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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小孩子們很多都已經不相信聖誕老公公會在聖誕夜的時候偷偷送禮物給

他們了。甚至才幼稚園的小孩都可能會跟你說：『你還不知道嗎？那是騙人的啦，世

上根本沒有聖誕老公公這個人！』 身為大人的我們也無可奈何，小孩子越來越沒有

想像的世界了。既然不能騙他們，那就告訴他們事實的真相吧。聖誕老公公可不全是

虛構的，歷史上是真有其人呢。  

 

首先，先到傳說中聖誕老人的故鄉吧，那可不是寒冷的極地喔！這典故要追遡到

大約一千六百多年前（西元四世紀），位於土耳其南方地中海側的沿岸城市『米拉』

（Myra）有一位受人尊崇的主教名叫尼可拉斯（Nicholas）。尼可拉斯主教非常照顧窮

苦的居民。他尤其疼小孩子，每每遇到小孩子就會送他小禮物，例如糖果或木製小玩

具之類的。一點小東西加上溫暖的關心，總讓幼小的心靈倍感溫馨與快樂。 

 

尼可拉斯的在後世流傳的傳奇很多，例如曾經讓身染重病幾乎死亡的小孩復生。

還有最為人們流傳的就是偷偷幫助了差點被賣掉的三位姊妹的故事。故事大致上是這

樣的，年輕時的尼可拉斯某天聽到一個消息，說一位商人生意失敗瀕臨破產，最後連

糧食都有問題，便絕望地要一一將三位女兒賣去當奴隸。而在失意的商人要賣掉第一

位女兒的前夕，尼可拉斯趁深夜偷偷地把一小袋黃金從窗戶丟入那位商人的家，也有

人說是從煙囪丟入，甚至有故事是說丟進去剛好掉入壁爐旁正在烘乾的長襪中。 

 

隔天商人當然發現了黃金，並且也因此抒解了經濟問題而暫時不用賣掉女兒。那

位商人到處問朋友是誰偷偷救濟他們，結果沒有一位朋友知道這件事。在後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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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尼可拉斯也同樣地偷偷解圍了另外二個女兒被賣去當奴隸的命運，不過在最後一

次被躲在屋內等待的商人發現了原來一直在幫助他們家的是尼可拉斯。 

商人問他：『為什麼你要送黃金幫助我們呢？』 

尼可拉斯：『因為你需要它！』 

商人：『為什麼你不讓我們知道幫助我們的是誰呢？』 

尼可拉斯：『因為只要天主知道就好了』 

尼可拉斯便是這樣一個樂於助人、心地仁慈的虔誠基督教徒。 

 

尼可拉斯生平曾經受到羅馬皇帝戴克里先（Diocletian）發動的宗教迫害。西元

303 年時此羅馬皇帝發出勒令要打壓基督教，此行動堪稱史上羅馬政府發動的最大一

場宗教迫害。尼可拉斯也跟其他基督徒被關入監獄，受到許多的折磨。有些基督徒甚

至被丟入競技場互相爭鬥或是跟野獸搏鬥。尼可拉斯在獄中撐過了數年的迫害，最後

在新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解放下，終於重獲自由回到米拉繼續當主教服務人們。由於

他受到全教區的愛戴，也因此他的事蹟成為了流芳百世的傳奇。三十年後尼可拉斯於

12 月 6 日辭世，後世尊稱此位聖徒為『聖尼可拉斯 (Saint Nicholas 或 St. Nicholas)』。

教徒也常前往米拉的墓地朝聖。米拉這個城市就是現代土耳其的德爾米 (Demre)。 

 

除此之外，聖尼可拉斯也被當成海上的守護神敬拜。傳說尼可拉斯年青時曾經當

過水手，在一次海上的狂風暴雨中，尼可拉斯秉持著堅定的信仰，不斷對天禱告，最

後暴風雨便在他的禱告之中奇蹟似地平息了。這樣的故事流傳在水手之間，漸漸地聖

尼可拉斯也就成為水手們心中守護他們的海神，如今歐洲很多地方的港口城市都有以

『聖尼可拉斯』為名的教堂。 

 

十一世紀時 (1087 年)，聖尼可拉斯的遺體被義大利的朝聖者移往義大利的南部

的巴利（Bari）城供奉。很快地歐洲各地的人們紛紛來此朝聖，他的傳奇也漸漸地傳

到了歐洲各國。很多國家便以他辭世的 12 月 6 日作為聖尼可拉斯紀念日。每個地方

的紀念活動都略有不同，不過主要是繼承聖尼可拉斯的精神，所以大部分都是跟小孩

子、或是互贈禮物有關的活動。 

 



 

 

 

 

 

 

 

 

 

 

 

(圖一) 義大利巴利 (Bari) 每年都會舉伴的聖尼可拉斯海上出巡的祭典 

 

在荷蘭的傳說裡，他們稱聖尼可拉斯為『Sinterklaas』。他會在 11 月多開始從西

班牙乘著船出發，12 月 6 日到達荷蘭。由於繼承了聖尼可拉斯總會仁慈地發送小禮物

給孩子們的精神，Sinterklaas 到荷蘭的目的就是要發禮物獎勵小孩子們。他手邊有一

本簿子記錄著哪個小孩是今年表現好的乖小孩。其隨從黑彼得 (Zwarte Piet) 會在深

夜從煙囪爬進去屋裡送給乖小孩糖果餅乾和禮物，甚至也有傳說若是表現差的壞孩子

就會被黑彼得抓走。 

 

聖尼可拉斯在荷蘭傳說中的形像是一位身材很高披著主教紅袍，有著白色頭髮及

鬍鬚的仁慈主教，身邊有一匹白馬或是驢子。荷蘭是在 12/6 的前夕開始慶祝，也就

是 12/5 晚上，稱之為 Saint Nicholas’s eve，有點像我們現在的聖誕夜(12/24 晚上)。

那天晚上小孩們必須在壁爐旁邊放好鞋子準備給黑彼得裝禮物，也要在鞋子邊放上胡

蘿蔔或是乾草，這是要給聖尼可拉斯身邊的馬吃的。 

 

 

 

 



 

 

 

 

 

 

 

 

 

 

  (圖二) 聖尼可拉斯發送禮物的形像      (圖三) 聖尼可拉斯乘著滿載禮物的白馬 

 

 

 

 

 

 

 

 

 

 

 

 

(圖四) 現代人扮演的聖尼可拉斯和黑彼得 

 

 

各位，這樣的聖尼可拉斯雖然與我們心中的聖誕老公公有點不同，但精神是不是

有點神似了呢？待我說下去吧…… 

 



後來經過了大航海時代，荷蘭人將這個傳統帶到了新大陸北美洲，也讓這位高高

瘦瘦又仁慈的紅袍主教深入當地的人心。不過他的形像隨著時間漸漸在美國改變了，

最初一位美國作家華盛頓‧艾文 (Washington Irving)  在他的喜劇『紐約的歷史』中

將聖尼可拉斯形容成一位胖胖的荷蘭老人。到十九世紀初 (約 1823) 克萊門‧摩爾 

(Clement Moore) 在他的詩歌『聖尼可拉斯的拜訪 (A Visit from Saint Nicholas)』更將

他戲劇化，將它塑造成一位坐在八隻麋鹿拉著的雪橇上，看著好孩子名單的圓圓胖胖

的快樂老人。 

 

這樣的形像靠著詩歌流傳下去，到了  1860 年代一位為流行週刊 (Harper’s 

Weekly) 畫插畫的卡通畫家湯瑪士‧奈許 (Thomas Nash) 畫下了許多聖誕老人的圖

像。使得這位身穿紅衣，臉上掛著白花花大鬍子，而且總是有著開懷笑容的“胖”聖誕

老公公一直深植美國人的心中。而原本荷蘭的 Sinterklaas 讀音也漸漸演變成英文中的

聖誕老人 “Santa Claus”。之後這形像也傳回歐洲甚至全世界，使得如今幾乎全世界

都擁有這個聖誕老公公的夢幻傳說。 

 

相信大家現在應該都已經知道聖誕老公公的本尊是誰了吧？那就是出生於土耳

其，守護小孩子及水手們的『聖尼可拉斯』。希望看過這篇文章的各位讀者，當你家

的小朋友甚至是身邊的大朋友已經不再接受那聖誕老公公的虛幻的形象時，你可以跟

他分享另一個故事：這一個快被人遺忘的歷史故事。希望下一代小朋友們能從那遙遠

的時空中重新發現另一個幻想，另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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