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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有條具千年歷史的聖雅各之路

（El Camino de Santiago），傳說是
耶穌愛徒聖雅各在耶路撒冷遭受殺害殉

道，遺體不知被帶到何方，主曆814年，

一位修士在暗夜得到啟示，並由星星指

引，於現今西班牙聖地牙哥康波斯特拉

古城（Santiago de Compostela）找到，自
此之後，歐洲教友皆以徒步到聖雅各墓

地的教堂，為一生必去的朝聖之路。

徒步朝聖從自己的國家走起

2016年8月《我出去一下》電影在台灣

上映，獲得熱烈迴響；《天主教周報》

亦多次刊載相關文章，一時之間，西班

牙聖雅各朝聖之路蔚為熱門話題。據統

計，每年走此路朝聖者全球逾20多萬人

次，2017年台灣去的朝聖者已超過800

人。筆者親自走過後，才了解歐洲教友

是從自己家鄉以徒步方式，前往聖地牙

哥，追念聖雅各宗徒，也就是實踐「步

武宗徒足跡」的朝聖精神。

多位先後走過西班牙聖地牙哥而結識

的台灣朝聖朋友們，不禁思考台灣是否

也有一條徒步朝聖之路，可以作為一種

與天主交談與堅定信德的方式，從徒步

中深入認識自己家鄉的在地文化，驀然

間大家心念一同，異口同聲道：台灣也

有聖地牙哥啊──東北角的三貂角！

在台灣歷史回顧文獻中可以看到關於

宜蘭地區的教化事業，是天主教第1次

來台傳教史：崇禎6年（1633年），西班

牙籍基洛斯神父進入三貂角（今台北縣

貢寮鄉）蛤仔難，建立三貂角聖多明哥

天主教堂，並自任司鐸。崇禎7年（1634

年），再建蛤仔難聖老楞佐天主堂，又

在今之蘇澳建立一小教堂及司鐸住宅。

神職人員僅他1位，領洗者卻多達600餘

人。崇禎8年（1635年），咖爾啟亞神父

來淡水、雞籠、三貂角及蛤仔難一帶進

行傳教活動，頗有成效；據說他在三貂

角及宜蘭平原及海岸一帶傳教8日，光

是6歲以下兒童受洗者就達186人。

三大朝聖路線此生必要完成

我出生即領洗，成長過程中未曾離開

教會，尤其喜歡參加彌撒，日常在工作

的單位有平日彌撒，主日在北投本堂彌

撒，國內外出差時，亦儘可能就近找教

堂去參加彌撒，在不同教堂中，去感受

跨時空的宗教文化氛圍，不同語言的儀

式卻有一樣的敬禮流程，也很珍惜以此

共同參與的聖祭與天主聖三直接交流。

花費不低的國外朝聖對我是奢侈的，

第1次出國朝聖是2012年與太太一起參

加以色列聖地朝聖，第2次出國朝聖是

2013年跟隨台灣代表團至羅馬梵蒂岡

出席教宗方濟各的就職大典。短短幾

天走訪幾處聖地，才開始注意起有哪些

重要朝聖地。返台後，我與白正龍蒙席

談到朝聖心得，白蒙席說，羅馬、耶路

撒冷及聖雅各之路是天主教的三大朝

聖路線，那是我首次聽聞聖雅各之路

（Camino de Santiago）。而當時三大朝
聖之路我已走過前兩個，喜好登山健行

的我，一聽說天主教會有徒步的朝聖之

路，而且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的世

界遺產，聖雅各之路就深深吸引著我。

有一日看到《天主教周報》刊載陳墾

弟兄《一個人的Camino》讀書分享會，
立刻報名參加。陳墾弟兄在書上寫著：

「行走Camino已經是歐洲文化的一種
傳統，是跨越宗教的旅行方式，一種生

命洗淨和靈修探索的生活藝術。這一

條千年古道，吸引著來自全世界的人

走上去，走向它的終點西班牙的聖地牙

哥。」書中多位的朝聖者分享，讓我認

識這條路為每個人有不同的意義，之後

又看了聖雅各之路的電影《The Way》，
從文字與影像結合，窺見朝聖者如何行

走在這朝聖之路。

我所服務的台灣明愛會執行長李玲

玲修女，從大陸帶來北京趙建敏副主教

《800公里徒步》一書，這是趙神父慶祝

晉鐸25周年，親自撰寫33天徒步朝聖的

日記。看完此書後，更加深要去走一趟

的決心，我直覺認為這條徒步朝聖路線

值得去體驗和推廣，然得知趙神父的這

本書已絕版，特以捐款助印方式請其重

印買回200本，分送親朋好友。

我想是天主的旨意要賜與我新的使

命，去年9月4日我被邀請在梵蒂岡聖德

蘭姆姆的宣聖彌撒宣讀中文信友禱詞，

這從天而來的恩寵，是聖德蘭姆姆給

我的60歲生日大禮，我利用了這最佳時

機，一個人走上我生命中的第三條朝聖

路線──聖雅各之路。

考驗毅力、體力和心力的路

800公里的法國之路，在整個歐洲朝

聖之路只算是一小段，其實所謂的朝聖

之路，自家門口就是起點，古代朝聖者

都是從家裡出發，走到遙遠的西班牙西

岸Santiago de Compostella，敬禮聖雅各
的遺骸與轉求贖罪或其他意向，有人遇

到過從自家門口開始行走的一位荷蘭朝

聖者，她上路後3個多月，走約3000公

里，我也遇過從波蘭和德國從自己家鄉

出發的朝聖者。

趙建敏神父書中分享大部分朝聖者是

單獨起行的，但在路上「各自根據自己

的體能，都一定會找到適合自己的同行

者」，而且可按各自喜好決定一天走多

遠的路。這條路是對人毅力、體力和心力

的考驗。在路上每日從早晨步行開始，直

至黃昏，再到朝聖者庇護所（公立者多為

教堂或修道院）梳洗住宿；一路上，晨曦、

小鎮、教堂、荒野、田園作證，朝聖者捨

棄華而不實的朝聖方式，將自己歸零，身

體力行以雙腳徒步洗滌罪惡。在聖雅各之

路，每天可以經過教堂，每晚可以參與彌

撒，每台彌撒後，主禮神父一定會給朝聖

者降福，雖然被降福的不一定是教友，大

家都欣然接受祝福。

台灣也可規畫徒步朝聖之路

行走中，路旁許多砌石、石板牆面，

甚至很多石板屋，很像台灣的原鄉部落

（台灣很多反而已看不到石板屋了），

情景好似我所熟悉的南投縣曲冰武界古

道，想起在古道上傳教的神父們，也聯

想到台灣可以推動徒步健行走訪鄉鎮或

部落天主堂的朝聖路線，台灣有很多閒

置教堂，可以提供本地或海外來的朝聖

者以徒步方式認識信仰的另類旅行。

台灣有600多間教堂，都是早期來自各

個不同修會團體篳路藍縷創建，各聖堂

都有很豐富天主愛在台灣的開教故事。

雖然現今閒置的大約已有3分之1以上，

非常可惜，但若能規畫成多條路線的徒

步朝聖之路，的確是可以提供另種信仰

的追尋與靈修方式。返台後，在執行長李

玲玲修女支持下，台灣明愛會2018年四旬

期的「步武使徒足跡．重燃基督大愛」徒

步朝聖運動，鼓勵各教區分周辦理一日徒

步朝聖。我將以台灣明愛會國際志工召集

人身分，利用四旬期走一趟台灣天主堂環

島徒步朝聖，當我們足跡走到各教區時，

歡迎各教區教友大家一起同行。

從自己本堂走到下一個教堂

聖雅各之路的精神是各自從自己家鄉走

去聖地牙哥或羅馬，台灣明愛會2018年四

旬期「步武使徒足跡･重燃基督大愛」的徒

步朝聖運動，即鼓勵我們教友，就從自己

的本堂走到下一個教堂，去走過在台開教

傳教士所走過的路，去關心鄰近的弱勢，

天主會帶領我們重燃信德與愛德！

香港夏景曉神父在「信德年」有段分享

可作為我們推廣台灣Camino的信仰基礎，
追隨傳教士們在台傳教路上的徒步中默想

「步武使徒足跡･重燃愛德火焰」的深意：

學會接納，效法聖母的謙卑；

懂得奉獻，步武宗徒的足跡。

加強福傳，提高真理的認識；

參與公益，推動愛德的善舉。

彼此分享，締造團隊的凝聚；

相互共勉，構築和諧的根基。

師法救主，散播天國的訊息；

激勵自我，勇做和平的工具。

（相關訊息將陸續發布於台灣明愛會網

頁：http://caritas.catholic.org.tw/）

步武使徒足跡 重燃基督大愛
台灣明愛會2018年四旬期的「步武使徒足跡･重燃基督大愛」徒步朝聖運動，鼓勵在四旬期間各教區分周辦理各教區的一日徒步
朝聖，從自己本堂走到下一個教堂，去走過在台開教傳教士所走過的路，去關心鄰近的弱勢，天主會帶領我們重燃信德與愛德！

計畫於四旬期第1周2月19日（周一）宣示啟動台灣Camino的一日徒步朝聖，以三貂角（台灣的Santiago）為中心，北從福隆車
站開始，南從石城車站開始，歡迎大家共襄盛舉。讓我們懷著信德勇敢喜樂邁步前行，走出台灣的Camino之路！

■文．圖／姜樂義

    （台灣明愛會國際志工召集人）

▲朝聖者在埔里天主堂的法蒂瑪聖母亭前祈禱 ▲從春陽天主堂徒步到曲冰天主堂，路過萬大水庫的壯麗景致。 ▲從草屯天主堂徒步到彰化靜山靈修中心 ▲從地利天主堂出發往水里天主堂，在聖堂前留影。 ▲朝聖者的腳步從容而美▲走在南投山區原鄉部落間的瑪利諾會吳叔平神父

▲在南投仁愛鄉眉溪天主堂參訪，並小作休憩。

▲徒步朝聖者住宿在水里天主堂，第2天再走到熙篤聖母院。 ▲中部徒步朝聖在台中雙十路法蒂瑪聖母天主堂會合。 ▲朝聖者每到一所聖堂可自由祈禱或參與彌撒，最好先行連繫。

▲2018年四旬期的布旗，鼓勵教友以朝聖的方式步武使徒足跡。

▲聖雅各之路「0.00KM」

里程碑在西班牙Finisterre
海岸，被稱為世界的盡頭。

▼台灣極東海岸三貂角可

以觀賞美麗的日出，時機

成熟時，可在此設置台灣
Camino0.00公里里程碑。

▼多條聖雅各之路沿途都

有貝殼圖案或黃色箭頭方

向指標圖案，方便不同出

發地走向聖地牙哥大教堂

的朝聖者辨識正確道路。

▼台灣明愛會所發起的2

月19日「三角貂一日徒步

朝聖活動」歡迎響應，可

團體同行，也可個人自行

前往，關於環島或各地徒

步朝聖行程規畫，可與姜

樂義老師連繫諮詢。

▲三貂角曾是西班牙道明會福傳台灣發源地之一

▲台灣最東岸的三貂角燈塔為旅人及漁人指引明燈

▲水里天主堂往集集的路上有明顯路指標引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