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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主要探討的是日治初期（1880-

1912）的馬偕醫院在「偕醫館」時期的營
運情形與發展歷史，討論馬偕醫院如何從
「偕醫館」時期進入「馬偕紀念醫院」時
期的時代背景和相關影響因素。

最後以N. D. Jewson提出的醫學知識生產
模式，來解釋馬偕醫院從偕醫館時期進入
馬偕紀念醫院時期的發展進程，指出日本
統治催化了偕醫館的發展，促成馬偕紀念
醫院的誕生，對整體的馬偕醫院醫療傳道
事業，有正面亦有負面的影響。



馬偕為人拔牙

照片來源：馬偕紀念醫院網站



偕醫館照片

照片來源：馬偕紀念醫院網站



偕醫館照片



馬偕紀念醫院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社會事業要覽>>，1934年



馬偕紀念醫院

照片來源：馬偕紀念醫院網站



大綱

前言：馬偕的醫療傳道事業簡介

一、英國侍醫合作時期（1872-1902）
二、偕醫館時期（1880-1902）
三、閉館與重新營運時期（1902-1912）
四、偕醫館營運的歷史分析



前言：馬偕的醫療傳道事業簡介

北臺灣約有60間教會，1805位信徒。

牛津學堂和女學堂

淡水的偕醫館

馬偕並不是一位真正的醫生



一、英國侍醫合作時期
（1872-1902）
四位侍醫

就診人數



年代 人數 

1880 年 1,346 人 

1881 年 1,640 人 

1882 年 1,983 人 

1883 年 1,784 人 

1884 年 3,012 人 

1885 年 2,806 人 

1886 年 3,448 人 

1887 年 3,120 人 

1888 年 3,280 人 

1889 年 3,055 人 

1890年 3,696人（加上7,984舊患者，共有11,680人於1890年到醫院求治。） 

 



一、英國侍醫合作時期
（1872-1902）
華雅各醫師（Dr. J. B. Fraser）
「偕醫館」（Mackay Mission Hospital）



二、偕醫館時期
（1880-1902）
1884年中法戰爭

1892年吳威廉牧師夫婦抵台

1895年甲午戰爭



二、偕醫館時期
（1880-1902）
日本政府與傳教士

日本政府的醫療政策

1. 臺灣醫業規則（1896）
2. 臺灣醫生執照規則（1901）
3. 臺灣醫師令（1916）
4. 限地醫（1916）



年代 醫師人數 醫生人數 

明治30年（1897年） 165 ? 

明治31年（1898年） 138 ? 

明治32年（1899年） 136 ? 

明治33年（1900年） 155 ? 

明治34年（1901年） 157 1225 

明治35年（1902年） 177 1903 

明治36年（1903年） 167 1853 

明治37年（1904年） 180 1742 

明治38年（1905年） 201 1671 

明治39年（1906年） 225 1506 

明治40年（1907年） 256 1458 

明治41年（1908年） 298 1418 

明治42年（1909年） 355 1314 

明治43年（1910年） 391 1266 

 



二、偕醫館時期
（1880-1902）
日本政府的醫療政策

1897年土人醫師養成所開課

1899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開課

1902年有第一批畢業生



彰基蘭大衛醫師訓練學徒



三、閉館與重新營運時期
（1902-1912）
1902年暫時關閉偕醫館

1906年宋雅各醫師來臺灣



三、閉館與重新營運時期
（1902-1912）
宋雅各希望建立一間更現代化的醫院

民眾療養場所

建立正確衛生觀念

傳福音



三、閉館與重新營運時期
（1902-1912）
日本統治給偕醫館帶來的助力

便利的交通

西藥店

日本政府與偕醫館的合作和競爭

禁鴉片

收容日本醫院容納不下的病人

官方醫院的興起

刺激馬偕紀念醫院的誕生



三、閉館與重新營運時期
（1902-1912）
偕醫館的醫療傳道

Outdoor Patient
Indoor Patient
病得醫治而對基督教有好感者

病得醫治而改信基督教者



馬偕紀念醫院開幕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1912年12月在台北落成



四、偕醫館營運的歷史分析

侍醫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馬偕紀念醫院的誕生的時代因素



四、偕醫館營運的歷史分析

西方的醫院（hospital）發軔的起點

三種主要醫學知識的產生模式：

床邊醫學（Bedside Medicine）
醫院醫學（Hospital Medicine）
實驗室醫學（Laboratory Medicine）
日本統治推動馬偕醫院由床邊醫學走向
醫院醫學



四、偕醫館營運的歷史分析

醫學教育制度化的影響

日本的統治對馬偕醫院是助力也是阻力



新樓醫院 手術室

楊雲龍，<<南大臺南基督教新樓醫院便覽>>，1937年



新樓醫院 X光室

楊雲龍，<<南大臺南基督教新樓醫院便覽>>，1937年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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