的人到

台灣幫忙蓋房子，由於這個機緣，傅修士於 1965 年來到台東。一開始在新

竹學習華語，後來到台東設計教堂，長濱長光天主堂是傅義修士在台灣設

計監造的第一間天主堂。他在台期間設計超過 40 間天主堂，加上其他建築

總計超過三百件，都蘭天主堂是傅義修士在台灣設計的最後一間教堂。於

2006 年身體不適返回瑞士休養，2018 年 10 月 18 日病逝於瑞士，享年 8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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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品介紹 

傅義修士的作品散佈在花東的山與海之間的村落中，看到這些風格獨

特、莊嚴典雅的天主教堂，好像在歐洲的山間小村一樣，讓人忍不住停留多

看幾眼。我們把已知傅義修士設計的天主堂整理成以下表格： 

 

表一：傅義修士設計的天主堂整理 

牧靈區 教堂名 所在地 牧靈區 教堂名 所在地 

台東市總

鐸區 

台東市寶桑路宗徒之

后堂 
台東市 

花蓮市

總鐸區 

花蓮主教公署 花蓮市 

吉安聖母聖心堂 田埔 

旭橋聖母進教之佑堂 台東市 秀林總

鐸區 

天祥天主堂 天祥 

卑南牧靈

區 

新園聖方濟堂 台東市 三棧聖家堂 三棧 

濱海牧靈

區 

長光聖斯德望堂 長光 加灣聖方濟亞西西

堂 

景美加

灣 

成功牧靈

區 

八桑安聖母無染原罪

堂 
白桑安 

崇德聖伯納堂 崇德 

烏石鼻天主堂 烏石鼻 玉里牧

靈區 

瑞穗耶穌君王堂 瑞穗 

都歷聖加蘭堂 都歷 松浦耶穌聖誕堂 松浦 

小馬聖尼各老堂 小馬 
其他 台東聖母醫院教會

會所 

台東市 

泰源聖女小德蘭堂 泰源 東區職業訓練中心 台東市 

花固天主堂 花固 
台東聖母醫院教會

會所 

台東市 

都蘭耶穌君王堂 都蘭 東區職業訓練中心 台東市 

隆昌中華救主之母堂 隆昌 聖瑪爾大女修會 新城 

興昌聖若瑟堂 興昌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台東教會禮拜堂 

台東市 

關山牧靈

區 
霧鹿天主堂 霧鹿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新港教會禮拜堂 

成功 

德高聖保祿堂 德高    

桃源聖保祿堂 桃源    

鸞山伯多祿堂 鸞山    

大武牧靈

區 

多良聖文生堂(已重

建) 
多良 

   

大溪聖母七苦堂(已重

建) 
大溪 

   

(表一資料來源：台東天主教的傳播者-白冷外方傳教會 http://blog.udn.com/boxkeeper/114170026 )  

http://blog.udn.com/boxkeeper/11417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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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築設計分析 

傅修士的建築美學主觀來自瑞士的設計師 Fritz Metzgery在蘇黎世所設

計的 St.Mauritius 教堂(圖 1),我們也可以從傅修士第一件作品蘇黎世的

Bruderklausenkirche 天主堂(圖 2)，看出傅修士設計的風格，而且這樣的天主

堂外型也出現在小馬天主堂、瑞穗耶穌君王堂、天祥天主堂中。他喜歡用天

然的材料，因為這樣「住起來比較舒服」，這也是他一貫的設計理念。由於

台灣多雨，在外牆一定要設計屋簷，他也常設計傾斜的屋頂，這樣一來，雨

水才不會順著牆壁流下，滲透讓牆壁變黑。他特別強調：牆壁做的好，不用

開冷氣或暖氣，減少汙染並節省能源。還有由於台灣氣候比較潮濕，他特

別重視自然物理環境，強調通風換氣、自然採光及音響控制的功能。在他設

計的天主堂內氣窗和天花板都會比較高，能使空氣流通，在室內就是不裝

冷氣也不會感覺到炎熱。傅修士十分重視建築基地坡度及排水的問題，他

喜歡在房子周圍留一片平整潔淨的草坪，空間顯得舒坦。 

 

傳統教堂中，講台較高，神父講道或主持儀式時會給人高高在上的感

覺。傅修士剛好經過了天主教禮儀改格的時期，所以天主堂內的設計，拉近

了台上、台下的距離，他認為神職人員應走進社區，為人服務，使天主堂更

平易近人。傅修士說：「教堂應表現出主和祂同在、莊嚴崇敬的氣息。」天

主教有自己的儀典，以及儀典所需要的空間、規格要求、使用方式，所以他

總是巧妙的設計天窗，讓陽光從屋頂灑下，營造神聖的氛圍，我們每次一進

去到沒開燈的天主堂內，就看到發光的聖檯跟苦像，覺得真的是好厲害的

設計。以下把我們去參訪過的天主堂分類整理： 

 

圖 1、(左)設計師 Fritz Metzgery 在蘇黎世所設計的 St.Mauritius 教堂 

圖 2、(右)蘇黎世的天主堂是傅義修士設計的第一間作品 

(資料來源：建築師雜誌 2001.3 P142、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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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傅義修士建築設計外觀分析整理 

 小馬天主堂 瑞穗耶穌君主堂 天祥天主堂 

教堂 

照片 

圖 3 圖 4 圖 5 

傅義的

設計 

小馬天主堂是傅義修士

來台後的第 3 個作品。 

瑞穗耶穌君主堂是我

們第一個確定傅修士

在花蓮的建築，它這斗

笠的屋頂一看就是他

的作品。 

天祥天主堂本來是傅

修士非常滿意的作品

之一，整個建物依山而

建，這位當時對中文還

有點障礙的修士，為了

這個案子得勤跑機關

溝通，但因為施工品質

的粗劣跟後續的維修

上疏失，還有不當的增

建，傅修士其實都搖頭

不太想承認這是他的

作品。 

我們的

觀察 

傅修士擅長以錐型屋頂搭配多邊形狀的素面的面牆，也就是傅修士自己形

容的斗笠型屋頂，創造出簡潔有力的建築外型，我們從他第一個在蘇黎世

的天主堂作品就可以看出這種風格。然後會在屋頂上開天窗引進大量的自

然光，讓陽光灑落在室內的聖檯上。外觀上最特殊的是使用扶壁(buttress)，

在承受屋頂重力的主牆外設置的臂狀結構，以分散屋頂的壓力。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表三：傅義修士建築設計建材分析整理 

 聖瑪爾大女修會 都歷聖加蘭堂 都蘭耶穌君王堂 

教堂 

照片 

圖 6 圖 7 圖 8 

傅義的

設計 

傅修士利用鐵門下軌的

材料安置在女兒牆上，成

都歷天主堂的材料以

天然的大理石跟木材

都蘭天主堂是傅修士

在台灣最後的一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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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滴水的阻隔物，讓洗石

子牆面也能保持潔淨。 

為主。 計作品，我們可以看到

門窗已經更換為比較

新的鋁材，但是對於外

牆的材料，傅修士仍然

選了洗石子材料。 

我們的

觀察 

傅修士喜歡用天然的材料，因為他總是說；我喜歡這樣，「住起來比較舒

服」，他覺得歐洲以前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石材建造，住在裡面冬暖夏涼對

身體很好，而花東因為有質地比較好的石子，比起貼磁磚他覺得自然的材

料住起來更舒適，但他也會考慮台灣的多雨，所以會設計出簷，不會讓雨

水順著牆流下變黑。 

(資料來源：圖 6 建築師雜誌 2001.3 P125 及自行拍攝整理) 

 

表四：傅義修士建築設計戶外十字架分析整理 

 八桑安聖母無染原罪堂 都蘭耶穌君王堂 都歷聖加蘭堂 

教堂 

照片 

圖 9 圖 10 圖 11 

傅義的

設計 

八桑安天主堂一進門高

聳的十字架非常顯眼。 

都蘭耶穌君王堂是傅

修士離開台灣的最後

一件作品，在屋頂的十

字架多了下方裝飾。 

都歷天主堂的十字架

也是在屋頂。 

我們的

觀察 

根據我們的觀察，傅修士設計的十字架有一個特別的比例，重直的部份上

方比起我們常見的十字架短很多，下方又會拉的很長(從八桑安教堂的十字

架看是非常明顯)，這可能是他很喜愛的比例吧？ 

(資料來源：圖 11 建築師雜誌 2001.3 P121 及自行拍攝整理) 

 

表五：傅義修士建築設計室內空間分析整理 

 長光聖斯德望堂 八桑安聖母無染原罪堂 泰源聖女小德蘭堂 

教堂 

照片 

圖 12 圖 13 圖 14 

傅義的 長光天主堂是傅修士來 八桑安天主堂室內是扇 泰源天主堂的室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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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台灣設計的第一個天主

堂，他覺得長光天主堂

的尺度太大，只有在各

地教友聚會的時候才適

合用。 

形的設計，我們可以看

到傅修士的不對稱交錯

的設計，台前的苦像就

不放在正中間，屋頂的

開窗也是不對稱的，室

內是沒有柱子的。 

是扇形的設計，室內也

是沒有柱子。而且傅修

士的地面常用一種頃

斜的設計，入口處比較

高往聖檯越來越低(瑞

穗耶穌君主堂就非常

明顯) 

我們的

觀察 

其實大部分的天主堂都是不鎖門的，他們歡迎教徒進入教堂，我們常常在參

訪的時候推開大門都是一片漆黑，但是總能看見聖檯、苦像那裡發著光，感

覺好神聖，傅修士在設計一棟建築物的時候，總會早晚都到建築的場地去觀

察陽光、風向，他說自己的中文不好，然後就比一般建築師畫很多張圖，希

望能跟施工的人好好溝通他的想法。他在室內空間很常用扇形的配置，整個

就像劇院一樣的設計，看起來好像常用直線構成，但又巧妙的加上不對稱的

設計。 

新港教會從傅修士設計手稿中發現，講台的位置跟後期教會所使用大型講台

的擺放位置有些落差，站在原先設定好的講台位置開始說話，耳朵突然間聽

見非常大的共鳴，一離開那個點，聲音就自然變小，經過好多人的實驗後，

都證實著這項禮拜堂的秘密。在過往那個沒有音響設備的年代內，傅修士設

計回音總有著奇妙的安排。我們去到小馬天主堂在裡面說話的時候，也發現

裡面的回聲共鳴非常的好呢！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整理) 

 

表六：傅義修士建築設計採光窗分析整理 

 加灣聖方濟亞西西堂 長光聖斯德望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

港教會禮拜堂 

教堂 

照片 

圖 15 

圖 16 

圖 17 

傅義的

設計 

加灣的天主堂我們一直

覺得是傅義修士的設計，

但都沒有任何資料顯示，

後來是聖瑪爾大女修會

的修女告訴我們，我們才

能確定，這外牆的石材貼

傅修士為教堂設計的

天窗，便是源自為內部

的聖檯引進天主的光

能、映灑祭檯並普及彌

撒時信眾的想法。 

新港教會是傅義設計

的兩座基督教禮拜堂

之一，是因為台東基督

長老教會的張清庚牧

師很喜歡傅修士的設

計風格，於是透過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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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跟採光的一排窗戶，就

是傅修士的風格啊~ 

基督徒而擔任公東高

工校長的黃清泰邀請

傅修士為其設計禮拜

堂，經過天主教會的諒

解和允許，傅修士才接

受了建堂的託付。 

我們的

觀察 

傅修士總會在聖檀的兩邊設計不對稱的窗戶採光，讓光源是從有陽光的地方

灑進創造出一種神聖莊嚴的感覺；另外因為台灣氣候比較炎熱潮濕，他也常

在高處開一整排的氣窗幫助空氣對流，讓室內的溫度不用裝空調也不會感覺

到不舒適。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整理) 

 

表七：傅義修士建築設計戶外環境分析整理 

 興昌聖若瑟堂 泰源聖女小德蘭堂 隆昌中華救主之母堂 

教堂 

照片 

圖 18 圖 19 圖 20 

傅義的

設計 

興昌天主堂跟多良聖文

生堂樣子非常相像，除了

有一個尖的大三角之外，

戶外留設大面積的草地。 

泰源天主堂的外面也

是保留了一整片的草

地，我們覺得如果要辦

活動這也是相當方便

的戶外空間。 

隆昌天主堂是比較新

的建築，雖然有二樓，

但傅修士仍然留設了

大片的草皮。 

我們的

觀察 

傅修士十分重視建築基地坡度及排水的問題，他喜歡在房子周圍留一片平整

潔淨的草坪。就現在的建築來看大家都喜歡蓋好蓋滿用最大的容積建蔽，但

傅修士的留白設計讓整個戶外空間變的很舒適，也有一種歡迎大家走進教會

的親切感。 

傅修士的脾氣很不得了，他最痛恨別人在沒有經得他同意就在教堂外亂種

樹，破壞他原本的設計，有一次，他把教堂外面一整排擋住陽光的樹全都砍

了，氣的他的長上要扣他的零用金好賠償給買樹的教友。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整理) 

 

三、小結 

傅修士認為每一種宗教都有自己的儀典跟所需要的空間規格需求，例

如天主堂通常天花板比較高，傅修士喜歡設計天窗，早晨做彌撒時讓光由

屋頂灑下比較有意思。他多產特質和白冷會協助照顧原住民的傳教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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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立、自足、自養、自治、健全的地方教會政策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傅修

士總是帶著藝術家的脾氣跟工程師對於設計的精準挑剔的性格默默的執行

「主」所交給他的工作。 

 

參  結論 

 

這幾個月做了小論文的研究，還意外的發現學校裡面本來也有個教堂，但

因不敷使用所以搬去了新城，而這個位在新城的聖瑪爾大女修會，也就是來幫我們

上生命教育課的修女住的地方，她們現在住的建築跟天主堂也是出自傅義的設計，我們

去參訪時修女們還很熱心的介紹，並告訴我們許多花蓮傅修士設計的天主堂，都是我們

一開始不太確定但覺得風格看起來很像傅修士的設計，讓我們收獲很多，對於傅修士的

建築風格我們整理了這些資料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強調結構元素 

傅修士的設計天主堂外觀多呈現一種幾何的形狀，中一個重要的特性就是善

於利用建築物的構成元素-柱、牆、板，其中牆跟板是他在塑造空間時他最喜歡用

的元素，他常用偏移的板狀來強調不對稱性，對於柱子他有時也會顯示出一點調

皮，用上寬下窄或有點漸變旋轉去設計本來方方正正的支撐柱。而喜歡用牆跟板

這樣的設計應該也跟歐洲國家習慣的結構設計有關。 

 

二、對於工程品質的堅持 

傅義修士說：「我在花蓮蓋一棟小房子，就畫了二十五張圖。」從結構到裝

潢、從測量圖到都市計劃圖，每一個相關的環節，傅修士都嚴格的要求，從他的

設計圖可以感受到他耐心地一筆一筆描繪出來。在台灣待久了，颱風、地震、溼

熱等不同於瑞士的氣候，也讓他花了一翻心思，專門去請教台灣的建築專業來補

足自己的不足。像我們常看到傅修士設計外牆的白色擋風板，以為是為了造型美

觀而設計的，實際卻是為了防颱而設計的保護措施。他說自己所設計的房子是不

怕地震的，新城的聖瑪爾大女修會 興建的時候經歷五級的大地震也沒有任何損壞。

因此，他監工時的要求嚴格也是出了名的，寧可拆了重建，也要達到他所認可的

水準。 

 

傅修士最有趣的一個監工故事就是某次他去北部監工，為了檢察施工的品質，

高大的傅修士像蜘蛛人一樣爬上二樓陽台，但不小心失足掉下去，穿過樓下樓頂

掉到進別人家的廚房，據說正在炒菜的婦人看到從天而降的阿斗仔，嚇的鍋鏟一

扔奪門而出！ 

 

三、充滿對自然人文的關懷 

傅修士被大家稱為「阿爾卑斯山來的建築使者」，他的教堂充滿了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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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個人風格，造型簡潔並與當地景觀呼應，比如天祥天主堂及長光天主堂兩件作

品就充份表現建築物跟地景的互相搭配，又貼心的考慮教堂的儀式、使用者的需

求，而設計出一個可以親切共處，一起靜心、修養、反省、提昇的平等空間，而

不是一種神高高在上的距離。在那個物資比較缺乏貧困的年代，傅修士為我們留

下了那麼美麗珍貴的天主堂建築。在他離開台灣之前他還將超過上千張設計的原

稿贈與台東史前博物館。 

 

同學告訴我們她在 2 年前去聽了一個小小的演講，內容就是傅修士的故事，

她說傅修士晚年回到瑞士安養是因為有了失智的症狀，但在 2014 年沒有人知道

他為什麼及如何，一個人從瑞士沒有帶任何台幣的狀態下，滿身是傷的回到了台

東白冷教會，瑞士到台灣其實是很遠很遠的距離，要怎樣喜愛跟心繫這片土地，

才能在已經忘卻大部分事情的時候還牢牢記得在台灣的過去而且一心想要回到

這裡。同學說那時在瑞士的安養中心只要拿著傅修士設計的教堂照片給他看，他

的眼神就閃閃發光，忍不住就要和大家分享蓋教堂的點滴，有一次有人送給他一

張花蓮新社海梯田的明信片，也毫不猶豫的認出這是花蓮，傅修士告訴那個人說：

因為我在這蓋過房子啊！ 

 

其實傅修士除了在花東蓋過房子，他的作品也出現在台南甚至到恆春，看著這些從

瑞士來奉獻一生修士們的故事，我們真的覺得他們很偉大而且誠心的感謝他們！！

在花蓮我們還有一些天主堂懷疑但沒辦法確認是不是傅義修士的作品，也希望未

來能繼續找尋更多的證據及資料來證實我們的想法，也期望能藉由這個小論文的

研究把這傅修士的故事介紹給更多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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