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教與秘密傳承信仰 

 

傳統與地區社會的習慣發展出日本特有的信仰型態 

儘管遭受嚴厲打壓，直至17世紀中期，潛伏吉利支丹仍存在於日本全國各地。然而到

了1650年代與60年代，幕府於郡（長崎）、豐後（大分）、濃尾（岐阜、愛知）實行了

一連串清查與處死吉利支丹的行動，使大部分潛伏吉利支丹僅殘存於長崎地區。 

在指導者的引領下，潛伏吉利支丹依據教會曆的宜忌日進行洗禮及送葬等活動。由於

沒有教堂，他們只能秘密聚集於指導者「帳方」及「水方」的家中進行禱告及儀式，並對祖

先的殉教地及墓地進行朝拜。 

在信徒的默默守護下，此一信仰也逐漸受到日本傳統文化影響。如16世紀傳入的拉丁

語及葡萄牙語的祈禱詞（Oratio）發音便受到信徒的口音影響；在世代傳承中，部分祈

禱文及儀式也受民間信仰陶染而產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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