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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新式產婆與基督教的關係 

黃子寧 

摘 要 

本文探討日治時期興起的「新式產婆」行業，和臺灣基督長老教會之間的淵

源與關聯，以及女信徒成為新式產婆後，對教會、家庭和自身產生之影響，指出信

仰與特定職業的關係。晚清到日治初期，女信徒透過外國女醫、女宣教師和教會

醫館，提早接觸到西醫式的助產術，成為接受新式助產術的第一批人。1906 年，

當總督府設立助產婦講習所，培養臺籍助產婦時，教會鼓勵女性信徒進入講習所

接受訓練，因此早期許多臺籍助產婦出身信徒家庭，她們不僅是最早的本地助產

婦，還透過助產婦例會分享接生經驗，幫忙醫界累積對臺灣婦女妊娠和生育情形

的認識。1923 年後，社會日漸接受新式助產，新式產婆的專業和高收入，既有利

於女性信徒的個人獨立，也有助於改善教會傳道者的家庭經濟，文中舉出李招治

和李秀賢兩位新式產婆作為例證。信徒之間常見產婆職業母女代間相傳，或「醫

師與產婆」、「傳道者與產婆」婚配模式的現象，顯示新式產婆已成為女信徒主要

的職業選項之一。不過，自 1930 年代起，南部教會對於牧師娘是否能擔任新式產

婆，出現異議，從積極鼓勵女信徒「助產宣教」，逐漸變成擔憂女信徒的職業會妨

礙宣教。具備牧師娘身分的女信徒，從日治時期起，即必須要在傳教工作和個人

職涯間做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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