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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這學期在社會課本中教到傳教士馬偕在淡水開了醫院、成立牛津大學堂及女學堂等，馬偕

傳教士在台灣 29 年的宣教生涯中，除了宣教之外，在醫學、教育及農業上有著巨大的貢獻。身

在花蓮的我們不禁好奇，馬偕傳教士從淡水開始宣教是否曾來過花蓮？是否有如同淡水保存馬

偕醫療宣教事蹟、建築物呢？  

 

        走在車水馬龍的花蓮市區，一棟外觀白色並由 12 根

象徵十二使徒的圓柱撐起的百年歐式建築──東部中會花

蓮港教會，別具特色的建築物不僅吸引大批旅客駐留拍

照，更吸引人們注意的是它的悠遠歷史。在內政部所公布

的宗教數據中顯示，花蓮縣三百多間教堂中，位於花蓮市

中山路的花蓮港教會最為古老，是花蓮縣最早傳入基督教

福音的起源地，更是馬偕在花蓮建立的第一間也是唯一一

間的教會。 

                                                                                                                        
                                                                                                                     圖一、與林牧師合影 

        身為花蓮人的我們，對於這間具有特色的教堂，激起了我們想要深入了解的濃厚興趣，百

年前馬偕來到花蓮短短幾天傳教過程撒下的種子，卻神蹟式的發展出豐碩的成果。花蓮港長老

教會就是馬偕傳教時撒下的種子所結成的果實，花蓮港教會傳承自昔日馬偕於新城鄉加禮宛地

區教會與信徒捐贈的土地達一千九百多坪，如今這教會又在所處的社區中帶來什麼改變及影響

呢？ 

                

         二、研究目的 

 

         ( 一 ) 了解花蓮港教會的歷史 

         ( 二 ) 探討花蓮港教會在社區扮演的角色 

 

         三、研究方法 

 

         我們透過文獻分析、問卷調查以及訪談來完成此次論文。透過研讀相關書籍、對居民的問

卷調查及牧師的訪談，與同學們統整、分析後，整理出研究的內容，形成我們的研究。 

 

          四、研究流程 

 
圖二 、研究流程 

• 上網查
詢資料 

確認主題 

• 分析討論 

閱讀書籍  
• 訪談紀錄 

探討 

實地訪談 

• 設計及分
析問卷 

問卷 
• 分析統整 

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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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研究範圍 

 

              (一)國治里 

 

         國治里因位於花蓮市中心，商店林立多元，不乏知名店家。面積約 0.294 平方公里，地

處市中心，交通便利，生活機能佳。有 444 戶在籍，人口數截至 111 年八月有 1076 人，男

性 526 人女性 550 人，含平地原住民 72 人、山地原住民 30 人。 

 

 
 

圖三、花蓮市鄰里分布圖(資料來源:花蓮市市公所) 

 

貳、正文 

 

一、花蓮港教會 

 

         我們研究團隊為了充分了解花蓮港教會的相關資料，除了網路上及書籍內的資料，也

針對教會進行訪談，分別為林道維牧師(現任花蓮港牧師)及謝立德社長(更生日報社長、花蓮

港教會會齡 60 年資深長老、其外祖父於 1934 年間曾任花蓮港教會牧師)，根據文獻探討及

訪談內容，我們整理關於花蓮港教會的歷史、建築、宣教與實踐等內容。 

 

    ( 一 )歷史： 

花蓮港教會設立歷史沿革 

 

 

 

 

 

無歷史照片 

   

1890-1910 1910-1911 1934 1949-1955 1960-至今 

加禮宛

社區 

花蓮港街

春日通 

花蓮市中山

路 263 號 

花蓮市中山

路 263 號 

花蓮市中山

路 26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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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時間 地點 設立人 建物風格 記要 

1890 花蓮加禮

宛社區 

加拿大藉牧

師偕叡理 

顏有年 

以未完成的

天公廟改為

禮拜堂 

傳教士馬偕因受平埔族青年顏有年在傳教上

遇到困難所託，於 1980 年前來奇萊，與清

朝官方交涉獲同意該地區居民得信耶穌，逐

於 1890 年 9 月 7 日將當時興建未完成的天

公廟開設為加禮宛教會，也就是花蓮港教會

的前身。 

1907 花蓮加禮

宛社區 

傳道師偕八

寶 

 因 1890 年教會開設之後，後續並沒有固定

的傳道人在此牧養信徒，以致後來教士會發

現當年從宜蘭地區移居花蓮加禮宛社（新城

鄉嘉里村）信徒，四散各處並無固定聚會場

所，於 1907 年 3 月 9 日，在平野區加禮宛

設立「加禮宛教會」，聘請偕八寶為第一任

傳道師， 牧養教會信徒，是教會設立的起

源。 

1910-1911 花蓮港街

春日通(現

花蓮市第

一信用合

作社對面) 

傳道師陳木

生 

此時期房舍

為租用 

 

後因西部地區人民遷徙定居花蓮者日眾，信

徒人數亦逐漸增多，聚會場所不敷使用，在

傳道師帶領下著手籌募建堂基金，建立永久

安固聚會崇拜的教會，於現今中山路 263 號

購置土地及興建禮拜堂，此時期之房屋為一

層木造禮拜堂(參劉約翰傳道師時期照片)。 

1934.04.11 花蓮市中

山路 263

號 

高端莊牧師 木造尖塔型

禮拜堂 

獲熱心愛主會友許願將五分土地出售，得款

三千元，悉數奉獻補助建築禮拜堂基金，使

經費免於匱乏。 

1949-1955 花蓮市中

山路 263

號 

由吳天賜、

陳瑞山進行

擴建 

木造尖塔型

禮拜堂 

主日禮拜信徒人數增加，教會座位有限，難

以容納，期間經歷二次原址擴建。1952 年 

(民國 41 年）4 月，花蓮地區發生強烈地

震，民房倒塌甚多，教會建築物亦遭受嚴重

損害不堪繼續使用。 

1961.11 花蓮市中

山路 263

號 

陳瑞山牧師 鋼筋水泥的

聖殿 

經教會小會決議重建禮拜堂，經信徒同心以

資源回收、家庭代工、販售自製品等方式努

力募款，並獲得北部大會的補助，終於

1961 年 11 月完竣，同月 29 日舉行獻堂典禮

迄今。 

  表一 、(本研究整理) 
 

  ( 二 )建築： 

 花蓮港教會的外觀是一棟歐式的建築，使用了石材最原始的顏色，洗石子的外觀，十字

架之下，有十二根圓柱的設計，象徵了舊約的以色列民族的十二支派，以及新約耶穌的十二

個門徒，，玻璃也都是透明素色的，從玻璃的花色更換，也可以看出玻璃的歷史，教堂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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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至今都沒有改變其外觀，教會外質樸的外牆刻意抹上凹凸不平的表面設計，就是不希望這

間教會有任何的政治立場，也可避免任何人在牆面上塗鴨(當時政府很喜歡在偌大的牆壁面

上，漆上反共抗俄等等的標語)。 

 

 走進教堂內，可以聞到陣陣的木頭香氣，內部沒有採用一根柱子支撐，在當時是相當困

難的一件事，因為當時的營建公司對於這麼大的空間，中間沒有柱子的工法不是很熟悉，所

以中間曾發生過一次倒塌的事件，所幸沒有人員受傷，可以說是上帝的保守，後來的建築過

程就相當順利，再沒有意外再發生。教堂內的地板猶如演藝廳般的前低後高，以便於會友能

清楚看見講台，室內音響效果相當好，能營造出優美的聲音共鳴，也因此花蓮地區在沒有文

化中心演藝廳之前，花蓮港教會就成為提供音樂表演的場所，一直到今日仍然如此，花蓮港

教會為了與社區民眾有更多的結合，舉辦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音樂活動、表演活動、演講活動。 

 

     花蓮港教會是花蓮玉里以北，歷史最悠久的教會，因為當年禮拜堂的重建，成為花蓮地

區最大的禮拜堂，也是其他教會所注目的指標，之後有許多的教會，要新建或重建禮拜堂的

時候，都會到花蓮港教會來參觀考察。在花東地區的教會中，禮拜堂為圓頂者，大多是來教

會參訪後，由原來教會的設計師提供建築圖或是拍照之後，依照此形式來設計的，例如：光

復的馬太鞍教會、太魯閣的姬望教會、長濱的長光教會(為花蓮港教會 1:1 的比例建造)、台

東東河鄉的興昌教會(為花蓮港教會的縮小版)。 
 

二、教會的宣教歷程與實踐 

 
(一)宣教士馬偕台灣東岸宣教 

 
       傳教士馬偕因受平埔族青年顏有年在傳教上遇到困難所託，加上對當時顏有年在傳福音

上的豐碩成果感到好奇，決定帶著其他學生到奇萊的加禮宛。1890 年 8 月馬偕和三位漢人牧

師從宜蘭的南方澳搭船來到花蓮，抵達時就聽到處處有人稱呼馬偕的名字，他從未到過這裡

卻有許多人知道他在北部所作的事。這時他們第一次造訪奇萊的加禮宛社區-葛瑪蘭平埔族

和原住民「南勢番」，當時村民大約 500 人知道馬偕要來都熱烈歡迎，馬偕也對他們講解聖

經內容，但是當時清朝官員不准他們信耶穌，馬偕就去軍營拜訪官員洽談，馬偕沒想到他從

沒到過這裡，結果官員看到馬偕也非常歡迎他，還請吃中餐，原來是因為有人曾經到淡水或

雞籠（基隆）找馬偕拿過藥和拔過牙齒，還有人認識艋舺的傳道師，在聽了馬偕宣傳的福音

後，就不再阻止村民信耶穌，還讚揚馬偕的傳道工作。 

                
        (二)教會對於在地宣教的觀點   

        自 1907 年設立加禮宛教會（花蓮港教會前身），1911 年花蓮市中山路現址建堂，台灣原

住民宣教之母姬望（太魯閣族）在此信主、第 1 位原住民牧師許南免（阿美族）也在此受洗，

花蓮港教會不僅是宣教的源頭，更在原住民宣教史上深具意義；近年來在牧長信徒互助合作

下，花蓮港教會秉持傳承之信念，以傳統聖樂文化為砥柱、紮根台語為理念、培訓青年服事

為意象，對內啟動童來禮拜、對外開展週末兒童營等事工，再次點燃百年教堂復興之火。 

         

     花蓮港教會的傳承信念: 

1. 以傳統聖樂文化為原則 

2. 深入台語為理念 

3. 培訓青年服事(英文 serve;service,即為服務)為傳達信息 

4. 教會內部鼓勵兒童來做禮拜 

5. 對外開週末兒童營等事工(服事神和奉他的名服事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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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已能看出教會已深耕花蓮這個原住民地區，並成為當地居民心靈上的富足及信仰中心。  

      
三、花蓮港教會與社區的互動 

為了瞭解教會與社區互動的情況，我們研究團隊特別去採訪了資深教友-更生日報社謝

立德社長，以下是我們的訪談紀錄： 

 

(一)、Q：請問社長您在這個教會多久了? 為什麼當初會選擇在這個教會呢? 您在教會的這段

期間，可以介紹現階段教會對所處社區互動情形，例如舉辦活動、講座、社區關懐等活動概

況。 

 

   我在教會已 60年，除了出國唸書，10年在國外之外，都在這間教會做禮拜。對於加入

教會，我沒有選擇，因為爸媽、祖父母均是在這間教會做禮拜。 

1.花蓮港教會的聖歌隊和弦樂團在張淑慧牧師娘帶領下，擁有優質的音樂水準，教會內 

  都曾獲得全縣小提琴及鋼琴第一、二名。樂團成員進入復興國小舉辦暑期音樂營，指 

  導學校樂團成員的琴藝更精進，今年一月二日舉行冬季音樂演奏會，聖誕節到遠百報 

  佳音和演奏；九月三日聖歌隊及樂團前往更生日報獻詩祝賀七十五週年慶。 

2.舉辦社區健康講座：七月三十日講員是門諾醫院營養科鍾慧珍主任，講題：「健康 

   食與外食技巧」。四月九日社區講座：「介紹以色列文化及敬拜讚美舞蹈」，主講是馮 

  瑞珠姊妹。 

3.關懷弱勢： 5月 8日主動廚房為幫助因工作脊椎損傷的朋友能有自主的能力，教會 

   以「購買」代替「捐款」方式幫助身障傷友有尊嚴的就業，認養夜光食堂食物，以愛 

  心支持。5月 29日花蓮黎明教養院，園內放養雞無毒乾淨產出的「好心蛋」也經常 

  在禮拜後，由會友來購買。 

4.3月 5日北區聖經講座莊信德牧師主講「應許視域下的領袖塑造」， 7月 9日舉辦 

 「靈性陪伴訓練會」由天梯夢 蔡茂堂牧師主講。 

 

(二)、Q：據初步文獻探討，我們得知社長的外祖父早期曾任花蓮港教會的牧師，更在期間

獲會友熱心奉獻建堂基金下，為花蓮港教會宣教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想請問社長對於您的

外祖父在關懐牧養會友方面，有否令您印象深刻或令人感動的事情？ 

 

   我的外公高端莊是花蓮港長老教會的第一任牧師，獲得會友熱心奉獻建堂基金，為花蓮

港教會宣教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1.1934年受封牧為花蓮港長老教會首任牧師，牧會 10年，到 1944年 9月 9日。高牧師 

  為了固守教會的聖潔，對日本軍閥推行的神道，作了正面而勇攻的抗拒，導致經常在日夜  

  受到日本警察、便衣、刑事及憲兵的跟蹤監視及偵訊，時間長達四年。又當時日本政府對 

  原住民施行與平地人隔離的愚民政策，並嚴禁對原住民傳播宗教信仰，高牧師對此禁令視 

  若無睹，仍然對原住民信仰造就特別關心，並以花蓮港教會為原住民傳教的連絡地點，將 

  聖經、聖詩傳講給原住民，因而培養了多位原住民的傳道師，並中一位就是台灣原住民族 

  教會信仰之母—姬望，在我母親高仁里的記憶中許南免、打歪及高添旺山地傳道人，姬望 

  都是在半夜躲避日本警察來教會和高牧師讀經、禱告、唱聖詩讚美神，也在其念花女時十 

  三、四歲替姬望到郵局領其傳道師薪金。 

2.高牧師這些傳講基督救世人的道，激起日本政府的反感與逼迫，日人利用夏日最炎熱的季 

  節，強迫高牧師到南埔飛機場去做超體力的粗重工作，受到百般苦難折磨下，終因不支而 

  病倒辭世，享年四十一歲。正值壯盛之年遽然而逝讓高師母鍾仁心百思不解，是神忠心僕 

  人為主傳講福音神怎能接他離開人世，此錐心之痛無法釋懷，尤其還有四位年幼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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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以淚洗面埋怨她所倚靠的神，1944年底美軍機轟炸花蓮，在躲避的航空塚裡，當每 

  天讀經禱告，燈光一滅一閃時翻開聖經，竟然是以賽亞書第五十七章第一節「義人死亡， 

  無人放在心上，虔誠人被收去無人思念，這義人被收去是免了將來的禍患。」我祖母一百 

  個問號，一千個疑問，頓得釋懷，於是她跪下來感謝神。 

 

註：一百年前馬偕博士帶著三位門徒和六位平埔族基督徒利用十二尺舟沿著海岸到花蓮訪問

加禮宛,將尚未完成的天公廟改為禮拜堂，這是花蓮宣教的源頭，1907年正式設立加禮宛教

會，偕八寶成為第一位傳道師。 

 

(三)、Q：社長小時候應該也多參與在花蓮港較活動，可否約略介紹當時花蓮港教會結合社

區、學校及其他團體舉辦的活動有哪些?和今時比較，你覺得教會在社區所扮演的角色上是

否有所不同? 

 

        小時候有聖誕節到會友家裡報佳音，我們家是大戶也是各分支報佳音最後集中報佳音的

一戶，爸媽守到十二點準備熱食點心，給飢腸轆轆的年輕人得以補充，大家都非常歡喜的回

家睡覺。現在的方式則是，牧師、聖歌隊教友到街頭、到遠東百貨報佳音唱普世歡騰，分享

耶穌基督為我們誕生的喜悅，走入社區到各角落讓更多人認識神來信主。 

    教會在各時代均在做不同的愛心社會關懷，聖經上說：「要愛你的鄰舍如同自己。」花

蓮港教會秉持基督的信仰，不時的走出教會關懷憂傷的、病痛的這些弱小的需要；聖經說:

「你們右手做的不需要讓左手知道。」教會百年來總是「默默」的、靜靜的去做。 

    四十年代大多數人知道教會，是因為有奶油、麵粉可以溫飽肚子，漸漸的物資環境改善

了，但精神生活卻是貧乏，教會的功能也跟著轉型為陪伴、慰問與扶持。1999年 9月 21日

台灣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一天之中 1832人死亡，上萬棟房屋倒塌，許多民眾露宿戶

外街頭。花蓮港教會組織了一支關懐隊伍，在劉忠信牧師帶領下前往台中東勢投入救災關懐

行列。他們做的是把老人家夜裏排放尿桶清除、保持環境清潔衛生；用餐時，把「中央廚房」

的便當送到組合屋的各戶中，溫飽之餘陪伴渡過心靈的憂傷苦痛，鼓勵他們剛強壯膽，上帝

不會棄他們不顧。再者，當年桃芝颱風侵襲花蓮，教會會友到土石流淹沒的光復鄉大興村去

關懐。連著三年聖誕節，基督教女青年會把獨居老人接到教會，由有醫師背景的會友為老人

義診、看牙、復健、按摩、檢測血糖、提供豐富的愛餐及精采的表演，連當時的王慶豐縣長

看了都非常感謝，說教會做了政府做不到的愛心行動。 

 
四、問卷的設計與分析 

        為了解社區民眾對花蓮港教會的認識與否，我們研究團隊設計出一些題目第 1、2、3 題

為填答者資料；第 4、5、6 、9 題是對花蓮港教會認識之程度；第 7、8、10 題是對花蓮港

教會的喜好程度。 

題目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你的宗教 基督教 67 51.10% 

  天主教 2 1.50% 

  道教 19 14.50% 

  佛教 12 9.20% 

  一貫道 1 0.80% 

  民間信仰 22 16.80% 

  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8 6.10% 

二、填答者基本資料統計表 

題目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您的年齡 18 歲以下 17 13% 

  18-25 歲 13 9.90% 

  26-35 歲 7 5.30% 

  36-45 歲 28 21.40% 

  46-55 歲 51 38.90% 

  56-65 歲 8 6.10% 

  65 歲以上 7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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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採隨機抽樣調查，以花蓮港教會周邊街道出發，其中包含路人、商家及花蓮當地人為

調查對象，有效樣本數為 131 份。 

 

花蓮港教會的認識程度 問卷分析 

 

根據問卷統計

分析有 51.1%超

過半數的受訪

民眾曾經進入

過 花 蓮 港 教

會。 

 

根據問卷統計

分析有 52.7%超

過半數的受訪

民眾知道花蓮

港教會是花蓮

歷史最悠久的

教會。 

 

曾聽說過花蓮

港教會舉辦過

的活動，以平

安夜報福音最

多 人 知 道 佔

73.3%，其次為

樂團表演及社

團活動與健康

講座、音樂會

各佔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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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 34%的受

訪民眾知道花

蓮港教會建築

上的 12 根圓柱

的代表意義。 

花蓮港教會的喜好程度 問卷分析 

 

最喜歡花蓮港

教會舉辦的活

動，以平安夜

報福音最多人

喜愛佔 58.8%其

次為樂團表演

佔 39.7%及社團

活動與健康講

座、音樂會佔

34.4% 

 

花蓮的教會以

花蓮港教會最

為人所熟悉佔

55%其次為博愛

浸信會 35.1%，

應該是受訪民

眾所在地區的

關聯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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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民眾喜歡

花蓮港教會的

原因最多人的

選擇是建築外

觀佔 55%，其

次是歷史悠久

45.8%，拍照景

點 39.7%。 

 

                                           表三、問卷題目分析表(本研究整理) 

 
參、結論 

 

      透過這次針對花蓮港教會在社區的角色及宣教實踐的研究中，讓我們對這所百年傳承的

教會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做為花蓮縣最早傳入基督教福音的發源地，花蓮港教會不僅是宣

教的源頭，更在原住民宣教史上深具意義。本次研究透過訪問教會現任牧師、教會的資深長

老及問卷調查等方式，經過分析整理所得資料得到以下結論： 

 

一、從問卷分析中得知超過半數的受訪者曾經到訪過花蓮港教會或知道該教會是花蓮歷史最

悠久的教會。其次受訪者中熟悉花蓮港教會所舉辦的活動中依序為報佳音、樂團表演、

社團活動與健康講座等三項最廣為人知。因此，花蓮港教會這所具有百年傳承教會承接

了歷任牧長的宣教使命，近年來在牧長及信徒互助合作下，以傳統聖樂文化為本、培訓

青年、兒童服事為意象，對內啟動向下紮根的信仰教育、對外開展週末兒童營、樂團音

樂傳福音的活動，透過社區關懐的方式，成為所在社區的好鄰居，肩負百年傳承的宣教

使命上，展現出跨時代的特色。百年前，宣教士馬偕在花蓮傳教時撒下的福音種子-花

蓮港教會，如今業已開花結果，如同花東地區的一條生命河，河水漫延所到之處便有教

會、社區及民眾同受福音的好處，結實纍纍，成果豐碩。 
 

二、我們這次透過與花蓮港現任林牧師維道的訪談中，瞭解了現階段教會的宣教策略已經由

「將人吸引進教會」逐漸改變為「讓福音走出教會、主動進入社區」。因此自 2015 年起

花蓮港教會便善用地利，成為傳福音的基地，首先將外圍欄杆變矮，敞開大門擁抱信徒、

民眾及過往旅客，讓教會不再只是週六、日的聚會所而已。迄今，花蓮港教會不僅成為

信仰造就的上課場地，在平時亦是台灣基督教福利會食物銀行關懐站、旅客最佳廁所首

選；失智老人關懐據點。教會在各時代均在做不同的愛心社會關懷，聖經上說：「要愛

你的鄰舍如同自己。」花蓮港教會秉持基督的信仰，在憂傷的人、病痛的人、弱小的人

身上，看見教會的責任，在所在的社區中扮演了好鄰居的角色。在本次問卷分析中，在

花蓮的眾教會中，以花蓮港教會最為人所熟悉，佔 55%為最高，可以得到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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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 

 

       花蓮港教會深耕花蓮福音拓展工作甚久，在本次研究調查中顯示已獲得相當亮眼的成果。

然而在受訪者中顯示仍有接近 40%的受訪者未曾聽(到)過教會，或未曾參加過教會相關活動。

或許花蓮港教會秉持聖經教導:「你們右手做的不需要讓左手知道」，因此教會百年來總是

「默默」的、「靜靜」的去做。因而造成不廣為人知的遺憾。隨著資訊化浪潮的來臨，各式

社群媒體、自媒體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普及且廣為現代人所使用，教會應該搭上時代科技的

浪潮，結合科技與媒體等工具，透過網路將福音、社區關懐活動的訊息及相關成果發布，讓

更多所在社區的民眾、花蓮各鄉鎮的鄉親，乃至全國皆能瞭解該教會的事工、活動，讓福音

能更迅速、有效的深入各年齡層、各家庭中，完成教會的宣教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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