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馬，基督教的一大傳教據點 

 

當時的日本劃分為眾多領地，由各地領主「大名」負責管轄。在九州地區，為了貿易利

益而接納傳教士的大名不在少數，其中亦有大名因此成為虔誠的基督徒。改信基督教且

支援傳教士傳教的大名被稱為「吉利支丹大名」。九州最知名的吉利支丹大名有四人，分

別為大村純忠、有馬晴信、大友宗麟、小西行長。 

亞歷山德羅·范禮納諾神父是負責視察亞洲傳教活動的耶穌會視察員，其於1579年首度

赴日時，與長崎地區的大名有馬晴信相遇。范禮納諾隨後在有馬家的居城「日野江城」為

有馬晴信進行洗禮。即使豐臣秀吉於1587年實施《伴天連追放令》之後，有馬晴信仍積極

接納傳教士，令有馬地區成為一大基督教傳教據點。 

當時許多吉利支丹大名領地的居民皆仿效領主，一同改信基督教，長崎地區也因此興

建了不少教堂。有馬、長崎、浦上、天草等地紛紛開設神學校及神學院，歐洲的繪畫、

音樂、印刷技術等文化亦隨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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