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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部的發展
文／溫振華（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問：請問臺灣開放為通商口岸後，

基督教傳教士從南北來臺傳教，南以馬

雅各，北以馬偕為著。中部基督教的傳

教情形如何？

答：中部基督教的傳播，可分以下

兩大階段：

第一階段以神岡大社為中心的傳

教，在中部基督教傳教史上具有關鍵的

意義，其涉及的層面有中部平埔族社的

遷移、洋商至中部貿易，以及基督教的

醫療傳教。

1823年，中部平原地區的平埔族

社陸續遷移埔里盆地，透過合股方式從

事計畫性的墾殖。移墾之初，移民與西

部原鄉仍有往來。1870年9月，居今南

投縣埔里鎮愛蘭臺地的烏牛欄社人（原

鄉在今臺中市豐原區烏牛欄）潘開山武

干，打獵時因槍枝走火造成重傷，從埔

里被抬至今臺中市神岡區大社的親家潘

交根阿打歪尋求治療。

臺灣開港後，有洋商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在大甲設商館從事貿易。

他與大甲鄰近的岸裡社總通事潘國恩熟

識，因此介紹兩位岸裡大社青年擔任信

差。這兩位大社青年經常來往中部與臺

南府城，得知臺南有醫術高明的馬雅各

醫師，乃將潘開山武干帶到臺南治療。

基督教以醫療傳教，潘開山武干在

治療期間，得以接觸基督教教義，並深

受感動與喜悅。回到埔里後，馬雅各的

醫術與基督教的福音，在埔里巴宰族平

埔部落間傳開。不久，埔里牛眠山社人

因眼疾也在潘開山武干推介下來到府城

就醫，並告知馬雅各埔里有多人相聚讀

經。1871年4月，馬雅各乃決定到埔里

傳教。

神岡大社是巴宰平埔族人進入埔里

的前哨站，馬雅各在大社停留期間，即

在大社傳播福音，後再前往埔里。1871-

1872年間，馬雅各先後在大社，以及埔里

之烏牛欄、大湳、牛眠山建立基督教會。

潘交根阿打歪是神岡大社最初受洗者之

一，其住宅即為大社教會最早的聚會處，

從基督教中部傳教史看，該宅第具有文

化資產中歷史建築的意義。

基督教由神岡大社教會向外擴散，

神岡教會、豐原教會、后里墩仔腳教會

的成立，皆與大社基督徒有關。綜言

之，中部第一階段基督教的傳播潘開山

武干是關鍵人物。

第二階段則始於1895年梅監霧牧師

與蘭大衛醫師，由臺南到中部的拓展。

從臺中教會向周遭的大里、烏日、霧

峰、西屯、大雅、彰化擴展。

透過以上兩階段的發展，可觀察基

督教在中部發展的大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