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臘文明 

(一)民族起源：希臘人由 印歐民族 西遷，他們分別自西元前 2500 年至前 

750 年間，定居於希臘半島，並在愛琴海各地建立殖民城市。 

(二)早期希臘文化的起源：愛琴海文明 

       1.克里特島「邁諾安文化」：具有商業發達、工藝技巧、愛好運動的特色 

(1)特色：社會和平、安樂 

(2)內容：青銅器，陶藝水準高、使用「線狀文字」、興建城市，對 

外貿易發達（與希臘本土、埃及、兩河流域有貿易往來） 

2.希臘半島南部「邁錫尼文化」 

 (1)特色：尚武好戰 

 (2)內容： 

A.吸收邁諾安文化，並將邁諾安文字簡化成為自己的文字 

B.西元前 12 世紀初，遠征小亞細亞，攻打特洛依城，戰爭導 

  致邁錫尼元氣大傷 

    C.滅亡：多利安人南侵，城市被毀，愛琴海文明逐漸沒落， 

希臘陷入長期混亂 

           ◎  愛琴海文明 

  邁諾安 （Minoan）文明  邁錫尼 （Mycenaean）文明 

時間 西元前 2000 年左右 西元前 1600～1200 年 

位置 位於 克里特島 上，受埃

及與腓尼基影響，屬近東文

明的一環 

位於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上，與內

陸強大的 西臺王國 平起平坐，

間接成為近東文明外圍的一環 

藝術 藝術風格顯現和平、富庶 壁畫表現主題多樣：捕獵（包括鬥

牛）、戰鬥、隊列、神話傳說等 

文字 在西元前八世紀，希臘人從

腓 尼 基 引 進  拼 音 文

字 ，這就是現在歐洲文字

書寫的來源 

將邁諾安文明的文字加以轉化使

用，成為記錄之用的工具 

神話

歷史 

諾索斯皇宮在希臘神話中

是用來困住牛頭人身怪物

米諾陶洛斯（Minotaur）的

迷宮 

1. 《荷馬史詩》由兩部長篇史詩《伊

利亞德》和《奧德賽》組成，是

希臘民間幾百年來口頭相傳的神

話傳話和英雄故事的精粹。 

2. 根據荷馬史詩記載，邁錫尼國王

阿伽門儂便是攻打特洛伊城的人 

(三)荷馬時代的社會：在邁錫尼文明毀滅後，希臘進入「黑暗時代」。對此段 

歷史的認識，主要依靠荷馬史詩，因此又稱為「荷馬時代」（神話史詩時 

代）。古代希臘人經由神話史詩，透過神與英雄的眼光，思索宇宙本源的 

問題，解釋世界的變化及人們的命運 

 



(四)城邦時代 

1.時間：西元前 750 年 

2.原因：因地理環境複雜，導致此地區不易統合，形成許多的政治單位， 

即所謂的「城邦」 

3.特色： 

(1)獨立自主的政治體：小國寡民 

(2)親族共同體，公民有共同血緣，崇拜共同的神，在步兵方陣中，體現 

生命共同體的意義。 

(3)城邦間征戰不斷：各城邦間常為了經濟、土地或軍事等因素彼此競 

爭，形成相互結盟或征戰的現象 

      4.代表城邦 

(1)斯巴達：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南部 

A.經濟：農業城邦，以農立國，採行寡頭政治，所有的公民不得兼營 

商業，皆為軍人。  

B.政治：貴族主導政權，發展出尚武的軍國組織 

C.面臨人口增加與土地不足的危機：向鄰邦發動戰爭。西元前 720 年， 

入侵美西尼亞，將其人民降為農奴，為斯巴達人耕作。 

D.結果：為控制農奴，將全部公民都訓練成戰士，編入軍隊，成為典 

型軍國主義的國家 

(2)雅典（以雅典娜為守護神，雅典衛城建有巴特農神殿） 

           A.經濟：海貿盛行，工商業發達 

           B.解決人口增加及土地不足的危機，方法有 

             ①鼓勵移民，建立海外殖民地 

             ②鼓勵農奴種植高價值的經濟作物，例如葡萄、橄欖 

           C.結果：新經濟政策帶動雅典經濟繁榮，造就一批富有的階層，對 

土地貴族的寡頭政治日漸不滿，成為雅典民主政治發展的背景 

     

雅 

典 

經濟 以商業與貿易作為立國的基礎 

政體 民主政治（後世民主政治的典範） 

公民權利 1、參與公共事務  2、被選為陪審人員 

公民條件 出生在雅典的成年男子且父母皆為雅典人（奴隸、外國人與婦女均

無公民權） 

官吏 抽籤任官制 

文化 重視文學、藝術、科學，其成就為希臘之冠，有「希臘人學校」的

美譽(重視教育，喜好演說與辯論) 

斯 

巴 

達 

經濟 以農立國 

政體 軍國主義 

統治方式 高壓統治，公民缺乏自由，禁工商業，不可旅行 

全國皆兵（美西拿人為其奴隸） 

文化 高壓統治農奴，為防止農奴反叛，常處於備戰狀態，窒息文化的發

展 

5.政治發展：城邦大都經歷過君主、貴族、潛主、民主等階段，雅典民主歷 

經屢次改革，才得以實現。 

 



     (1)西元前七世紀末，結束王政。但貴族壟斷政權，形成「寡頭政治」。貴族 

組成「貴族議事會」，掌握最高權力。 

     (2)改革背景：自西元前七世紀末葉到前五世紀初，雅典為了解決財富分配  

與 公民參政權 問題，開始一系列的民主政治改革： 

        A.政治方面： 

結束王

政體制 

→ 寡頭政體 → 貴族組織「貴族議會」 → 遴選執政官掌握

執政權力 

        B.經濟方面： 

 

長期過

度使用

土地 

→ 地力的

耗竭 

→ 改種橄欖 

與葡萄  

→ 需要更大

的資本 

→ 小自耕農

須借貸高

利 

→ 無法償還

貸款而淪

為奴隸或

移民他鄉 

↓ 

1. 貧民發出取消債務、重新分配土地的呼聲 

2. 貴族間因土地危機無法有效地解決而發生了衝突 

 (3)梭倫改革（594B.C）：雖開啟雅典的民主之路，但不久發生黨爭及僭主政治              

         A.取消農民債務，恢復農民自由 

         B.廢除貴族的世襲特權，依財產多寡重定社會階級，讓不同階級獲得 

不同程度的參政權 

         C.雅典公民可依財產多寡，出任不同官職，打破貴族壟斷之局 

         D.成立 400 人會議，並以抽籤方式選出 9 位執政 

     E.訂定法典並創立「陪審法庭」制度，凡公民都可旁聽訟案的審理， 

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措施。 

  (4)克里斯提尼改革（510B.C）：確立民主   

         A.打破傳統貴族與各黨派間的聯繫，削弱狹隘的地域主義，強化公民 

與城邦間的直接關係與忠誠之心。 

         B.擴大公民的參政權： 

      ①雅典的立法權屬於「 公民大會 」，行政權屬於「五百人會議 」。 

      ②公民皆可旁聽會議議案的討論，審查並監督相關議案                   

的進行，並有投票選任官吏之權。 

          C.陶片流放制 （Ostracism）： 

       ①方法：凡經投票而被遴選為有害民主的政治人物，將被放逐外地 

十年 

       ②成果：奠定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基礎，確立了「主權在民」與「輪

番為政」的民主精神，故有雅典民主之父的稱譽。 

 (5)伯里克里斯時代 

A.民主制度繼續擴張，民主政治的運作更成熟 

B.改革內容 

          ①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公民滿 20 歲即可參加，每年選出十 

位將軍，統帥軍隊並總攬國家大事。 



           ②五百人會議：成員由公民抽籤產生，分為十個五十人的委員會； 

負責日常生活的相關工作，有義務向公民大會提出參考意見。  

行政：除十將軍外，所有官吏都由抽籤產生 

       C.公民權的限制：除財產限制外，婦女、外來居民、奴隸也不能參政。 

所以並不是一種完全的民主 

(6)性質：就公民本身而言，是一種直接參與的民主 

   (7)意義：兼顧個人主義、公共精神，調和個人自由、團體生活，為後世民主 

政治樹立美好典範 

6、波希戰後，雅典進入「黃金時期」 

   （1）外交上：成為「提洛同盟」的盟主，與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 

                相互對峙 

   （2）內政上：伯里克里斯執政時代，政治清明，社會講求信義。政權在所有     

                公民手中，而非少數人手中。 

一、外患內憂與馬其頓崛起 

（一）外患：波希戰爭（三次，西元前 492、490、480 年） 

1、 原因：西元前五世紀，波斯帝國擴張，威脅希臘城邦 

2、 經過：在雅典領導下，希臘聯軍打敗波斯 

3、 結果：希臘戰勝，但城邦之間反而陷入長期內戰，斯巴達與雅

典各自與其他城邦結盟，成為兩個對立的集團，爭奪希臘世界

的領導權 

4、 意義：雅典民主政治與波斯專制政治的對抗 

5、 影響：希臘人信心大增，釋放出豐富的文化活力 

（二）內憂：伯羅奔尼撒戰爭（西元前 431~404 年） 

1、 時間：西元前五世紀末 

2、 原因：波希戰後，雅典與斯巴達各率盟國相互爭戰 

3、 軍事結盟：提洛同盟（雅典，西元前 478 年） 

             伯羅奔尼撒同盟（斯巴達） 

4、 經過：戰爭初期，伯里克里斯過世，雅典頓失領袖，民心渙散， 

         加上長期戰爭對商業國家不利，結果被斯巴達所打敗 

5、 結果：兩敗俱傷，底比斯與馬其頓先後崛起。最後由來自北方

的馬其頓王國征服希臘世界 

         （三）馬其頓崛起 

             1、傳統部落：居住於希臘北部，經濟文化落後，國王腓力二世將   

                          其整合成為強國 

             2、崛起時間：西元前四世紀初 

             3、生活方式：過著半農半游牧的生活方式，被視為半開化的野蠻 

                          人 

             4、腓力二世：學習希臘文化與軍事制度，並關心希臘政情的變化 

  （1）在底比斯稱霸期間，曾以人質身分來到底比斯學習軍事知 

       識 

   （2）擴建軍隊，採用步兵方陣，征服希臘北部 

   （3）擊敗雅典聯盟，征服整個希臘 

   （4）在東征亞洲前夕，遇刺身亡 



二.神話與宗教 

  (1)宗教 

    ①人神同質：希臘人相信宇宙間的任何事物都有專司的神祇主宰，而且眾神 

      都具有與人一樣的七情六慾，會依自己的喜惡來造福或降禍於人類 

    ②為取悅而競賽---奧林匹克運動會：定期至奧林匹克山舉辦祭典，以及各種 

藝文活動及運動競賽來祈求好運、取悅眾神，成為後世舉辦奧林匹克運動 

會的起源 

(2)文學 

①荷馬史詩（伊里亞德、奧德賽），反映城邦時代前的希臘社會與生活 

A.荷馬史詩的由來：相傳在西元前 800 年，有位盲眼詩人荷馬，將從前的 

傳說故事以韻文方式記載下來，寫成伊里亞德與奧德賽兩篇史詩 

A-1 伊里亞德：描述西元前 12 世紀希臘聯軍攻打特洛伊城的經過情形。 

A-2 奧德賽：敘述另一位聯軍英雄奧德修斯的故事。 

②希臘人將神與神、神與人之間的愛恨、競爭等故事編寫成許多神話，後 

  來成為歐洲文學、藝術廣泛討論採用的題材 

三.哲學：西元前六世紀起，希臘學者開始跳脫「神話史詩式」的思維，建構一 

         種全新的「理性」探索方式，來探索自然界與人世間的諸多問題 

(1)愛奧尼亞學派 

①泰利斯（哲學之父），不滿傳統創世神話對宇宙本源的解釋，提出一種新 

的看法。主張水是萬物的本質。 

②阿納西曼尼斯：指出「空氣」是萬物的原質。 

③畢達哥拉斯：畢達哥拉斯主張事物的本質在於事物內在的一種「數字關 

係」。宇宙內含有一個嚴謹的「數字秩序」此一秩序才是宇宙自然的本質 

（萬物的本質是數，世界是和諧的整體） 

④意義：這種探索自然的新角度與新途徑，導向一種自然的、科學的精神 

(2)辯士學派(智士學派)：西元前五世紀中葉，主張無絕對的真理(人是萬物的尺 

  度) 

  (3)倫理與政治討論：西元前五世紀，古典希臘城邦先後歷經外患與內憂，使 

    城邦體制的價值遭到質疑。加上希臘思想界對自然問題的探索也流於空泛， 

    缺乏意義。在此情形下，希臘思想家將哲學從探討宇宙轉而探索倫理道德、 

    政治等問題，對後世西方的哲學思想產生深遠影響。 

    ①蘇格拉底 

      A.被譽為全希臘最聰明的人，但他卻說自己唯一的知道的事就是自己的無 

        知。由於自認無知，所以他很少回答問題，而是不斷提出問題，因此自 

        喻是個知識與智慧的催生者。 

      B.喜歡探索真偽、美醜、善惡等問題，並研究人生的意義與目的，主張「了 

        解你自己」、「知識即道德」，有「西方孔子」之稱。 

      C.政治上：並未放棄城邦理想，但鄙視民主政治。 

      D.為糾正時人的態度，蘇格拉底重新肯定「理智」的價值，以及建立知識 

        體系的可能性；同時，他也強調城邦社會的倫理   



      E.肯定倫理道德與人文思想為政治社會秩序的「通則」 

  ②柏拉圖 

    A.重視抽象觀念，認為經由對觀念討論，才能獲得真理。 

    B.在『理想國』一書中主張一個理想的社會應由各階層的人，各司其職（理 

      想社會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和諧與效能），是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先驅 

    C.政治：不信賴民主政治，主張由哲學家治國 

  ③亞里斯多德 

    A.強調追求真理，當老師的觀點與真理相違背時，他寧捨尊師而保全真理， 

      因而有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B.富於實證精神。主張物質與精神不可分離，保持身心平衡。強調中庸之道， 

      重視自然現象的研究。 

    C.重視經驗與實證，主張以觀察與歸納的方法，系統的研究學問 

    D.政治：強調「中道政治」，認為理想的政體是一種能融合「寡頭」與「民 

      主」成分的政府。 

四、希臘化時代 

  (一)亞歷山大東征與帝國的建立（西元前 336~323 年） 

     1.背景：西元前四世紀，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統一希臘後被刺身亡，其子 

            亞歷山大繼承父志。首先平定內亂，穩定內部，然後移師大舉東征 

            波斯帝國 

     2.創立帝國：亞歷山大先後征服小亞細亞、埃及、兩河流域，在西元前 330 

      年滅波斯帝國，勢力擴及印度河流域，建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帝國 

     3.帝國統治措施 

       (1)被殖民者自治，可保有原本的宗教與風俗習慣（尊重各地文化） 

  (2)鼓勵民族通婚，設行省，由總督治理(過去的城邦失去了政治的獨立 

    性，變成單純的城市) 

       (3)建希臘化城市，統一貨幣，消除貿易壁壘 

    4.帝國分裂：亞歷山大病逝後，諸將內鬨，帝國分裂為安提哥那（統治歐洲 

      的馬其頓及希臘）、塞流卡斯（統治亞洲的兩河流域、波斯、小亞細亞）、 

      托勒密（統治埃及與巴勒斯坦）三個希臘化王國。帝國雖然曇花一現，但 

      希臘文化卻傳播到東方，對東西文化交流貢獻很大 

  (二)希臘化世界（西元前 323 亞歷山大去世~西元前 30 年羅馬征服托勒密王朝） 

     1.變遷的時代：早期受亞歷山大影響，晚期受羅馬影響 

     2.希臘化時代由來：各王國統治者多半來自希臘貴族，希臘語成為官方、 

       知識份子、商人共同語言，使希臘文化隨之東傳 

     3.政治：濃厚專制色彩，塞流息德（塞流卡斯）、托勒密受近東神權政治的 

       影響，盛行專制主義 

4.經濟：國家經濟統制，支配經濟生活，東西貿易發達，促進大城市興起， 

       亞歷山大里亞城（亞歷山卓城）是最富庶的城市 

  (三)融合各地特色的希臘化文化 

     1.背景：亞歷山大懷有世界大同理想，希望融合東西文化 



   2.方式 

     ①鼓勵東西貿易，希望透過商業交往，打破歐亞隔閡 

     ②鼓勵部屬與被征服民族的女子通婚 

     ③在各地建立希臘式的城市，推行希臘文字與法律，成為傳播希臘文化的 

       中心，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為代表 

   3.結果：東方人接受希臘文化，希臘人也有東方化的現象。文化交流的理想 

          逐漸實現 

   4.希臘化文化的主要特徵：包含希臘、埃及、西亞及波斯的文化融合而成豐 

     富多樣的「希臘化文化」。希臘歷史也進入了「希臘化時代」 

   5.希臘化文化的成就 

     ①成就 

       A、托勒密王朝獎勵學術。B、亞歷山卓城是學術研究中心 

     ②政治：城邦政治解體，王權強大，走向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 

     ③科學 

       A.天文學：亞里斯塔克的「太陽中心說」指出「地圓論」與「地球繞日 

         說」，但不受重視。托勒密主張地球是宇宙中心 

       B.物理學：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比重定律、槓桿原理 

       C.數學：歐幾里得『幾何原理』，成為後世幾何學的重要教材；阿基米德 

             （立體幾何） 

     ④哲學 

       A.發展趨勢：受專制政治的影響，哲學研究重心轉向追求個人的內在生 

         活（個人精神的慰藉），不再著重於公共事務。 

       B.派別：  

項目 斯多葛學派 伊比鳩魯學派 

創立 芝諾 伊比鳩魯 

人生   

 觀 

1、 主張克制情慾，追求理性 

2、 相信永生 

3、 強調眾物屬於有法則和秩序

可循的有機體，個人則屬於宇

宙一小部份而已，必須服從宇

宙的的理性與秩序，以達成至

善至樂的境界 

1、 主張人生應以求樂避苦為

主，人們應憑藉著道德與智

慧選擇真正的快樂 

2、 無來生 

目的 道德為人生的最高目的，其本身

即是幸福(以理性克制情慾，個人

只要依自然律，就可以過著一種

美德的生活) 

快樂是人生最高的目的，避免

痛苦，更高的快樂是一種理性

智慧的快樂（宣揚人生的目的

是追求快樂，依循理性的生活

乃是最大的快樂） 

公共

生活 

強調責任 重視功利 

地位 廣受知識份子歡迎 遭誤解為放縱肉慾 



影響 1、 在羅馬社會，斯多葛學派較受歡迎 

2、 基督教精神（斯多葛學派主張所有人皆同胞，應幫助窮困之

人） 

共 

同 

點 

1、 兩派都是實用倫理，都是人生哲學 

2、 不理會外在政治，追求個人內在生活 

3、 兩派所關心的都是個人的幸福 

4、 都重視理性與知識，以調整個人內在修養，以持身處世，而

非改變對外世界 

5、 兩派所理想的智者境界是東方式的精神寧靜澹泊 

   ⑤藝術：藝術風格不再追求古典的均衡、節制與理想，傾向以寫實、華麗、 

     誇張的形式表現出藝術的特質。藝術作品也由古典時代紀念公共人物，轉 

     而著重個人真實的情感、個性與容貌。 

   ⑥結果：即使帝國分裂後，希臘人仍是各地的統治者，依然採用希臘文、希 

     臘法律，東西文化交流更頻繁；此後三百年間被稱為「希臘化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