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利支丹”受难之始：丰臣秀吉至德川幕府初期 

 

丰臣秀吉与伴天连追放令 

1549 年，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赴日，基督教就此于日本萌芽。新宗教在日

本飞速盛行，然而当时渴望一统日本的丰臣秀吉，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于 1587年颁布

了将基督教神父驱逐出境的命令——伴天连追放令，并禁止民众信仰基督教。1588 年，

丰臣秀吉将长崎、茂木、浦上三地划为直辖领地，而这三地曾被大村纯忠、其子大村喜

前，以及有马晴信赠予耶稣会。 

1596 年，西班牙船“圣菲利普号”漂流至日本。当时有谣传称，基督教四处传教，实则

是为了日后的武力侵略布局。听信于此的丰臣秀吉于 1597年 2月在长崎西坂处决 26名

天主教徒（该事件后被称作“日本二十六圣人之殉教”，死者包含方济各会与耶稣会的传

教士及信徒）。然而，鉴于之后丰臣秀吉仍然持续保持着对欧洲商贸往来的积极态度，

造成禁教令未能彻底实施，因此禁教后尚有不少传教士暗中继续传教。 

 

德川幕府与禁教令 

丰臣秀吉于 1598 年离世。1603 年，身为秀吉后继者的德川家康开启了江户幕府，他

最初亦为了商贸而容忍基督教的存在，此一做法与丰臣秀吉无异。从此日本基督教徒持

续增加，巅峰时期甚至超过 30万人。 

1610年 1月，有马晴信向葡萄牙船“慈悲圣母号”发起攻击。之后的 1612年更是发生了

与吉利支丹大名相关的阴谋事件（冈本大八事件等）。德川家康于 1605年退位，后继的

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因前述种种事由在处理基督教问题上更加谨慎。1612 年，德川秀忠

针对江户及京都等幕府的直辖领地颁布禁教令；随后的 1614 年，日本全国全面禁止信仰

基督教。从此，日本的基督教徒便步入了一段漫长的受难岁月，直至约 260 年后禁教令

解除为止。 

 

（图片说明） 

（图 1） 

大村纯忠是首位吉利支丹大名，就任期间曾准许长崎开港。1571 年，共两艘葡萄牙船

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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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597年，日本二十六圣人于长崎西坂殉教。殉教者于 1862年被封圣。 



《日本的殉教者们》1628年 

（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 

 

（图 3） 

耶稣会的传教士（左侧着黑衣者）与方济各会传教士（左侧着灰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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