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報二：馬斯垂克介紹 經濟與宗教篇  

馬斯垂克（Maastricht）這座城市就像歷史的「夾心餅乾」，被各國「品嚐」過

後，終於在 1830 年比利時獨立後，成為荷蘭的一部分。但因為身處邊境地

帶，馬斯垂克的經濟地位有點像是被遺忘的「餅乾屑」，其他國家在貿易時總是

繞過它，導致經濟上有些孤立。 

 

經濟轉型：從工業重鎮到知識之城 

19 世紀時，為了擺脫經濟孤立，馬斯垂克開始「自力更生」，興建了許多工

廠，專注於玻璃、陶瓷等產業。這些工廠就像城市的經濟引擎，帶動了繁榮。 

20 世紀中葉，隨著傳統工業的退場和人口老化，馬斯垂克的經濟開始逐漸衰

退。為了重振城市活力，於 1976 年成立了馬斯垂克大學（Maastricht 

University），希望以「知識經濟」為城市注入新血液。 

現在，馬斯垂克大學已成為城市的重要經濟支柱，有約一半的居住人口為學生

和教育從業人員，也使這裡更有年輕活力與多元文化氣息。 

 

宗教風貌：新教與天主教的「左右護法」 

雖然荷蘭以新教為主流，但馬斯垂克

隸屬的南方自古以來卻虔誠信奉天主

教。廣場旁邊的聖瑟法斯聖殿

（Basiliek van Sint Servaas）就是天

主教的精神堡壘，建於聖瑟法斯的墓

地上，年代甚至可以追溯至 4 世紀。

據說這座教堂內有一口被暱稱為「祖

母鐘」的大鐘，製造於 16 世紀初，而

且重達七噸！ 

 

馬斯垂克在歸化給荷蘭後，由於荷蘭屬於新教國

家，為了宗教平衡在聖瑟法斯聖殿的隔壁建起了紅

色的聖揚教堂（Sint-Janskerk），這個紅教堂就是

基督新教教堂，有傳言說為了保護外牆不脫落，聖

揚教堂鮮豔的紅色外牆最初是用牛血塗刷而成的！

領隊補充，新教堂的興建並沒有和當地天主教傳統

勢力產生太大摩擦，讓我挺意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