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系\毛帝勝

大學路1 8巷，我相信應該是對每位成大
生不陌生的美食街坊，不過這裡除了有精

美的飲食之外，也有諸多精神食糧可以選

擇。其中「精神食糧」來說，在附近，有

屬基督宗教系統的天主教會、地方召會，

然而行至巷內轉角，則有一間特殊的建

築映入眼簾，上面掛著名牌寫著「Baha ’ i 
Center」，也就是所謂的「臺南巴哈伊中
心」。許多人路過此，雖都會被這座建築

18巷的神祕建築

1955 年，臺灣巴哈伊成員在今天成大的教師宿舍舉行新年儀式。

臺南巴哈伊中心背後的
歷史點滴

的外觀所吸引，卻對這門內賣著什麼藥，

也就是對它的用途可以說一無所知。那

麼，這棟建築的來歷是什麼呢？可以說跟

我們成大的師生有著深刻關係，而且這當

中「巴哈伊」（Baha ’ i）一詞還與發源自
伊朗的神祕宗教相當密切。然而，在談這

座建築的歷史之前，得先談談巴哈伊信仰

（Baha ’ i  Faith）的緣由，以及它來到臺灣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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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群奉先知穆罕默德與聖門弟子阿里後裔最為領袖的宗派，
他們相信聖裔具有神聖使命與傳承之群體，其中又分為「七
伊瑪目」（伊司馬儀里派）與「十二伊瑪目派」等等諸派。

巴哈伊信仰，以前漢譯為「大同教」，這是一個脫

胎自伊朗嘎賈爾朝（the Qajars, 1789-1925）革命宗
教群體──巴比信仰（Babiyyat）。該教門（巴比信
仰）是承襲伊朗什葉伊斯蘭（Shia Islam）的「伊瑪
目體系」（ Imamah）1與順尼伊斯蘭（Sunni Islam）
的「導師學派」（Shaykhiyyat）的新興宗教群體，
作為宗教領袖的賽伊德．阿里穆罕默德（S ay y i d 
‘Ali-Muhammad, 1819-1850）面對當時伊朗的經
濟利益受到英、俄兩國列強的瓜分，與嘎賈爾朝對

國內外政治處理的不恰當，而預謀發動起義抗爭。

阿里穆罕默德不僅強調自身具有先知穆罕默德的血

脈，宣布自己為「隱遁伊瑪目」（Hidden Imam）
的代理人，尊稱自己為「巴孛」（al-Bab），這尊
號的意思是通往歷代伊瑪目與真主的入口。同時，

在世俗方面，阿里穆罕默德還強調要驅逐主政伊

朗的嘎賈爾突厥人，不僅要讓伊朗回歸雅利安人

（Aryan）的統治，還要建立真主的正義之國。

臺南巴哈伊中心。

4 9

○○○○○●○ 	



從1846到1850年期間，阿里穆罕默德先是建立巴比
信仰，之後為了達到政治目的，稱自己為什葉伊斯

蘭的救世主─「信仰的引領者」（Mahdi），開始推
行自己的律法─《巴揚經》（Bayan）要取代伊斯蘭
的《聖訓》（Hadith），宣布新的時代開啟，導致整
個宗教群體受到伊朗政府鎮壓，最後阿里穆罕默德

在1850年7月殉道，其弟子們分成兩大派系，也就是
要繼續反政府暴動的革命派，以及試圖以溝通取代

暴力的和平派。然而，這兩派都被伊朗嘎賈爾朝廷

與什葉宗教學者（Ulama’）起訴，其中和平派的領
袖─胡笙阿里．努里（Mirza Husayn-‘Ali Nuri, 1817-
1892）宣稱在坐牢期間，被真主揀選為新的使者，
並獲得「巴哈歐拉」（Baha’ullah）的尊號，意思是
「真主之光」。而巴哈歐拉的追隨者，就被稱為

「巴哈伊」，這也就是巴哈伊信仰的誕生。巴哈歐

拉出獄後，被伊朗政府驅逐出境，他流亡到歐斯曼

突厥帝國（the Osmanli Turks, 1299-1922）境內。由
於歐斯曼的蘇丹擔心巴哈歐拉會引發政治騷亂，於

是將他不斷地輾轉軟禁，先是到伊拉克，最輾轉到

巴勒斯坦的阿卡城（Akka/ Acre），這長達數十年的
流亡之旅，巴哈歐拉不斷地領受真主的啟示，並

為當時戰亂紛紛的世界提出一個解決方案，期許

在未來可以建立一個符合真主期待的美好世界。

巴哈歐拉認為，那是一個不分種族、宗教、政治立

場的大同世界，是真主在人間的國度。這個理想，

隨著巴哈歐拉歸真後，開始廣傳到世界各地，其中

便包含臺灣。 臺南巴哈伊中心內的信仰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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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巴哈伊中心內的信仰聚會。 筆者參與巴哈伊中心舉辦之巴哈歐拉誕辰兩百周年紀念日。

巴哈伊信仰與臺灣的緣分，儘管從1930年代就有部
分拓荒者（pioneer）來到臺灣嘗試傳道，但沒有明
顯成果。隨著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取得中
國政權，中華民國政府輾轉入臺，當時許多中國的

巴哈伊成員也流亡到了臺灣，如朱耀龍、張天立與

袁冕先等人。其中，朱耀龍被當時的世界巴哈伊領

導人─守基‧阿芬第（1897-1957）稱為「福爾摩
沙（臺灣）第一位巴哈伊居民」。朱耀龍定居在臺

南，並以其專業成為當時臺灣省工學院（1956年改
制為成大）的教師。當時朱耀龍在學生與同事中分

享巴哈伊信仰，1953年，巴哈伊世界大會在印度召
開，推行「十年推展計畫」，這則計畫中，守基‧

阿芬第派遣先前常駐上海的伊朗裔巴哈伊成員蘇洛

曼夫婦（the Suleimanis）到臺灣發展正式根據地，
因此在1954年11月，蘇洛曼夫婦與朱耀龍等人見面
後，暫時住在工學院的教師宿舍。1955年3月30日，
蘇洛曼夫婦舉版首次伊朗新年聚會，過程中為工學

院的賀陳詞（1918-1994）、左利時、王濟昌舉行入
教儀式。隔年正式成立巴哈伊臺南地方分會，選舉

朱耀龍擔任首屆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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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愈來愈多人加入巴哈伊，原先的教師宿舍已經

無法容納這麼多成員了。1958年，蘇洛曼夫婦透過
白中錡等人的幫助，尋找到大學路18巷的空地，並
自願捐出30萬購得此地。接著，蘇洛曼夫婦與朱耀
龍等人開會，決議讓賀陳詞與王濟昌兩人設計新聚

會所的建築。賀陳詞以巴哈伊的發源地伊朗具有特

色的花園設置，以前臺灣傳統磚瓦建築，重新設計

出一個嶄新的建築概念。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經過

諸多巴哈伊成員的努力之下，1959年10月10日，

巴哈伊中心正式落成，當時取名為「Taiwan Baha’ i 
Center」，是全國唯一的巴哈伊神聖空間。也從這
一天開始，這裡成為臺南地方分會的聚會所，因此

久而久之，這裡也被巴哈伊成員們約定成俗地稱

為「臺南巴哈伊中心」。儘管巴哈伊的成員逐漸遍

布全國，但所有的宗教活動與夏令營都是在巴哈伊

中心舉辦，甚至在面對戒嚴時期國民黨的刁難，巴

哈伊中心也成了成員們的避風港，也是在這裡商量

對策，與黨國政府磋商，希望可以合法傳揚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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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巴哈伊在成大歷史系館舉辦歷史展覽，由巴哈伊代表李定智教授（航太系教授）與成大文學院

陳玉女院長與歷史系林長寬教授開幕。

筆者參與巴哈伊中心舉辦之巴哈歐拉誕辰兩百周年紀念日。

1964年，巴哈伊正式在內政部登記宗教團體，是為「財團法人大同
教國家總靈體會」，也是在這個中心建築內，蘇洛曼先生慷慨宣布

這則好消息。可以說，今天坐落在大學路18巷的巴哈伊中心，是見
證巴哈伊在臺發展史全程見證。此外，促成這個新興宗教在全國的

傳播，設計這個建築的人，還有積極傳教的人，都是來自成功大學

的師生。因此，巴哈伊在臺灣的發展史，成大不可缺席，某放面而

言，這也是我們「校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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