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崎岛的村落遗迹
Remains of Villages on Nozaki Island

长崎和天草地区的
潜伏天主教徒相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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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和天草地区的潜伏天主教徒相关遗产”各组成部分的历史定位

1700年

日本全国颁布禁教令 1614年 海禁体制的确立 1641年

◎”野崎岛的村落遗迹”是潜伏天主教徒移居的五大村落之一，使其在此地很好地维系了自己
信仰的共同体，由此可知当初选择这里作为移居地的重要原因。

◎此岛本是神教的圣地，由于鼓励开发和移居政策，吸引了人们来此发展并在此地定居，形成
了维护共同体的村落。

｜野崎岛岛村落遗迹｜的价值

《基本信息》

文化财产的名称

类 型

认 定 年 份

地 点

小值贺各岛的历史文化景观
重要文化景观
2011年
北松浦郡小值贺町

岛原・天草起义 1637

邮编857-4701长崎县北松浦郡小值贺町笛吹乡2791-13 小值贺港轮渡乘船处
电话：0959-56-2646◎营业时间：9:00～18：00（全年无休，除新年假期以外）

小值贺Island Tourism 小值贺Island Tourism
https://ojikajima.jp/categor y/contact（主页）

野崎岛几乎成了无人岛。来岛上观光之前，请务必提前浏览“小值贺Island Tourism”的主页或
打电话提前预约咨询。此外，还可领取“野崎岛礼仪导览册”，请一并咨询。

参观村落的
注意事项与
需提前预约

�

Ⅱ 潜伏天主教徒为实践自己
信仰而采取的尝试

1600年

日本国内最后一位传教士殉教 1644年

Ⅰ失去传教士与导致天主教徒
“潜伏”的成因



1900年1800年

日本的开国政策 1854年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 1889年撤销禁教布告牌 1873年

历史

◎野崎岛的冲之神岛神社　位于该岛的北部，相传这里有深受人们的爱戴的保佑出海安全的
守护神，属于神教的领域，所以不允许普通人来此生活。

◎野崎村落位于岛屿的东海岸，岛屿主要以神官的住所　为主。直至19世纪，只有野崎村落　
里的一小块地方供人居住。

◎到了19世纪中期，来自外海地区的潜伏天主教徒辗转各地，纷纷移居别处，逐渐形成了中央
地区的野首村落　和南端的舟森村落　。

◎潜伏天主教徒，表面伪装成信奉深受人们爱戴的神道的信者，实际上在领导者的指导下秘密
地坚持自己真正的信仰　　　。

◎分别在野首村落和舟森村落的陡峭斜坡上通过筑起石墙改造出了一小处平地，用于种植红
薯和小麦。

◎在“发现信徒事件”之后，野崎岛的潜伏天主教徒随着与传教士重新建立联系，在解除禁教令
之后，回归了天主教。

◎回归初期，把禁教期间的领导者的居所当成“临时圣堂”，之后分别于1881年在舟森和1882
年在野首两处修建了当地的第一座木制教堂　　。

◎野崎岛随着2001年最后一批居民的离开，现在几乎成了无人岛。

发现信徒事件 1865年 教堂建于 1882年在大村藩与五岛藩之间，达成百姓移居的协议 17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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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崎村落遗迹� 野崎村落遗迹� 第一代野首教堂遗迹�

舟森村落遗迹� 濑户胁教堂遗迹�

潜伏天主教徒的领导者故居遗迹� �

潜伏天主教徒的墓地�

冲之神岛神社�

冲之神岛神社神官故居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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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潜伏天主教徒为维持信仰共
同体而采取的尝试

Ⅳ 再遇传教士而迎来的
转机与“潜伏”的终结



｜野崎岛的村落遗迹｜的广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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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崎港

放大地图（右下）

放大地图（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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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之神岛神社

野 崎 岛

神教村落遗迹

潜伏天主教徒村落遗迹村落

村落

野崎野首

舟森



野崎港
野崎岛观光中心
※请一定去看看。

冲之神岛神社
神官故居遗迹

舟森村落遗迹
观景点

潜伏天主教徒的
领导者故居遗迹

潜伏天主教徒的墓地

濑户胁教堂遗迹

潜伏天主教徒的领导者故居遗迹
第一代野首教堂遗迹

旧野首教会

野首村落遗址
观景点

野崎村落遗址
观景点

冲之神岛神社方向↖

↓前往舟森村落遗迹

↑前往野首村落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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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

导览・观光指南处

休息处

展示

相关的建筑遗迹

墓地，墓碑

村落遗迹

｜野崎岛的村落遗迹｜的放大地图

商店

《推荐路线》

A B C

徒步前往

� 主要景点

� �野崎村落遗迹野崎村落遗迹

� 舟森村落遗迹舟森村落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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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推广设施A遗产各组成部分范围

其他景点A

神社

观景点

教堂

教堂遗迹



｜野崎岛的村落遗址｜的主要景点介绍

�

在野崎岛上的居民都是冲之神岛神社的神官们。19世纪从外海地区移居过来的潜伏天主教徒，避开了有原
住民的野崎村落，而选择荒芜的野首地区和舟森地区落户定居，形成了村落。在野崎村落内的水井旁边的石佛，
是神教信仰中水神的化身，在潜伏天主教徒定居的野首村落和舟森村落里不曾见到过。

野崎村落遗迹�

冲之神岛神社神官故居遗迹

这个地方是冲之神岛神社神官的家族世世代代生活过的故居的遗址。伪装成信仰神教徒的潜伏天主教徒
也参加了神社的传统仪式。遇到恶劣天气时，就在故居附属的参拜所敬拜神社。参拜所的祭坛，建于禁教时期的
1823年。这座建筑正在修复，是当时神官家族转让给小值贺町的。

�

野首村落遗迹是19世纪从外海地区来此地移居的潜伏天主教徒的村落的所在地。他们选址在未被开垦的
舟森地区，开垦荒芜的土地，修筑房屋和农田，他们选在未被开垦的舟森地区定居，开垦荒芜的土地，修筑房屋
和农田，改善生活条件，形成了这个村落。潜伏天主教徒的居所和农田，是他们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重要痕迹。

野首村落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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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伏天主教徒的领导者故居遗迹，
第一代野首教堂遗迹

这里是野首村落的潜伏天主教徒的领
导者的故居遗址。据说在领导者故居这里，
基于潜伏天主教徒的共同信仰，举行过各种
活动。并且，在解除禁教令之后的1882年村
落有了第一座教堂（即第一代野首教堂），标
志着“潜伏”时代的终结。

舟森村落遗迹�

�
这里是舟森村落的潜伏天主教徒的领

导者的故居遗迹。据说在领导者故居这里，
基于潜伏天主教徒的共同信仰，举行过各种
活动。禁教令解除后，领导者担任神父的职
责，推进了隐藏身份的基督徒回归天主教。

舟森村落遗迹，是19世纪来自外海地
区的潜伏天主教徒移居生活的村落。他们选
在未被开垦的舟森地区定居，开垦荒芜的土
地，修筑房屋和农田，改善生活条件，形成了
这个村落。与野首村落的信徒联姻，增进了
双方村落的密切联系，使信仰得到传承。

潜伏天主教徒领导者岛故居遗迹（舟森村落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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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禁教令后的1881年，村落在这里修建了第一座教堂。意味着他们终于迎来了“潜伏”时代的终结。随着
1966年关闭村落，教堂也不再被使用。附属的司铎馆被移到小值贺本岛，现在是小值贺教堂。

濑户胁教堂遗迹

濑户胁教堂（1967年之前）

这里是舟森村落的潜伏天主教徒的墓地。外观与佛教徒的墓地别无二样，但经过挖掘考古发现，佛教的墓
碑本应该朝向极乐世界的西方埋葬，可实际却是朝向相反的方向（遗骨面部朝向东方）。

潜伏天主教徒的墓地（舟森村落遗迹）�



�

冲之神岛神社作为与中国通行的主要航线的守护神，建于704年。自古以来野崎岛境内作为神教的圣地，深
受五岛群岛全体信徒的爱戴。19世纪中叶，外海地区的潜伏天主教徒搬到野崎岛上居住。据说之所以装成道教
徒，选在这片神教的圣地上定居，是因为如此一来就不会被怀疑成天主教徒。

冲之神岛神社�

※插图仅供参考。



｜野崎岛的村落遗迹｜的其他景点观光指南

野崎岛观光中心A

B

为了保护野崎岛的自然生态和文化，以及出于对游客安全上的考虑，特
此告知需要遵守的事项。而且，这里展示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还
介绍了野崎岛的自然、历史、文化等相关内容、以及出售各类土特商品等。

●地点：北松浦郡小值贺町野崎乡192 电话：0959-56-2244
●营业时间 ：8:15～15:00
●休馆日：町营船 “浜木棉号”停运时休息（一般是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日）
●门票：免费

※希望进入此岛的人士，请者这里提出申请。

�

野崎村落遗迹观景点

C

1908年兴建了第三代教堂。由铁川与助设计和施工，用信徒捕捞丁香鱼
积累的资金建造的。砖瓦结构，屋顶铺的是日本的瓦片。根据侧祭坛记载的
年号，推测这是属于原来教会的物品。

旧野首教会

野崎村落遗迹（1978年）

可以看见野崎村落遗迹的全貌。由此可见，这里不仅是得天独厚的港口，还有适合农耕的大片平原，是岛上
最适合生活的地方，怪不得神官和信徒选择这里安居，并且形成了村落。此外，在冲合还可以看到连接平户岛、
外海地区和五岛群岛等许多岛屿。



教堂是重要的祈祷圣地，请遵守参观的注意事项，在肃穆的环境中保持安静。

●教堂内请脱帽，安静参拜。
●教堂内请勿触碰任何物品。
●请勿进入围栏内、内圣所（祭坛区）。
●教堂内严禁饮食饮酒吸烟。

参观教堂的注意事项

��

D 野首集村落遗迹观景点

E 舟森村落遗迹观景点

可以望见野首村落遗迹的全貌。

整个舟森村落的遗迹尽收眼底。南面可以看到五岛群岛的众多岛屿。



大日本帝国宪法
颁布

1889年

撤销禁教布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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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崎岛的村落遗址”相关咨询

小值贺町 教育委员会
邮编857-4701 长崎县北松浦郡小值贺町笛吹乡2371-1
TEL：����-��-����

长崎县

熊本县

平户市

长崎市

天草市

新上五岛市

小值贺町

佐世保市

南岛原市

12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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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城遗迹[南岛原市]

● 平户圣地及村落（春日村落与安满岳）[平户市]

● 平户圣地及村落（中江之岛）[平户市]

● 天草的崎津村落[天草市]

● 外海的出津村落[长崎市]

● 外海的大野村落[长崎市]

● 黑岛的村落[佐世保市]

● 野崎岛的村落遗迹[小值贺町]

● 头之岛的村落[新上五岛町]

● 久贺岛的村落[五岛市]

● 奈留岛的江上村落（江上天主堂及其周围）[五岛市]

● 大浦天主堂[长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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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和天草地区的
潜伏天主教徒相关遗产
世界遗产认定年份：2018年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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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天主教徒遗产 http://kirishitan.jp（日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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