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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宣教》 

一．台灣簡史（賽 24:15，42:1~4） 

1. 「台灣」名字的來由有許多傳說，有人認為是因颱風多，或是

「埋冤」一名不雅而演成（因為入台灣者常得病而死）；但比

較多人認為是古籍中「大員」、「台員」、「大灣」合併成的。 

2. 臺灣在東漢時稱「夷洲」，隋時改稱「流求」，明代又稱北港、

東蕃。元明設巡檢司於澎湖，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置臺

灣府，隸屬福建省。光緒十一年（1876年）建為臺灣省。 

3. 十五、六世紀是葡萄牙稱霸航海的時代，1544年其船駛入台灣

海峽時，一水手驚呼道：「海島！美麗！」（Il has! Formosa!讀

音：’ilia foru-m’oza）台灣曾被荷蘭統治（1624~1662，明代），被

西班牙統治（1626~1642，後被荷蘭所逐）。所以今天有些台灣

人可能有點荷蘭人或西班牙人的血統。 

4. 鄭成功、鄭經、鄭克塽三代，1662 逐出荷蘭人，直到 1683 被

滿清平服。1895（光緒 21 年）甲午戰爭後簽訂馬關條約，台

灣歸屬日本統治了 50年，到 1945大戰之後光復，再成為中國

領土。 

5. 1626西班牙首位神父瑪地涅斯Bartolone Martinez抵台宣教，1627

荷蘭首位牧師甘治士 Georgius Candidius抵台宣教，在新港社（台

南新市一帶）建教堂，後陸續有人來，1632使新港社全社改信

基督。1649荷蘭人從印尼購牛 120頭到台灣，使牛成為耕種與

交通工具。 

6. 荷蘭第二位來台宣教士尤羅伯 Robert Junius，在台共 14年，為

5400 位西拉雅（即平埔族）成年原住民施洗，為近 1000 對舉

行基督徒婚禮，培養了 50位教師教導原住民，設立學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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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台灣宣教 

1. 馬雅各 James L. Maxwell於 1865.5.28來台醫療宣教，在打狗（高

雄）旗后登陸。他是蘇格蘭人，由英國長老會差派來台。許多

人受洗，但他是醫生，只好從到中國的宣教士中請人來施洗。

他特別關心台灣人吸食鴉片的問題，與戴德生、海班明同心促

成英國反鴉片貿易的立法。 

2. 他的病人中約有一半都是吸鴉片患者。在他幫助下，有一些人

不但戒除鴉片且受洗，甚至在教會裡熱心，最突出的例子之一

就是原來開鴉片煙館的台南人高耀，後跟隨馬雅各習醫，以後

開設了台灣第一家西藥房《仁和堂》。馬雅各本人則創建了台

南新樓醫院，後由他兒子馬雅各二世接手。 

3. 馬雅各的長子馬士敦 John Preston Maxwell，在中國醫療宣教，

次子馬雅各二世在台灣也在中國醫療宣教，這是另一個宣教世

家。二世還常離開台南，到高雄、屏東、恆春、台東、花蓮、

台北，再返台南，到處關心病人，並為福音作見證。他特別關

心原住民，曾呼籲母會向阿美族宣教，惜因大戰而未如願（約

50年後由美國長老會孫雅各、孫理蓮夫婦達成）。 

4. 1867.12.13 英國長老會第一位牧師宣教士李庥 Hugh Ritchie，短

短 12年，在高雄、屏東一帶建立教會，1879去世時已有 26所；

還寫了台語聖詩，錄在《聖詩》285；又對客家福音有負擔，

並重視婦女，提倡設立女子學校，並呼籲母會差派女宣教士

來，長榮女中是他死後建立的。這位對台灣宣教貢獻卓著的李

庥，今天連一張照片也沒留下，只有一張他的版畫！ 

5. 第二位牧師宣教士是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另一位英國長老

會在南部宣教的是巴克禮 Thomas Barclay，1875~1935在台 60年，

建立了台灣第一所大學（未被教育部承認），即台南神學院。

他也協助繙譯了台語聖經。日本取得台灣之後，巴克禮在台灣

反抗軍與日軍之間斡旋，避免流血戰爭。2004 台南市將 18 號

公園改名為《巴克禮紀念公園》來記念他。 

6. 台灣南部是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區，北部則是加拿大長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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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偕博士 

1. 馬偕博士 George Leslie Mackay（1844.3.21~1901.6.2），漢名偕叡理，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蘇格蘭人。讀多倫多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神

學部，1880獲皇后學院（今女王大學）榮譽神學博士。 

2. 馬偕於 1871.12.29 抵打狗港，先去拜會李庥牧師，學習在台灣

服事的方法，並從李庥的台灣教師處學福佬話的八聲及一些單

字。他聽說北部有艋舺等大都市，卻無宣教士，就決議北上，

帶著李庥牧師的祝福去了。1872.3.9抵達淡水河口。 

3. 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舉目向北、向南觀看，再向內陸遙望青

翠山嶺，心靈非常滿足、安寧清靜，有明確的聲音對我的心說：

這裡就是了 This is the land！」同行的李庥牧師也說：「馬偕，

這是你的教區。」 

4. 李庥牧師及另一位同行的德馬太Matthew Dickson醫師，決定由

淡水走陸路回南部，馬偕決意與他們同行，順便察看他的教

區。他們經林口、中壢、新竹、大甲，直到埔里，三人同住了

23 天，彼此相約以大甲溪為南北宣教區的分界限，才分手。

馬偕跟牧童交朋友，學台語有功效，其中有些信主、傳道！ 

5. 台灣氣候對西方人很不利，常因此生病，加上居民時有敵對，

常被暴民恐嚇，被丟石頭、潑糞、丟鴨蛋，教堂也數度被拆毀、

被焚燒。但馬偕意志堅定，1873.2.9 得第一批人決志信主，在

眾人辱罵、嘲笑中受洗。領聖餐時其中一位林杯哭著說：「我

實在不配！」衝出去，祈禱一番才回來領聖餐。 

6. 1872某個禮拜，五股一位寡婦陳塔嫂來聽道，受感動，開始帶

婦女來，後來甚至滿滿一船的人來聽道。陳塔嫂關心馬偕的生

活，後來甚至將她 18 歲心愛孫女張聰明嫁給馬偕！一個幼年

因未纏足而受盡虐待、不識字、名叫「蔥仔」的女孩（馬偕為

她改為聰明），後來被主所用。 

7. 馬偕 1880 被母會堅持要求而第一次返加拿大述職時，已經建

立了 20所教會，都有傳道師，也有三百多位成人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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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長老教會 

1. 他第二次返加拿大而於 1892 再回台灣時，被以大禮歡迎！今

天淡水河邊矗立台灣第一個非政治人物頭像，就是馬偕！今天

台灣有約一半的教會與基督徒是屬長老教會的。 

2. 馬偕醫療傳道，一生拔了 21,000 顆牙！他為解決瘧疾猖獗情

況，引進金雞納霜 Quinine（17 世紀即被使用來治療瘧疾，但

到 1850左右才更多被使用，當時是以藥水方式飲用）。台灣百

姓怕那是毒藥，拿了後倒掉，保存漂亮瓶子！ 

3. 他也從英國引進先進藥膏，治療腿膿瘡（臭腳點），後來許多

人聞名而來，甚至走了許多里路來就醫。馬偕還讓年輕人來見

習、實習，培養醫藥人材。後來台灣許多醫生都出自長老教會。 

4. 馬偕建立的滬尾醫館成為今天馬偕醫院的前身，但馬偕醫院的

名字並不完全是因著他的名字。1880 美國底特律一位馬偕夫

人，為紀念其去世的丈夫馬偕船長，捐美金 3000 元給馬偕在

台灣的宣教事工，馬偕用它在淡水建了台灣北部第一所現代化

醫院，為記念馬偕船長夫婦，取名《滬尾偕醫館》。 

5. 馬偕 1882 在淡水創立牛津學堂（記念捐獻者加拿大家鄉牛津

鎮居民），當時被提督說是中國最好的學校，1884 又建立了淡

水女學堂。牛津學堂後遷至今台泥大樓處，再後演成《台灣神

學院》；而牛津學堂原址由加拿大母會創辦了淡水中學，與女

校分合幾次，最後 1847合校成為今天的《淡江中學》。 

6. 馬偕 1901.6.2因喉癌病逝，遵遺囑葬於淡江中學，他一生「寧

為燒盡，不願銹壞。」離世前幾年寫了一首詩表達對台灣的愛： 

我衷心所愛的台灣啊！我把有生之年全獻給你，我的生趣在於此； 

我衷心難分難捨的台灣啊！我把有生之年全獻給你， 

我望穿雲霧，看見群山，我從雲中的隙口俯視大地， 

遠眺波濤大海、遠眺彼方――我好喜歡在此遠眺！ 

誠願在我奉獻生涯終了時，在那大浪拍岸的響聲中， 

在那竹林搖曳的陰影下，找到我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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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第一位信徒》 

有一天，一個斯文且聰明的青年知識份子來拜訪馬偕，並且

提出很多問題，態度真摯且直爽，離去時馬偕送他一本聖詩。兩

天後這個青年帶了一個當地頗有名望的舉人來討論宗教的問

題，一同來的尚有二十個有功名的人士及教師。馬偕和他們熱烈

地辯論而且陸續提出儒、釋、道三教的問題反駁他們。他們對於

「洋兒子」居然瞭解孔孟聖賢及其教義，頗感驚奇。為首發言的

人感到無以辯駁，一行人終於相率而去。半小時後，這個青年又

回來了，向馬偕表明心志，願意接受基督做為他的救主。他並說：

帶人來論戰是想考驗這些教義中，到底誰的道理才是最好的，現

在他已經有了答案，而且願意做為馬偕的學生。這個年輕人嚴清

華，大家叫他「阿華」。第二天就搬進馬偕的寓所，成為馬偕的

助手、學生及伴侶。這就是臺灣北部教會的第一位信徒，也是北

台灣第一位傳道師和牧師，北部教會的關鍵人物。 

繼阿華決定信主後不久，有一個油漆匠（亦有說係畫家）叫

吳寬裕，相續皈依基督，這個人先前曾逼迫過阿華。接著有王長

水、林孽（又名林輝成）及林杯等三人表示要皈依基督。1873年

1月 9日受洗。許多群眾聚集於淡水教會門外，爭相叫罵：「把他

們拖出來打！」禮拜堂中擠滿了人，門外也聚集了很多的人。馬

偕牧師毫不畏懼領信徒唱了一首讚美詩，然後奉聖父、聖子、聖

靈三位一體的名，為這五人施洗。接著這五人各向會眾作見證，

眾人有的嘲笑、有的辱罵，但阿華勇敢的述說也蒙恩得救的經

過，雖然有人發聲加以阻撓，卻也有人傾耳聆聽。 

1月 16日，這五個信徒敬守聖餐。他們從未見過這種儀式，

馬偕也從未主持過聖餐典禮。馬偕牧師以嚴肅的態度，宣讀聖餐

禮文。這五個人感受很深，林杯聽了之後竟抑不住內心的激動哭

了起來，他一直說：「我實在不配，我實在不配。」就衝進房間

裡去，在那裡面祈禱了一會，才肯出來領受聖餐。這是北部等一

個教會為第一批信徒，所舉行的北部地區第一次聖餐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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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埔教會》 

1878年 4月 13日偕牧師便在崙仔頂設教會，據偕牧師日記，

10 月 13 日甘為霖牧師由台南來到淡水時，偕牧師邀他來崙仔頂

等地視察及傳道。 

偕牧師於 1888年 11月 11日到崙仔頂教會舉行洗禮式時，在

他的日記寫著：「在崙仔頂給 14人施洗，一百人參加教會活動。」 

1913年由於信徒日增，在三角埔莊建築較大的禮拜堂，稱之

為三角埔教會，但現在的三角埔教會禮拜堂是在此後擴建的。 

三角埔教會前任牧師張學章，跟我們也常有交通。 

 

� 我一個學生是第七代基督徒，馬偕博士宣教首批受洗的五人之

一，吳寬裕是她遠祖（她外婆陳信貞的媽媽吳蜜是其女兒）。

吳蜜嫁蔡三喜，生次女信貞，後成為陳春生之養女。 

� 北部教會最早的三位長老之一陳炮也是她的遠祖（她外婆的養

父是其後代）。她外婆陳信貞之養父陳春生，是陳炮的曾孫。 

 

� 歷史乃是對神一直進行著的創造之一瞥。（湯恩比）History is a 

vision of God's creation on the move. (Arnold Toynbee) 

� 我們不是藉著回憶過往而得著智慧，乃是藉著履行對未來的責

任而得智慧。（蕭伯納）We are made wise not by the recollection of our 

past, but by the responsibility for our future. 

� 那些無法從歷史學習教訓的人，註定要重蹈歷史的覆轍。Those 

who cannot learn from history are doomed to repeat it. (George Santayana) 

� 我們對歷史無知，將使我們的時代受傷害。Our ignorance of history 

causes us to slander our own times. 

 



9 

 

《教會史話 201》 

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aidlaw Maxwell），是英國長老教會首位駐

臺宣教師，是台灣近代西洋醫學的鼻祖。初期雖然被民眾排斥，

但因其醫術高明，其名聲傳播四方。 

台南曾有「三六九小報」，任發行人兼主編者是趙劍泉（名雅福，

又號小雲或少雲，另號榕菴主人），有專欄「史遺」，敘述史事軟

聞，坊間故事，科舉瑣談等。中有一則，題「名醫神技」，刊於

小報第 54號（1921年 3月 9日刊），署名「畸雲」，就是主編者之

父趙鍾麒（號雲石、老雲、老云等）。其文如下： 

台南新樓病院為基督教會創設，亦慈善事業也。英國醫士馬雅各

父子，子同名馬雅各，前後來主是院，醫術精妙，有聲於時，婦

孺咸知其名，故分別稱為老馬醫生、小馬醫生。 

老馬醫生主院之時，對於奇難怪症一經施治，無不靈驗如神。當

市有小商人某甲，販賣食蔗，每日赴市行商，其妻有孕，滿月臨

盆難產不得下，穩婆無術，乃延老馬醫生為之診治，老馬醫師醫

德優良，不論貧富，延請立至，隨造其家診視之下，乃斷曰：「胎

兒不在子宮，偏伏肚腹左邊，非刳腹出之無能為也。」夫妻聞言，

無奈委託施術，老馬醫生於是執刀行術，從左腹剖開，抱而出之，

復將腹皮綻合，敷以刀瘡之藥，數日痊癒，母子均獲安全。 

逾兩三年，某甲妻又受胎，胎盤仍偏左腹，更延老馬醫生至，老

馬醫生曰：「汝之胎盤，與人殊異，仍須刳腹方能產出。」言已，

仍如前刳而出之，復獲安全。未幾，某甲妻又再懷孕，又延老馬

醫生至，老馬醫生日：「汝肚皮無多，胡能數受刀傷，今既第 3

次矣，舊痕不可再刳，已三易其位焉，此後若再受胎，當無餘地

受刀，予技亦窮矣。」因謂其夫某甲曰：「汝須誓約，從此隔床，

不使第 4次受胎，予即試為施術。」某甲乃書誓約文付馬醫生，

乃復刳而出之，經過依然良好，所產 3子皆男，發育長成，如馬

醫生之醫術，技亦神已。 

《台灣教會公報》 2021期 主後 1992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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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會》 

一．台灣的國台語教會（徒 9:31、弗 2:16~22、詩 46:4） 

1. 台灣宣教如果從馬雅各、馬偕（這些有蘇格蘭背景的人，名字

常有馬Mac的讀音，所以不少宣教士都以馬為中國姓）算起，

頭 70 年幾乎都是長老會的天下。一直到今天，長老教會仍是

台灣教會的柱石。 

2. 他們歷經早期台灣本地人的迫害，然後是 1884 中法戰爭帶來

的誣陷迫害，1895之後是日本人的迫害。中法戰爭之後，劉銘

傳向教會道歉，並撥墨西哥銀一萬兩賠償教會。 

3. 馬偕用以重建了艋舺、新店、大龍峒（大稻埕的前身）、錫口

（松山）、雞籠、和尚州、八里坌（音笨）七間教堂。前四所

建有尖塔，上繪焚燒中的荊棘，意思是「焚而不毀」，是長老

教會百年來在台灣的精神圖騰。 

4. 在 1949 之前，已經有一些中國大陸基督徒過海峽來台佈道，

最傑出的大概是宋尚節博士了。 

5. 1949中國政權易手，撤退到台灣的各省人士，也將各教派帶進

台灣。除西方宣教士的影響外，也帶來中國基督徒的產業。像

倪柝聲弟兄建立的《教會聚會所》（召會）、張靈生建立的《真

耶穌教會》、敬奠瀛建立的《耶穌家庭》。 

6. 這些各教派教會也許因為是跟國民黨過來的，比較支持當權的

國民黨政府，引用順服執政掌權者的經文，反對像長老會後來

與興起來的反對黨合作的作為，認為教會應專心傳福音，不要

涉入政治，使國台語教會形成稍為對立的情況。 

7. 但數十年後的今天，情勢似乎有些逆轉，國語教會開始更多作

政治參與與社會關懷。但他們不需要付當年長老教會在所謂白

色恐怖時代付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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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教會與教派 

1. 一直到今天，台灣仍常為省籍情結有爭論與對立，有時教會也

扯進去。我想，當人認為自己最主要的身份不是哪個國籍、哪

個民族，而認定自己是天國子民，在世是客旅寄居者時，就不

會在意這些了。魯益師說：「種族的愛，有時是最墮落的愛。」 

2. 浸信會一直是很注重宣教的，所以在台灣也多年曾是次於長老

教會，最多教會與信徒的教派，多半是由美南浸信會差派的宣

教士建立的，其中也出來許多傑出的領袖與信徒。但因美南浸

信會是蠻保守的教派，台灣的浸信會在接受靈恩上比較保守。 

3. 教會聚會所與真耶穌教會，一個注重生命建造，一個注重靈

恩，都從一起頭在台灣打下強大根基。尤其聚會所，雖然後來

趨於閉關排外，仍因其出版的書造就了許多台灣信徒。我自己

也在初信主時，從其中得著許多祝福。 

4. 衛理公會可能一方面傳承了衛斯理寶貴產業，一方面得著屬衛

理公會之蔣宋美齡的幫助，在台灣也有廣大而美好的事工。像

循理會、行道會、拿撒勒人會等，都跟衛斯理循道運動有關，

也都在台灣有相當美好的事工。 

5. 蔣宋美齡與孔宋藹齡都參與協助趙世光牧師，在 1954 建立了

台北靈糧堂，1957寇世遠開始牧會，1969寇監督離開，另建立

基督之家，1970~1977鄭昌國牧會（他原屬台北信友堂），周神

助於 1977 接任至 2011。1986 宣教大樓落成，教會已增長至約

2,000人。今天已有超過七千人聚會，全球還有數百分堂。 

6. 1960~70 年代，是全球包括台灣一個轉換的時代，中東局勢、

石油危機改變了世界的模樣，性解放、毒品泛濫、撒但教興起、

搖滾樂、嬉皮、越戰等等，都為美國以致全世界帶來新面貌。 

7. 有人認為許多敬虔母親，為著他們的兒女向神寶座發出呼求，

因而在 1970 年代在美國與世界許多地方，聖靈帶來年輕人的

復興，我們夫婦正好在這中間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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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輕人的興起 

1.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許多學生信主並獻身；1949 撤退到台灣

時，其中一些人也來到台灣。1957有幾位年輕人，在宣教士鼓

勵與協助下，憑信心建立了《校園團契》，在各大學推動建立

團契，舉辦營會，出版雜誌。 

2. 1962各地學生工作聯合成立為「校園福音團契」。1963第一代

的畢業生蒙召獻身，三年內有 11 人加入校園團契成為全職傳

道同工，其中 8位曾任大學團契的主席。此時各大、中學的團

契如雨後春筍般成立，校園內的福音工作擴展甚速。 

3. 1970學生工作進入高潮，很多人信主，且其中不少人開始渴慕

更深追求。一位英國劍橋畢業生巴柝聲來台宣教，在台大教英

文，並加入校園團契擔任義工，也是台大團契總輔導。他應邀

在全台各地學生中講道，無論什麼講題，他總是提到聖靈。 

4. 在那眾教會對「聖靈充滿」的經歷看如瘟疫的時代，他仍在許

多年輕人中栽下種子，將在未來 30 年中發芽滋長。我們夫婦

都是在這學生運動的高潮中認識主並獻身的，巴柝聲是我的妻

子的老師，她藉他得救，並開始渴慕被聖靈充滿。 

5. 1975.4 我的妻子被聖靈充滿，旋即在團契帶來渴慕追求的浪

潮。那時沒有進一步追求的地方，因為巴柝聲常參加溝子口錫

安堂聚會，我的妻子就去了，很快被吸引。後來主也帶領我去，

在那裡得造就，並蒙主差派至今。 

6. 榮教士傳承自紐約立巨屋五旬節教會，他們又傳承自錫安城羅

炳森師母的事工，那是 1906五旬節運動之後的發展源流之一。

他們不將焦點放在聖靈恩賜與能力上，或是教會增長的數目

上，卻專一尋求神的同在，住在祂裡面，跟隨祂。 

7. 當時全台許多年輕學子，都來到溝子口與公館錫安堂追求，後

來陸續在各地開始了錫安堂教會。有一段年日，許多學生團契

的主要同工，都在各地錫安堂追求，我們也常被邀去擔任輔

導，或帶領聚會。另一聚集年輕人的教會是吳勇長老的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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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靈恩復興運動 

1. 差不多一樣在 1970 年代，神使用另一個團體，對台灣教會有

帶來巨大影響，就是白立德博士創立的學園傳道會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他寫的《四律》成為我們傳福音的有效工具，

他與葛理翰博士同工，在韓國帶起的福音浪潮。 

2. 台灣開始有牧者到韓國參訪，1974 戴義勳牧師參加了訪韓聖

會，看見 150萬韓國基督徒聚在一個廢棄的飛機場，同心為韓

國禱告，他受感返台創立了苗栗禱告山，並效法韓國教會注重

聖靈的工作，因此禱告山在台灣靈恩運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3. 1973文化學院基督教研究所及德生堂，邀請加拿大宣教士柯希

能擔任駐堂牧師。他的母會是溫哥華的喜信會，在靈恩運動早

期的春雨運動中，是個充滿聖靈活潑運行的教會。他帶領華岡

福音隊，使許多學子經歷聖靈工作，其中包括章啟明長老。 

4. 他是太平洋關係企業的小老板，柯希能牧師在台灣建立的教會

稱為以琳教會，所以後來章啟明創立了以琳書房，以及和撒那

事奉中心，在台灣的靈恩運動上舉足輕重。（其實這些同工有

好幾位都曾在錫安堂追求。） 

5. 我們正處的時代，是不應該肯定地描述其歷史的。但我還是稍

為提及，讓我們思想一下，我們正處在教會歷史哪個關口上。

這段日子，我挑出教會二千年歷史中一些重要事件，來作個教

會歷史古今談。 

6. 海天出版的《基督教兩千年史》中說：「研究歷史必須研究其

不同性，不只用自己這個世紀的眼光來觀察人生，也用各個世

紀的眼光來觀看，這才使我們能在今天與過去相擁抱。研究過

去才能開拓更廣闊的現在。」 

7. 猶太拉比 Abraham Joshua Heschel說：「宇宙已經完工。一個沒有

完成、還在創造過程中的更偉大傑作則是歷史。神為了成就祂

這個宏偉的創作，需要人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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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偕博士 George Leslie Mackay    淡水河邊馬偕頭像 

 1844.3.21~1901.6.2，偕叡理 

 

 

馬偕、嚴清華替人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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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偕登陸地（淡水）        嚴清華 

 

滬尾偕醫館 

 

  馬偕在牛津學堂授課      馬偕之墓（淡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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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聰明的結婚宣言    偕媽連(嫁陳清義)、偕叡理(馬偕) 

            偕叡廉、張聰明、偕以利(嫁柯維思) 

 

 

張聰明 1926 離世前不久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