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岛天主堂（国家重要文化财） 

 

黑岛天主堂落成于 1902 年，由法国神父马尔芒设计及指导。通过当地天主教徒的捐

款捐工，这座局部木造的红砖教堂终得以建成。当时此教会的规模相当庞大，拥有三层

构造（连廊、第三层拱廊、天窗），亦对日后的日本教堂建筑形式产生了影响。教堂内

保留着许多当时的备用品，如马尔芒神父亲自制作的宣经台等。除了举行宗教仪式的时

段外，教堂通常情况下会对外开放。 

 

串之滨岩脉（长崎县天然记念物） 

地下熔岩流入岩盘的裂缝冷却后硬化，随后，柔软的岩盘又被岸边的海浪冲刷殆尽，

坚固的熔岩便呈现出城墙般的突出外型。 

串之滨岩脉总长超过 300米，规模居长崎县之首。它拥有火山性的地质构造，游客可

近距离观察这一大自然奇观。动身前往时请留意天气状况，推荐您选择退潮时段参观。 

 

根谷的茶梅（佐世保市天然记念物）  

这株茶梅高达 10米，树干周长 180厘米，推测树龄高达 250年，是长崎最大的巨树之

一。茶梅每年皆会绽放出白色花朵（为黑岛潜伏吉利支丹的象征之一）。1800 年左右，

潜伏吉利支丹移居黑岛时，该树果实所产出的油对他们的生活起到了莫大的帮助。 

 

信仰复活之地 出口家 

目前黑岛的人口约 470人，其中约八成是天主教徒。大部分居民的祖先，皆是来自西

彼杵半岛外海地区的潜伏吉利支丹。1862 年，为居住于长崎的外国人修建大浦天主堂后，

黑岛居民出口大吉与其子一同前往长崎，公开自己身为信徒的事实。本岛其余潜伏吉利

支丹也紧随其后，陆续回归天主教。而外国神父曾于禁教期间赴岛，并在出口父子家举

行了弥撒仪式。因而此处成为黑岛天主教历史上的重要地点。 

 

其他史迹等 

黑岛神社的原生林、本村的机关办公遗址、兴禅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