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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百鍊德國人，聖言會神父，

1960 年奉派負責在臺教育及

籌辦輔仁復校。當時聖言會

主辦理學院和外語學院，他

大力募款興建教室、添購設

備、延聘教師，為兩院發展

奠立堅實基礎。輔大復校後

他先以理學院院務長、後以

聖言會代表的身份參與校務

運作，對輔大在臺復校和初

期發展貢獻良多。

蔣百鍊神父生於德國波鴻（Bochun Linden），中學時接觸到聖言會的

刊物《天主之城》（Stadt Gottes）和《傳教使者》（Missionsbote），對神

職生活及傳教工作產生濃厚興趣。1932 年進入聖言會聖奧古斯丁神哲學

院就謮，1938 年晉鐸。1939 年被派到中國傳道，並任教於北平輔仁大學。

1949 年遭驅逐後，前往芝加哥大學深造，以論文〈共產主義帶給中國教

育的衝擊〉獲博士學位。

1960 年 6 月，他奉派負責聖言會在臺灣的教育工作及輔仁的復校；

任務雖然艱難，但他樂於承擔，在寫信給芝加哥的泰肯（Ralph Thyken, 

SVD, 1899-1975）神父時表示：「我必須承認對輔仁大學的喜愛，激勵我

在芝加哥努力攻讀博士學位，為將來共產黨離開之後準備。結果與當初

—— 輔大理工學院和外語學院奠基者
15.蔣百鍊（Richard Arens, 1912 ～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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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不一樣，但我仍可做些事情，有天主保佑及你的幫助，這項工作應該

可以成功。 」

輔大在臺復校， 是由中國教區神職、 聖言會和耶穌會三單位分工合

作； 聖言會負責籌辦理學院和外語學院。 蔣神父必須徵聘教師與行政人

員，為教學建築與實驗室等擬定計劃，收集圖書資料等。

更重要的是，蔣神父募得了大筆資金。在國內外奔走，向各界尋求

支持，獲德國政府發展基金、德國主教團的巨額資金贊助，加上聖言會

所撥的款項，  經費問題初步解決。 1966 年，聖言會所負責的建築大致完

工，包含外語學院、家政系、男女生宿舍、理學院教室、行政大樓、圖

書館、禮堂、第二女生宿舍等 11 棟。

在師資延聘方面，蔣神父聯絡李士嘉（Michael Richartz, 1893-1983）

神父負責數學系，  歐斯德神父（Franze Oster, SVD, 1899-1979）負責物理系，  

艾浩廬神父（Edgar Oehler, 1907-1974）與卜樂天（Albert Ferdinand Maria 

William Bruell, 1902-?）教授負責化學系，吳秉雅修女負責家政系。又請

在日本的齊德芳神父負責設計語言實習所，文納神父（Peter Venne, SVD, 

1913-2009）負責英文系、德文系及圖書館。此外，他還透過美國傅爾布

萊特學者交換計劃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學者交換計劃，邀請許多專家來臺

任教，強化師資陣容，為輔大理學院和外語各系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

礎。

復校後，蔣神父以理學院院務長的身份參與校務運作；1969 年李士

嘉神父辭去理學院院長職務，由他暫時兼代院長。 1970 年廢除院務長一

職，蔣神父轉任聖言會代表。同年，孫志文神父接任已獨立的外語學院

院長。1973 年，郝思漢神父接任理學院院長。兩學院後繼有人，蔣神父

知道自己在臺的使命已經完成，決定返國前，中華民國教育部特頒贈臺

灣教育傑出貢獻獎，以表彰他對臺灣教育的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