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次「文藝復興」
試圖調和「信仰」
與【理性】，形
塑歐洲社會基本
價值觀和世界觀

十四世紀後義大利邦國競
爭激烈、城市富庶，刺激
思想、【藝術】發展

十五世紀日耳曼人【古騰
堡】發明【活版印刷術】，
助長知識傳播

【義大利】

文藝復興

第 1 章 古代文化與基督教傳統 

第 3 節 人才輩出的文藝復興時代 

 十九世紀史家以「文藝復興」指稱【十四】至【十六】世紀在【義大利】地區蓬勃茁

壯的【文化】運動。原意為【重生】，即重新發掘【古代希臘羅馬】文化，並以之為

範本創造更兼容並蓄的知識與藝術表現 

 

一、 中古以來的文藝復興 

 

二、 義大利文藝復興 

 背景： 

• 四至五世紀，基督教會神學家目睹羅馬帝國的衰亂，肩負起知識傳承責任

• 認為古希臘羅馬的學問，有助理解《聖經》

• 作品奠定中古【神學】的基礎，如【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發展源流

• 六世紀以後，修道士【抄寫】希臘羅馬古籍作為勞動，【修道院】收藏大量
古代知識與典籍，成為中古早期主要教育機構

• 八世紀【查理曼】邀請修士至宮廷講學，推動【拉丁文】教學和【聖經】研
讀 → 知識學習從修道院到世俗宮廷

• 強調必須學習拉丁文及古代知識才可理解【基督智慧】並得救

• 校訂拉丁文作品抄本、發展新的書寫形式（簡約、優雅、易讀的【字體】）

加洛林文藝復興

• 十一世紀後城市興起、旅行與貿易路線暢通、大學建立，使知識交流更容易

• 伊斯蘭世界翻譯古希臘文作品的【翻譯運動】影響

• 知識分子受【亞里斯多德】邏輯學與【自然哲學】吸引，古希臘知識可為基
督教神學提供穩固理性基礎，稱作【經院哲學】

• 代表：巴黎大學【阿奎那】著有《神學大全》，展現對理性信心，理性可為
信仰服務

十二世紀的文藝復興



 

 特色： 

 

• 【人文學者】從【佩脫拉克】開始，致力重興古代優美拉丁文
與璀璨羅馬文化，更多古羅馬文學為人所知、重視拉丁文說寫，
也使本土文學受壓抑

• 【十五世紀】下半葉，許多拜占庭學者遷移到【義大利】，使
義大利學者可學習古希臘文並翻譯多種詩作、戲劇、哲學

• 以古希臘羅馬文化為典範，批判當時教育與【教會】權威

從古希臘羅馬
文學汲取養分

• 【人文學科】取代中古大學教授的「七藝」，強調與【人】相
關的知識

• 並不主張以人為本，只是更加關注人在世上的生活與道德行為，
也仍關心靈魂救贖，透過閱讀《聖經》和古代神學作品來學習
純樸而敬虔的基督教精神

• 培養「有德之人」，兼具體魄、知識與德行，並鼓勵人們攀向
至善（上帝），但不再以教會宣揚的【貧窮】和【苦修】為唯
一途徑，更【正面】看待世俗財富、名聲與榮耀

• 如馬基維利《君王論》

人文教育

• 藝術技巧：學習古希臘羅馬技法與藝術類型（復古），也有
【線性透視法】等技術突破（創新）

• 題材融合【古代神話】與基督教，肯定人體之美和世俗價值

• 風格呈現古代理想和基督信仰融合，較中古時代更活潑且優雅

• 代表人物：文藝復興三傑（【達文西】、【米開朗基羅】、
【拉斐爾】）及【提香】

藝術的復古與
創新

• 文藝復興的傑出成就使【義大利】成為歐洲文化指標與各地仿
效對象

• 人員、圖書、【藝術品】流動，散布義大利文藝復興成果，從
莫斯科到愛爾蘭皆可見

• 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中，因戰爭、經濟衰退，失去政治獨立
與文化活力，遭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取代

文藝復興
的傳布



三、 北方文藝復興 

 

展開

【十五世紀】下半葉，義大利
學者與藝術家前往其他國家輸

出文化成就

英、法、低地國、法蘭德斯、
西班牙、日耳曼、瑞典，與今

日東歐波蘭、匈牙利等

對義大利新知和藝術表現
【並非】全盤接受

英格蘭、法蘭西排斥頌揚【共
和制】的作品

西班牙無法接受較【世俗化】
部分，但新式【人文教育】在

宮廷中盛行

神聖羅馬帝國【查理五世】重用
義大利藝術家，結合古代英雄傳
說與北方騎士文化表現皇帝統領

南北的政治地位

成就

於【十六】、【十七】世紀
漸與義大利爭勝

建築宏大

香波堡、羅浮宮

使用【本土語】寫作

研究本土歷史與法律

法國拉伯雷的【巨人傳】

西班牙塞凡提斯的
【唐吉軻德】

英國作家【莎士比亞】的戲劇

基督教
人文主義

以古文字與古代歷史為
《聖經》研究與詮釋樹

立標竿

羅馬瓦拉考證基督教會文件與
《聖經》的錯誤

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作品為
諷刺當代的【愚人頌】

英國【摩爾】的【烏托邦】，傳
達宗教虔誠精神與共產共居概念

北 

方 

文 

藝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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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術使文藝復興學者作品普及，使【聖經】新譯本和古代知識在北方更流行，

也鼓勵了新的宗教改革精神 

 基督教人文主義影響【十六世紀】馬丁‧路德點燃宗教改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