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圣卢克斯教堂 - WHITMORE SQUARE 

随着1850至1860年间阿德莱德城市西南角的

逐步发展，为了满足当时日渐增长的居民人

口，圣公会教徒们在James Pollitt牧师的带领

下，于1856年在此兴建了圣卢克斯教堂。教堂

所用的建筑材料主要为石头。当时为修建该

教堂，专门从英国预制并海运了一批建材，但

在远渡重洋的途中严重受损，最后仅使用了

抢救出来的一些铁和木头。

  

2. 清真寺 - LITTLE GILBERT STREET

阿德莱德清真寺是阿德莱德市区西南角的一

座引人注目的宏伟建筑，也是澳大利亚最古

老的永久性清真寺。

建于1888至1889年间，这一建筑是南澳州少

有的阿富汗移民遗迹之一。若非该清真寺的

存在，这份古老文明恐怕无法在这里得以展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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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自行车道全长约 6 . 2公里，骑完全程需要1 . 5 -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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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密斯小礼拜堂 - WEST TERRACE 
CEMETERY

这座小礼拜堂为纪念John Smyth教长而建，采

用青石建造，表面附盖砂石，形状为八边形，上

附一座钟楼。每一个扶壁都有一个雕刻滴水兽

作为装饰。

小礼拜堂是West Terrace路公墓的一部分，自从

莱特上校的1837年建城计划中将公墓并入规划

以来，大约已有150,000个葬礼在这里举行。

4. 大主教宅 WEST TERRACE

之前被称作大主教宫，这里是南澳州现

存的最古老的罗马天主教建筑之一，也是

West Terrace路上唯一的一栋民居。Francis 

Murphy主教 (阿德莱德历史上的第一位主

教) 于当时买下了320英亩的城市土地。大主

教宅的南侧拥有摄政风格的弓弧和罕见的早

期卷板材质屋顶。

5. 圣帕特里克教堂 GROTE STREET

这座位于大主教官邸后面的小教堂于1845年

开放。作为南澳州天主教礼拜的主要中心，为

东阿德莱德的居民提供服务，直至1858年圣

弗朗西斯泽维尔教堂的开放。

随着教堂会众人数的增加，圣帕特里克教堂

于1914年重建。最初的教堂在1959年被拆

除。

6. 大天使米迦勒与加百列教堂 
FRANKLIN STREET

这座教堂是阿德莱德市区最重要的现代建筑之

一，同时也是非英国移民的卓越象征。这座拜占

庭式希腊东正教教堂建于1966年，以大天使米

迦勒与加百列命名。该建筑是阿德莱德市区所

建造的最后几处宗教场所之一。

7. 斯托朝圣者教堂  FLINDERS STREET

这座教堂建于1865年至1867年，用以纪念TQ 

Stow牧师。这座公理教会代替了建于1839年

至1840年间，位于Freeman街 (如今的Gawler 

Place街) 的教堂。

作为一座哥特式的教堂，它的门厅设计异常精

美，遗憾的是塔楼仅仅完工了一半。

斯托纪念教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更名为朝圣

者教堂。

8. 弗林德斯大街浸礼会教堂 
FLINDERS STREET

弗林德斯大街浸礼会教堂见证了阿德莱德早前

零散的社区在年轻活跃的牧师Silas Mead卓越

领导下的团结合并。自十九世纪以来兴建的这

些建筑构成了最精美的教会建筑群。

值得留心的是这座哥特式风格建筑的精美繁

复的正面外观细节，包括拱门、玫瑰花窗、以

及门廊上精雕细刻的石柱头。

9. 圣保罗教堂 
PULTENEY STREET

包括教堂、原学校与教区长住宅的圣保罗建

筑群最早兴建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

1983年除圣，随后翻新，现如今的建筑向民

众展示了一座老楼如何能够另作他用，重焕

生机。

10. 伯利恒路德教教堂 
FLINDERS STREET

澳大利亚的路德教教堂始于南澳州。这座教

堂也与福音教派路德宗联系密切，与德国移

民社区的重要人物息息相关。

该教堂建于1871年至1872年，设计风格为早

期哥特式，特色为深色瓦砾石配以仿古式隅

石和敷料，并有一座钟塔。

11. 圣史蒂芬教堂 WAKEFIELD STREET

圣史蒂芬教堂建于1862年，但是它的历史可

以追溯至1846年，一群德国汉诺威的移民迁

至阿德莱德。他们在Klemzig地区（南澳州第

一个路德教派村落）安家，并在Pirie街建造了

一座教堂。

随着教众的增加，Pirie街教堂变得拥挤不堪，

因此兴建了更大规模的圣史蒂芬教堂。它在

1900年2月11日投入使用，相邻的大厅在1905

年加建完工。 

12. 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天主教堂 
WAKEFIELD STREET

1846年，杰出的英国建筑师Charles Francis 

Hansom创作了新天主教堂的建筑计划。然而该

设计被视为过于富丽堂皇。于是1850年Murphy

主教举办了一场设计竞赛。本地设计师Richard 

Lambeth荣获了一等奖。教堂于1851年奠基，但

之后并没有继续开展任何建设工作。直至1856

年，Hansom被邀请在Lambeth的基础上重新创

作他早前的设计。

1986年，Joe Emanuel捐献了最终完成这座天

主教堂钟楼的石块。这里所用的八座大钟均由

他方捐赠，其中七座由悉尼圣玛丽天主教堂捐

赠，另一座在伦敦特别铸造。在度过了漫长的

140年时光后，教堂终于得以完工。

13. 圣玛丽抹大拉教堂 
MOORE STREET

1887年，在重建Halifax街的圣约翰圣公会教

堂时，Frederic Slaney Poole牧师决定将剩余

的材料和配件充分利用，在此建造一座布道

教堂。 

起初被命名为圣约翰布道教堂，教堂于1905

年改名，最终在1919年圣玛丽抹大拉教堂被

认可其正式的教区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