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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上、外海、五島列島的吉利支丹在領導者的率領下，遵循巴斯蒂安曆（於1634年配

合日本舊曆編成的教會曆）一同慶祝節日、按日斷食，以及實施洗禮及送葬等儀式。不

少有關宗教教義的書籍仍保存至今，例如編纂於1603年，教導信徒在無法向傳教士告解

時如何獲得上帝恩赦的《こんちりさんのりやく》（Konchirisan no ryaku），以及講述聖

經故事的《天地始之事》（成書於1829年前）等。 

不僅如此，在外海地區，流傳著以傳授教會曆而知名的日本傳教士——巴斯蒂安所留

下的四則預言。分別是①七個世代後，吾子之靈魂將獲得救贖，不再受苦；②「聽罪司祭」

將搭乘巨大黑船前來，令信徒每週都可告解；③未來無論身在何處，人人皆可高唱吉利

支丹讚美詩；④若在外遇見異教徒，對方會為你讓路。耐人尋味的是，歷經七個世代，

這則預言於1659年巴斯蒂安殉教後約230年後得以成真。 

 

異宗一件（浦上大規模舉報事件） 

潛伏吉利支丹的信仰型態因地區而異，唯有致力隱藏信徒身分這點完全一致。與此同

時，幕府方面並不處罰未表明信仰的潛伏吉利支丹，而是採取幾乎默認的態度。正是基

於這種微妙的平衡，潛伏吉利支丹方與神道教及佛教等日本既有宗教共存，久而久之，

其傳統才得以延續並傳承下來。 

浦上曾居住著眾多潛伏吉利支丹，18世紀末以來，不少人被密告而屢遭取締。不過他

們的罪狀並非以吉利支丹的身份，而是憑更籠統的「異教徒」之名義遭懲處。 

比如1790年，庄屋（相當於現今的村長）高谷永左衛門向長崎奉行所告發浦上村山里

的19名村民有吉利支丹之嫌。不過為了避免事態升級，他們並未被正式認定為吉利支丹。

此事件稱為「浦上第一次大規模舉報事件」。1839年，浦上發生第二次大規模舉報事件，

雖詳情不明，但舉報與釋放的過程似乎與第一次無異。 

然而到了1856年，浦上發生第三次大規模舉報事件。城之越的醫師片岡舜民父子，以

及身為帳方的吉藏等浦上的潛伏吉利支丹領袖們被密告後，陸續遭到逮捕和嚴刑拷問，

不少人因此死於牢中。儘管如此，此事最終卻只被輕描淡寫地歸為所謂的「異宗一件」。 

當浦上發生第三次大規模舉報事件之際，負責調查帳方吉藏的「第113代長崎奉行・駿

河守」——岡部長常，留下了當時潛伏吉利支丹信仰生活的詳細記錄。浦上家家戶戶藏匿

的白瓷瑪利亞觀音及金屬製「依納爵」（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等雕像均在此時被

沒收。 

 

（圖１） 

《雪之聖瑪利亞》（來自外海） 



17世紀初期 

（日本二十六聖人紀念館） 

 

（圖２） 

《瑪利亞觀音》 

17世紀左右 

（禪宗曹洞宗天福寺） 

 

相傳 1856 年，第三次大規模舉報事件發生之時，浦上的吉利支丹將此雕像移至深堀

領樫山的天福寺以保安全。而對於吉利支丹的信仰，天福寺則採取默認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