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立组织传播新信仰 

 

当时传教士吸收信徒的方式，是先向当地大名宣讲教义，劝其改宗，进而借助大名之

力，令其家臣及领地居民一同改信基督教。若是大名不愿改宗，传教士便会献上从欧洲

带来的各式礼品，以此获取在其领地内传教的许可。 

在九州、山口、畿内（京城附近诸国）地区传教的传教士们，从其活动的村落及城镇

中选出数名颇具威望者，充当信仰指导者。如此一来便可形成组织，使当地民众在缺乏

传教士的情形下，仍可凭一己之力坚守信仰。这一地域性组织称为“慈悲组”。纵然 1587

年丰臣秀吉下令驱逐基督教神父，“慈悲组”却依然继续存留。此外在有马、大村、天草

地区，为了维持及强化信仰，名为“信心会”的组织也应运而生。 

基于积极的传教成效，范礼纳诺将日本耶稣会从印度果阿邦的传教区中分离而出，定

为准教省，并划分为三个教区：“下（现有马与长崎）”、“丰后（现别府与大分）”以及

“都（现京都）”。根据这一制度，耶稣会除了推进传教活动外，还会根据日本的政治与

社会形势，于每年制作详细报告，上呈罗马耶稣会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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