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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聖經》是基督徒最珍貴的書，這是一本有悠久歷史，集先人智慧由天主啟

示的書籍。代代相傳，最初只是口述，後來才用文字記載下來，其中「十誡」是

刻在兩塊石版上的，記錄了以色列人要遵守的法律。這些記載的起源，是一個訊

息或事件，其後以口傳、文字的方式流傳下來。在神學上，我們稱這些訊息或事

件為「道」。對基督徒來說，「道」就是耶穌基督，衪降生成人，來到世上，進入

時間。《聖經》就是具有極高價值的檔案。也是檔案管理的一個很有價值的實例

去了解思想、事件、載體與時間的關係。 

 

載體是檔案的必要條件。在中國有甲骨文所用的龜版及繩結用於繩索。蔡倫

於公元一世紀發明了紙張，可以把文字寫於其上；六千年前埃及已用蘆葦做紙，

但價錢非常昂貴，製作艱辛。直到十八、九世紀，在西歐紙張才大量生產。最初

的紙是用竹、麻等的纖維，泡成天然漿粉製成，紙張可以保存很久而不變質。十

八世紀有用機器做紙，製作過程並使用化學原料，因為紙中含有的酸性會不斷侵

蝕紙張，經一百數十年後，紙本便會變成粉末。1840 年後，改用木漿，並加上

化學材料，在保存檔案來說，這是一個大災難。經二、三十年後，紙張會變黃、

變脆，最明顯的是舊報紙，都是昏黃及乾而脆及易碎的。 

 

保存檔案就是與時間競賽，在文件資料仍然完好，未受破壞之前便要加以保

護。日子越久，紙張纖維組織斷裂便會日益嚴重，當纖維完全分解時，紙張便斷

裂了。現在處理「檔案」其中一個迫切問題，便是如何保存 1840 年後的紙張文

件。時代越發達，便有不少檔案改用電子的載體，日新月異，在與時間競賽方面

便更形劇烈。 

 

不惜一切昂貴的成本來保留、保存檔案，最終目的是利用它來作為歷史的憑

證。 

 

香港天主教會的檔案 



「檔案」最能反映團體或個人的個性。因此檔案的特色便因人，因組織的性

質而異。香港天主教會所具有的三項歷史特色，這些特色就是保留、選取檔案材

料時的標準及目標，也就是說要保留什麼文件，什麼是可以抛棄的準則。檔案的

主管或是使用者都要知道這檔案館的特色，才能配合這團體需要保存或管有什麼

「檔案」。 

 

香港天主教的特色 

十九世紀中，基督宗教在那些被西方霸權征服的地方傳教。香港的天主教卻

有三個歷史特色使它與其他基督宗教有別。 

 

1. 香港天主教會的成立與西方的「護教權」問題帶上關係。「護教權」在十

六世紀的西歐出現。那時，西方國家開始發展海上探險事業，四處找尋

營商的機會及霸佔土地，以擴充版圖。所以有哥倫布、麥哲倫等的航海

家出現。而葡萄牙及西班牙是那時的海上霸主。他們與教會議定，傳教

士可與他們一起到被征服的地方傳教，受到保護、獲金錢上的支助，興

建教堂等，條件是這些國家的國王有份參與決定委任該地的主教。這便

是「護教權」的來源。 

 

香港天主教的傳教士原本居住在澳門，而澳門當時是葡萄牙的管治的地

方。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仍存有一份 1841 年 4 月 22 日，以拉丁文書

寫的信件，可說是香港天主教的出生證明文件，指令香港在澳門以外成

立獨自的教會單位。那時，英國仍未與中國政府簽署 1842 年的「南京條

約」，把香港割讓出去，但英國人已在香港的水坑口登岸，羅馬教廷急於

向傳教士發出指示，要他們把羅馬天主教駐遠東的總務處搬遷到香港，

建立自己的傳教中心。這是由於羅馬教宗不想再與葡萄牙國王分享教會

的管理權，而英政府是不會干涉天主教會的主權的。所以，在這份由羅

馬天主教會發出的信件中，背負著當時的歷史包袱，一個日期包含著一

個故事，一份檔案文件說了很多的說話。這是第一個特色：「護教權」問

題。 

 



2. 中國「禮儀之爭」。事件發生在十八世紀初期，有關中國人敬祖祭孔的傳

統，當時有些傳教士認為這與天主教的信仰有出入，所以羅馬天主教禁

止信徒參加這傳統的行為。那時清康熙皇帝，原本歡迎外來文化，對西

方的科學文化深感興趣，但發覺西洋人在祭祖問題上，竟然反對中國人

的傳統，涉及他的權力及其子民的生活，所以禁止外國人在中國的一切

宗教活動，只容忍他們在廣州與外國商人所在地設立辦事處。後來再搬

到澳門。當英國霸佔了香港，教廷便第一時間把在澳門的辦事處搬遷過

來。香港也成為大部份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必經之處。 

 

羅馬教會要求所有進入中國的傳教士簽署一份誓約：遵守「禮儀之爭」

的定案，即是不准天主教徒敬天祭祖、在家中擺放神位、燒香等行為。

由香港天主教的主管監督及收集這些誓約。這是第二個特色：監督及執

行羅馬對「禮儀之爭」的決案。 

 

3.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1963-1965 年) ，羅馬天主教會舉行了梵蒂岡第二屆

大公會議。會議所議決的事項，改變了整個天主教會的視野，為能配合

現代社會的發展。香港天主教會也依據指引而有所變化，例如： 1969

年首次委任中國籍的徐誠斌為主教，而教區的及堂區的管理階層逐漸交

由中國神職人員負責，崇拜禮儀上，教友由被動變為主動的參與，由靜

靜的祈禱，變為互動的對答及歌詠等。這是第三個特色：梵蒂岡第二屆

大公會議後天主教會的改革。 

 

檔案的保存方法 

1. 存放檔案的主體是一系列的滑輪推動的鋼櫃，避免招引蟲蛀。雖然鋼鐵

也會受到侵蝕，但锈蝕較容易看見，並且可以預防及補救。 

 

2. 將檔案文件放在盒子是初步保存文件的方法，很方便的把文件放入保

存，缺點是使用者，可隨意揪出文件，使次序混亂，更可能被人帶走，

或是散落於地上而失落及弄污。 

 



我們將文件從盒子轉到匧子的釘裝則可更安全的保存檔案。一般來說，

使用檔案者都是坐在一公開地方，在負責人員看管之下使用，以匧子夾

著的檔案不輕易被取去及破壞。 

 

3. 利用微縮攝影是可保存檔案的另一種方法。在電子文件尚未發明及普及

以前，一般文件都是以紙張來傳遞。一封 1840 年寄出的信件，所用的紙

張到現在己有一百六十多年，究竟這張紙仍可保存多久而不分解呢？是

處理檔案的人所關注的。為了信件的訊息可以保存下來供人使用、研究，

又可保存「檔案」不再受損害，以延長其「壽命」。所以，把「檔案」拍

攝下來，製成膠片，以後使用者只需使用閱讀機，便可看到與正本一樣

的資料，不需要再接觸原初的紙張。這樣，管理者可以更好保存檔案，

而使用者也不必提心吊膽的，惟恐破壞世上唯一的版本。同時微縮膠卷

體積細小，易放存放，保存期限可達一百年；還有，在最壞情況下，即

使沒有了閱讀機的協助，只要用上一個放大鏡，所拍下來的影像還是可

以辨認或是閱讀到的。影像數碼化會因電子產品日新月異，十年後已不

能閱讀今天的存檔了。萬一存放資料的磁碟或儲存器破損，所有影像都

沒有了。所以，我們認為有一個實體的影像較安全。 

 

4. 檔案的原件：香港天主教檔案處是一個小小的辦事處，工作人員不多，

但我們買了微縮攝影機，自己拍攝檔案文件，製成膠卷；有小型工場，

製造檔案的匧子，自己釘裝、裝俵，這是因為我們不會讓檔案離開檔案

室，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讓技術師傅以一般的修繕方法來處理，我們

會因應每份不同的紙張，決定用何種方法來修補及存放，保存檔案的完

整性。 

 

外發加工的危險是「遺失」。有時，一叠的檔案拿去處理，遺失了一張紙

也不易察覺。若有人知道這些檔案的價值，或是有些隱密的資料，在製

作時再影印一份，那檔案內某些需要保密的資料便會外洩。所以，即使

工序繁複，我們還是堅持「檔案不離檔案室」的原則。 

 



5. 修補用的工具：處理檔案，不單只是保存，還要修補。文件在成為檔案

前，一定是被使用過的，可能是收到的信件、會議紀錄、個人的履歷等

等，使用過之後，便會被放置一旁一段時間，然後經評選成為「檔案」。

這樣的情況下，便會有壞的、爛的需要修補，使檔案文件或文物不再繼

續受蟲蛀或被侵蝕。檔案室雖具備一些修補工具，和大小不同型狀的毛

擦。 

 

香港天主教檔案處是根據天主教法律規定，需要保存檔案的。依天主教

區域的劃分，傳教地方分為幾個等級：宗座監牧區、宗座代牧區、主教

教區。宗座監牧是指教宗在傳教區中找一位傳教神父做該地方的領袖，

其性質有如學生的班長，無甚特權及職能的，只作為神父間的聯絡人，

香港從 1841-1874 年都是「監牧區」。1874 年前後，香港天主教的教務日

益增多，需要一位較高級的人士來管理日常的運作，所以申請成為「代

牧區」，其領袖不再是神父職級，而是領銜初期教會某個地方的主教，現

在是由教宗委派來香港任職而已。由 1875-91949 年香港都屬於「宗座代

牧區」。直到 1946 年香港正式被提升為有屬於自己主教的「教區」，這是

因為「護教權」這問題得到解決，葡萄牙政府不再干涉各地方的宗教事

務；同時期，中華民國政府與梵蒂岡建立了外交關係，教區的檔案室便

變得更重要了。現在香港天主教的檔案都保存了這期間所發生的變化，

「檔案」解讀了曾發生的事，是第一手資料知道當時的實際狀況。 

 

總結 

香港天主教檔案處保存了天主教在香港的傳教歷史。給人的印象，最初是隨

著佔領者進入中國人的土地，仰賴著地方政權而存在，但若看回檔案，就會發現

最初的傳教士的傳教及愛人精神，也付出了辛勞的，他們登山涉水的去西貢及中

國大陸傳教，一點也不安逸舒適。隨著時代的發展，教會漸漸遠離政治，專注發

展社會服務，為港人的需要投入極大的金錢及人力，有醫院、學校、社會服務機

構等等。這一切的過程及事件都可以在香港天主教教區的檔案處找到，有照片及

文件，這是最好及最有力的憑證。 

 



在香港天主教檔案中，不但可以找到教會的歷史，也可以找到香港發展的歷

史，例如五十年代貧窮的香港需要救濟，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的普遍情況，為香港

人提供了真實的記憶。現代香港人漸漸有了歷史回憶的要求，「檔案」的意義及

作用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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