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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馬偕日記》	
胡其瑞*	

	 	 馬偕博士（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是加拿大長老教會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PCC）的宣教師，於1871年來台進行傳教工作，

於1901年因為喉癌過世於臺灣，對於台灣基督新教（以下簡稱基督教）的發展

是極為重要的人物。馬偕自稱漢名為「偕叡理」，但是一般人叫習慣稱之為「馬

偕博士」，在清代的《淡新檔案》中則稱之為「偕教士」（杜協昌、項潔，2009）。

《馬偕日記》的紀錄始於1871年終於1901年的2月，在這大約三十年的日記

中，記載了馬偕在台宣教的許多事蹟、人物、宣教的地點，以及馬偕的心境。

史學研究一直以來就相當重視以日記作為一手史料，誠如連玲玲所言，日記

研究之所以受到關注，「不但因為它是『當時人記當時事』的一手材料，更因

為它所具備的私密性，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真實性，是『歷史研究的頂級材料』，

且是『一種重要的史料形式，或以文獻濟日記不足，或以日記證檔案之真偽。」

（連玲玲，2014：50）	

	 	 《馬偕日記》原文共計12冊，以英文寫成。原稿原由馬偕的孫輩保存。

後轉交給臺灣基督教長老會的陳宏文牧師，於1996年捐贈給真理大學淡水牛

津學堂的「馬偕文物紀念館」典藏（陳宏文，2007：189-193）。《馬偕日記》是

馬偕的手稿，時間開始於1871年11月1日自舊金山啟程，終於1901年2月12

日，當中1883年的日記已經亡佚。	

	 	 《馬偕日記》的數位化工作由真理大學在國家數位典藏計畫的支持下完

成於2002年，並完成了英文版與漢譯版的電子全文打字且將資料建置於「真

理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馬偕與牛津學堂資料庫」中（真理大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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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真理大學馬偕與牛津學堂資料庫頁面圖	

其後，《馬偕日記》的編輯團隊「為更真實呈現馬偕原文書寫內容，還原、勘

誤、補足史料紀錄原貌，歷經多年判讀校訂」，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

輯出版（偕叡理（著），吳文雄等（編校），2015），並於2019年將電子版建置於

該所的「臺灣日記知識庫」中，總計10,284篇，約29萬餘字（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2019）。	

	 	 「臺灣日記知識庫」採用的是「維基百科」（Wikipedia）的模型，將《馬

偕日記》以「日」進行分頁，可從年、月、日等階層逐層點選，至頁的層級

即可進行閱讀。同時也在頁面中呈現「當月日期」，使用者可直接點選當月日

期即可進入該日的日記，並可一併瀏覽該日日記手稿的影像。其頁面如下圖

二所示：	

	

圖二	 	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馬偕日記」頁面圖	

	 	 本計畫所使用的文本是則由真理大學授權，玉山社出版、王榮昌牧師等

人所翻譯的《馬偕日記》中譯本（偕叡理[Rev. George Leslie MacKay]著，王榮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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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譯，2012）建置資料庫。本資料庫的建置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110年度補助學術研究網站」補助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

學研究所負責建置，並由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提供技術支援。	

	 	 計畫主持人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胡其瑞，資料庫

的文本清理與轉檔處理皆搭配110學年度其下學期該所開設的「數位資源與

歷史學專題研究」課程，修習該課程之研究生有：何智穎、李苑珊、姚儀均、

莊旻晃、莊詔硯、許勝睿、黃閔謙、趙昱瑋、賴嘉鴻（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皆為本資料庫的共同協作人員。	

我們期望跳脫傳統線性閱讀的方式，針對日記類的文本，以鳥瞰式的「遠

讀」（distant reading）觀點，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進行大量文本的觀察與分

析。希冀能拋磚引玉，讓人文研究無論在方法上或議題上都能在數位科技的

協作下有更多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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