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縱然被迫改信佛教，仍有多數潛伏吉利支丹維持信仰 

 

島原-天草起義震驚了幕府，遂於1639年全面禁止葡萄牙船隻停靠日本，並實施鎖國

策略。平戶的荷蘭商館也被遷至長崎的人工島「出島」，不過由於與天主教對立，荷蘭的

新教徒隨即取代了葡萄牙人，成為日本的新貿易夥伴。 

1617年至1644年期間，共有75名傳教士與超過1000名日本吉利支丹被處死。幕府的打

壓日益嚴苛，甚至要求人們踐踏聖畫及勳章等聖器（此一儀式稱為「踏繪」），藉以清查

吉利支丹。除此之外，信徒亦被強迫改信佛教，記錄在「宗門改帳（宗教調查簿）」之中，

由寺院管理。即便如此，仍有許多基督徒秘密堅守基督教信仰。 

在嚴峻的禁教環境中，1642年及1643年秘密入國的10名傳教士遭捕。隨著留在日本的

最後一名傳教士小西曼西奧於1644年殉教，由沙勿略起頭的傳教士與日本人交流活動就

此告終。然而透過秘密傳承信仰的潛伏吉利支丹，沙勿略傳入的宗教之火並未熄滅，相

反歐洲的影響力卻持續遺留於此。 

（插圖：庄司好孝） 

 

年表 

1543 葡萄牙將火繩槍傳入日本。日本與歐洲文化首次交流 

1549 聖方濟各·沙勿略登陸鹿兒島 

1550 首艘葡萄牙船入港平戶，為「南蠻貿易」之始。基督教傳入長崎 

1563 大村純忠於橫瀨浦受洗 

1571 長崎開港 

1579 亞歷山德羅·范禮納諾赴日 

1580 長崎成為耶穌會領地 

1580 有馬晴信於日野江城受洗 

1580 有馬地區興建神學校 

1582 天正遣歐使節從長崎出發 

1584 天正遣歐使節晉見西班牙國王 

1584 有馬晴信捐贈浦上村給耶穌會 

1585 天正遣歐使節晉見兩名羅馬教宗 

1587 《伴天連追放令》發布 

1597 包含六名外國修士在內，共 26名信徒殉教 

1603 江戶幕府成立 



1614 江戶幕府發布基督教禁教令 

1637 島原-天草起義爆發 

1644 最後的傳教士殉教。日本國內從此無神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