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仙溫泉的宗教歷史：對吉利支丹的鎮壓 

 

這座十字架建於明治時代（1868-1912），為紀念 17世紀上半葉在雲仙滾燙的「地獄」

溫泉慘遭殺害的 33 名「吉利支丹」（16 世紀至明治時代期間的日本基督教徒）殉教者而

立。 

基督教在 16 世紀中葉首次傳入日本，數十萬的日本人皈依了這一新的宗教信仰。但

到了 1580年代，基督教被視為誘騙民眾背棄本土信仰、導致西方入侵與殖民統治的邪教。

在 1587年禁止傳教士宣教的僅 10年後，長崎的 26名吉利支丹被處死。數以萬計的吉利

支丹被迫放棄信仰，只要不服從，便會遭受酷刑並被處死。 

1616年，松倉勝家（1598-1638）取代皈依基督教的有馬晴信（1567-1612）成為大名

（大領主）。之後，島原半島上演了基督教在近代日本史上的最後篇章。當時，松倉勝家

為建造新城郭向農民課以重稅，並對當地的吉利支丹實施了嚴厲打擊。民眾的憤怒和怨恨

日漸高漲，1637年 12月，一場飢荒最終引發了「島原・天草起義」。幾乎整個半島的居民

都武裝起來參與抗爭，包括浪人（失去領主的武士）和來自天草群島的吉利支丹農民。然

而，幕府從九州各地調遣了逾 12.5萬大軍前來平息叛亂。1638年 4月，數萬吉利支丹男

女老少被處死，此場起義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