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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7 年的上海地图上，大通路（今大
田路）370 号标注的是“公教进行会”和“天主
教景德小学”。 显然，这个所谓的“公教进行
会”与天主教是有关系的，而这里现在是一座
天主教堂，名叫小德勒撒天主堂。它是两区合
并前原静安区唯一的一座天主教堂， 也是上
海颇有名气的天主教堂。那么，中国公教进行
会与小德勒撒天主堂又有什么关系呢？

禁教与传教

� � � �众所周知，明朝末年，徐光启接受意大利
传教士利玛窦的洗礼信奉了天主教， 成了一
位天主教忠实信徒，并把天主教带进了上海。
天主教进入中国后， 由于与中国传统文化上
的差异导致了冲突， 部分极端的天主教会或
传教士反对中国信徒在“奉教”的同时，又相
信“迷信”。 他们反对入教后的信徒继续遵守
中国的传统礼制，后来在徐光启的调解下，风
波才有所平静。 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天主教
与中国官吏的冲突越演越烈， 导致了皇帝宣
布天主教是“劝人为恶”的“邪教”，下令驱逐
天主教，所有的天主教教产，一律充公，禁止
民间开展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史称“禁教事
件”，而教内则称之为“教难”。 由于徐光启的
关系，上海是受天主教影响最大的地区。 “禁
教”后，城镇里的宗教活动基本终止，但是，天
高皇帝远， 农村里的宗教活动并没有完全停
止，甚至于出现“我行我素”的无政府主义状
况。法国传教士史式徽在《江南传教史》中说，
在近代解除天主教的禁令前，上海有徐、艾、
陆、施四个家族长期坚持宗教活动。 在 1844
年，法国传教士潜入上海，秘密进行传教活动
时，教友们没有一座公共教堂，只有在陆、艾、
施三家教友私堂内会集祈祷。陆、艾两家的小
教堂至今还保存着， 为了纪念其在教难时曾
为教会服务，堂主享有许多特权，有神父经常

去做弥撒。 施家的小教堂则在战乱（指 1853
年的小刀会起义）被毁。

陆伯鸿其人

上文书中提到的 “陆家” 就是陆伯鸿宗
族。陆伯鸿（1875—1937），上海人，名熙顺，以
字行 ， 教名约瑟夫 ， 西文名 Joseph Lo Pa
Hong，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秀才出身。 在天主
教恢复合法地位后， 天主教给予上海的徐、
艾、陆、施家庭以特别的礼遇，他们同时也是
天主教的中坚力量。 20 世纪初，在天主教会

的举荐下， 陆伯鸿代表上海的天主教访问欧
洲，并觐见了罗马教皇，由于与法国天主教的
特殊关系， 陆伯鸿成为上海乃至中国的天主
教领袖人物。陆伯鸿也是实业家和慈善家，在
上海创办内地自来水公司 （就是后来的南市
水厂的前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12 年创
办华商电车公司和电灯公司， 后来两家合并
为上海华商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他还先后参
与创办大通仁达航运公司、新和兴钢铁厂（是
后来的“上钢五厂”的前身）。 “普育堂”和“果
育堂”是清朝上海两家重要的民间慈善团体，
辛亥革命期间，战争频繁，慈善机构的工作日
益繁忙， 而经费短缺使多家慈善机构疲于奔
命而收效甚少。 1911 年，在陆伯鸿的协调下，
普育堂和果育堂合并为“新普育堂”，成为上
海影响最大的慈善团体，“新普育堂” 的西文
名称就是以陆伯鸿的名字命名的 ， 叫做
“Hospice St. Joseph.”，就是“陆伯鸿善堂”的
意思。

中华公教进行会

20 世纪初，中国有些地方的天主教内开
始出现一个叫做“中华公教进行会”的教徒团
体， 他们把中华民国的建立视为发展天主教
徒的契机。 1912 年《圣教杂志》发表《组织中
华全体教友联合会宣言书》，后来《圣教杂志》
又发表署名文章， 称：“本杂志前期所载组织
中华全体教友联合会一节， 现经共同商议改
名为中华公教进行会”。 不久，天津中华公教
进行会成立了。 1912 年 10 月 27 日，上海的
天主教徒在城里老天主堂召开大会， 决定成
立上海公教进行会， 陆伯鸿被公举为临时会
长，翌年 3 月 30 日，在董家渡天主堂正式成
立上海公教进行会，陆伯鸿任会长，朱志尧任

副会长。公教进行会的主要活动是协助传教，
设立学校，开展慈善事业。 据统计，上海公教
进行会成立后，建立了 80 多个宣讲所，分布
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城镇乡村， 协助各个教
堂传教， 还集资在偏远的乡村建立教堂和学
校， 在上海则在工人集中的杨树浦地区建立
“圣心医院”。

1928 年 8 月，教皇庇护十二世承认和支
持刚建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 并号召组织
和发展中国的公教进行会。于是，公教进行会
得到国民政府的首肯和支持， 全国的天主教
出现了一股公教进行会热。 1934 年 8 月，陆
伯鸿受聘担任中华公教进行会会长。 1937 年
12 月 30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陆伯鸿
遇刺身亡， 这之后不论是中华公教进行会还
是上海公教进行会基本处于休眠的状态。

圣女小德勒撒

上海公教进行会早期会址在南市董家渡
天主堂对面的自建三层楼房里。 小德勒撒是
法国天主教圣衣会的隐修女， 去世时仅 24
岁。 1925 年，罗马教皇把小德勒撒列入“圣
品”，成为天主教的“圣女”。于是，在公教进行
会的推波助澜下， 上海的天主教掀起了一股
对“圣女小德勒撒”的顶礼膜拜之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公教进行会获得一块位于大通路
的土地， 建设天主堂， 命名为小德勒撒天主
堂。 该教堂择 1930 年 10 月 3 日圣女小德勒
撒殉道日奠基，翌年同日，举行新教堂开堂典
礼。同时，董家渡的公教进行会迁入大通路小
德勒撒天主堂。公教进行会创办的景德中、小
学同时开学， 学校就设在新教堂的三层楼房
里 。

（内容选自《岁月拾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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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早早在在董董家家渡渡天天主主堂堂成成立立上上海海公公教教进进行行会会

今大田路小德勒撒天主堂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