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2月(4)  馬禮遜(四)：反思馬禮遜的生命 

 
 
宣教與受僱：再思上帝的供應 

當時和現在的批評者都質疑馬禮遜與東印度公司的關係是

否明智。雖然承認馬禮遜一直在為受僱於東印度公司所帶來的沉

重的工作負擔而苦惱，也承認他對與一個既不以福音也不以中國

人的利益為重的企業聯繫在一起而感到沮喪，但也有人從表面上

接受了馬禮遜的信念，即他別無選擇，只能把為該公司服務作為

他在中國的主要生活來源和唯一合法的生活手段。 
 

然而，這兩個方面都受到了質疑。難道馬禮遜不能像其他

傳教士一樣，依靠倫敦傳教會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嗎？更重要

的是，在中國居住本身有必要嗎？他的同事威廉-米爾恩（

William Milne）在廣州與馬禮遜共事了很短的時間後，繼續在

馬六甲從事翻譯、佈道和教育工作，遠離了清朝秘密警察的窺

探。其他的人也遵循著

同樣的路線，在東南亞

眾多的華人人口中勞作

了幾十年，直到兩次戰

爭後西方列強強加的條

約，轟然打開了中國的



大門，讓商人和傳教士都可以居住。 
 
宣教與家庭婚姻可以並存嗎？ 

把自己束縛在東印度公司，意味著馬禮遜不得不與妻子分

居半年；迫使他在晚上做翻譯，使他的健康受到影響；從那時起

直到現在，他和西方傳教運動都受到鴉片和砲艦的玷污。 
 

馬禮遜為了獲得在中國的合法居留權，附在東印度公司

裡。當他的第二任妻子艾麗莎去世時，他留在廣州，再也沒有見

到她，目的也是一樣--死在中國。但這種對在中國實際存在的執

著有必要嗎？其他人則從封閉的中原王國的外圍好好工作。 
 

在「更高的使命」的名義下，馬禮遜和一些追隨他的人常

常忽略了他們深愛的妻子和孩子。有些人想知道，如果羅伯特-

馬禮遜完全依靠財政供給通過倫敦傳道會來實現，他是否可能活

得更久，是否可能完成更多他認為的主要使命。 
 

這些批評都不影響人們的共識，即馬禮遜是一位偉大的基

督教傳教士，他的成就使他在中國基督教歷史上贏得了持久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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