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者的話 黃海的哀傷與麥種的熱辣 周志豪牧師 
 

  威廉‧麥肯茲(William John McKenzie,1861-1895)曾在加拿大的家鄉
邊求學，邊參與了半年的跨省宣教。宣教地是加拿大近北極的拉布拉多
(Labrador)省。可愛溫順，沒攻擊性又知商高的拉布拉多導盲犬就是源自那
裏。1893年，麥牧師以獨立宣教士的身分來到朝鮮。他為了認真融入朝鮮人
的生活裡，嚴格要求自己穿韓服、吃簡單的韓食、睡韓式火炕，少與西方人
接觸。1894年聖誕節，元杜尤師母(Lillias Underwood)從首爾寄了一箱自
製麵包、蛋糕和罐頭水果，正是可以趁機給自己一個「補身」並「獎勵」，但
他將這些禮物分給了農村的韓國孩子們。理由很簡單，他說若是吃了可口的
美食，自己就不可能回到簡樸的韓式生活了！ 

 
  他與當地人的距離拉近了，信徒自費以 80日時間，建築了一所有 250座
位的韓屋教堂，成為韓國史的創舉。他開辦的學校也由 1895年的 10個學生
增至五年後的 50 個學生。在家鄉新斯克舍省(Nova Scotia)的未婚妻路易絲‧
麥可麗(Louise McCully,1864-1945)，一直是麥牧師的支持後盾。當年長老
會差會沒有足夠預算不能差派他，他們就自己組織小差會(Berachah Mission)
給麥肯茲辦差遣禮。這也成了麥牧師在韓國極度節儉的見證，他的生活開支
與當地農民沒分別，每個月 7美元；而他抵達松川地區時，總財產是 800美
元。 

 
  當年宣教難題是疾病和戰爭。1895 年 6 月 23 日早上，可能因為病患折
磨、情緒低落，他用自己的槍對著頭開動板機，結束了生命。是的，他自殺
了；而且就在他事奉的蘇來教會旁，那正是禮拜天。這位在朝鮮傳教共有 559
日的傳教士，三十四歲離開人間，給後人的心靈留下深刻的記憶。記憶深刻
是因為蘇來教會(漢字為「松川教會」)是韓國歷史的第一間基督教自立教會，
由在東北信主的徐景祚長老(1852-1938)，於 1883年在鴨綠江南岸的黃海道
(省)建立。麥牧師離世後十天，7 月 3 日舉行獻堂禮拜，人們將成功歸功於
麥牧師。 
 
  1900年，路易絲跟隨未婚夫的腳蹤，從中國轉到韓國宣教，她的婦女神
學教育在四十年間培育了二百多人。1903 年，她姊姊以利沙伯(1862-1941)
出版了麥牧師的傳記《一粒麥籽》(A Corn of Wheat, or the Life of Rev. 
W. J. McKenzie of Korea)，我們可從網上免費閱讀。 
 
  我們要留意，他是 1894至 1895年到韓國；那正是中日甲午之戰在朝鮮
和黃海海域爆發的時候。傳教士在戰火之地，所面對的生命安危和壓力不是
外人能知道的。醫生說，麥牧師的不幸是因為「孤離和遠離同儕」導致的
(isolation-exile theory)。他在給好友柏畢特(Bobbitt)的信裡說：週末來
到海邊，黃海的對面是中國，海浪沖洗著雙腳，眼裡卻充滿淚水，他想起家
鄉的往事、親人和老朋友。然後說：「我以為回到了家鄉…從未有這種感覺…
我想大海了解我。」 
 
  多愁善感的人，留下另類的貢獻；遠方的一粒麥籽，也會激發我們，即
使相隔了 1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