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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出版的《台灣東海岸的法國牧者》講述一群自 1948 年起先後從歐洲來台的一
群巴黎外方會神父透過傳教，並帶入西方的物資、醫療與教育，在花蓮奉獻耕耘一甲子的故事。  

 
 

《台灣東海岸的法國牧者》新書發表會 
 

【新聞來源：更生日報】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出版的《台灣東海岸的法國牧者》講述一群自 1948

年起先後從歐洲來台的一群巴黎外方會神父透過傳教，並帶入西方的物資、醫療與教育，在花蓮奉獻耕

耘一甲子的故事。藉由神父們早期遺留的影像與手稿，加上現今神職人員或耆老口述，企圖由傳教士的

視角，窺見早期花蓮地區的風俗民情等生活面向，也忠實紀錄傳教士與原住民、漢人之間的互動與傳愛

的過程。 

 

昨（16）日於科博館舉辦《台灣東海岸的法國牧者》新書發表會，開場以薩克斯風演奏奇異恩典等

經典曲目，悠揚樂聲溫暖現場所有與會人士。現場除了科博館館長孫維新，劉一峰神父（Yves Moal）、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曾能汀、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執行長蔡培慧、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鄭天

財、聖母聖心修女會吳富柔總會長、文藻外語大學陳美華校長、南開科技大學孔繁銘教授等貴賓親臨現

場。 

 

孫館長致詞時提到科學與宗教互動是不相衝突，宗教的目的是在服務人，照顧到人心不同的層面。

孫館長更與現場民眾分享一篇文章，一名老父親要到養老院住，看著滿屋子的蒐藏感慨著自己能帶走什

麼?孫館長分享到，真正一輩子能留下來的是對別人的幫助，自己心裡面產生的喜樂與感動，才是真正

屬於自己的，更可以此作為一生的目標。 

 

1966年 7月，正值 25歲的劉神父從法國馬賽港出發，搭了一個多月的船抵達基隆港，當時一句國

語都不會說，筷子也不會拿的劉神父來台傳教已超過 54 年，是現今留存在台灣最年長來自巴黎外方會

的神父。劉神父感性的說：「台灣就是我的家，我會做到不能做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