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興（1865年- ） 

 

長崎的「信徒發現｣ 

浮雕「信徒發現｣（大浦天主堂收藏） 

聖母瑪利亞像（大浦天主堂收藏） 

珀蒂讓神父 

 

1854年，歷時 200餘年的外國人定居日本禁令，以及貿易和來航限制被解除，鎖國時

代宣告終結。1858 年，隨著日本與美國、荷蘭、英國、俄羅斯、法國之間通商條約的締

結，長崎成為自由貿易港之一。根據該條約，外國人亦被允許在港口周邊居留。在日本

定居的眾多外國人中，有一位法國出身的羅馬天主教神父，名為貝爾納·珀蒂讓（1829-

1884）。他於 1863年遷入長崎，並於此地為建設大浦天主堂作出貢獻。起初，天主堂的

使用者僅限法國天主教徒，但也不乏對“南蠻寺”充滿好奇、前來參觀的日本人。天主堂

於 1865年竣工後不久，從近郊浦上來訪的村民們，將自己是潛伏吉利支丹一事向珀蒂讓

神父坦誠相告。 

在日漸苛刻的宗教打壓下，村民們對自身的信仰更加堅定不移，例如體現在拒絕遵從

佛教葬禮的慣例等方面。在浦上發生的大規模打壓事件中，共計 3394名日本吉利支丹被

處以流放。直到 1873 年，此舉才受到西方諸國的譴責。隨著禁教令的廢除，迫害基督教

的時代也宣告終結。此後，眾多潛伏吉利支丹得以重回天主教教會的懷抱。但另一方面，

也有一部分信徒選擇繼續沿襲祖先的傳統潛伏基督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