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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松江报社、区史志办合办

□记者 陈佳欣

明清之际对中国天主教发展贡献最
大的女性，应当是徐光启的次孙女甘第
大。明天启二年（1622年），她的父亲把
她许配给松江豪绅许远度为妻。她家中
虽然富有，但她坚持勤俭持家，生活俭朴
又善于刺绣，经年累月赚了不少钱。她
把钱逐日节省下来拨作圣教会的经费，
在松江一带独资建造的教堂达到了200
余所。1658年甘第大资助意籍耶稣会
士潘国光，在松江城内建造教堂和传教
士住院各一所，并献地百亩作为教堂公
产，这就
是 松 江
最 早 的
天 主 教
堂 ——
邱 家 湾
耶 稣 圣
心堂。

邱家湾耶稣圣心堂
邱家湾耶稣圣心堂位于邱家湾 10

号，始建于明末，是松江最早的天主教
堂。由徐光启次孙女甘第大捐资建
设。1724年，雍正皇帝禁止天主教，教
会受到严重挫折，邱家湾教堂被没收、
拆毁，到19世纪，邱家湾老教堂已仅存
废墟了。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教堂
重建，按哥特式十字形建筑扩建，融入
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教堂为砖木结构，
面阔三间，坐北朝南，进深七间。

光绪十二年（1886年），松江府属72
个县的千余名考生汇集于府城参加童
子试，考场后面就是邱家湾教堂。在考
试期间，考生们三三两两到教堂参观，
有些考生对天主怀有敌意，任意闯进教
堂拔取祭台上的纸花，有些考生闯入神
父住所闹事，引起了教堂人员的争执。
下午考生们又蜂拥而入，敲碎了祭台上
的耶稣像，又纵火焚烧教堂，烧去其
半。次年邱家湾大兴土木，重修教堂和
神父住所，这就是现在的教堂。解放
后，教堂经过多次大规模修缮，1985年
被列为松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捐资建造天主教堂
徐氏一家热心天主教传教事业，徐光启是

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其子徐骥也时常帮
助传教士，至于其孙女甘第大更是促进了中国
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发展。甘第大生活的时代，
妇女足不出户，天主教又是刚传到中国不久，
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教堂，更没有神父前往。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甘第大效法她的祖父，
协助神父建造、修复教堂，资助传教士传教经
费和生活费用，用各种方式开展传教工作，为
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奠定稳固的基础。

甘第大16岁时，嫁给华亭县许远度。松江
许氏乃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的松江府望族，世
居城西田村（今永丰街道中山西路北侧），阖族
先后共出进士四名、举人十名。甘第大以许、徐
两家的社会名望与经济实力为依托，不遗余力，
支持天主教在中国的传布。苏松两府建成天主
堂，皆靠甘第大之力。1649年，她资助葡萄牙
籍潘国光、意大利籍贾谊睦教士，在苏州通关坊
建天主堂。1658年，献地百亩，帮助潘国光在
松江邱家湾建天主堂。甘第大又协助庞迪我神
父在崇明岛上先后建造七座圣堂。甘第大的父
亲徐雅各布伯和潘国光神父非常友好，老人家
辞官归家静养时，尽力协助潘神父传教布道，因
此松江一带教务进展甚速。

甘第大长子许瓒曾（字孝修，号鹤沙），一
岁时徐光启将其抱至天主堂受洗，圣名巴西
略。许瓒曾出任江西驿传道副使，甘第大特意
陪同前往，在南昌购宅建堂。此后许瓒曾宦历
江西、四川、河南、湖广、云南等地，甘第大虽不
亲往，但嘱咐儿子在其辖地创建天主堂。许缵
曾还为潘国光所撰《十诫劝论圣迹》，撰写了序
文。约17世纪末，在淮安主持传教的比利时
籍耶稣会神父卫方济（1651—1729），应甘第
大侄儿的邀请前往五河县，进行传教活动。

慷慨资助传教事业
天主教得以传布，西洋传教士无不把它归

功于甘第大和许瓒曾。比利时籍传教士柏应
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认为，可以
不夸张地说：“在全国，恐无一圣堂、祈祷所、教
区、善会，不曾沾夫人之恩。”

她除建教堂外，还经常捐助传教经费，资
助传教士生活费用。当甘第大得知分散在各
省传教的西洋神父因经费困难，无法维持生活
时，她非常担忧，每日在家中小堂祈祷，许愿奉
献给每位神父220两银子。她拿出多年来做
女红的积蓄，托潘国光神父赠给分散在全国的
25位传教士。甘第大再三申明这些钱都是自
己多年劳作所攒，是正当所得，不是来自儿子
的俸禄，让传教士放心使用。

1664年，杨光先掀起“历法之狱”，传教各
地的神父被罚居广州，天主教被禁止传习。此
时，甘第大又赠给被羁押在广州的传教士800
两银子作为生活费用。当时，北京天主堂西堂
被杨光先占据，东堂坍废，利玛窦墓及其墓堂
也颓坏不堪，亟需修理，甘第大又奉献银子
2000多两以供修缮。在江南传教士鲁日满神
父的账本中，记录着：“我收到我们的母亲徐甘
第大许多礼物：10盎司银子、1两8钱每月葬
礼所需银子、2只猪蹄、120个鸡蛋和鹅蛋、4
块丝绸。”

除此以外，甘第大也很关心松江的民间社
会组织。松江“文人社”历来受到徐氏家族支
持，甘第大便是该社的主要赞助者，经常慷慨赠
送书籍、钱物等，对此柏应理和潘国光神父非常
感激。文人社鼓励人们研习学问，“尊师取友，
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
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

云间首只自鸣钟
甘第大像她的祖父徐光启一样，在传教的

过程中热心传播科学知识。她经常请西洋教士

译著科学类书籍，并且自己出资刊印。她将传
教士已经翻译好的科学类书籍89 种、宗教类
书籍126种，共486卷，分发给各个教堂以及赠
送给贵妇名媛、亲朋好友。

甘第大在祖父去世后，将过去传教士们赠
送的名贵礼品，如西洋书籍、乐器、地图、地球
仪、望远镜、时钟、水晶、象牙等纪念品，悉数奉
还，再由他们转赠给朝中官员。这批来自西洋
的新鲜事物让那些大臣大开眼界。

在松江云间第一楼里，古时曾于城楼上下
各安放一只大鼓，楼上大鼓报时，报一方平安，
体现了大城镇的气魄及计时仪器的科技水平；
楼下大鼓伸冤，报群众疾苦。云间第一楼里的
铜壶滴漏由专人管理，体现了当时计时仪器的
新水平。但在隆冬季节，滴水计时受到影响。

崇祯年间，甘第大从国外引进松江历史上
第一只自鸣钟，与此同时松江能工巧匠徐翊渶
也开始研究自制自鸣钟，不久他研制成一只鹤
漏自鸣钟，送给松江府郡守，将该钟挂在云间第
一楼上，开创了上海机械自鸣钟计时的新篇章，
结束了铜壶漏计时的历史。

接济穷困百姓
甘第大正直善良，她不仅热心传教，更关心

穷人。通过许瓒曾呈请苏州抚台准许，在松江
城西购买一处大宅，专门收养遗弃女婴。时人
称其“收养遗婴甚众，为之觅佣乳，置义墓”。自
1675年至1696年，育婴所共收救弃婴5480
名。如穷苦人生病，就叫女信徒前去救助服
侍。为便于接济穷人，甘第大在田村许氏住宅
旁另开了一扇小门，让衣食无着的贫苦百姓随
便进出，她有时也亲自把衣服、食物分发给穷
人，她常说：“贫乏教友皆我兄弟也。”在过寿日
那天，她将锦袍上的银片与凤冠上的珍珠全摘
下来，送给贫苦百姓。

甘第大整日与贫苦人往来而从无倦容。后
来许夫人年老，许缵曾念及慈母整日辛劳，就另
筑亭舍，请母亲迁入赏花静养，并将那扇后门封
闭。甘第大明知儿子这么做是出自孝心，但心中
常闷闷不乐，只好暗地里想其他方法帮助穷人。

1680年，甘第大去世，葬于田村大桥头。
据巴笃里《中国耶稣会史》等资料记载，是年松
江城内已有教堂1座，城外有圣母堂1座，附近
城镇和乡村有25座教堂和6座小堂，共计33
座，教徒达五万余人。耶稣会总会长为表达感
念，下令全球耶稣会士为她举行三台弥撒，念玫
瑰经三串。甘第大以其为中国教会所做出的成
就，而被传教士誉为“古今罕匹，中国圣教独一
无二的女士”。

教名传播欧陆
甘第大的教名传于后世,清初著名耶稣会

士柏应理用拉丁文记录其信仰事迹,在欧洲出
版后曾产生很大轰动。清末民初,此书回译为
中文,有《许太夫人传略》、《一位奉教的太太: 许
母徐太夫人事略》等数种版本。

该书篇幅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从许太夫
人的出生、出嫁、济贫、宣教，一直写到夫人寿七
十三岁而逝为止。书中以许太夫人生平事迹为
主要线索，兼顾中国民情、民俗等其他内容。在
书中，柏氏以生动的笔墨着重刻画了夫人的善
良和虔诚:“太夫人性仁慈恒 喜恤贫，每有所
施，不为人知，故于宅后开一便门，使贫妇孤孩
随意出入”，又如:“时太夫人年近古稀，每日犹
必进室诵经与祭，风雨无阻”。 明末清初来华
传教士回国后，一般都留有关于中国的著述，然
而其书大多是地理、历史方面的，很少涉及中国
人的品行，《许太夫人传略》则在某种程度上填
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此书在欧洲引起极大反响，女教友们如西
班牙雅凡意洛公爵夫人、法国洛美里尼夫人、比
利时盎凡尔斯三姐妹等，纷纷慷慨解囊，资助中
国传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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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第大与清初中国天主教事业
↑甘第大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