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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古代神話與哲學 
 神話：代表古時候的人對世界、宇宙的看法，也反映了當時人們所處的環境 

 哲學：對世界形成的解釋，也是內心自我探索的成果 

 神話與哲學反映人類歷史怎樣的發展與變化及如何延續並深植於現代文明中 

 

一、亞非古文明的考古發現 

文

明 

出

現 

距今二、三百萬年前非洲人類先祖→遷移各地 

新石器時代：農耕及畜牧→增加對水的需求→定居在取水方便的地區 

文明進展：糧食剩餘、人口增加→社會分工→文明發展，展現特色 

考

古 

發

現 

兩河流域文

明 

1840 年代起，歐洲各國政府資助考古活動 

埃及文明 1799 年，法國人在埃及發現羅賽塔石碑，進而成功解讀埃及文字 

印度文明 19 世紀後期，英國考古團隊發現了哈拉帕及摩亨佐達羅這兩座古

城→了解印度古文明面貌 

  

二、西亞古文明 

地理 

環境 

1. 西亞兩河流域，又稱「美索不達米亞」，意指「兩河之間的土地」 

2. 因兩河沿岸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又稱「肥沃月彎」 

3. 常發生不定期的洪水氾濫＋地理屏障不足，屢遭外來民族入侵→居民較

為悲觀 

4. 政權更迭，文化相承：蘇美→阿卡德→巴比倫→亞述→迦爾底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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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

基人 

1. -14C在地中海東岸定居，煮成有比羅斯、希頓等 

2. 在北非建立迦太基(          )戰爭（B.C.264-146） 

3. 改良象形文字22個字母希臘文、拉丁文 

蘇美

人 

1. 西元前 4000 年，定居兩河流

域南部→人口增加，發展出以

神廟為中心的(       )政治 

  1.主人：神明   2.統治者：國

王 

  3.最重要的階級：祭司 

  4.建構： 

    通常有圍牆，四周是農田 

    城邦是政治和經濟中心 

    農民供給城邦糧食，危急時

進入城邦尋求保護 

2. 阿卡德人征服蘇美人，建立兩

河流域第一個帝國 

1. 發明楔形文字 

1. 《吉爾伽美什史詩》→內容悲觀 

2. 採行陰曆、設閏月、六十進位法 

3. 使用青銅器 

4. 泥磚、高塔神殿 

阿卡

德帝

國 

中央集權國家 

盛世：薩爾貢一世 

納拉姆辛碑：第四任國國字認為神的化

身 

蘇美 

烏爾

王朝 

蘇美人復興，建立烏爾王朝（西元

前2200～前1830年） 

(            )法典：世界上最早成文法

 

巴比

倫帝

國 

1.漢摩拉比時國勢鼎盛，建立完整

行政組織 

2.西元前 16 世紀初，遭(      )

人入侵而衰亡 

 

 

1.頒布《漢摩拉比法典》 

→強調(       )原則：「以牙還牙」 

→反映加強集權與穩定秩序 

→緩和社會矛盾 

→保障私有財產 

承認女性地位可擁有自己的財產 

男女均有離婚訴訟權 

→階級之分 

法律之前，各階級不平等（區分自由民、

半自由民、奴隸三階級） 

→意義：顯示商業活動熱絡，社會需要

更多約束 

2.發展占星學，並能準確預測月蝕 

西臺人 

於兩河流域西北方的小亞

細亞一 帶，慣於征戰，也

擅長煉鐵製武器， 崛起於

公元前 16世紀，直到公元

前 12世紀，國力漸衰，後

為亞述帝國 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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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 

帝國 

1. 西元前 14 世紀興起 

2. 西元前 10世紀，首都(       )

成為西亞世界的中心 

1. -722滅(         ) 

2. 因窮兵黷武與內部紛爭，為迦

爾底亞人+米提人聯合消滅 

1. 承襲西臺人的冶鐵技術，並發展出騎

兵戰術 

2. 戰爭題材的浮雕裝飾，反映民族特色 

3. 驛站制度、尼尼微圖書館 

迦爾

底亞

帝國 

1. 擊敗亞述後，遷都巴比倫，因

此也稱「新巴比倫帝國」 

2. (              )二世時國勢

鼎盛，B.C.586攻陷耶路撒冷，

遷希伯來人到巴比倫，史稱巴

比倫之囚 

1. 文化成就主要展現在建築上，興建著

名的「空中花園」 

2. 天文學成就：預測日、月蝕、制定星

期、發展(       )學：星座（黃道

12 宮） 

波斯 

帝國 

1. 居魯士二世：建立波斯帝國，

擴張至兩河流域 

2. 大流士一世：建立橫跨亞、非、

歐三洲的大帝國 

3. 設置行省：總督統領軍事和民

政，尊重各地特有的文化與信

仰 

4. 統一貨幣、度量衡 

5. 修築馳道（皇家大道）：東西長

達 2000 公里（薩迪斯－蘇莎） 

6. 由盛轉衰：波斯帝國在波希戰

爭中戰敗，帝國擴張停止，由

盛轉衰 

1. 兼容並蓄 

2. 祆教（       ）： 

(1) 瑣羅亞斯德所創 

(2) 主張善惡二元對立、天堂與地

獄、末世審判等→影響其他宗教 

(3) 視阿胡拉馬茲達為世界唯一永

恆、自存自有、創造宇宙一切善

物的最高主宰 

(4) 具人文精神：主張提升「人自身」

在宇宙之間的地位，強調每個人

皆有自由意志，自行選擇為善作

惡，且最終接受應得賞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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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河流域 埃 及 

時間 均大約於西元前 3000 年左右進入歷史時代 

發源 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 尼羅河 

環境 
1.四周缺乏地形屏障 

2.不定期洪水氾濫 

1.地形孤立而有保障 

2.定期氾濫 

宗教 

1. 多神信仰 

2. 神人關係是悲觀的，對自己命運

無權掌握 

1. 多神信仰 

2. 神人關係是和諧的，認為人與神

都是宇宙的一部分，死亡只是達

到永生的必經之路 

影響 

政治上常有外族入侵，所以不易形

成統一帝國，以城邦政治為主，興

亡頻仍，且民族複雜多變 

政治上安定有保障，易形成長期統

一國家 

 

三、古埃及文明 

早 期 

-3100～

-2686 

埃及原本分為下埃及（埃及北）及上埃及（埃及南），

前 3100 年後，由埃及王米尼茲併取下埃及，建立統一

國家 

古王國時期 

（金字塔時

代） 

-2686～

-2181 

1. 發展「(       )文字」，提升行政管理效能 

2. 法老權力沒有太多限制，是一個國家權力空前加強

與君主專制的時代，興建金字塔陵寢建築正是國王

 
▲波斯帝國疆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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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表現 

3. 法老是太陽神的後裔，為保持王室血統純淨，法老

依慣例要娶姊妹為妻 

4. 衰落原因： 

(1)法老建築金字塔等工程的花費大，使財政枯竭 

(2)天災導致糧食減產 

(3)地方貴族僭權，使政治紊亂、盜賊橫行 

中王國時期 

（封建時

代） 

-2133～

-1603 

1. 大興灌溉工程，全力發展經濟 

2. 學術文化的黃金時期 

3. 衰落原因： 

(1 )貴族反叛使政治混亂 

(2) 前 1750 年，西亞的游牧民族(         )人（使用

馬匹、戰車和弓箭）入侵埃及 

新王國時期 

（帝國時

代） 

-1567～

-1085 

1. 成功驅逐西克索人後，埃及為防範入侵者，開始鑄

造龐大戰爭器械 

2. 埃及在軍事狂熱氣氛下，進而開始向外擴張 

3. 衰落原因： 

(1)不能有效治理併吞的土地 

(2)大量的財富使埃及人養成驕奢淫逸的習慣 

(3)被征服者經常叛亂 

古埃及的文化成就 

  1.文字－象形文字 

    出現時間：B.C 3500 年左右 

    演進過程：先有(       )符號，後來加入表音符號 

    消失：因為學習使用困難，漸漸被希臘文與希臘文拼音的方言取代 

  2.宗教 

  （１）多神信仰，對太陽神和陰間之神的奧塞利斯尤為崇敬 

 （２）人死後，由(          )依照善惡審判是否能永生 

 （３）重視來世與永生→因此製作「          」和建造金字塔 

◎奧塞利斯的故事  

    相傳奧塞利斯為早期埃及賢君，但是其兄弟塞特忌妒他的賢能，用詭譎手段

將之殺死，碎屍數塊，投入尼羅河中。幸賴屍體防腐神阿努比斯保護屍體未腐爛，

等到奧塞利斯之子賀魯斯長大成人，展開復仇行動，殺死塞特並奪回王位。奧塞

利斯之妻並經過許多困難，找回丈夫屍塊，重新縫合，於是奧塞利斯得以重生，

復活後的奧塞利斯成為陰間之神，人死後由其審判，善人得以永生進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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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之書》：記錄如何順利通過陰間之神的審判並獲得永生  

 

 

 

 

 

       

  3.科學 

    目的：基於(       )目的 

    成就： 

      天文學 

1. 太陽曆為了解尼羅河每年定期氾濫情形，每年有 365 又 1/4 日 

2. 陰曆宗教祭祀和禮儀的需要 

      數學：為測量土地及建築方面的需求，發展出計算體積和面積的知識 

      建築 

A. 金字塔最有名的古夫金字塔動員十萬人，花 20 年的時間建造 

B. 神廟堪拿克神廟(列柱神殿)，為拉美西斯二世所建，為祭拜太陽神的最

高殿堂 

C. 人面獅身像據說是按照埃及法老海夫拉的面貌雕鑿而成 

 

四、希伯來文明 

 

一神信仰 

(           )將埃及原先的多神信仰改為一神信仰，獨尊阿頓。阿頓以抽象的

型態出現，是全宇宙的造物主，賜予大地生命、溫暖、和諧及正義，同時也代

表著道德及秩序，只要存好心、存好報、行善，就可以得到阿頓神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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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常遷居，西元前 17 世紀，為躲避饑荒移居埃及 

2. 西元前 13 世紀，在摩西率領下出埃及，定居於巴勒斯坦 

→摩西受《       》，希伯來人逐漸信奉耶和華是唯一的神 

3. 西元前 11 世紀建立王國，後分裂： 

(1)北部的以色列：西元前 722 年被亞述所滅 

(2)南部的(       )：西元前 586 年亡於迦爾底亞人→希伯來人被迫遷徙至巴比

倫→「巴比倫之囚」→波斯帝國釋放希伯來人回鄉 

 

堅定一神信仰 

1. 歷經長期遷徙與(       )流離的痛苦，加深對耶和華的信仰 

2. 深信猶太人是耶和華的唯一選民→排他的選民思想 

  耶和華代表最高善與正義猶太人對群體與個體都有強烈的倫理道德約束，認為 

  所謂的道德倫理是遵守上帝的規範 

3. 謹守《十誡》→謹守教義的律法主義 

4. (         )為經典也被稱為希伯來聖經(Hebrew Bible)，基督教舊約聖經的內容

多由其而來。塔納赫可分為三個部分：妥拉(Torah)、先知書(Navim)、聖錄

(Ketuvim)。 

5. 相信彌賽亞的降臨能解救苦難 

→發展出猶太教堅定的一神信仰，影響後來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重視聖典編

集，出埃及記、創世紀 

 

17頁，閱讀探究 

1. 善神、惡神 

2. 宗教因人而生，教義反映當時的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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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中海綻放的光芒－希臘文明 

（一）古希臘文明的先聲－愛琴海文明 

  1. (        )文明 

    時間：B.C 2500~1450 

    位置：希臘半島南端的克里特島 

    高峰期：B.C.1700～1450 年，以北岸的諾索斯城為代表 

    特色： 

      巨大宮殿樓高數層，有庭園、倉庫、戲院、會議廳和辦公廳 

      有供水與排水系統 

      大量陶器與青銅工藝品進入青銅器時代 

      無憂無慮、快樂富裕雕刻家與畫家描繪出美好的景致、愉快的節日、令 

        人興奮的體育競賽 

   線狀文字 

    衰落的原因：火山爆發 

  2. (        )文明 

    時間：B.C 1300~1200 年 

    位置：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北部，曾控制克里特島和愛琴海 

    文明進展： 

      堅固的堡壘和雄偉的宮殿 

      以紡織為主的手工業相當發達 

      與埃及、愛琴海諸島及小亞細亞貿易 

      可能是荷馬史詩所描述的時代國王(          )是《伊里亞德》中所說攻打 

        特洛伊的聯軍總司令 

    文明的消失：亡於從希臘半島南下的多利安人，使古希臘進入｢黑暗時代｣ 

 3. 黑暗時代，又稱荷馬史詩時代（B.C. 1200-800） 

  

（二）古希臘文明的重心－城邦時代 

  1. 城邦的形成 

    時間：B.C 800 年左右 

    背景： 

A. 地形崎嶇破碎，交流不易 

B. 海外貿易的衝擊村莊間的合作，以爭奪資源，建立防禦工事 

    形成以城市為中心的獨立城邦 

3. 政治特色 

    組織並不嚴密          國王權力不大，各氏族有相當大的權力 

    有貴族會議及公民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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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體演變 

 

 雅典與斯巴達 

 雅典 斯巴達 

地理位置 阿提加半島南端 伯羅奔尼撒半島南方 

文化特色 航海經商 武勇善戰 

經濟活動 
商業、貿易為主 以農立國，土地屬於國家，交由世襲

農奴耕作 

特色 

1. 建立殖民地 

2. 發展工商業 

3. 栽種經濟作物 

採對外擴張策略 

政體 君主貴族民主僭主民主 王政（軍國主義） 

公民特色 

1. 喜愛自由 

2. 有權利參與公共事務 

1. 沒有個人自由 

2. 公民的兒童出生後必須接受政府

檢查，不健全的兒童會被遺棄，

健全的兒童7歲必須離開家庭接

受軍事體能訓練，20歲後編入軍

營。30歲才可以參加公民大會及

結婚 

政治狀況 

1. 執政官由貴族會議選出 

2. 公民大會無實權 

造成平民與貴族的爭端 

1. 由國王及年滿60的公民組成：元

老會議（最高權力機構，可決議

並提交公民大會表決） 

2. 公民大會可選出監察官 

 

類型 特色 約略時間  

君王制 君主個人專制 西元前九世紀 最早的政體 

寡頭制 少數貴族掌權 西元前八世紀  

僭主制 非法取得個人獨裁 西元前七~六世紀 寡頭政治被獨裁的貴族取

代，因為沒有合法的統治威

權，故稱之為｢僭主｣ 

民主制 公民掌權 西元前六~五世紀 1. 形成原因：公民經濟力量

和政治意識提升 

2. 代表：雅典 

3. 亞里斯多德認為民主制是

最適合希臘城邦的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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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與特色 

  (1) 早期的發展 

    興起：西元前七世紀以後，以生產葡萄和橄欖興起 

    貴族掌權時期 

      時間：西元前八世紀中葉~西元前六世紀 

      特色： 

 

  (2) 從梭倫到伯里克里斯－民主政治時期 

     (      )的改革 

      時間：B.C 594 年出任首席執政官後修改法典 

      原因：西元前六世紀末，土地兼併盛行，農民失去土地與自由，要求改革 

      內容： 

        A. 按(      )多寡把公民劃分四個等級 

第一、二等級 有資格當選為執政官 

第三等級 可擔任普通官吏 

第四等級 無權擔任官職，但有參加公民大會的權利 

        B. 適度放寬參政權利：成立四百人會議，為公民大會提出議案、擬定議程 

        C. 設立公民法院：成員由四個等級的公民中選舉產生，享有監督權和表決 

權，為最高司法機關 

        D. 取消農民債務，保障人民自由：廢除財產抵押，禁止因債務賣身為奴隸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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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曇花一現，此後雅典進入｢僭主政治｣時期 

◎雅典的僭主政治 

     梭倫改革之後，貴族因為立場與理念不合而產生對立，其中，庇西特拉圖

（Pisistratus，？～西元前 527年）勢力最大，西元前 541年自立為僭主。到了

庇西特拉圖兒子希庇亞斯(Hippias)的時代，無法延續其父的作為，人民不斷起事

推翻僭主，加上原本被庇西特拉圖放逐的政敵們，也煽動斯巴達介入雅典的內政，

終於使得僭主統治告終。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 

      時間：B.C 508 年，結束僭主時期與內亂  

      內容： 

        A.擴大四百人會議為(      )人會議 

          a.成員：由公民抽籤產生，任期兩年 

          b.職責：負責行政與制定法案，送交公民大會審查與通過 

        B.創設匿名陶片流放制可將對雅典民主有威脅的人驅逐出境十年 

      成果：鞏固雅典民主政治後世公認克里斯提尼為｢雅典民主之父｣ 

     

  伯里克里斯的改革 

      公民大會成為最高權力機構貴族會議失去權力（貴族會議已成為專辦殺人 

                         罪的上訴法庭） 

      抽籤任官制 

        A.執政官、法官由公民抽籤產生，有任期限制 

        B.軍事官、外交官由公民大會選出合適者，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 

      公職津貼：為貧困公民擔任公職提供條件，發給公民「觀劇津貼」，吸引他們 

         參加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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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黃金時代 

        A.民主政治完善 

        B.商業、殖民活動成果輝煌建構一支強大海軍 

        C.擊敗波斯帝國，成為希臘半島霸主 

◎(      )戰爭 

 1.起因： 

   B.C 559 居魯士建立波斯帝國，至大流士一世時達到全盛，橫跨歐亞非三洲 

   波斯帝國與希臘為爭奪商業利益及小亞細亞控治權 

  前六世紀中葉起，波斯帝國開始侵占希臘在小亞細亞西部沿岸建立的城邦，

並進而入侵希臘本土，直接威脅希臘諸城邦的安全與利益，結果雅典等城邦協助

受波斯統治的城邦恢復獨立的舉動，引起波斯不滿，加上波斯早有西侵的野心，

遂藉口發動了對希臘的戰爭。 

 2.時間：B.C 492、490、480 共三次最著名的是 B.C 490 的馬拉松戰爭、Ｂ.C 

 3.著名戰役 

戰 役 時 間 經 過 意 義 

馬拉松

戰役 

西元前

490年第

二次波希

戰爭 

在斯巴達無法出兵的情況

下，雅典靠自己的力量於馬

拉松平原，以寡擊眾擊退波

斯 

雖然此戰勝敗並不關

鍵，但有助於希臘人的信

心。為了紀念跑回雅典傳

遞捷報而身亡的使者，希

臘人在1896年舉行第一

次馬拉松賽跑大會 

溫泉關

戰役 

西元前

480年第

三次波希

戰爭 

斯巴達國王率希臘聯軍在溫

泉關抵擋了龐大的波斯軍隊

長達三天，擋住唯一通往希

臘的通道，波斯軍隊死傷慘

重。第三天當地居民帶波斯

軍隊繞到希臘聯軍後方，斯

巴達國王與三百名斯巴達精

兵與七百名底比斯志願軍死

守，保護希臘聯軍撤退 

此役雖然失敗，卻為雅典

海軍爭取時間，以致在海

戰中擊敗波斯 

 

 4.結果：在雅典領導下，希臘城邦擊敗波斯帝國 

 5.影響： 

   雅典人對民主制度深具信心希羅多德認為是｢雅典的民主制度戰勝了東方 

     的專制獨裁｣ 

   雅典成為希臘首屈一指的城邦 

   波斯帝國至此沒落，B.C 330 年被亞歷山大大帝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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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雅典的衰落： 

  (1) 原因：(               )戰爭失敗 

 時間：B.C 431~404 

 原因：雅典組成｢(      )同盟｣，招致其他城邦不滿 

A. 時間－B.C.478 年 

B. 原因－防止波斯再次進犯 

C. 成員－小亞細亞西岸及愛琴海上諸城邦 

D. 策略－企圖控制同盟，要求成員繳交貢金，且不准退出 

    結果： 

A. 斯巴達為與之對抗則成立「伯羅奔尼撒聯盟」成員為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城

邦 

B. 斯巴達為贏得戰爭與(      )結盟，成立艦隊，最終擊敗雅典 

 
  (2) 雅典衰落後的希臘 

 斯巴達因土地貧瘠又無強大海軍，霸業不守 

 希臘城邦又回到各自為政B.C 338 年被馬其頓國王腓力普二世征服 

 

 4.雅典民主政治的特色 

   每位公民都有平等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具有公民身分的成年男子才有參政權 

     公民權的認定標準B.C 451 年通過法律，只有父母都是雅典人才能擁有公 

       民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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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有限在伯里克里斯時代，具有參政權的成年男性公民只有 4、5 萬人 

      （約雅典總人口 1/10） 

   由於具有參政權的公民有限，雅典實際上也是少數統治但相較其他古文明尚 

     是君主獨裁或貴族壟斷，已足以成為後世典範  

   雅典民主制度 今日民主制度 

不同處 

1.僅限公民階級 

2.直接代表制 

3.官員以抽籤方式產生 

1.普及全民 

2.代議制 

3.官員以選舉方式產生 

相同處 1.公民有發言權   2.官員任期有定制  3.尊重多數決的決議 

 

 

亞

歷

山

大

帝

國 

帝國 

建立 

‧西元前 4 世紀，馬其頓國力漸強 

‧西元前 336 年，亞歷山大即位，征服希臘城邦，打敗波斯帝國，向東

擴張到印度河流域→建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 

統治 

方式 

1.採取寬容尊重的方式統治各民族：如各族群由各自族人管理 

2.鼓勵境內文化交流、通婚，在各地興建希臘式城市 

分裂 亞歷山大死後，帝國分裂為三個王國：塞流息得、托勒密、馬其頓 

 

 

（三）古希臘神話與宗教－眾神的世界 

1. 多神信仰，神明多為自然力量的代表 

2. 各種自然現象或意涵都有相對應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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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擬人化的諸神故事，透過口述或詩歌流傳 

(1) 神明在人類文明的進展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例如普羅米修斯盜火 

(2) 與人一樣，有著喜怒哀樂與愛恨情仇 

金蘋果與特洛伊戰爭 

    人類英雄帕琉斯與凌波女神賽蒂斯結婚。眾神均受邀參加婚禮，唯有不和女神伊瑞斯沒

有受到邀請。伊瑞斯懷恨在心，在婚禮上將一個金蘋果呈現給賓客，上面寫著「給最美麗的

人」。赫拉、雅典娜、艾芙蘿黛蒂（即維納斯）為了這個金蘋果爭執不下，其他神祇害怕得

罪女神都不敢發言，天神宙斯讓山上牧羊的俊美小伙子帕里斯（特洛伊王之子）做評判。 

    三位女神為了獲得金蘋果，分別開出誘人地條件：赫拉他給他無上的權力；雅典娜願意

賜給他智慧和力量；艾芙蘿黛蒂答應讓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愛上他，並做他的妻子。 

    帕里斯想來想去，覺得權力和統治他等以後繼承他父親的王位就可以了，但愛情卻不是

每天都可以遇到的。於是就將金蘋果給了艾芙蘿黛蒂。後來，帕里斯在艾芙蘿黛蒂的幫助下

拐走了斯巴達的王后——美女海倫，從而成為了特洛伊戰爭的導火線。 

 

(3) 每一個神都有其存在意義，例如普羅米修斯(先見之明)、雅典娜(智慧與

勇氣)、阿波羅(光明) 

(4) 城邦時代，不同的神明成為不同城邦的守護神 

課本頁21身歷其境： 

  希臘神具有人的特性，是人類將自身行為與價值觀投射的結果。希臘的地理環

境與兩河流域相比，不易受到入侵，也沒有不定期氾濫的洪水，使他們對自己充滿

自信，重視人類本身，認為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運，不必然受制於神。雖神的地位

高於人，但人仍然可以與神有所互動，且也會受到神的愛慕。 

4. 神話信仰詮釋自然界的變化與人世間的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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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祈禱祭祀的目的：取悅神求得諸神的善待 

6. 人不可完全掌握命運將不可知的部分歸神 

  (1) 相信神諭：德爾菲阿波羅神廟的神諭最具權威性，常用來仲裁城邦糾紛 

 (2) (      )的態度神話多帶宿命的悲劇色彩，例如：西西弗斯神話象徵人

生就是無止境與命運對抗 

7. 無統一教條、儀式：可以在家或是廟祭神 

(1) 教士地位不重要          (2) 顯示信仰的包容與俗世性 

 

（四） 科學與哲學的發展 

  1.促成因素 

    城邦公民有時間觀察人與環境的關係生產工作由奴隸負責 

    向外發展，文化交流頻繁 

      腓尼基人將字母傳給古希臘人 

      位於小亞細亞的城邦米利都，開始運用迦爾底亞的天文學知識 

  2.哲學的突破：神的世界人的世界 

    （１）西元前六世紀：米利都學派－關注(      ) 

      代表人物：泰利斯 

      理論：提出｢(    )是萬物之本｣的研究成果 

      意義： 

A. 不再以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以自然界本身來解釋宇宙萬物的形成 

B. 亞里斯多德喻其為｢哲學之父｣ 

泰利斯 萬物源於水，而消融後又返為水 

安那克西曼德 萬物的本質是種不被限定的存在自體 

畢達哥拉斯 萬物的本質是數，世界是和諧的整體 

安那西梅尼斯 萬物的本質是氣，氣聚和散的過程產生不同的物質 

赫拉克里特斯 火是萬物的根源，然而火永遠在運動變化 

 

    （２）西元前五~四世紀哲學思想出現新發展－關注(      ) 

      代表城邦：雅典 

      原因：農業生產力提高、手工業發展，以及商業貿易的繁榮，吸引各地人 

              才集中於此 

      新走向： 

A. 較具規模的學派出現 

B. 部分哲學家放棄對自然的研究，只討論與當時人有關的問題 

      智士 Sophists（     ）學派（如普羅泰哥拉斯） 



17 

          a.主張：善良、真理、正義都與人的需要和利益相關，故沒有絕對的真 

                  理與正義 

          b. 名言：「人為萬物之權衡。看起來存在的事物，就是存在；看起來不存 

                   在的事物，就是不存在。」 

     c. 影響：遭到反彈，刺激新的哲學思想出現 

       希臘三哲 

   Ａ. (          ) 

          a.主張：好行為是由(      )控制的行為一切道德的基本是理性克制情感 

          b.講學方式： 

            教導人必須｢了解自己｣ 

            透過思考、對話、質疑來弄清真相產婆法 

        思考－詰問法：反譏歸納誘導定義 

          c.結果：鼓舞許多年輕人的熱情，但最後被控「不信神，腐化青年」而 

                  判處死刑 

       Ｂ.柏拉圖 

         a.主張： 

            闡揚老師蘇格拉底的思想：認同蘇格拉底對「真理存在」的堅持，他   

                  認為美、善與正義是永恆不變的真理觀念， 

                  也是所有人應該追求的知識 

            重視精神層面的抽象理論（      論）有形的物質會隨時間改變，只 

             有構成有形物質的「理念」才會不變 

         b.著作： 

            《對話錄》：寫出蘇格拉底和朋友、弟子之間對各類倫理和社會問題 

                        所做的討論 

            《理想國》：是他對希臘城邦紛擾的反省認為國家需交由具有知性， 

                       懂得利用理性的｢(       )家皇帝｣來統治 

         c.創辦學校：在雅典創辦學院培育弟子 

        

   Ｃ.亞里斯多德 

         a.主張： 

        ＊師承柏拉圖 

        ＊人藉由理性可維持中道與平衡：物質和精神並重，身體與心靈要適當調和 

        ＊人是理性的動物，可以藉理性使自己得到幸福 

         b.研究方法：  

           自然是客觀的觀察對象→  重視資料的收集、分類、整理 

                  影響生物學、物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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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官論：主張透過觀察與理性分析，以理解自然運作的模式 

         c.貢獻： 

           ＊政治學：比較各種體制後推崇「      政體」 

  因為這種政體將可同時考慮富人、窮人與中產階級的利益，是比較符合正義原則

的政體。並尊崇法律，因為法律可以拯救過度自由造成的紊亂 

           ＊物理學：運動理論物體只有在一個不斷作用著的推動者直接接觸 

                     下，才能夠保持運動 

           ＊生物學：生物演化與分類  

           ＊邏輯學：以數學和邏輯推理來證明科學原理 

   

 （３）希臘哲學的傳布－希臘化時代 

  Ａ. 斯多噶學派 

      創立者：(      ) 

      主張： 

         A.抑制肉體慾望與物質追求 

         B.克制情慾 

         C.依照律法（宇宙萬物運行原則）過一種(      )的生活人應該對自己的 

           命運滿意 

         D.四海皆兄弟世界主義              E.寬恕待人 

      影響：          

         A.對社會秩序有維護作用後來羅馬帝國許多皇帝皆屬此一學派 

         B.與基督教的精神息息相關 

    B. 伊比鳩魯學派  

      創立者：伊比鳩魯 

      主張： 

         A.宇宙由原子組成，故靈魂會隨肉體死亡而消散 

         B.不需迷信鬼神 

         C.人生最高目的在追求快樂並非放縱慾望的快樂主義 

         D.應具獨立精神．祛除虛偽及恐懼等意念 

         E.養成公平正直的(      )心境 

      有「個人主義」傾向與斯多噶學派相反 

    C.科學 

歐幾里德 《幾何原本》 

阿基米德 數學：圓面積、球體積、拋物線 

物理學：浮力和槓桿原理－給我一個立足點，我就可以舉起地球 

天文學 1. 出現：日心說與地心說→地心說成為歐洲中古主流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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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斯塔克：提出日心說 

喜帕卡斯：天文學之父，發現地球的運轉受日月行星引力影響 

2. 地圓說：伊拉托西尼斯-計算地球圓周的長度 

 

六、承襲希臘的羅馬文明 

＊ 羅馬政治演變 

753 B.C. 拉丁人創建羅馬城王政時期 

      末三位國王為伊特拉斯坎人 

509 B.C. 推翻王政共和時期 

      貴族共和平民共和 

        494 B.C. 撤出羅馬城運動設立保民官、平民會議 

        450 B.C. 制定十二銅表法 

        445 B.C. 平民可與貴族通婚 

        367 B.C. 執政官中必須有一位是平民 

        201 B.C. 平民會議獲立法權，平民與貴族間的障礙逐漸消除 

 

64 B.C. 凱薩獨裁政治 

 

30 B.C.屋大維滅托勒密王朝 

27 B.C.屋大維－「第一公民」、「奧古斯都」帝國時期 

      「羅馬和平」：五賢君－涅爾瓦、圖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奧里略 

 

180 A.D. 奧里略－由盛轉衰羅馬衰落：軍人干政 

 

284 A.D. 戴克里先中興 

306 A.D. 君士坦丁：遷都、米蘭詔令 

337 A.D. 狄奧多西：基督教國教化、東西分治 

395 A.D. 狄奧多西死後，以亞得里亞海分裂為東羅馬(1453 滅)、西羅馬(476 滅) 

 

（一） 神話與宗教 

兼容並蓄：羅馬傳統＋希臘遺產＋東方信仰 

1. 移植希臘神話中的神，豐富羅馬神話 

(1) 例如羅馬神話的朱彼特被視同於希臘神話的宙斯，而原為希臘光明之神

的阿波羅，成了羅馬的太陽神。希臘主神在羅馬各有其相應名稱 

(2) 味吉爾－羅馬最偉大的詩人，《           記》以拉丁文書寫，延續伊

里亞德的故事，描述羅馬祖先事蹟內容展現羅馬人的使命感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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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深具教育意義 

  埃涅阿斯記敘述羅馬乃為特洛伊英雄所建，而這位特洛伊英雄還是阿芙羅黛蒂

之子，希望藉由與希臘神話的連結，言及羅馬人的由來，並用傳說神話來附會奧古

斯都為埃涅阿斯的後代，為奧古斯都增添更多英雄色彩、神統地位，以說明羅馬的

命運乃為天神命定。此書還詳述了埃涅阿斯建利羅馬時所經歷的痛苦與勝利，目的

為用光榮的傳統與崇高的命運來激發羅馬人的愛國心。 

 

希臘神明 對應的羅馬神明 執 掌 

宙 斯 朱彼特 眾神之王，掌管天空與雷霆 

希 拉 茱 諾 眾神之后，掌管生育 

波賽頓 尼普頓 海神，掌管海洋、地震與海嘯 

阿波羅 阿波羅 太陽神，掌管藝術、音樂 

阿芙羅黛蒂 維納斯 愛神，掌管美和慾望 

雅典娜 密涅瓦 掌管智慧、戰爭的女神 

戴歐尼修斯 巴克斯 酒神，掌管慶典與狂歡 

2. 受到東方宗教影響，產生救贖、永生的觀念 

(1) 埃及的奧塞利斯信仰、波斯的密斯拉信仰傳入，皆強調去除肉體罪惡，

獲得靈魂的救贖 

(2) 皇帝神格化：亞歷山大征服(       )後成為法老而神格化(         )

被視為「神君」崇拜 

（二） 哲學與法律 

1. (         )學派影響最大，特別受到統治階層的歡迎 

    (1) 西塞羅 

      善行產生快樂 智者就是依照理性指導而生活的人 不為煩憂痛苦所困擾 

    (2) (         ) 哲學家皇帝 

      重私人道德並努力服務；以理性超脫慾望與煩惱，保持內心的平靜 

      著有《沈思錄》：奧理略個人內心的自省以及對哲學的看法 

    (3) 法學：羅馬法學家提出以理性為基準的自然法，作為法律最高的原則，任何  

             法律都不可違反自然法，並依此訂利民法、萬民法 

法律制度是羅馬人留給後世最大的遺產 

民法 適用羅馬人，以《十二表法》為基礎發展而成 

萬民法 適用各國人民，依據各民族不同風俗民情所制定 

自然法 
1. 集結哲學家及法學家的法律研究成果 
2. 非法律條文，為任何法律都不得違背的自然法則，如人生而平

等、享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等→影響現代西歐法律 

羅馬法影響：6世紀查士丁尼法典成為日後歐陸各國法律主要權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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