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涠洲神父洞的传说

当人们乘船到涠洲刚进入南湾港口时，港湾西面的末端有一处海拔 76.4 米

高的小山叫西拱手。山下有一小山洞，此洞深约 12米，高约 7米，宽约 15米，

有一大石堵住洞口的大部分，只有一条宽约 1米余，长约 3米的小通道可进出，

即使涨潮时海浪也不易打进洞内。洞内壁干爽，阳光充足，除了洞后壁正中有一

用人工凿成的拱顶小平台让人感到有点特别外，其余的一切都很平常。然而，这

个看起来很平常的小山洞，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只有岛上 80 多岁以上老人才

知道的洞名——神父洞（涠洲方言称神父窿。窿，意为洞穴、山洞）。

涠洲是一个火山岛。在西拱手的山脚下有一些火山岩构成的大小岩洞，较有

名的有滴水洞，此洞因常年滴水故名；贼佬洞，该洞因在近现代成为盗贼活动的

巢穴而得名。那么神父洞是如何得名的呢？它流传着百余年前曾有一位法国神父

在洞内居住的故事。

在清·同治年间，清政府不再封禁涠洲，于是移民陆续来到涠洲。一位来自

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也随移民来到岛上。由于他是“红须绿眼”的洋人，因此不

易被岛上的居民所接受而只好暂住在这山洞。在洞里，神父在洞的后壁中央凿一

个顶部为半圆拱的小平台，台壁上挂一幅圣母像，并在洞内做了他上岛后的第一

台弥撒（天主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几乎每天都做）。时间长了，南湾港周边的村

民都知道这个洞里住着一个神父，人们便把这个原来没有名字的洞叫“神父洞”。

后来有一些渔民在洞前的海面打鱼，偶尔上岸歇息而进入洞内，看到洞壁上挂着

一幅外国姑娘的相片（实为圣母像），因此又有人称这个洞为“姑娘洞”。

这位神父到涠洲后，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克服了语言关和生活关等重

重困难，深入南湾港周边一带的渔农村开展传教活动。他也许是个医生，发现了

位于湾仔村东北面一处叫麻风寮的地方，这里生活着异常痛苦的麻风病人。于是

他动员涠洲各村患有麻风病的人到麻风寮居住，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关怀和帮助。



此外在麻风寮建了一间房子作为传教点，人们称之为小教堂，神父在此给麻风病

人传播“上帝的福音”，让这些倍受人们歧视和遗弃的人群从心灵上得到一些安

慰。

就这样，这位神父的工作得到了一些村民的信任，因而能在一些渔农村中，

建立了好几个大小传教点，如湾仔村、麻风寮（现称东安村）、坑仔村、横岭村

等，甚至斜阳岛也有传教点。这位虔诚的传教士在 19 世纪末期，他传教的足迹

遍及涠洲、斜阳两岛的所有村落。然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

字。他最后的归宿是完成传教任务后告老还乡，还是客死万里之外的异乡涠洲，

人们更无从知晓。惟有昔日他曾经居住过的这个小山洞，被涠洲老一辈的村民称

为神父洞，且一直流传至今而成为该洞所处一带海滩的地名。

这个神父洞因具有历史传说，无形中成为火山口公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

文化旅游景点，神父洞的传说便成为这一景点不可或缺的故事。

涠洲神父洞远景



神父洞洞口

神父洞内景。图左洞壁的凹陷处是壁龛；图右洞壁下的一处小平地为神父晚上栖身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