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年3月
21日〜1901年6月2日)，又稱偕叡理，
因為其宣教上的成就獲贈神學博士，
而稱馬偕博士，臺灣民眾以「黑鬚番」
外號稱呼他，他是加拿大首位海外宣
教師。



馬偕博士於1844年出生加拿大一個蘇格
蘭拓荒移民家庭，十歲時立志海外宣教。

自師範學校畢業擔任教師後，輾轉再到
多倫多、普林斯頓及愛丁堡大學深造，
直到1871年獲加拿大海外宣道會派令，
始終不改其往赴中國宣教的初衷。



宣教時期



1872年抵達淡水，租屋為寓所，同時也
兼禮拜、行醫和授課之用，學習臺語，
融入一般民眾生活，後來在淡水娶臺灣
姑娘為妻，生根落戶甘苦與共的誠心，
終於克服了條約港地區特有的仇外情結
及風俗民情的差異。



馬偕不僅是上帝的臣僕，也是臺灣的女婿，以他鍾愛的美麗淡水
為家，這是穿著唐裝的馬偕全家照。



1878年5月27日，他娶臺灣女子
五股人張聰明為妻，育有2女1男。

馬偕的夫人張氏俗名阿蔥，馬偕
訛其音改名為「聰明」。



馬偕的三位子女：馬偕的兩位千金都許配給其門生，長子偕叡廉
返鄉深造，學成回臺後創辦今日的淡江中學。



長女偕瑪連全家福



次女偕以利全家(1932年拍攝)



獨子偕叡廉全家(1936年拍攝)



馬偕後來陸續在淡水設立偕醫館、牛津學堂和女學館，發展醫療與教育的
志業。



宣教成果



1872年3月9日，他登陸滬尾(淡水)，以砲台埔為根據地，
進行在臺傳道、醫療和教育的基地。



近30年間他不只宣揚基督教義，建立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他建立的醫院和
學校，也成為臺灣現代化的里程碑，對啟迪民智、開通思想和變換社會風氣，
都有深遠的貢獻。



馬偕的福音團隊：他穿草鞋，後為
嚴清華、葉順、莊天能、柯雅思和
嚮導、挑夫阿貢。



馬偕越過三貂嶺到宜蘭傳教。



馬偕也曾經搭渡輪到艋舺傳教，一生在臺設立教會60間，施洗信徒達三千
餘人。三十年間跋山涉水於客家、閩南、平埔族和高山原住民之間，足跡
遍及大甲溪以北，東達宜蘭和花蓮。



馬偕博士為臺灣人拔牙



馬偕說：「有火車真方便，到錫口只要個把鐘頭」，
這是他於1888年12月拍攝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鋪設
基隆—臺北(大稻埕)鐵路引進的蒸汽機車騰雲號。



馬偕於1880年第一次返國述職時，
已有教會廿所，培育本地傳道廿人，
信徒三百人的宣教初步成果。

馬偕的第一位學生嚴清華，他是北
臺灣第一位牧師。



牛津學堂創設於1882年，是今日臺灣神學院、淡江中學和真理
大學的搖籃地。



1882年7月26日如期
峻工，取名「理學堂
大書院」。

感懷故鄉加拿大牛津
郡鄉親盛情襄贊加幣
6215元，作為其建校
基金，英文命名為：
OXFORD COLLEGE，後
人稱之為牛津學堂。

無論世局如何變換，
牛津學堂一直屹立於
砲台埔上肩負著宣教、
教育的神聖使命。



清末牛津學堂當時所授課程，除了神學聖經道理，尚有社會學的歷史、
倫理、中國歷史、天文、地理、地質、植物、博物、礦物及醫學理念、
解剖學、臨床實習、體操和音樂等。



牛津學堂的教學方式，除了在校本部教學、野外實地授課和醫學
臨床見習，還有畢業參觀旅行，這是馬偕與露天教育時期的學生。



馬偕博士重視學生的生活教育而且
愛護學生，自己熱心於教學和研究，
帶學生到宜蘭實習。

牛津學堂的學生必須修讀三年，結
業後派到各地教會傳教，並牧養教
會。

無論在規模、設備、創校理念、教
學方式等方面，在當時是相當先進
的西式教育學校，也是現今臺灣教
育歷史最久的一所學校。



透過傳道及教育來提高婦女地位，打破
封建的束縛，是臺灣宣教的社會使命。

1884年，馬偕獲得加拿大母會資助，在
牛津學堂東鄰創辦全臺第一所女子學校
「淡水女學堂」，雖然開學僅有45名噶
瑪蘭女子就學，但已經開創時代先河。

女學堂在當時開社會風氣之先，讓久遭
壓抑的臺灣婦女也能接受新教育薰陶，
革除陋習、增進視野、開拓知識領域。
提升其社會地位，可算是創舉，也拔得
臺灣婦女教育運動的頭籌。



創立於1884年的淡水女學堂，是臺灣女子首學。



女學堂於日治時期，
改制為女子中學。



增設於1910年的婦學堂，
是北臺灣最早的媽媽教室。



來淡水教會做禮拜的純德女中
學生。



馬偕博士日記原稿



1901年馬偕博士積勞成疾，因為喉癌病逝於淡水寓所，與世
長辭。
1901年6月2日歸宿在他摯愛的鄉土，他已化為臺灣的泥土。



馬偕墓位於淡江中學內。



姊弟三人辭世後也都葬於父母身旁。馬偕是臺灣女婿，其臺灣心、
臺灣情值得今日臺灣人學習。



他一生的傳奇為
淡水小鎮帶來豐
富的文化風情，
他對臺灣的愛與
認同，更可啟發
今日的臺灣住民。



馬偕博士奉獻一生，積極進行傳教、醫療、
教學等工作，從未因為政局的變動而有所
改變。

他曾說：「寧可燒盡，不使腐鏽。」
(Rather burn out than rust out.)，可見馬偕
博士偉大的宗教家精神。

馬偕一生貢獻臺灣，愛在臺灣，至今仍然
在臺灣延續。



他生前曾以此詩為遺言，道出他對臺灣的愛。

我衷心所愛的臺灣啊！我把有生之年全獻給妳

我的生趣在於此

我衷心難分難捨的臺灣啊！我把有生之年全獻給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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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大浪拍岸的聲響中 在那竹林搖曳的蔭影下

找到我的歸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