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來台教育事業
（⼀）⽜津學堂（理學堂⼤書院）
⾺偕為什麼會想設⽴⻄式學堂�？⾺偕為了傳教之便利性，
並使基督教更加廣為⼈知，於是決定創設學校，來教導台灣
⺠眾有關⻄式知識以及傳教，有些於此校畢業之學⽣，後來
成為此校之牧師兼教師，設⽴⼀所學校的經費⼗分龐⼤，於
是⾺偕決定返回位於加拿⼤的故鄉：安⼤略省，並刊登報紙
《前哨評論》有關募款的事項，以此來籌備創校基⾦，刊登
後，有眾多⺠眾積極捐款，最後⾺偕⼀共慕得了加幣6215
元。
最後理學堂⼤書院在⾺偕的投⼊下，終於在光緒8年時創校，
⾺偕為了感謝慕款的故鄉⺠眾，於是將此校之英⽂名字取名
為：Oxford�College，英譯中為⽜津學堂。
�這所學校教學許多科⽬，不⽌有傳教⽅⾯的神學及聖經，還
有歷史、中⽂等中國知識，並且還有有關醫藥衛⽣⽅⾯的課
程，使臺灣⼈⺠的衛⽣觀念更加普及，⾺偕創辦此校的⽬的
亦不是為了賺錢，所以來讀書的學⽣們不僅免學費，⽽且還
包吃包住，⼗分的優待。
�如今理學堂⼤書院被內政部評定為⼆級古蹟，亦是新北市市
定古蹟，並位於真理⼤學之校區內。

⼆、研究⽬的 （⼀）了解⾺偕對台貢獻
（⼆）⾺偕的教育事業緣由
（三）發掘⼤家不知道⾺偕

（⼀）⾺偕是怎麼在當年衛⽣習慣不普及時，開設醫院並
�����������教導⺠眾？
（⼆）⾺偕來台⾏醫遇到了什麼困難，如何克服的？

三、研究問題
⼀、研究動機
在當時，醫療衛⽣並不像現在發達，有⼀位醫⽣對台灣衛⽣有
所貢獻，我們在教科書上，常常可以看⾒⾺偕在台的貢獻描
述，卻從來沒有更詳盡的介紹，令我們產⽣對其⼼路歷程以及
⼈⽣故事的好奇，⽽台北⾺偕紀念醫院⾃1912年開辦，擁有悠
久的歷史，同時距離我們的⾼中⼗分相近，就實地探訪⽽⾔⼗
分⽅便。因此，我們想要對⾺偕的⼈⽣歷程有詳細的認識，以
及探究⾏醫和創辦醫院的歷程，了解⾺偕在台拔⽛傳教背後的
故事。

我愛⾺偕⾺偕愛我

四、研究內容
⼀、⾺偕的⽣平背景
⾺偕本名為喬治•萊斯⾥•⾺偕（漢名為偕叡理），⾺偕出⽣
於1844年3⽉21⽇，為加拿⼤籍，是⼀名加拿⼤⻑⽼教會的牧
師，信仰著基督新教，於19世紀末來台從淡⽔開始傳教及⾏
醫，因其傳教及⾏醫之影響，台灣⺠眾稱之為「偕牧師」或
「⾺偕博⼠」
�⾺偕不僅來台傳教及⾏醫，亦對台灣教育及衛⽣宣導有重⼤
影響⼒，先後在台創辦⽜津學堂（及今真理⼤學）、台灣第
⼀所⼥⼦學校淡⽔⼥學堂，以及創辦了偕醫館（及現今⾺偕
紀念醫院）

⼆、來台的發展貢獻
⾺偕為⼀名加拿⼤⻑⽼教會的牧師亦是其⾸位派出之傳教⼠，出
發前也有過迷惘，在外地⽔⼟不服、被當作異端殺死，⼀切都是
未知的，原先是要前去中國傳教的，⾺偕⽽後輾轉來到台灣。
�⾺偕來台後，因語⾔問題不便傳教進⾏，於是開始著⼿⾃學閩南
語、中⽂、及漢字，⼀開始找不到好⽼師學習，幾經波折後遇到
看⽔⽜的⼩孩們，⼀來⼆往的既學會了語⾔亦收穫了友誼，⾺偕
很具有語⾔天賦，來台沒幾個⽉便說得流利了，在來台約第三年
時，⾺偕出版《中⻄字典》，是⼀本最早的台語⾳漢字典。
�⾺偕來台宣教後，做了許多事情，開辦教會、學校等等，以及醫
療傳教，醫療傳教是⼀種⾮常普遍的傳教⼿法，將⺠眾治癒後，
易受感謝之意⽽成功受洗成為基督教的⼀員，⾺偕為⺠眾治病，
是完全免費的，也並不會因為不信基督教⽽拒絕醫病，⾺偕以此
⽅法來傳教是⼗分有效的，不僅能打消⺠眾對基督教的惡意，亦
可以近距離談話，且被醫治者也會⼼懷感激。

（⼆）淡⽔⼥學堂
台灣受到以前中國封建思想影響，當時是⼀個重男輕⼥的年代，有許
多限制⼥性的禮法，⾺偕為了改善此況，在加拿⼤⻑⽼會婦⼥國外宣
道會的捐款幫忙下，終於在1883年建造出台灣第⼀間⼥⼦學校。
�當時⼥學堂開學後，學⽣數並不多，⼤多學⽣都是宜蘭地區的平埔
族，反⽽漢⼈⼥⼦很少就讀，或許是因為漢⼈在當時觀念還沒轉變，
就算不需⽀付學雜費，依舊不喜⼥⼦出外讀書，就讀於此校的⼥⼦
們，上課內容⼗分多樣，有聖經及教義，還有閱讀...等，其中閱讀⽅⾯
的課程除了教學中⽂之外，還會教羅⾺拼⾳的閱讀⽅法。
�創⽴學校的主旨是希望改善男尊⼥卑的世代，在封建社會裡拯救⼥
性。

圖⼀：⾺偕與⽜津學堂學⽣合影

五、研究⽅法
上網�詢有關⾺偕的相關資料，並⼤約記下⾺偕的重點事蹟，接著我們
訂定研究的⽅向，及重點研究之事件，打好標題草稿後，我們開始使⽤
網路�詢⾺偕進⼀步的資料，以及翻閱書籍去收集相關的知識。

六、研究分析與結果
研究結果說明，⾺偕對於台灣貢獻之⼤，改善了當時的醫療衛⽣環境，
及普及了許多⺠眾的衛⽣觀念，當時開辦之滬尾偕醫館，亦是如今的⾺
偕醫院，從古⾄今，救治了許多⺠眾，當時⾺偕也開辦了許多學校，像
是⽜津學堂、及淡⽔⼥學堂，改善了許多封建觀念，也造福了很多原本
因家境⽽無法讀書的孩⼦。

七、研究結論與建議
我們因多加了解⾺偕這號⼈物，他對於台灣之影響深遠，如
今的我們亦有受其影響，或許我們可以在放假時多出外⾛
⾛，��先前的⽜津學堂或淡⽔⼥學堂，或是前去⾺偕博物
館，多多理解這位飄洋過海的傳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