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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台復校前的階段 

    聖言會自 1933 年至 1950 年接手北平輔仁大學，在學院及學生人數上都比上

海及天津的兩所耶穌會大學多，影響也較大。1933 年聖言會接管輔大時，共計

有三個學院、九個學系及 613 位學生，到了 1949 年，擴增至四個學院、十六個

學系及 2299 位學生。因中國大陸政治上的變革，中共教育部自 1950 年十月正式

接辦輔仁大學，次年七月輔大改為北京師範大學之一部份，此舉對聖言會而言為

一大損失。鑒於中國大陸的局勢動盪，聖言會早有遷校計劃。1948 年春天，當

時的輔大事務主任徐思本（Peter H. Hüngsberg，1909 年出生）及富施公（Friedrich 

Fuchs，1890-1983 年）二位聖言會神父即來台灣考察；同年八月，徐神父再度來

台，購買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房屋一棟（即今長安天主堂地址，包括現在的中央

大樓及主徒會所在的地方都是），做為輔仁大學在台辦事處，並約聘董事。省政

府亦允贈圓山附近的土地作為校址。當時的輔大校務長雷冕（Rudolf Rahmann，

1902-1985 年）也是聖言會的神父，奉派來台主持共同籌劃遷校或建立一所高等

學府的可能性，一切都進行的極為順利。還有兩位另外聖言會神父與他配合，然

而，1951 年時聖言會總會長卡李伯（Aloysius Grosse Kappenberg，任期 1947-1957

年）停止活動，遷校計畫因而擱置，聖言會神父們賣掉已購置的房子，離開台灣。

爾後聖言會亦對此決定感到非常遺憾，不過此種決定也必須配合當時不安的情況

加以衡量。1954 年嘉義主教－牛會卿要求聖言會省會長再派神父來台，同年三

月一日，第一批聖言會神父－賈德良（Leo Kade, 1903-1981 年）、陶賀（Aloysius 

Tauch, 1909-1987 年）、 紀福泰（Aloysius Krieftewirth, 1904-1990 年）隨即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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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教區。當時聖言會對北平輔仁大學的損失有所共識，即輔大是宗座的財產，

自中共佔據北京時，聖言會管理大學的教宗授權令即已終止。當時的總會長卡李

伯神父也情願接受這個決定，因為當時在菲律賓和日本的聖言會大學極需要受過

訓練的教授，在台復校計劃之可能性幾乎是微乎其微，不過聖言會並沒有完全放

棄輔大在台復校的希望。 

 

二、輔仁大學在台復校 

    1956 年七月十五日輔大校友正式在台成立校友會，發起復校運動，遂上書

教廷呼籲在台復校，獲得教廷之贊同。同年八月北平輔仁前教務長－荷籍胡魯士

神父（Henry Kroes，1903-1989 年）來台商討復校事宜。其後數載，校友會即以

復校為奮鬥之目標，與教廷及聖言會保持密切聯繫，並獲得聖言會的會士田耕莘

樞機主教（1890-1967 年）及胡魯士神父和聖言會新總會長（Johann Schütte, 任

期 1958-1967 年）之積極贊助。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謝壽康也以復校事宜與教廷

進行聯繫。田樞機主教於 1957 年十一月來台之後向教廷重申復校事宜。教廷駐

華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總主教也表示贊同輔仁在台復校。其實，按聖言

會的紀錄顯示，最先向聖言會提出輔大在台復校的人為之前南京的總主教于斌

（1901-1978 年）。自 1955 年開始，在他所到之處，常提及聖言會應該在台灣辦

理輔仁大學的復校事業。當時于斌樞機主教鍥而不捨地建議開辦教育學院及社會

學院。1958 年十一月廿六日，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抵台支持復校計劃。 

    1959 年二月輔大校董于斌總主教自美來台，在台輔大校友與他進一步商洽

復校相關事宜。同月廿四日，羅馬教廷傳信部署理部長雅靜安（Gregory Peter 

Agagianian）樞機主教在其遠東的行程中也抵達台灣，輔大校友為其安排了政府

級的隆重歡迎，並表達他們的期待，希望輔大能早日在台復校。雅靜安樞機主教

隨即允諾！同年六月于斌總主教赴梵蒂岡，特訪雅靜安樞機主教，建議邀集數個

修會合作。同年十二月三日，教廷發表任命于斌總主教為復校首任校長（Rector 

Magnificus），並蒙受若望廿三世教宗的祝福及其率先捐助之美金十萬元，以為倡

導。美國波士頓谷欣（Cardinal Cushing of Boston）樞機主教隨即響應，募集美



金一百萬元做為初步建校經費。輔大在台復校的責任不再由聖言會獨自承擔。聖

言會會士田耕莘樞機主教亦於 1959 年擔任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任董事長。 

    新的輔仁大學由中國聖職（中國主教團）、耶穌會、聖言會連同聖神修女會

和道明會（後者後來退出）聯合承辦。期間，方濟會也表示願參與復校過程辦理

外語組教學，後來其總部於 1960 年由傳信部批準在新加坡辦一個學院，方濟會

於是放棄在輔大的合作，而由聖言會接辦外語組教學。當時僅在台北總主教區的

耶穌會神父就有 60 位左右，他們在各大學教書，但卻無人提拔。這些神父們先

前早已在上海或天津大學籌備復校，當時連傳信部也無此種計劃，所以他們立刻

參加輔大復校的工作。 

    三個創辦單位本是如此不同的團體，不過決心合作辦大學，實為創舉，雖然

過程中也曾遭遇一些困難，但三單位彼此間仍然合作良好。此三個教會團體的合

作，展現出真誠使徒的精神，不但舒解了各團體財務上的負擔，也減輕了人才不

足的問題。 

    1960 年三月一日，田耕莘樞機抵達台北，就任台北教區的署理總主教，同

年四月五日，田樞機正式擔任台灣輔仁大學新董事會的董事長。此新董事會通過

「分地設校」原則向政府申請復校。稍早，即 1960 年四月四日，聖言會總會長

舒德神父再度抵達台灣，參加此次新董事會的會議。同年七月七日第二次董事會

議決定：由中國聖職單位負責文學院，在台北復校；耶穌會負責法學院和工學院，

聖言會負責理學院及外語各系，二者同在高雄大貝湖附近復校。 

    1961 年一月購妥台北吉林路樓房兩幢為籌備處，由牛若望，龔士榮二位神

父出任正、副主任。同年九月報准教育部，先行成立文學院的哲學研究所，同月

廿日哲學研究所於吉林路開學了！ 

    第一屆哲學研究生共計有八名，為輔大在台復校的第一批學生，而他們的開

學典禮則為復校的正式日期（1961 年 9 月 20 日）。1962 年輔大董事會更改對耶

穌會及聖言會復校最初計劃之地點，有鑑於各地擬捐贈之土地均不適宜等問題，

董事會重新決定中國聖職單位、耶穌會單位及聖言會單位在同一校區設院，且在

台北附近購地建校。1963 年二月購妥台北縣新莊鎮營盤呈卅餘甲土地為大學地



址，隨即於三月分別興建文、理、法三院教室及學生宿舍大樓五棟。聖言會神父

林慎白（Friedrich Linzenbach, 1904-1981 年）為總建築師，各單位分別另請建築

師設計，由林神父核准後營建。 

    當時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任命蔣百鍊神父（Richard Arens, 1913-1990 年）

為聖言會開辦理學院及外語各系的負責人（可參考本冊其簡單生平介紹，第[？]

頁）。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聖言會中儲備人材。聖言會當中年青和年長的會士

們有些曾經在北平輔大服務多年，有些則對科學或語言學感興趣。無論如何，他

們都熱切盼望年輕學生分享耶穌的福音。1962 年聖言會團體的成員及其任務是： 

1) 蔣百鍊神父為團體院長； 

2) 李嘉士（Michael Richartz, 1893-1983 年）神父為理學院院長； 

3) 杜誼華（Bernard Doyle, 1930-1965 年）神父為總務主任； 

4) 文訥（Peter Venne, 出生 1913 年）神父為外語各系主任，外語圖 

   書館館長； 

5) 齊德芳（Franz Giet, 1902-1993 年）神父為外語實習所所長； 

6) 潘國樑（Albert Behrla, 出生 1937 年）修士為工程師； 

7) 侯光華（Patrick Hogan, 出生 1936 年）修士為出納主任； 

    1963 年扈伯爾神父（Franz Huber, 1913-1994 年）擔任生物系主任。當時聖

神會團體中有： 

1) 吳秉雅修女（Urbania Tüshaus, 1907-2000 年）為家政營養系主任； 

2) 柯蘭修女（Laetifera Corazon）為英文系副教授。 

    1963 年十月廿一日，在新莊建設並復校的輔仁大學招收新生共 518 名，分

配三個學院：文學院設中國文學、歷史、哲學、外國語文（分英文、德文兩組，

由聖言會辦理）四學系；理學院設數學、家政營養兩學系（由聖神會修女會辦理）；

法學院設法律、經濟、工商管理三學系等共計九個學系。對聖言會而言，當時有

180 名左右第一屆的學生入學了。他們一方面上著課，一方面聽著起重機、挖土

機和堆土機隆隆作響的聲音。那時聖言會單位已建立三棟大樓：外語各系大樓、

家政系大樓和男生宿舍（117 間房間共有 234 個床位）。 



三、輔仁大學聖言會單位—理工學院、外語學院及民生學院 

（一）理工學院： 

    當聖言會同意參與輔大在台復校並負責理學院（此為原來的名字）時，就很

清楚地知道在財政上會遭受許多困難，且在數年之內將需要國外（尤其德國政府

及教會）和國內熱心人士的支持。當時台灣已有不少大學具有設備完善的理學

院，要與他們競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外，公立大學的經費完全由政府負擔，

理科方面的師資編制不需依賴學生的人數，而研究計劃在人事、器材和實驗場所

上，亦得到政府國科會的全力支持。為了建立一個好的理學院，前北平輔大理學

院院長李嘉士於是擔任新輔大理學院院長，與他一起自菲律賓來的德籍 Brüller

博士及聖言會神父艾浩盧（Edgar Oehler, 1907-1974 年）一起努力奮鬥。聖言會

也從 AID（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國國務院的國際開發署），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聯合

國教育科學和文化組織）及台灣大學得到了支持。同時在蔣神父領導之下，勇敢

的開始自己籌募經費，辦理募款事業。除此之外，由於聖言會獻身並參與教職，

輔大理學院很快地就成為國內一所完善的理學院。當聖言會肩負承辦理學院的責

任時，也清楚知道理學院並不是進行福傳工作的好環境，因為現代世界及大學中

太強調科技，而輔仁大學永遠不會成為一所純學術或技術性的大學。當輔大於去

年整合時，由於聖言會會士及聖神會修女長期的奉獻，輔大理學院各系間早已發

動許多學生和教授的宗教活動。自復校以來，理學院已有十幾位女同學當了修

女；很可惜的是，男同學方面的聖召似乎比較不容易。 

    1982 年九月理學院更名為「理工學院。」以下列出理工學院現況及各學系

成立之年代： 

1) 數學系（1963 年成立；自 1973 年設碩士班，並分為純數學、應用 

   學二組）； 

2) 物理系（1964 年成立；自 1974 年設碩士班）； 

3) 化學系（1964 年成立；自 1980 年設碩士班；自 1991 年設博士 

   班）； 



4) 生命科學系（前身為生物學系，1964 年成立；1981 年設碩士班； 

   自 2001 年 8 月 1 日起更名為生命科學系）； 

5) 電子工程系（1977 年成立；自 1998 年設碩士班）； 

6) 資訊工程系（1988 年成立；自 1996 年設碩士班）； 

7) 心理學系（1972 年成立於文學院；原名「教育心理學系」，1978 

   年改名為「應用心理學系」，2000 年改隸理工學院，並更名為心 

   理學系）； 

8)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博士班（2002 年成立；為一獨立研究所）； 

9) 科學與宗教研究中心（2001 年成立）：為一提供宗教與科學間關係 

   之研究與教育支援的單位，為推動宗教與科學之間對話教學的介 

   面，以台灣與中國文化的脈絡為基礎。 

10) 生物技術研究中心（2001 年建立）：為教育支援單位，期使生物 

   技術能成為輔大理工學院的教育及研究特色之一，藉以整合理工 

   學院各領域知識，並與醫學院及民生學院合作，規劃跨領域之生 

   物技術教育。 

11) 理工學院宗教輔導室（1981 年成立）：為使理工學院各系所學生 

   除了專業知識之外，也作一個快樂的人，並選擇一個有意義的生 

   活，陪伴同學在理工學院的讀書、成長。 

    歷任理工學院院長為：1) 蔣百鍊神父（任期 1963-1973 年）；2) 郝思漢神父

（Heinz Hesselfeld；任期 1973-1984 年）；3) 柏殿宏神父（Frank Budenholzer；

任期 1984-1990 年）；4) 周善行教授（任期 1990-1996 年）；5) 張康教授（任期

1996-2002 年）；6) 華魯根教授（任期自 2002 年起）。 

    希望前理工學院院長張康教授去年所提出的理念，繼續被現任院長華魯根教

授落實於該學院：「輔仁大學理工學院的理念是在科技快速進展的 21 世紀中，獻

身於教學和學術研究，並服膺與弘揚真理。」 

（二）外語學院： 

    方濟會放棄辦理外語各系，而改由聖言會接掌時，聖言會便已預見身為國際



修會從事語言教學的便利性，譬如在師資方面，聖言會相當容易找到德籍會士負

責德文系或美籍會士的負責英文系等等。 

    在體制上，外語各系隸屬於文學院，但師資的聘用、教學的管理和經費的籌

措則由聖言會負責。 

    外文系最初於 1963 年成立英文組和德文組；1975 年成立台灣第一所德國語

文學研究所；次年又成立有英國語文學研究所。1964 年成立外文系法文組（於

1984 年成立法國語文學研究所）及西班牙文組（1982 年成立全國第一所西班牙

語文研究所），1967 年四組各自獨立成系，1969 年又設立東方語文學系（1984

年更名為日本語文學系；自 1993 年有日本語文學研究所）。同年創立「西洋語文

研究所」，並於 1972 年轉型為台灣第一所「語言學研究所」。1980 年二月教育部

特開先例，正式核准輔仁大學外國語文學院的成立。1988 年成立台灣第一所翻

譯學研究所，1994 年創立全國第一所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1996 年成立台灣

第一個義大利語文學系。 

    由上而知，輔大外語學院在外語教學方面努力進行許多開拓工作及創新研

究。而外語學院的畢業生很少有就業的困難。畢業的校友也為輔大外語學院獲得

良好的聲望。 

    外語學院的一大成就，便是創立外語實習所，提供英文和其他外語的教學方

法。有些方法還得到國內不少中學和大學語言教師的肯定和採用。外語學院也有

視聽教學中心（原名：語言實習所，成立於 1963 年），提供視聽與電腦教學的完

整服務。自 1980 年以來外語學院也增設宗教輔導室，目的是為了陪伴外語學院

各系所的學生，每一個同學都可以很自由地來到這裡，宗輔室希望幫助學生開創

一個有意義的大學生活，無論是求知、交朋友或激發自己的潛能，都可以到這裡

尋求協助的管道。 

    歷任外語學院院長為：1) 孫志文神父（Arnold Sprenger，任期 1980—1984

年）；2) 歐陽瑋神父（Edward Vargo，任期 1984—1990 年）；3) 雷孟篤教授（José 

Ramón Alvarez，1990—1996 年）；4) 林水福教授（任期 1996—2001 年）；5) 康

士林修士（Nicholas Koss，任期自 2001 年起）。 



    希望現任院長康士林教授，繼續實現他於去年所提出的理念：「輔仁大學外

語學院的理念是在國際化資訊化中，戮力培育國際專才，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以

追求世界和平與美善。」 

（三）民生學院： 

    民生學院之創立及其存在特別呈現出聖言會與聖神會的合作精神。此歷史可

追溯至 1939 年在中國大陸北京的輔仁大學，當時吳秉雅修女（Urbania Tüshaus，

1907—2000）創立家政系（可參考本冊其 

簡單生平介紹，第[？]頁），為全國少數設家政系的大學之一。1963 年輔仁大學

在台復校時，由吳修女克服萬難繼續領導，成立全國第一個家政營養學系（一班

50 人），屬於理工學院。1970 年此系衍生出全國唯一的織品服裝系，由羅麥瑞修

女（Maryta Laumann）擔任創系系主任（初時只收女生，後改男女兼收）。1971

年家政營養系之營養組獨立成為食品營養系，由何來蘭修女（Eva Monica）擔任

首任系主任（男女兼收），家政營養系則更名為家政系，直至 1986 年，家政系為

適應社會需要與變遷，改名為「生活應用科學系」（男女兼收）。食品營養系及織

品服裝系碩士班則分別於 1983 年及 1991 年成立。 

    1994 年（國際家庭年），全國第一個民生學院（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正式成立，以其涵蓋食、衣、住、行、育、樂範圍而命名之。食品營養系並於

1995 年成立該院第一個博士班。織品服裝技術系隨後於 1997 年成立，生科系則

於 1998 年正式分組為餐飲管理組和兒童與家庭組。民生學院現有五個系：1) 食

品營養學系；2) 織品服裝學系；3)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4) 餐飲管理學系；

5) 兒童與家庭學系。 

另外，博物館學研究所於 2002 年正式成立，此研究所可追溯至織品服裝研

究所，該所於 1993 年成立中華服飾文化中心，收藏並保存傳統衣飾文化。1969

年吳修女創辦輔園餐廳，為學生提供應用所學之專業知識的實習機會；1978 年

她還創設了輔仁大學幼稚園中心。和理工學院及外語學院一樣，民生學院也有宗

教輔導室（於 1994 年成立），陪伴學生尋找及確立他（她）們人生的方向。首任

院長為李寧遠教授（1994—2000 年），第二任院長為黃韶顏教授（自 2000 年起）。 



    希望現任院長黃韶顏，繼續於民生學院落實去年的理念：「輔仁大學民生學

院的理想是，在 21 世紀中重新探討生命的意義，及促進國人之家庭生活幸福美

滿，民生樂利。」 

 

四、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永恆的緣份： 

    1933 年，教宗碧岳十一世邀請聖言會由美國傳教本篤會手中接辦北平輔仁

大學。當時聖言會已經開始致力於卓越之天主教大學教育。在基督信仰的激勵

下，聖言會不斷地邀請輔仁大家庭的所有成員，為人性尊嚴與每一個文化的價值

努力，並且也為當地社會和世界 

的福祉而播種耕耘。 

    在台復校之初，輔仁大學分別由中國聖職單位、耶穌會及聖言會及其合作者

－聖神修女會共同合辦。聖言會輔大團體除了負責理工學院、外語學院及民生學

院之外，也在輔大校園聖言會單位內附設一個語言中心。該中心於 1969 年獲得

教育部的核准，但其教學並不授予學位，因為此語言學習機構原來的目的是專供

外籍傳教士、男女會士及外籍學生學習中國語言（幾乎都為國語）與中國文化之

用。自成立至今，學生來自五大洲三十餘國，人數逾 3000 名，本中心的歷任主

任為：1) 艾文神父（1925-1983 年）；2) 趙德恕神父（Imre Zoldos）；3) 歐陽瑋

神父（Edward Vargo）；4) 郭育才神父（Lothar Kreitz）；5) 侯光華修士（Patrick 

Hogan）；6) 郭維夏神父；7) 于柏桂神父（Victor Yparraguirre）。 

    自 1980 年起，聖言會在輔仁大學附近－泰山，開設了一個海外培訓計劃班

（Overseas Training Program，簡稱為 O.T.P.），專供外籍聖言會年青會士學習國語

及中國文化。23 年來已有大約 65 個不同國家的會士參加，其中有很多聖言會的

青年留在台灣工作，甚至在今日的輔大還可以找到他們。參加此海外培訓計劃者

基本上需經歷兩年的培育，除了學習中文之外，有透過服務直接接觸本地文化之

經驗，也有關於中國文化的講座等活動。如此一來，聖言會年青會士們便得以發

揮他們使徒生活中的福傳精神。會士們可以在兩年內完成此基本計劃，之後還能

留一年從事直接牧靈方面的工作。此種計劃為聖言會及台灣教會帶來了不少的貢



獻。其歷任主任為歐陽瑋神父（Edward Vargo）、蔣斌神父（Gregorio Sebastian）、

安大森神父（Donald Anderson）、高田春神父（Dennis Callan）、菲倫京神父（Louis 

Viera）、耿哲磊神父（Miguel Angel González）、聶達安神父（Leszek Niewdana）、

鄭文興神父（Joseph Tran Huynh）。經過三年 O.T.P.之後，許多聖言會年輕會士有

機會於輔大神學院繼續研讀神學。自 1983 至 1993 年，分別由柯博識神父（Jac 

Kuepers）、田默迪神父（Matthias Christian）、于柏桂神父（Victor Yparraguirre）、

鄭穆熙神父（James Vyathappan）擔任陪伴他們的導師。 

      總括而言，自 1961 年輔仁大學由三個主辦單位在台復校迄今，包括聖言會在

內的三單位努力耕耘的結果，如今已成效斐然。為因應台灣高等教育的新挑戰，

此三單位於 2002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整合。此舉可說是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性的

變革。不過，聖言會及聖神會仍肩負著天主教大學的使命，也是本校獨具之特色，

將會繼續參與教學、研究、服務及關懷等工作。 

    其實，在亞州聖言會除了不少中小學之外，還創辦了以下的五所大學： 

1) 自 1932 年以來有菲律賓宿霧城的 San Carlos University（Cebu）； 

2) 自 1949 年以來有日本名古屋的南山大學（Nanzan University/Nagoya）； 

3) 自 1941 年以來聖言會接辦菲律賓教區的 Tacloban Catholic Faculty，1966 年改

名為 St. Paul’s College－Divine Word University of Tacloban /Philippines（聖言

大學於 Tacloban City）； 

4) 自 1982 年以來有印尼帝汶島的 Widya Mandira （Universitas Katolik Widya 

Mandira, Kupang/Timor）； 

5) 自 1990 年以來還有新幾內亞 Divine Word University（聖言大學，Madang/Papua 

New Guinea）。 

    2002 年 8 月 1 日－正在輔大整合的時刻－天主教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與聖言

會德國 Sankt Augustin 華裔學志研究所（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共同成立「華

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本中心的成立具歷史性的意義，代表著聖言會華裔學志

研究所與輔仁大學的緣份。其淵源可追溯至 1934 年聖言會的神父，德國漢學家

鮑潤生（Franz Xaver Biallas, 1878-1936 年）決定創辦一個漢學方面的學術性刊物



Monumenta Serica，中文：「華裔學志」。聖言會在台開辦理學院及外語各系的負

責人蔣百鍊神父當時也期待把華裔學志研究所重新遷設於輔仁大學。今日的華裔

學志漢學中心可說是蔣神父夢想的一部份。如此，聖言會將要繼續不斷地共同合

作，推動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目標，並特別著重於推動中西文化交流之宗旨，致力

於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 

    聖言會及聖神會中華省在輔仁大學於 2003 年 3 月 25 日（天使報喜節日）開

始慶祝恩寵之年，為的是要感恩天主，因為聖言會和聖神會的會祖楊生神父

（Arnold Janssen，1837—1909 年）與第一批聖言會赴中國傳教的傳教士福若瑟

神父（Josef Freinademetz，1852—1908 年），即將於 2003 年 10 月 5 日一同被冊

封為天主教的聖人，但願這二位神父特別降福聖言會及聖神會往後於輔大所接續

的工作。 

    讓輔仁大家庭重新把握我們的共同宗旨，面對其昔今及將來的基本使命： 

    「本大學為追求真善美聖，全人教育之師生共同體，致力於中華文化與基督

信仰之交融，獻身於學術研究與弘揚真理，以促進社會均衡發展及增進人類福

祉。」 

 

 

 

 



五、在台輔仁大學從事教職及工作的聖言會和聖神會會士 

 聖言會會士名錄： 

在輔仁大學 

姓  名                       服務期間        服務單位與最高職稱 

 

1. Cardinal Thomas Tien           1963 – 1967      輔仁大學董事長 

田耕莘 

2. Fr. Richard Arens              1963 – 1973      理學院院務長 

蔣百鍊                      

3. Fr. Bernhard Doyle             1963 – 1965      總務分處主任 

杜誼華 

4. Br. Albert Behrla              1963 – 1970      總務分處 

潘國樑 

5. Fr. Franz Giet                 1963 – 1993      德文系 

齊德芳                      語言實習所主任 

6. Br. Patrick Hogan              1963 – 1999      語言研究所 

侯光華                      語言中心主任 

7. Fr. Michael Richartz           1963 – 1969      物理系 

李嘉士                      理學院院長 

8. Fr. Peter Venne                1963 – 1992     英文系 

文  訥                      英文系系主任 

9. Fr. Paulinus Aiwen             1964 – 1983     德文系 

艾  文 

10. Br. Michael Helsper           1964 – 1970     總務分處 

麥昆山 

11. Fr. Franz Huber               1964 – 1982     生物系 

扈伯爾                     生物系主任 

12. Fr. Franz Oster               1964 – 1968     物理系 

歐思德                     物理系主任 

13. Fr. Joseph Stier              1964 – 1987     英文系 

司文德 

14. Fr. Paulinus Suo              1964 – 迄今     人生哲學 

薛保綸                      夜間部主任 

15. Fr. Imre Zsoldos              1964 – 迄今     法文系 

趙德恕                     法文系系主任 



16. Fr. Josef Detig               1965 – 1967     英文系 

戴德古 

17.Fr. Arnold Sprenger            1965 – 1987     德文系 

孫志文                     外語學院院長 

18. Fr. Josef Meiners             1965 – 1979     人生哲學 

閔明我                       

19. Fr. Wilhelm Mueller           1965 – 1969     德文系 

彌維禮                      

20. Fr. Angel Armendariz          1966 – 1970     西班牙文系 

安明德                      西班牙文系系主任 

21. Fr. Hesselfeld Heinz          1966 - 1987     物理系 

郝思漢                      理工學院院長 

22. Fr. Karl Specht               1966 – 1989     化學系 

白  熙                      化學系系主任 

23. Fr. Raymond Lennon            1967 – 1970     英文系 

藍  諾                      

24. Fr. Albert Czech              1967 – 1977     哲學系 

柴  熙                      

25. Fr. Ernst Boehm               1968 – 1978     聖言會院長 

彭加德                      

26. Fr. Matthias Christian        1968 – 迄今     共同科 

田默迪                      校牧 

27. Fr. Dieter Klementa           1968 – 1971     自然科學圖書館主任 

柯明道                      

28. Fr. Paul Huang                1969 – 1971     人生哲學 

黃貴謙                      

29. Br. Lucas Quint               1969 – 1972     總務分處 

官路嘉                      

30. Br. Gil Aranas                1970 – 1972     總務分處 

梁  安                      

31. Br. Franz Freisinger          1972 – 迄今     總務分處 

傅良敬                      

32. Fr. Matthias Hardegen         1972 – 1973     總務分處 

韓  剛                      

33. Fr. Jac Kuepers               1973 – 迄今     人生哲學 

柯博識                      聖言會單位代表 

34. Br. Vincent V‧Holzen         1974 – 1988     總務分處主任 

賀文振                       



35. Br. Francis X‧Lee            1974 – 1998     輔大保管組主任 

李傳綬                      

36. Br. Kephas Spee               1974 – 1975      總務分處 

蓋書沛 

37. Fr. Edward Vargo              1974 – 1996      英文系 

歐陽瑋                       外語學院院長 

38. Fr. Lothar Kreitz             1975 – 1986      語言中心主任 

郭育才                      

39. Fr. Aloys Yang                1975 – 1995      人生哲學 

楊世豪                      

40. Fr. Daniel Bauer              1976 – 迄今      英文系 

鮑端磊                       英文研究所所長 

41. Fr. Frank Budenholzer         1978 – 迄今      化學系 

柏殿宏                       副校長 

42. Fr. John Koster               1978 – 1994      物理系 

高思達                       理學院電腦中心主任 

43. Fr. Hermann Weckenbrock       1979 – 1980      物理系 

汪廣澤                      

44. Fr. Julian Fernandez          1979 – 1983      西班牙文系 

方友良                      

45. Fr. Rudolf Kalesse            1983 – 1992      德文系 

葛理思                      

46. Fr. G.Amaldoss                1987 – 1991      生物系 

堯慕德                      

47. Fr. Michael Kwo               1986 – 迄今      共同科 

                      郭維夏                       副校長 

48. Fr. John Hung                 1986 – 1992      共同科    

                      洪山川                       宗輔中心主任 

49. Br. Norbert Ruf               1987 – 迄今      總務分處 

陸  甫 

50. Fr. Susumu Sakamoto           1988 – 1992      日文系 

板本進        

51. Fr. Victor C. Yparraguirre    1991 – 迄今      全人教育 

于柏桂                       語言中心主任 

52. Fr. Arul Joseph               2002 – 迄今      資訊工程系 

周賜福 

53. Fr. James ｖ.                 1994 – 迄今      生活應用科學 

鄭穆熙                       學輔中心主任 



54. Fr. Dennis Callan             1995 – 1998      總務分處主任 

高田春 

55. Fr. Chinnasamy Irudayaraj     1996 – 1997      宗教輔導中心 

                      易儒德 

56. Fr. Miguel A. González        1996 – 1997      神學院 

耿哲磊 

57. Fr. James Liebner             1997 – 1998      英文系 

李柏傑 

58. Fr. Leszek Niewdana           1997 – 迄今      夜間部宗教輔導 

聶達安 

59. Fr. Zbigniew Wesotowski       1999 – 迄今      全人教育 

魏思齊                       發展委員會主任 

60. Fr. Pauliuo Belamide          2002 - 迄今      全人教育中心 

                      畢連德 

 

 

 

 

 

 

 



聖神會會士名錄： 

      在輔仁大學 

姓  名                       服務期間         服 務 場 所 

1. Sr. Urbania Tüshaus           1963 – 1980     家政系 
吳秉雅                         

2. Sr. Edna Polt                  1963 – 1978     健康中心 

鮑德明                         

3. Sr. Clemens Dietl              1963 – 1984     修女院 

                     鄧迪德                         

4. Sr. Laetifera Colet            1963 – 1970     英文系 

柯  蘭                         

5. Sr. Hildegard Pohanka          1964 – 1983     數學系 

白恆光                         

6. Sr. Rita Liu                   1964 – 1977     化學系 

劉  英                         

7. Sr. Cornelita Buck             1964 – 1990     宜真、宜善宿舍 

周慕貞 

8. Sr. Julita Ruelos              1964 – 1981     生物系 

陸慰樂 

9. Sr. Eva Monica                 1964 – 1976     食品營養系 

何木蘭                         

10. Sr. Ellen Marchner            1964 – 1971     英文系、宿舍 

梅貽納                         

11. Sr. Annemarie                 1964 – 1969     英文系 

安修女 

12. Sr. Maryta Laumann            1966 – 迄今     織品服裝系 

羅麥瑞 

13. Sr. Angela Mennemann          1966 – 1968     法文系 

安祺樂 

14. Sr. Theresa Baues             1968 – 1990     德文系、宜真宜善宿舍 

鮑坤儀 

15. Sr. Heliena Krenn             1969 – 1999     圖書館、英文系 

賀永光 

16. Sr. Raffella Hofer            1969 – 1971     輔導中心 

芮  莉 

17. Sr. Agathe Bramkamp           1969 – 迄今     英文系、德文系 

裴  德 

18. Sr. Esterangela Chiong        1971 – 1974     總務處 

鍾淑德 

19. Sr. Erlinda Kemper            1971 – 1977     宜美宿舍 

海景星 

 



20. Sr. Fidelis Goebbel           1972 – 2002     法文系、德文系 

古怡心 

21. Sr. Wen Li Chuang             1973 – 1988     家政系、食品營養系 

莊文孋 

22. Sr. Philomena Yamazaki        1976 – 1996     日文系 

山崎陽子 

23. Sr. Mariebenedicta Sporer     1977 – 1979     宜美宿舍 

施納德 

24. Sr. Lucia Lenfort             1978 – 1983     健康中心 

任若夫 

25. Sr. Hilda Chen                1979 – 1981     宜真、宜善宿舍 

陳彩音 

26. Sr. Victoria Chang            1986 – 1989     健康中心 

張素治 

27. Sr. Elisabeth Shima          1981 – 1983     日文系 

島美惠子 

28. Sr. Lynn Marie Morrison       1982 – 1989     玫瑰宿舍 

莫立杉 

29. Sr. Therese Ann Yu            1986 – 1988     宜美宿舍 

余碧真 

30. Sr. Maria Carmen Castro       1983 – 1986     健康中心 

甘佳玲 

31. Sr. Felisa Liu                1985 – 迄今     宗教輔導室 

劉錦萍 

32. Sr. Pacis Li                  1982 – 1992     化學系、夜間部 

李偉平 

33. Sr. Victoria Ann Huang        1985 – 1992     家政系、總務處 

黃淑媛 

34. Sr. Antsila Yau               1986 – 1993     宜真、宜善宿舍 

姚景如 

35. Sr. Leonora Sudhoff           1988 – 迄今     宜美宿舍 

雷  華 

36. Sr. Marianeldis Loewe         1989 – 2000     玫瑰宿舍 

呂  薇 

37. Sr. Cora Lorenzo              1990 – 1992     宜美宿舍 

柯惠蘭       1999 – 迄今      

38. Sr. Frances Chang             1996 – 2000     夜間部 

張寶華 

39. Sr. Marta Chang               1993 – 迄今     國語中心 

張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