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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政治與文化（康軒）     編制者:謝泊諭老師(110.09.08 編)  

2-1 希臘的政治與文化                        班級_____座號_____姓名_______ 

一、課前思考 

1.四年舉辦一次的奧運，知道有哪些項目嗎？請舉三個。          、           、          。 

2. 2021 年的東京奧運我有看嗎？      印象最深的是                                     ；

從這件事我學到                                                                      。 

3.根據課本 P87 第一段，奧運起源於哪裡？         一開始舉辦的目的是什麼？             。 

4. 延伸閱讀：奧運冷知識 TOP10！(請掃右邊 QR-Code) 

二、城邦政治 

※城邦(city-state)基本上是一個有城牆的城鎮為核心，四周為農田。雖不同城市有不同

的管理形式，但公民基本都參與本城的法律與政治事務。(截取自康軒 B5L2 補充) 

1.根據課本 P86 第 5-6 行，希臘出現許多獨立城邦的原因是什麼？                             

2.請整理斯巴達與雅典兩個城邦的特色： 

斯巴達  

雅典  

3.雅典式民主與臺灣民主的公民參政資格一樣嗎？        ；理由：                                          

三、荷馬史詩(文學)  VS  希羅多德(歷史) 

 

 

 

 

 

 

 

 

 

 

 

根據上述兩段文字，請簡單說明文學與史學的最大差異是什麼？ 

                                                                                        

四、亞歷山大帝國(西元前 336 年~西元前 323 年)  

1.亞歷山大東征是從希臘半島北方的哪一王國出發？(參閱課本 P88 第 1 段)                       

2.亞歷山大東征之後建立的帝國，橫跨哪幾洲？(參閱課本 P88 第 4 行)                           

3.根據課本 P88 圖 2-2-7，亞歷山大東征最東到達哪裡？                                       

4.閱讀下文，並尋找與課文 P88 第 2 段相關的地方，將相關課文劃重點。 

 

 

 

 

 

參閱課本 P86「充電站」、10-12行 

 

希羅多德《歷史》 

希羅多德出生於小亞細亞，自 30 歲開始到各

地遊覽，並考察當地的地理環境、風土民情。 

他的著作《歷史》，是以波希戰爭為主軸。全

書分 9 卷，前半部分含括黑海北岸的西徐亞

人、希臘城邦及波斯帝國等，敘述了他們的歷

史、地理、民族和風俗習慣等，並記述了波希

戰爭爆發的原因。後半部分主要記述波希戰爭

的經過和結果。希羅多德著重探究核實，所採

史事皆經過一定的篩選、比較和分析，為後世

的歷史敘事體例奠定基礎。 

 

荷馬史詩《伊里亞德》 

《伊里亞德》寫的是希臘人圍攻特洛伊城

的故事，它以特洛伊戰爭結束前 50 日的戰事

為描寫的重點。戰爭的起因為愛與美的女神阿

芙羅黛蒂，決定將世上最美的女子海倫許配給

特洛伊的王子，但海倫已為斯巴達國王的妻

子。在阿芙羅黛蒂的幫助下，海倫與特洛伊王

子私奔到特洛伊，因此希臘各城邦組成聯軍，

前往討伐特洛伊。希臘的神祇也分成兩派，互

相對抗。 

亞歷山大為鞏固他的帝國採取一系列政策。如要求希臘-馬其頓將士與東方人通婚，並且身先士卒娶了

亞洲女子為妻等。此外，他改組軍隊，新建圖書館，鼓勵不同種族通婚，在世界範圍內大力推行其「希

臘化政策」：介紹各種希臘典籍、推廣希臘語言，修造希臘式建築，新建一系列希臘式城市等,極大地豐

富了這兩個民族的文化,促進東西方文化發展,促進科學、藝術的進步。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pk4z3n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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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希臘化文化(西元前        年~西元前        年) 

1.希臘化文化主要包含哪三個地區的文化？(參閱課本 P88 第 8 行)       、        、        。 

2.根據課本 P86-88，簡單說明希臘文化與希臘化文化的差異？ 

                                                                                        

2-2 羅馬的政治與文化 

一、古羅馬 

1.根據課本 P89 第 5-6 行，古羅馬可分為哪三個時期？          、           、           。 

2.羅馬共和時期 

 

 

 

 

 

 

 

 

 

 

 

 

根據上述兩段文字，凱撒之所以被刺殺的原因可能是什麼？                                    

3.羅馬帝國時期 

 

 

 

 

 

 

 

 

 

請問：為何史學界多認為羅馬在西元前 27 年屋大維獲得「奧古斯都」稱號後，正式進入帝國時

期？                                                                                     

4.羅馬和平(西元前 27 年～西元 180 年)      正值中國東漢時期（西元 25 ~ 220 年 ） 

 

 

 

 

 

 

共和精神：權力制衡 

羅馬的政治權力運作算是「三權分

立」，執政官是第一權，元老院是第

二權，公民大會是第三權。公民大

會由全體羅馬人組成，他們負責選

出執政官和政府官員，但卻沒有立

法權。執政官負責宗教祭典、軍事

與政治，元老院則是個咨詢機構。 

原文：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senatus-and-roma/ 

凱撒Gaius Iulius Caesar出生於顯赫的家庭。西元前70

年，龐培、克拉蘇一起當選為執政官，此時，凱撒崛起，歷任

財務官、監察官、祭司長，三人出於政治需要，建立「前三頭

政治同盟」，以共同對抗元老院。 

凱撒在西元前59年擔任執政官，他在執政期間，征服高盧

大部分地區，不僅為羅馬開拓疆域，掠奪大量財富和奴隸，也

為自己贏得雄厚的實力和政治資本。西元前44年又被任命為終

身獨裁官。凱撒的獨裁統治及其改革措施，加上當時流傳凱撒

企圖登位稱王，引起部分固守共和傳統的元老貴族極度不滿。

經過一番精心策畫，西元前44年3月15日在元老院刺殺了凱撒。 

(資料來源：康軒 B5L2 補充) 

奧古斯都 Augustus 

屋大維是凱撒的甥孫和養子，亦被正式指定為凱撒的繼承人。西元前 43 年，他與馬克·安東

尼、雷比達結成後三頭同盟，打敗了刺殺凱撒的元老院共和派貴族。前 36 年他剝奪雷比達的軍

權，後在亞克興戰役打敗安東尼，消滅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回羅馬後開始掌握一切國家大權。

前 30 年，被任命為「終身保民官」，前 29 年獲得「大元帥」（又譯作「皇帝」或「英白拉多」）

稱號；前 27 年獲得「奧古斯都」（神聖、至尊的意思）的稱號，保持羅馬共和的表面形式，作為

一位獨裁者統治羅馬長達 43 年。他結束了一個世紀的內戰，使羅馬帝國進入了相當長一段和

平、繁榮的輝煌時期，史稱羅馬和平。 

這個時期的羅馬皇帝並非由元老院選舉產生，而是由皇帝指定繼承人，繼承的皇帝除了暴君尼

祿外，多為賢君。此時的羅馬交通便利，商業興盛，基督教能在各地傳教，是羅馬的黃金時代。羅

馬帝國自屋大維開始設立近衛軍，本為保護皇帝的安全，維持社會治安，但時日一久，便產生軍人

威脅政權的弊端，軍隊常擅自擁立皇帝，導致政權動盪不安，軍人的干政使羅馬由治而亂。羅馬和

平時期，並沒有嚴重的外患，東方的波斯雖未被羅馬征服，但卻沒有能力與羅馬為敵；北方的日耳

曼人逐漸移居羅馬帝國境內，但也還不至於成為羅馬的外患。因此，這時期的羅馬人尚能享受和平

與安定的生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AF%E6%92%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8B%C2%B7%E5%AE%89%E4%B8%9C%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8B%C2%B7%E5%AE%89%E4%B8%9C%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7%E5%BF%85%E8%BE%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E%E4%B8%89%E5%A4%B4%E5%90%8C%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8%80%81%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5%8B%E5%85%B4%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5%8B%92%E5%AF%86%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6%B0%91%E5%AE%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7%99%BD%E6%8B%89%E5%A4%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7%9A%8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7%99%BD%E6%8B%89%E5%A4%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5%85%B1%E5%92%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D%A8%E8%A3%81%E8%80%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6%B2%BB%E4%B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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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據課本 P89 第 12-14 行，羅馬衰弱的原因有哪三個？ 

                       、                       、                      。 

6.據課本 P89 圖 2-2-11，羅馬帝國於何時分裂為東、西兩部分？                 

7.東、西羅馬分別滅於哪個民族手上？(課本 P89 第 15-16 行) 

  東羅馬帝國：                   ；西羅馬帝國：                    。 

8.配合課本 P90 古羅馬的浴場文化：沐浴、聊天、閱讀和社交的生活中心 QR-code 

9.根據課本 P90 第 2 段及下面文章，羅馬共和時期為何要頒布「十二表法」？ 

                                                                                       

 

 

 

 

 

 

 

二、拜占庭帝國(西元 395-1453 年) 

1.根據課本 P91 第 1 段，東羅馬帝國又稱拜占庭帝國的原因是什麼？                            

2.查士丁尼(統治時間：西元 526~565 年) 

(1)擴張版圖 

 

 

 

 

 

(2)查士丁尼法典 

 

 

 

 

 

 

 

(3)聖索菲亞大教堂 

  a.聖索非亞大教堂﹝Hagia Sophie﹞ (左) 

  b. 世界奇觀「改回」清真寺？聖索菲亞大教堂與土耳其的千年之爭(右) 

3.拜占庭帝國的貢獻 

在羅馬的共和體制下，各式職位和行政權都被貴族壟斷，而貴族僅佔人口的十分之一，卻把

持一切權利，自然引發平民不滿。平民階層便以撤離羅馬和另建城邦作為威脅，迫使元老院讓

步，允許平民可以選舉保障他們利益的保民官 2 人，有權否決行政官員的不合法命令，以及法

官及立法者所做的不公平判決及法規。此外，平民還要求將權利與義務關係的法制透明化，故而

西元前 450 年羅馬當局便把所有的法律寫在十二塊板上，豎立在市集廣場使眾人皆知，此即所

謂的「十二銅表法」，由此限制了貴族的司法權，使人民的權益進一步獲得保障。(康軒 B5L2 補充) 

 

西元527年，查士丁尼大帝即位，積極收復失地，試圖完成統一羅馬帝國的理想，他派兵消滅北非

的汪達爾王國、義大利的東哥德王國，並擊敗西哥德王國，取得西班牙半島的東南邊，為拜占庭

帝國版圖最為遼闊的時期。但過度重視西邊疆土的擴張，損耗帝國的人力、物力，更造成東邊防

禦的衰弱，他去世後不久，征服地區大多喪失。 

 

查士丁尼對西方文明最有影響的是「羅馬法」的編纂。「羅馬法」由3方面組成：元老院和皇帝所

制訂的法律、法官的判決及律師的評論。「羅馬法」經過長時間發展與演化，充斥著晦澀和自相

矛盾之處，因此，查士丁尼決定整理法典，編成《查士丁尼法典》、《法學概要》，以及作為教

科書的《法學原理》等。早期的法律教科書聲稱皇帝的權力源自於人民，即使皇帝也要依照法律

來統治，不過，查士丁尼是專制的統治者，編纂的法典也帶有專制的色彩，這些法律典籍對中世

紀的法律和政治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古時期以來，西歐地區多使用拉丁文，西歐少有人通曉希臘文，故希臘的哲學、科學及文學

作品研究的人很少，拜占庭帝國則延攬學者從事研究，並抄寫古籍來保存古希臘文獻。西元

1453 年鄂圖曼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後，拜占庭學者便攜帶古抄本逃往義大利地區，奠定日後文

藝復興發展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