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户的圣地与村落 

 

平户的基督教 

 

1550年，长崎县平户市平户港， 

迎来了首艘来日的葡萄牙船。 

 

西洋文化，就此随葡萄牙人传入日本。 

 

建有荷兰商馆的街道上， 

尚有一丝当时的贸易情怀。 

 

彼时的日本与西方往来频繁，贸易兴盛。 

然而进入平户的却不仅仅是商品。 

 

基督教也随之传入。 

 

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为传教而造访平户。 

 

第 25代平户藩主松浦隆信，认为传教有助于贸易， 

因此应允耶稣会传教士进行相关活动。 

 

此外，松浦隆信还准许家臣笼手田安经， 

以及其弟——一部勘解由改信基督教。 

 

二人皆是虔诚的基督徒， 

曾劝说领地内的居民一同改信基督教。 

 

平户，就此成为 

日本第一片基督教蓬勃发展之地。 

 

然而，这段繁荣并未持续太久。 

 

1587年，一统天下的丰臣秀吉， 



颁布《伴天连追放令》，将基督教神父驱逐出境。 

 

平户藩主松浦隆信， 

却仍对基督教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 

 

然而，1599年松浦隆信逝世后， 

打压平户基督教的行为日趋严重。 

 

不止平户，整个长崎，乃至全日本的吉利支丹 

接二连三遭到处决。 

 

名为“潜伏吉利支丹”的群体，表面上信奉佛教及神道教， 

暗中却坚守着基督教信仰。 

 

这里再现了潜伏吉利支丹实践信仰时的场景。 

房间里摆着神龛，起居室里放着佛坛…… 

 

……不过，在不起眼的储藏室中， 

却装饰着吉利支丹的信仰圣器。 

 

这些是关于基督教圣画的挂轴， 

以及一种起源于鞭子的驱邪净化之工具。 

 

这些瓶中盛放的是圣水。 

 

潜伏吉利支丹不仅供奉这些物品， 

还会咏唱名为“Oratio”的吉利支丹祈祷文。 

 

在没有传教士的约 250年间， 

信仰被秘密地代代相传。 

 

幕府末期，日本开放国度， 

外国神父得以重启天主教的传教活动。 

 



1873年，基督教终于解禁。 

 

许多潜伏吉利支丹重返天主教的怀抱， 

重新开始宗教活动，兴建教堂。 

 

不过，也有吉利支丹选择不回归天主教， 

继续维持禁教时期的古老信仰方式。 

 

这些人被称为“隐匿吉利支丹”，保有着特殊的信仰。 

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教会，也同时信仰佛教和神道教。 

 

平户的基督教与隐匿吉利支丹， 

是值得全世界了解的重要历史。 

 

吉利支丹在失去传教士的 250年里， 

未曾放弃信仰，而是一同坚守并加以传承。 

 

吉利支丹的历史弥足珍贵， 

是无可比拟的一段传奇。 

 

随着出生率的降低、社会结构的变化， 

隐匿吉利支丹的人口正急遽减少。 

 

平户的基督教历史充满坎坷，却蕴含深意。 

 

坚守禁教时期古老的信仰形式， 

以及基督教复兴后，天主教信徒兴建的教会等 

 

恰恰印证了信仰与宗教的重要性。 

 

先人相传至今的历史与文化， 

从今以后，理应由我们继续承袭与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