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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與醫療
見證臺灣史的異鄉人

寧願燒盡，不願朽壞―見證臺灣發展史的異鄉人

北臺灣第一位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 B.A., D.D.）在

1871 年 12 月 29 日抵達臺灣府鳳山縣打狗港（今高雄），學習臺灣語言後，再度坐船經海路北

上，於 1872 年 3 月 9 日抵達最後目的地：淡水，正式展開他在臺灣的海外宣教佈道生涯迄今

140 年餘。就如馬偕在他的日記本上，寫下了此刻的心情：「約下午 3 點，船入淡水港並且下

錨。被這個地方深深的感動，我立即下定決心，這就是一直在等待我的宣教區。在我之前沒有

人在此地服事。噢！值得讚美的上帝啊！我的心裡歡愉到真想高興的拍手。美麗的淡水，我的

心裡實在感動。」（頁 31）
另一批來自中國雲南，以照顧偏遠山區貧窮病患，特別是痲瘋病患的天主教靈醫會會士

們，於 1952 年 6 月，因國共分裂而來到了臺灣，選擇偏僻的宜蘭與澎湖為定點，分別設立羅東

聖母醫院、丸山療養院及澎湖惠民醫院等醫療機構，向貧困憂苦的人傳報天主的愛，醫治他們

破碎的身心靈，陪伴當地居民也走過了一甲子歲月。

為此，本期特以「宣教與醫療―見證臺灣史的異鄉人」為題，有臺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

鄭仰恩教授撰評〈越來越立體化的馬偕圖像！—推介《北臺灣宣教報告》〉，以加拿大長老教會

海外宣道委員會與派駐臺灣的宣教師之間的信件內容為主，勾勒馬偕博士之所以來到臺灣、宣

教進展及其方法、與其他同工間的關係、本土化策略及教會體制的發展及其家庭生活；國立政

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蘇峯楠的〈不銹壞的歷史足跡―《馬偕日記：1871-1901》〉，作

者指出本書的出版，無疑是臺灣史料整理的一大工程，更讓讀者跟隨這位不曾朽壞的異鄉人足

跡，深入探索他的活動生平，以及其所身處的 19 世紀後期臺灣歷史面貌。國家圖書館閱覽組方

美芬女士的〈《忘了自己，因為愛你》―記錄靈醫會會士在臺醫療奉獻故事〉，描述這批來自

異鄉的天主教靈醫會會士們如何由中國雲南輾轉來到臺灣進行醫療、傳報天主福音故事，真令

人讚嘆。

此外，方美芬女士也編製〈臺灣出版馬偕博士著作與研究目錄〉，蒐錄日治以來臺灣出版有

關馬偕博士之專書 40 種、單篇論文 89 篇、學位論文 11 篇與 11 種影音資料，足以為研究者與圖

書館建構館藏之依據。

本刊自創刊以來，深受各界人士的喜「閱」。為推動全民閱讀與選擇優良讀物，推薦給大眾

選閱並提供各類圖書館建立優質館藏之參考，擬持續辦理「臺灣出版 TOP 1–2012 年度代表性圖

書」評選活動。邀請各出版社自行推薦民國 101 年度內新出版且最具代表性的圖書 1 至 2 種，

並由本刊組成選書小組評選圖書，評選通過者，將刊載於本刊第 169 期專輯內，並於 102 年 2
至 3 月假本館閱覽大廳公開閱覽，以提升全民閱讀風氣。感謝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同人負責本刊

新書書目資料、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的校對，以提供最迅速、最完整的出版資訊。（曾堃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