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 
近代伊斯蘭世界擴張 
與歐洲的興起 

 

11-2 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 

http://www.0214shui.blogspot.tw/ 



文藝復興運動 新文化運動 

相
異 

1.古文明再生 

2.有思想家、文學 

   家、藝術家參與 

3.商人支持文藝活動 

1.嚴厲批判傳統文化 

2.缺乏藝術家參與 

3.各種社會力量結合對 

   抗頹廢的舊勢力 

相
同 

1.均為解放運動: 

   文藝復興強調以人為本位 

   新文化運動除去中國的舊文化，取西洋文化的新觀念 

2.均改變文學語言的僵化: 

   文藝復興為方言文學， 

   新文化運動為白話文 

3.均重視個人主義 

◎  文藝復興與新文化運動 



§  文藝復興的意義 

•意義: 

▫再生之意→由中古邁向現代轉型 
▫神為中心世界觀→人本精神、人文主義 

▫宗教出世態度→自覺意識、世俗性 

▫發展時間:14-16th 

▫發展區域: 
▫義大利城邦→法、日耳曼、尼德蘭、英 

 



§  文藝復興的意義 

•特色: 
以人的價值為中心的教育學術運動 

新思維強調個人主義及入世概念 

人對美的感受深刻,引導人走向上帝 

自由全人通才教育 
▫在古典中尋找典範,賦與新精神 

▫重視古典學術研究 

▫所學在語言、歷史、藝術、道德 

 



政 治 義大利的政治四分五裂，政治干預力不強，個人才華有機會發揮 

經 濟 1.義大利工商業發達，有富裕、繁榮的城市社會，而城市生活開 

   放、富變化，有利於新文化的成長 

2.商業活動興盛，貴族富商興起，贊助藝術活動 

社 會 1.各國之間為追求國家富強，互相競爭、重視人才，使權力政治 

   與個人主義相互為用，而且各國統治者皆以提倡文化與學術為 

   國力富強的表現，希望成為學術、藝術的中心 

2.義大利是歐洲商業復興的基地，城市出現比其他地區早 

文 化 1.義大利是古羅馬文明中心，古典文獻保存良好，古跡隨處可 

   見，十五世紀後君主獎勵收集與發掘 

2.義大利人到拜占庭經商，漸對希臘思想與文學產生興趣 

3.拜占庭學者前來講學，把希臘語文研究帶進義大利學界 

◎  文藝復興在義大利出現之背景 

◎北傳後的人文主義觀點,探討基督教原初的教義與精神→基督教人文主義 



§  重要成就與影響 

•人文精神覺醒 
以希羅典籍為依歸,研究古典語文基礎 

肯定自我存在生命價值 

重新認識自然宇宙 

•方言的興起 
義大利方言篆寫作品 

▫但丁《神曲》 

▫佩脫拉克《詩歌集》 

▫薄伽丘《十日談》 

▫馬基維里《君王論》 



§  重要成就與影響 

•藝術的輝煌 
研究古希臘羅馬藝術技巧 

重視明暗對比 

以透視法展現立體與遠近 

題材豐富 

達文西、拉斐爾、米開朗基羅 

•探索科學新知 
通才理想→勇於探索新知 



 

達文西坦克車手稿及復元模型 達文西手稿~子宮中胎兒 



天文學 

1.哥白尼1543年出版了「論天體之運行」，提出 

   了與托勒密的地心說體系不同的日心說體系 

2.義大利思想家布魯諾宣稱，宇宙在空間與時間 

   上都是無限的，太陽只是太陽系而非宇宙的中心 

數 學 

1.代數學：發現三、四次方程的解法，並使用虛 

   數，改進代數符號 

2.三角學：製作了許多精密的三角函數表 

醫 學 

1.對解剖學有相當了解 

2.提出化學與醫學有密切關係 

3.對心臟及血液循環有研究 

◎  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 



義大利 

1.文藝復興的發源地 

2.文藝復興時期代表性學者文人、藝術家，許多都是義大利人， 

   如：作家但丁、佩脫拉克、薄伽丘，學者馬基維利，藝術家喬 

   托、波提切利、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提香等人 

英 國 
1.時間：十六至十七世紀前期 

2.表現在詩歌和戲劇，代表人物為莎士比亞 

法 國 
1.表現在自由思想的形成 

2.代表：蒙田、拉伯雷 

荷 蘭 
1.表現在繪畫，形成尼德蘭畫派，脫胎自中世紀的哥德藝術 

2.出現基督教人文主義，如伊拉斯莫斯 

日耳曼 

1.表現在宗教改革之上 

2.代表畫家如擅長版畫的杜勒曾到義大利學藝、以肖像畫知名的 

   霍爾班 

西班牙 

1.時間：十六世紀後半至十七世紀初 

2.較不盛行，主要表現在小說和戲劇，代表作品如塞凡提斯的
「唐吉訶德」 

◎  各國文藝復興的表現 



波提切里(1445-1510):維納斯的誕生 









哥德式建築 羅馬式建築 

出現 十二世紀的法國 十一世紀中葉 

盛行 
主要用於教堂，盛行於中古歐洲
中後期 

主要用在教堂、修道院，盛行到
十二世紀末，文藝復興時期再度
流行 

特色 

1.採用圓花窗和彩色玻璃鑲嵌畫 

2.應用尖拱、扶壁，高、直、尖 

   的造形暗示接近天國 

1.厚重的石牆、高大的塔樓 

2.半圓形拱穹堅固的墩柱 

3.窗戶小，使內部昏暗矇矓 

代表 
法國巴黎聖母院、 

德國科隆大教堂 

義大利比薩大教堂、 

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 



※北區文藝復興運動 

• --時間：15世紀中葉 

• --緣由：法國進軍義大利→引進古典成果 

• --發展：以回到《新約聖經》及早期教會文學為主  

• --別稱：基督教人文主義→宗教氣氛、簡樸道德生活 

 
拉伯雷 --法國人文主義學者 

--《巨人傳》揭露教會黑暗腐朽,反映追求個性解放 

塞凡提斯 --西班牙學者 

--《唐吉科德》諷刺封建道德與騎士制度 

伊拉斯莫斯 --北方基督教人文主義領袖 

--《愚人頌》取笑社會中沒有真理善惡秩序 

摩爾 --英國人文主義學者 

--《烏托邦》以教會理念建構人類理想社區 



§  宗教改革的背景發展 



原因 內容 

 
教會方面 

教宗權威低落 
教士素質低落、行為腐化 
改革派不滿教會信仰強硬規範 

政治方面 民族王國漸成熟,君主不滿教會勢力 
各地王侯藉機脫離教會與神聖羅馬帝國掌控 

 
文化方面 

文藝復興影響: 
重現世生活與人本精神、人文主義 
探究早期教會與使徒精神,回歸宗教本義 

 
經濟方面 

教會擁有廣大教產,向教徒收彼得捐與什一稅 
教會出售神職 
教會經濟理論與日益發展之資本主義精神不符 
君主王侯覬覦教會龐大教產 

◎  宗教改革背景 



贖罪券  

此為1517年教宗所發行的贖罪券  



販賣贖罪券 



李奧十世   1517年，教宗李
奧十世以修繕梵
諦岡的聖彼得大
教堂為藉口，諭
令出賣「大赦」
，有罪的人，只
要花錢買了大赦
，死後靈魂就可
以升入天堂。 馬丁路德 



§  宗教改革的背景發展 

•路德與路德教派 

對抗教會 1517A.D.因大赦券問題公開對教會抗爭(95條論綱) 

信仰主張 --聖經唯一(上帝只存在於信仰者心理) 

--人人皆是教士,信仰靠自己體會及實踐 

--因信稱義(因信得救) 

反對教儀 朝聖、苦修、獨身、教規禮儀、神學理論 

發展 --日耳曼諸侯支持(宗教vs政治) 

--農民動亂卻遭路德發表聲明譴責 

結果 --奧古斯堡條約1555A.D. 

  神聖羅馬帝國境內主政者決定信仰規屬  

--16世紀末勢力到日耳曼北部、丹麥、挪威 



•茲文里、喀爾文教派 

茲文里 --瑞士宗教改革者,主張信仰、組織、儀式簡單化 

--認為聖餐禮僅為一種象徵,與路德決裂 

 

 

喀爾文 

--上帝預選說,經商賺錢以榮耀上帝 

--以個人宗教權威影響日內瓦議會→要求嚴肅道德生活 

--以瑞士日內瓦為基地,分布法國、英國、荷蘭 

--「長老會」蘇格蘭 

   「胡格諾派」法國 

   「清教徒」英格蘭 

   「改革教會」英屬北美殖民地、荷蘭 

§  宗教改革的背景發展 



喀爾文 

    認為「聖經」和
教會僅止於福音的

傳佈和介紹。人的

得救與否是上帝預

選的，所以不一定

要洗禮才能重生，

也反對繁複、迷信

的洗禮儀式。相信

耶穌確實在聖餐禮

中降臨，只是信徒

須以心感受聖靈的

顯現方式，而非看

見耶穌肉體。 



•英國國教派 

§  宗教改革的背景發展 

亨利八世 

      

1491~1547 

--創立英國國教派→主因為婚姻問題 

--國會通過「王權至上法」→ 

  國王成最高政教領袖 

伊莉莎白一世
1558~1603 

--以《共同祈禱書》為唯一合法依據 

--英國國教從此確立 



亨利八世 

伊莉莎白一世 



•羅馬教會改革 

▫耶穌會 

創立者:羅耀拉 

1534年於巴黎創立,1540年教會批准 

教規: 
▫教團組織嚴密,對總會長絕對服從 

▫絕財、絕色、絕對服從教宗 

▫海外宣教→非洲、亞洲、美洲大陸 

§  宗教改革的背景發展 



背 
景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希望教宗能解決宗教改革帶來的衝擊 

時間 

地點 
1545～1563年、義大利北部特蘭托 

目 
標 

解決教會腐化問題，進行內部改革，確立正統權威地位 

決 
議 

回擊新教 

1.宣布馬丁路德的「因信得救」之說是異端 

2.設立禁書目錄委員會，負責編列禁閱書籍目錄，以免異端思想腐蝕信仰堅 

   定的信徒，卻開啟天主教與新教互不相容的先河 

內部改革 

1.禁止出售贖罪券，即使不是為錢而發行也應該被限制 

2.廢除協助主教，但權力過大的會吏長一職 

3.要求教士遵守清規，整飭教會紀律，不得接受一份以上的俸祿 

4.為消弭教士的愚昧無知，規定每一個教區至少應設神學院一所 

確立教義 

1.得救的方式除了新教所提倡的信心外，行善一樣重要 

2.聖禮為表示感謝上帝不可或缺的儀式，應保留 

3.教會是「聖經」的詮釋者，傳統教說和「聖經」具有同等地位 

4.教宗不僅可以統御每一位主教、教士，而且權力高於教會會議，確立其神 

   聖性 

5.以拉丁語為「聖經」譯本的閱讀標準版本 

◎  特倫特大公會議 



宗 教 
1.擴大宗教自由，各教派間培養宗教容忍精神 

2.主張人民可透過「聖經」與上帝溝通，使宗教更世俗化 

政 治 
1.路德派教義有助於民族王國興起與民主政治發展 

2.喀爾文認為人民有權革命，反抗妨礙信仰的地方官吏是合法的 

經 濟 
1.喀爾文派的教義讓資本主義能夠充分發展，視努力工作為榮耀上帝的方式 

2.路德派強調職業神聖，有助於推廣勞動倫理 

社 會 否定教會權威，有助於破除社會階級與性別歧視 

文 化 
1.批判風氣漸起，使思想獲得解放，奠定科學運動和啟蒙運動的基礎 

2.因為新教徒必須直接閱讀「聖經」，所以學校廣布、識字率提高 

教 育 

1.基礎教育：新教相當重視基礎教育，並將辦學作為傳教手段之一。路德主張 

                       設立公費學校，強制兒童接受義務教育，學習宗教、文化。在日 

                       耳曼打破以宗教和經典著作為主的拉丁學校傳統，引進自然科學 

                       和其他學科，並改進教學法 

2.方言文學：新教用通俗的民族語言講道，促進了方言文學的發展。路德翻譯 

                       日耳曼語「聖經」、喀爾文的「基督教原理」，這也促進了民族 

                       文學的繁榮，出現大量優秀文學作品 

惡 果 

1.新教成功後竟反過來壓迫天主教與其他教派教徒，使得巫術與迫害事件層出 

   不窮，甚至爆發許多宗教戰爭 

2.傳教活動在戰爭情況下受到阻礙，有人民對基督教產生懷疑，導致自然神教 

   與無神論的出現 

◎  

宗
教
改
革
影
響 





•三十年宗教戰爭(1618-1648) 

▫原因: 
缺乏宗教寬容精神 

▫新教與天主教堅持絕對信仰 

▫新教聯盟 vs 天主教聯盟 

教產利益爭奪 
▫信仰新教者須將教產歸還天主教會 

黨派權力糾葛→藉教會立場支持政治 

 

 

§  宗教戰爭及影響 



•三十年宗教戰爭(1618-1648) 

 
 

 

§  宗教戰爭及影響 

奧古斯堡 

同盟戰爭 

--時間：1546~1547 

--結果：奧古斯堡條約 

            王侯可決定統治內信仰(路德教派vs天主教) 

 

法國內戰 

--時間：1572~1598 

--結果：頒布南特詔書 

             保障新教徒信仰自由與政治權利 

 

三十年戰爭 

--時間：1618~1648 

--結果：西發里亞和約 

             保障新教國家成立,統治者有權決定信仰 



•三十年宗教戰爭(1618-1648) 

▫陣營: 

新教:波西米亞、丹麥、瑞典、荷蘭 

            薩伏依、英國、法國(天主教) 

舊教:神聖羅馬帝國、巴伐利亞、 

            西班牙 

§  宗教戰爭及影響 



•三十年宗教戰爭(1618-1648) 

▫影響: 

▫加深日耳曼分裂與衰落 
神聖羅馬帝國境內諸侯各有主權 

▫奠定法國稱霸歐洲基礎 

▫體悟宗教寬容精神 
信仰乃良心事業,應予自由尊重 

▫國際關係與教會新秩序建立 
主權國家基礎、教權漸轉入政府 

§  宗教戰爭及影響 



◎  三十年戰爭初期形勢 



◎  1648年後的歐洲形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