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II.维持及扩大潜伏吉利支丹社群 

 

18 世纪末，因隶属于大村藩西彼杵半岛西岸外海地区的人口增加，居民开始大规模移

居五岛列岛等地。移居的开拓者中，不乏大量潜伏吉利支丹。 

潜伏吉利支丹逐渐意识到，若想维护自身的生存之道，就必须与现实社会及宗教进行

和解，而移居地的选择即是基于这一想法。比如为利用平户藩的牧场遗址而需重新开发

的黑岛⑦、神道教的圣地野崎岛⑧、隔离天花病人的头岛⑨，以及因五岛藩政策而未曾

开发的久贺岛⑩等，皆是移居地之选。 

 

IV.与传教士重新接触——结束潜伏 

1854 年，美国及西欧各国纷纷要求江户幕府敞开国门，而幕府也为贸易考量就此开放

下田及函馆港口。随后长崎亦开港，传教士随后赴日，并为居住在当地的西洋人建造大

浦天主堂⑫。天主堂建成后，一名来自浦上村的女性潜伏吉利支丹随即前往大浦天主堂，

向神父公开自己秘密维持多年的信仰。这一震憾社会的事件史称“信徒发现”，长崎地区

的潜伏吉利支丹也因此迎来转机。 

之后，众多潜伏吉利支丹相继公开信仰，政府再次强化打压，令潜伏吉利支丹的村落

接连发生大规模检举事件，反招致西洋各国的严正抗议，为此明治政府于 1873年解除了

对基督教的禁令。 

潜伏吉利支丹中，有人决定放弃禁教期的信仰形态，转而在新来的传教士指导下入教。

而部分拒绝传教士指导的信徒，则以“隐匿吉利支丹”的身份，继续维持曾经的信仰形态。

另外也有人改信神道教或佛教。 

曾经的潜伏吉利支丹，最终也开始在自己的村落兴建简朴教堂，如奈留岛的江上天主

堂⑪便是一例。这些教堂预示着天主教信仰活动的复苏，同时也象征长达两个半世纪的

禁教期——孕育出长崎地区独自信仰形态“潜伏时代”之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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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地区的基督教历史 

I.开端 

1549年 圣方济各·沙勿略将基督教传入日本 

1614年 全国发布基督教禁教令 

1637年 岛原-天草起义爆发 

 

II. 潜伏吉利支丹传统的发展 

1641年 幕府确立海禁体制 



1644年 国内最后的传教士殉教 

1700 年 为避免暴露身份，吉利支丹选择以秘密方式继续维持信仰。从而孕育出以“隐匿”

为基础的信仰形态 

信徒供奉山峦及岛屿、神圣画像、神社、贝壳及其他日常物品 

 

III. 维持及扩展传统 

1797年 信徒开始从外海地区移居五岛列岛 

外海地区的潜伏吉利支丹为了秘密维持自身的信仰，选择移居到可与传统社会及宗教

共存的地区。 

黑岛的村落、野崎岛的村落、头岛的村落、久贺岛的村落 

 

1859年 长崎对荷兰船、中国船以外的外国船舶也开放入港 

 

IV.变迁及尾声 

1865年 潜伏吉利支丹公开信仰，史称“信徒发现” 

1873年 基督教解禁 

1918年 江上天主堂建成 

 

潜伏吉利支丹的传统文化迎来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