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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元明清時代的文明蛻變

第一節　元明清的文化變遷

一、海陸交通與文化互動

(一 )宋元明的海上交通：

1.海上絲路的興起：

(1) 背景：

①	陸上絲路受阻於邊疆民族。

②	中國經濟重心南移。

(2) 因素：

①	宋代積極發展海外貿易。

②	航海技術與知識的進步。

【宋代海船模型】

(3) 發展歷程：

①	唐代：

a. 受限於造船技術與季風的知識，主要以沿岸航行抵達日本、朝	

鮮及印度半島東岸等地。

b. 以朝貢貿易為主；絲綢為出口大宗貨品。

據學者的研究，宋元

時期航海技術出現多

項重要進展，包括：

全天候的磁羅盤導

航、海洋天文定位、

航路指南書、海圖、

嫺熟的季風航行、海

洋氣象知識及船舶操

縱技術等。此外，宋

元時期海船已有水密

隔艙，吃水深且穩定

性佳，相當利於遠洋

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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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宋代：

a. 技術優勢：建造大型船舶、指南針的普遍應用。

b.貿易港口：登州、揚州、泉州、廣州、明州(今寧波)等。

c.貿易範圍：東起高麗、日本，南至南海諸國、印度半島，

西至阿拉伯半島及非洲東岸。

d. 商品：除絲綢外，瓷器的出口量也大增。

e. 影響：海外貿易蓬勃發展，市舶司的稅收成為國家重要

收入。

【宋代海外貿易範圍圖】

③	元代：

a. 海上絲路貿易達到高峰。

b. 泉州成為世界著名的貿易港。

④	明代：

a.明太祖為防範倭寇，頒布海禁政策，嚴禁人民出海貿易。

b. 官方將貿易管道限制於「朝貢貿易」，民間則於東南沿

海進行走私貿易海商集團出現。

【明代倭寇侵擾路線和區域】

朝貢貿易：古代受中國冊

封的海外藩屬國，可以定

期或不定期派使節向中國

朝貢，順便在中國進行一

些貿易活動。而中國則以

豐富的賞賜與文化來感召

這些「蠻族」，使其心悅

誠服。

泉州為宋元時期世界最大貿

易港之一，現今仍留有一處

古蹟「六勝塔」，據說為海

上絲路的第一座燈塔，也是

泉州灣主航道的古航標，但

並非世界最早的燈塔。已知

世界最早的燈塔位於埃及，

是西元前三世紀時由托勒密

王朝所興建。

明朝曾發明一種火器「火

龍出水」，可說是以火箭

為動力，飛翔於水面上的

海戰武器。點燃安裝在龍

身上的 4 支火藥筒，能夠

推動火龍出水以離水面 3

至 4 尺的高度平衡飛行，

最多達 2 公里遠，然後從

龍口裏射出數發火箭直達

目標，燒毀敵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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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清代：

a. 清初為圍堵臺灣的鄭氏而實施海禁。

b. 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才准許通商，但乾隆年間限定僅廣州一口

通商。

(4) 影響：

①	明中葉以降，中國透過海上絲路出口大量絲綢、瓷器、茶葉等，

賺取巨額美洲白銀促進明清工商業發展、白銀成為中國通用貨

幣。

②	外國奢侈品 (香料、奇珍異獸、火器、鐘錶等 )傳入中國美洲

的糧食作物 (玉米、番薯、花生、馬鈴薯 )傳入，有助於舒緩人

口激增所導致的糧食問題。

③	明中葉至清初，西方傳教士帶來西學海上絲路成為中西文化交

流的管道。

【十八世紀的墨西哥銀幣】

	

【清康熙年間仿製的西洋大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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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鄭和下西洋：

1.時間：明成祖永樂三年 (西元 1405年 )起，

共七次遠航，前後歷時約 29年。

2.目的：史學家說法不一。

(1) 宣揚國威、發展朝貢關係。

(2) 拉攏東南亞各國，從海上圍堵帖木兒

帝國。

3.範圍：明代的西洋主要是指今汶萊以東的

印度洋海域。

4.結束：明宣宗時最後一次出航。

(1) 明朝無意發展遠航貿易，且中央政府

財力衰竭，無以為繼。

(2) 明朝力行海禁，阻撓民間海外貿易

十五世紀起，海上貿易優勢逐漸轉移

至西方。

5.成就及影響：

(1) 擴大明帝國的政治影響力。

(2) 打破阿拉伯商人的經濟壟斷。

(3) 促成中國人移民東南亞。

(4) 航行紀錄的編製：

①	《鄭和航海圖》：中國現存最早的亞、

非航海圖。

②	《鍼位編》：記錄船隊航行過程中

羅盤針所指方位。

【鄭和航海圖】

關於東西洋的分界，古籍中記載最明確的當推明朝張燮的《東西洋考》，該書卷五云：

「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也就是大致以東經 110 度左右 (相

當於中國雷州半島以及今加里曼丹西岸 )為準，其東曰東洋，其西則稱西洋。

【鄭和下西洋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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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茶馬古道：商人在中國西南地區開闢的商貿通道。

1.背景：唐宋漢人以日用品與四川、雲南邊區及西藏交換當地特產。

2.唐代：

(1)以茶葉交換藏區的良馬，「茶馬互市」應運而生，形成一條由陝甘、

青海進入西藏的茶馬古道。

(2) 晚唐時吐蕃向外擴張，與南詔互市，興起另一條由滇入藏的茶馬古

道。

3.宋代：於四川設「茶馬司」，專管以茶易馬的事務，由川入藏的茶馬古

道日益興盛。

4.明代：進一步發展茶馬貿易。

(1) 補充國內軍用馬匹。

(2) 安撫外族。

5.清代：官方不再主導，但民間仍透過茶馬古道進行交易。

6.影響：

(1) 有利當地經濟發展及沿線市鎮興起。

(2) 促進漢人、藏人與西南少數民族的文化與宗教交流。

二、學術思想的演變

(一 )元明儒學的發展：

1.元代：

(1) 背景：

①	朝廷利用儒家義理強化統治正當性。

②	儒者不論任官(聖之任)或退隱(聖之清)，仍以傳播儒學為己任。

(2) 措施：

①	元世祖重用儒臣規劃典章制度，並推廣儒學。

②	元仁宗實施科舉，以朱熹的《四書集注》作為考試定本朱子學

取得官方獨尊的學術地位。

(3) 特色：元代儒者以尊崇朱熹理學為主，並吸收陸九淵的學說作為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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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元代大儒：

①	許衡：承繼朱熹思想，但也強調本心自悟，與陸九淵相

近。

②	趙復：將程朱理學傳入北方。

③	劉因：主張返歸六經，以糾正理學家易脫經典原義、好

發空論之弊。

④	吳澄：以朱熹學術傳承者自居，但其學說已有折衷朱熹、

陸九淵之說的特色。

2.明代：

(1)明初：明成祖下令編纂以程朱學說為範疇的《四書大全》、

《性理大全》等書，作為官學教材及科舉取士的準繩，程

朱理學盛極一時。

(2) 明代中葉：心學盛行。

①	陳獻章：

a. 教人端坐澄心，與陸九淵思想較接近。

b.提倡「學貴知疑」的自由學風，以改善程朱理學繁瑣、

僵化的求知與修行方法。

②	王守仁 (陽明 )：發揚心學。

a.「心即理」、「致良知」	：人應從自己的本心求理，

發揮天生的道德意識，自覺的去惡行善。

b. 知行合一：改善程朱理學空談而不實踐的流弊。

c. 強調「人人皆具良知」希望使儒學回到「人人皆能

得道」的原始主旨。

d. 後期的追隨者忽略了知識學習的重要性，招致治學空

疏的批評。

【王守仁像】

王守仁 (即王陽明 )因得罪宦官劉瑾而被貶至貴州，在當地形成心學思想體系。

寧王宸濠起事時，王守仁正好任巡撫，率軍平亂並生擒寧王，但為顧及親征的明

武宗顏面，待皇帝到南京再放出寧王讓其俘虜；王守仁也因此軍功而封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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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末清初：經世致用之學。

①	背景：

a. 心學空疏。

b. 明亡之痛。

②	代表人物與著作：

a. 科技方面：

(a) 李時珍《本草綱目》：十六世紀	

中國的醫藥大典。

(b) 宋應星《天工開物》：農業和手	

工業技術的紀錄。

(c) 徐光啟《農政全書》：總結中國	

長期的農耕經驗。

b. 思想方面：

(a)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強烈反對君主專制。

(b) 顧炎武《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主張地方分權，

以縣為地方行政基本單位，「寓封建於郡縣之中」。

(c)王夫之《讀通鑑論》、《宋論》：分析歷代政治得失，認為「亡

國」只是改朝換代，「亡天下」則是民族文化的淪亡，因此「保

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二 )清代考據學：

1. 特色：注重從古代經書中尋求真正的學問，	

不進行華麗無實的心性之辨，又稱為「樸學」。

2. 背景：

(1) 清廷屢興文字獄，儒者避免觸及時忌。

(2) 為解決陸王以及程朱兩派的爭議，	

學者主張回歸經學原典的討論。

(3) 經世致用之學帶動客觀、實證的治	

學方法。

(4) 清初大規模刊刻歷代典籍，促進考證的	

風氣。

(5) 傳教士傳入西方科學著作，帶來科學研究	

方法。

【本草綱目】

中古歐洲曾流傳一份文

件，據說是羅馬帝國君士

坦丁大帝頒布的命令，主

旨是將羅馬一帶的土地贈

與教宗。文藝復興的人文

學者瓦拉運用語言學知識

考證出，此文件的語句與

四世紀時的語法不符，而

是八世紀中葉的拉丁文，

故此文件應是後世偽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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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學範圍：以經學為根本，擴及史地、天文曆算、典章制度等

方面。

4. 治學方法：敢於疑古，講求歸納實證。

5. 代表人物：

(1) 樸學開宗：顧炎武；閻若璩與胡渭繼其後。	

主張疑古和考辨才能探究儒學真意。

(2) 派別：

①	吳派：惠棟主張「惟漢 (兩漢經學 )是信」。

②	皖派：戴震主張以聲韻文字為訓詁方法，	

由訓詁以尋求義理。

(3) 段玉裁、王念孫：將考訂文字音義的訓詁之	

學發揚光大。

6. 影響：

(1) 正面：對古籍的整理與諸子學的復興很有貢獻。

(2) 負面：墨守瑣碎的考證，無益於國計民生。

三、西方宗教與科技的傳入

(一 )耶穌會傳教士東來：

1.背景：

(1) 大航海時代，歐洲海權國家東擴，基督教隨之而來。

(2) 歐洲宗教改革後新教勃興，舊教為另闢教徒來源，積極從事

海外傳教。

2.代表人物：

(1)沙勿略：首先抵達東方，但因明朝海禁而無法進入中國內陸。

(2) 利瑪竇：

①	傳教原則：避免與中國的儒家文化相衝突，在不違背天主

教教義的前提下，尋求雙方的共識。

②	傳教方式：

a. 著儒服，研習漢字與儒家經典，引用儒家先哲言論說明

教義，允許中國教友祭孔、祭祖「利瑪竇規矩」。

b. 將歐洲的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士人。

【顧炎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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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成就及影響：

a. 贏得部分中國士人的信任與認同，影響其接受天主教信仰，並

使其對西方文明抱持較開放的態度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受洗。

b. 清朝建立後，西方的科技仍持續傳入中國。

【沙勿略畫像】

		

【利瑪竇畫像】

(二 )西方科技傳入的概況

1.天文學：

(1) 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相繼掌管欽天監，將中國的天文觀測技術

加以西化。

(2) 湯若望編訂「時憲曆」，沿用至清末。

2.數學：

(1) 利瑪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

(2) 湯若望著《新法算書》，介紹西方數	

學知識。

(3) 利瑪竇、李之藻合譯《同文算指》。

3.物理學：

(1) 鄧玉函和王徵合譯《遠西奇器圖說》，	

介紹力學理論。

(2) 湯若望著《遠鏡圖說》，說明望遠鏡	

製法及光學理論。
【《遠西奇器圖說》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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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火器：

(1) 明朝召請耶穌會士、葡萄牙軍人指導火炮技術。

(2) 康熙皇帝為平三藩之亂，命傳教士造炮。

(3) 南懷仁撰《神武圖說》，解說火炮原理。

5.地理學：

(1) 利瑪竇繪製《坤輿萬國全圖》。

(2) 康熙皇帝命傳教士繪製《皇輿全覽圖》第一部實地測量的中國

地圖。

6.中國儒者對待西方學術知識的態度：

(1) 融會中西學說的看法。

(2) 提出「西學中源說」，並積極考訂、輯佚中國古代科學著作。

(三 )禁教與西學輸入的中斷

1.背景：天主教其他教派為打破耶穌會壟斷在華傳教權，向羅馬教廷控

訴耶穌會違反禁止偶像崇拜的教義。

2.爭端：

(1) 羅馬教皇下令禁止中國教徒敬孔、祭祖。

(2) 此舉激怒康熙皇帝，下令限制天主教在華傳教。

(3) 雍正皇帝又以傳教士介入政爭，下令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人放棄信

仰，並要求西洋教士離華。

3.結果：西學的傳入因而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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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近世東亞的國家與文化

一、朝鮮

(一 )高麗王朝的文化發展：

1.背景：

(1) 十世紀時，朝鮮半島陷入分裂，後由	

王建統一，建立高麗王朝。

(2) 西元 1275 年，高麗成為元朝的藩屬。

2.特色：

(1) 政治：

①	仿照中國的政治體制，建立科舉制度。

②	成立中央官學，教授儒家思想。

③	形成兩班階級的貴族政治，享有政治、經濟特權。

④	晚期崛起一批接受中國理學思想，反對門閥世族的士大夫，後來

成為李朝的支持力量。

(2) 儒學：

①	派留學生至中國；購買中國史書與儒家經典。

②	十三世紀時，安珦帶回《四書集注》。

(3) 宗教：中國佛教大為盛行十三世紀時刻印高麗版的《大藏經》。

(4) 工藝：青瓷、金屬活字印刷術。

(二 )李氏朝鮮 (簡稱李朝 )的發展：

1.治國理念：抑佛崇儒；程朱理學為官方推崇的正	

統儒學，學者排斥佛老，也敵視王陽明的學說。

(1) 鄭道傳編纂《朝鮮經國典》，揭示以儒教為	

主的治國理念。

(2) 世宗：

①	積極模仿明朝的典章制度。

②	創製拼音文字「訓民正音」。

③	輯錄古今忠臣、孝子事蹟，繪「三綱行實	

圖」獎勵氣節。

【高麗王朝開國君主王建像】

【李朝開國君主李成桂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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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祖命人編纂《經國大典》，將朝鮮王朝的法制植基於

儒教朱子學上。

(4) 十六、十七世紀興起「實學」思想：追求務實。

①	受日本入侵及中國經世致用之學與乾嘉考據學影響。

②	促進朝鮮對其歷史、地理、語言的考究，提高民族意

識，也使中國明清時期的科技大幅傳入朝鮮。

【訓民正音】

2.科舉與儒學教育：

(1) 科舉：

①	小科：含生員科 (考經學 )與進士科 (考詩賦 )，通過

者可進入最高學府「成均館」就讀。

②	大科：限生員、進士、成均館儒生及低階官吏應考，

考試內容為詩賦、經書講論、對策等。殿試及格後按

等第授官。

③	武科：武官子弟為主，考武藝和經學、兵書。

④	雜科：技術官考試，分譯科、律科、醫科、陰陽科等

四門。

(2) 學校教育：

①	中央：「成均館」；以準備科舉考試為主。

②	京城：設有東、西、南、中「四學」。

③	地方：鄉校。

李氏朝鮮的建立：西

元 1388 年，高麗國

王派右軍都統使李成

桂進攻遼東，欲出兵

明朝東北地區；李成

桂反對出兵，回軍發

動政變，控制了高麗

王朝軍政大權。1392

年，李成桂在松京

( 後改名開京，今開

城 ) 自立為王，並由

明太祖定國號為「朝

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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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私學：書院。

⑤	培養醫學、天文、數學、法律、繪畫等技術的學校。

3.儒學對士大夫及庶民的影響：

(1) 儒者的派別：

①	勳舊派：以鄭道傳為首，開國功臣為主。

②	士林派：以鄭夢周為首，強調道德與義理，拒絕出仕，專注在鄉

村教育。

(2) 黨爭：

①	起因：成宗為牽制勳舊派而起用士林派，與勳舊派發生利益衝突

而爆發四次「士禍」。

②	結果：士林派勢力仍不斷發展。

(3) 書院與鄉約：

①	書院：以「白雲洞書院」為代表。

②	鄉約：以宣揚三綱五常、相互扶助為目的。由士林派儒者為約正，

包納當地農民。

(4) 影響：

①	三綱五常觀念深植人心，朝鮮轉化為家父長制社會。

②	朝鮮政府藉此建構區別良賤的身分制度：人民有良人和賤人之別。

a. 良人：分為兩班 (儒者中高級官員，享有各種特權，壟斷任官

機會 )、中人 (基層官員 )及常民 (從事農工商的平民 )。

b. 賤人：奴婢、娼妓等，地位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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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一 )天皇制度的起源：

1.背景：

(1) 西元前 300 至西元 200 年間，中國的水稻耕作、金	

屬器技術經朝鮮傳入日本。

(2) 一世紀時諸國分立，其中「倭奴國」曾遣使至中國。

(3)二世紀後半「邪馬臺國」建立，擁立巫女卑彌呼為王，

曾向魏進貢，受封為「親魏倭王」。

(4) 約四世紀時大和政權建立，統治者稱「大王」，傳說

為天照大神的後裔。

(5) 六世紀末聖德太子攝政，吸收中國文化，建構中央集

權官僚體制，以「天皇」一詞取代大王。

【聖德太子像】

2.大化革新：天皇集權的實現。

(1) 開端：西元 645 年，孝德天皇自豪族手中奪回政權，

以自中國返日的留學生為顧問，模仿唐代制度推行大

化革新。

(2) 內容：

①	模仿唐代租庸調法與均田制，實施班田收授法，將

漢倭奴國王印是東漢

光武帝頒授給其屬國

倭奴國的一枚金質王

印，於十八世紀出土，

被廣泛引為中日交流

的重要證據。據《後

漢書》記載，建武中

元二年，倭國眾多邦

國當中的奴國國王遣

使朝貢，光武帝劉秀

賜金印。

推古天皇是日本首位

女天皇，她即位之初，

立侄兒聖德太子為皇

太子，總攝朝政，推

行一系列政制改革。

聖德太子攝政期間，

規定將「大王」等用

詞一律改為「天皇」。

天皇宣稱萬世一系，

所有天皇都來自同一

家族，從未出現王朝

更迭。

據《隋書》記載，隋

煬帝大業 3 年，倭王

遣使朝貢，使者上呈

煬帝的國書中說：「日

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

天子，無恙」。隋煬

帝「覽之不悅」，告

訴負責接待使節的官

員：「蠻夷書有無禮

者，勿復以聞」，命

令以後不要再上呈這

種「無禮」的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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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族控制的土地收歸朝廷。

②	八世紀時頒布「大寶律令」，規定中央與地方政

制。

a. 中央：由太政官等公卿統轄八省處理政務。

b. 地方：分為七道，下轄國、郡、里等單位，國

以中央派任的國司治理。

③	西元 710 年，仿唐長安城建平城京 (今奈良 )。

(3) 成果：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二 )幕府時代：

1.武家政治的興起：

(1) 十世紀後均田制破壞，豪族佔據土地並建立私人

武力，發展出莊園制度與地方武士集團。

(2)十一世紀末，天皇開始任用親信與武士收掌政權，

導致內爭不斷，武士開始嶄露頭角。

2.幕府政權的變遷：

(1) 鎌倉幕府：

①	創立者：源賴朝。

②	文化特色：引進宋、元文化，如朱子學、飲茶、

書法、水墨等。

③	宗教特色：法然等人發揮佛教淨土思想，榮西等

人引進禪宗思想。

(2) 室町幕府：

①	創立者：足利尊氏。

②	著名領袖：足利義滿獲明朝冊封為日本國王，兩

國間展開朝貢貿易。

③	文化特色：

a. 武士文學與融合禪宗的武家文化盛行。

《大寶律令》於西元 701 年

頒佈，是日本第一部成文

法典，以中國唐朝的《永徽

律》為藍圖，把關於刑罰的

條文稱為律，把關於國家政

治制度的條文稱為令。內容

包括戶田篇、繼承篇、雜

篇、官職篇、行政篇、軍事

防務篇、刑法和刑罰篇等。

【足利尊氏畫像】

源氏是日本著名的氏族，活躍於平安時代；氏族是天皇臣籍降下 ( 將血緣疏遠或較不

受寵的皇室子弟降為平民 ) 的姓氏，通常賜給被降為臣籍的皇子、皇女。第一代的源

氏是嵯峨天皇的子孫；平氏也是日本天皇在平安時代賜姓的皇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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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連歌」、「御伽草子」等庶民文藝逐漸發展。

(3) 戰國時代：

①	足利義滿去世後，室町幕府喪失統制力量，武士

以下犯上的風氣日盛。

②	織田信長引進火槍技術，於西元 1573 年滅室町

幕府，卻於 1582 年遇刺身亡。

③	豐臣秀吉繼起稱霸：

a. 築大阪城作為統治中心。

b.「檢地」政策：透過土地調查，給予實際耕作

的農民土地所有權，確保稅收。

c.「刀狩」政策：沒收農民武器，以安定社會秩序。

d. 兩度出兵朝鮮，皆因明朝支援朝鮮而未能成

功。

(4) 江戶幕府：

①	創立者：德川家康。

②	幕藩體制：將軍為最高決策者，地方武士為諸侯。

③	參勤交代：諸侯必須定期至江戶謁見將軍，並將

家族成員留在江戶作為人質。

④	文化特色：浮世繪 (日本式版畫 )、武士道 (受

朱子學與禪宗影響 )。

下克上 ( 或作下剋上 ) 在日本歷史上，是指居於低位者以政治或軍事手段取代高階

的人，最早出現在鎌倉時代。戰國時代，朝廷權力被幕府將軍奪取，天皇並無實權，

但幕府將軍的權威也不斷受到各地崛起的諸侯挑戰，有時甚至成為一些強勢諸侯手

中的傀儡。

明朝萬曆年間，豐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鮮，朝鮮節節潰敗，向宗主國明朝求救，明朝

隨即派兵支援朝鮮，其間曾於西元 1593 年議和並休戰；但於 1597 年（丁酉年）戰

事再度爆發。最後由於豐臣秀吉病逝，日軍於 1598 年全部從朝鮮撤退。朝鮮王朝

時稱第一次衝突為壬辰倭亂，第二次衝突為丁酉再亂。

【織田信長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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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鎖國時期：南蠻學與蘭學。

1.南蠻學：西、葡傳教士傳入的西方科技。

(1) 開端：十六世紀時葡萄牙人傳入火繩槍，耶穌會士沙勿略進入鹿兒島

傳教。

(2) 內容：西方醫學、天文學、地理學、航海技術等。

【十六世紀傳入日本的火繩槍】

2.鎖國政策：

(1) 背景：天主教威脅到江戶幕府的統治。

(2) 導火線：島原反抗事件。

(3) 措施：禁絕天主教；只准中國、荷蘭商船至	

長崎貿易；下令日本人不得出海。

3.蘭學：透過荷蘭人傳到日本的西方學術。

(1) 背景：

①	鎖國時期，幕府要求來日的中、荷商人提交	

報告書，報告海外情勢。

②	十八世紀後，幕府不再禁絕基督教以外的	

西洋圖書，甚至派人學習荷蘭語及自然科學。

(2) 代表人物及著作：

①	前野良澤和杉田玄白翻譯歐洲人體解剖著作，	

出版《解體新書》。

②	新井白石著有《西洋記聞》、《采覽異言》、	

《荷蘭記事》、《阿蘭陀考》。

③	大槻玄澤出版荷蘭語入門書，創辦最早的蘭學	

學堂。

(3) 蘭學引發政治事件：西伯爾特事件、蠻社之獄。

4.鎖國時期的結束：西元 1867年的「大政奉還」。

島原反抗事件：島原位於

九州東南，天主教相當盛

行。西元 1637 年，島原

藩主為興建島原城而收取

重稅，無力負擔重稅的農

民在天草四郎領導下起

事，參與者多為天主教

徒。後為幕府派兵平定，

雙方傷亡慘重。此事導致

幕府決心禁絕天主教。

西伯爾特事件與蠻社之

獄：西伯爾特是荷蘭商

館醫生，因為意圖將日

本的地圖帶出，遭到幕

府驅逐。蠻社是由江戶

的蘭學家所組織的學術

團體，研究政治、經濟

和國際形勢，後因批判

幕府的鎖國政策遭到鎮

壓，高野長英等被捕，

史稱「蠻社之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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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交流與發展：

1.幕府時期的中日交流：

(1) 中國南宋與元代：約鎌倉幕府和室町幕府前期。

①	主要形式：民間貿易與僧侶往來。

②	影響：將禪宗傳入日本；帶入中國的建築形式與生活習慣飲

茶發展成為日本禪宗文化的特色之一。

(2) 中國的明清時期：約室町幕府後期至江戶幕府前期。

①	特色：除貿易之外，中國書籍大量輸入日本。

②	影響：在德川幕府提倡下，朱子學成為官方的主流思想。

2.從貴族文化到武家文化：

(1) 平安時代：

①	由來：八世紀時，天皇定都於平安京 (今京都 )。

②	特色：文化上呈現濃厚的貴族風雅之風。

(2) 幕府時代：呈現尚武風氣。

①	武士道：「忠」、「義」成為武士奉行的美德。

②	禪宗的影響：茶道發展為特殊奉茶禮儀，庭園、藝術也帶有禪風。

(3) 織田、豐臣時期 (十六世紀中葉 )：

①	隨著經濟、社會的興盛，建築和藝術呈現華麗風格。

②	異國色彩：西、葡兩國帶來的南蠻文化。

【十七世紀抵達長崎的葡萄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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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亞貿易與東南亞的發展

(一 )歐洲人的殖民與傳教：

1.歐洲人的東來：

(1) 背景：香料貿易。

①	十字軍東征後歐亞貿易恢復，歐洲人開始使用東南亞產的丁香、胡

椒等香料。

②	香料貿易掌握於伊斯蘭、威尼斯商人手中，為打破其壟斷，促成歐

洲人的海外探險及大航海時代的來臨。

(2) 葡萄牙：

①	開端：亨利王子派船隊，沿非洲西岸向南探險。

②	探險家：

a. 狄亞士繞過好望角，找到進入印度洋的航路。

b. 達伽馬航抵印度，將香料等貨物運返出售，獲極大利潤，刺激葡

萄牙人前往東方的意願。

③	據點：果亞、麻六甲、摩鹿加群島、澳門。

④	結果：因欠缺維持的經費，葡萄牙人在東南亞的據點迅速被荷蘭人

取代。

(3) 西班牙：

①	開端：麥哲倫橫越太平洋，發現菲律賓。

②	過程：

a. 西班牙政府不斷派艦隊探索菲律賓群島，	

並積極擴張，後選擇馬尼拉作為殖民地首	

府。

b. 天主教各派紛紛派遣傳教士前來，菲律賓	

除民答那峨島、蘇祿群島信仰伊斯蘭教以	

外，其餘各地均接受天主教。

c. 以馬尼拉為基地發展與墨西哥的大帆船貿易，以墨西哥、秘魯的

白銀交易中國絲織品、瓷器。

③	影響：

a. 菲律賓的香蕉、椰子、芒果等傳入中南美洲。

b. 中南美洲的甘藷、玉米等糧食作物透過菲律賓傳入中國。

c. 白銀大量流入中國。

【西班牙大帆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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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荷蘭：

①	背景：十六世紀末，荷蘭人的海上武力逐漸超越西、葡，開始

加入東南亞的香料貿易。

②	特色：較重視貿易利潤，對傳教並不熱衷。

③	過程：

a.西元1602年荷蘭成立東印度公司，賦予發動戰爭、簽署條約、

修建要塞、佔領殖民地及鑄造貨幣等特權。

b. 西元 1619 年佔領爪哇巴達維亞 (今雅加達 )，作為東南亞商

貿活動的總部。

c. 西元 1624 年佔領臺南，作為對中國和日本的貿易據點。

d. 西元 1641 年，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麻六甲。

④	成果：十八世紀起，荷蘭人強迫東印度群島土著種植咖啡、甘蔗、

靛藍等經濟作物，並引進華工、華商協助經營，獲利豐富荷

人眼見華人勢力日強，數次發動屠殺。

(5) 英國：

①	背景：

a. 西元 1600 年，伊莉莎白一世同意設立英國東印度公司。

b. 因荷蘭勢力強大，無法進入爪哇，暫時專注於印度。

②	過程：

a. 十八世紀後勢力更為強大，陸續佔領檳榔嶼、麻六甲，迫使

荷蘭退出馬來半島。

b. 西元 1819 年佔領新加坡，作為在東南亞的商貿中心。

c.1820 年代開始入侵緬甸。

③	治理方式：

a. 偏重商業利益，未盡力於傳教。

b. 與伊斯蘭蘇丹合作統治馬來半島：英人實際控制檳榔嶼、麻

六甲與新加坡，其餘交給土邦的蘇丹管理。

④	成果與影響：

a. 十九世紀晚期，馬來亞成為世界錫礦與橡膠的主要產地。

b. 華南移民大量湧入，迅速掌握經濟大權，遭當地人嫌惡。

萊佛士於西元 1819 年

1 月，在馬來半島南端

小島上建立一個自由貿

易港，即今日的新加

坡。萊佛士成為新加坡

總督，並於 1823 年 1

月正式宣告新加坡為自

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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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殖民活動的意義與影響：

①	十六世紀歐洲國家奉行重商主義，主張必要時以國家武力掠奪重要

經濟資源，其以武力征服香料生產區的行動，可視為近代歐洲資本

主義全球擴張過程中的重要環節。

②	歐洲殖民勢力的入侵，摧毀了東南亞各地的傳統文化。殖民者為培

養西化的知識階層及人力資源，建立現代教育體系，反而促成本地

知識菁英的政治覺醒，成為近代東南亞民族主義發展的種子。

(二 )近代越南的歷史與文化發展

1.儒家文化在安南的發展：

(1) 十世紀時為中國宋朝藩屬，	

尊孔崇儒，仿行中國政治制度。

(2) 十一世紀，李朝實行科舉取士，	

設立國子監，儒學書籍、佛教經	

典南傳日多。

(3) 十三世紀時陳朝建立，兩次擊退	

元軍，並進一步引進中國科舉制	

度，模仿中國漢字發展「字喃」。

(4) 十五世紀初，明成祖派兵征服，設置交趾布政使司進行直接統治。不

久黎利驅逐明軍，建立黎朝。

(5) 黎聖宗接受明朝冊封，仿中國建立六部，並崇奉儒家學說，修建孔廟

及學校。

(6) 十九世紀，阮朝嘉隆帝接受清廷冊封，仿效清代律法編纂「嘉隆法

典」，大興儒學並行科舉，使儒家倫理深入民間。

2.法國統治下越南文化的變遷：

(1) 法國的殖民統治：

①	背景：十七世紀時，法國加入東南亞貿易，但受阻於荷蘭人，故集

中力量於中南半島的沿海地區法國神父為傳教方便，以羅馬拼

音書寫越南語。

【漢字與字喃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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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過程：

a. 法國人因支持阮朝建立有功，獲得傳教與經商權利，使天主

教在越南發展迅速。

b. 後來阮朝積極擺脫法國干涉，雙方衝突不斷。

c. 中法戰爭後，法國以武力將越南納為殖民地組織印度支那

聯邦，併入寮國，派總督主持聯邦行政。

③	成果：

a. 經濟：將越南發展為農工原料供應地，稻米、煤礦等成為重

要出口商品。

b. 文化：推動同化政策，天主教勢力快速增長，羅馬拼音字逐

漸取代字喃。

④	影響：

a. 官方推動羅馬拼音的越南文字系統，提升識字率。

b. 法式風格成為現代越南文化的要素。

c. 歐洲各類思想的傳入，成為越南知識分子思想的新資源，甚

至成為反殖民統治的力量1920 年代，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

革命勢力，紛紛奉馬克思主義為革命指導方針，如胡志明創立

越南共產黨。

【越南共產黨創立者胡志明】



第四章　元明清時代的文明蛻變

85

鑑古知今歷屆考題

1. 以下資料是從先秦到清代三個不同時期的士人對君主制度的看法：

甲：「百姓最足珍貴，江山社稷為次，君主要擺在最後。」

乙：「君主為天下之大害，以前無君主時，人民反可自得其利。」

丙：「要委屈百姓以伸張君權，要壓抑君主以伸張天道。」

這三項資料出現的先後順序為何？	 【94 指考】

(A) 甲、丙、乙	 	 (B) 乙、丙、甲

(C) 丙、甲、乙	 	 (D) 丙、乙、甲。

2. 日本某古寺留存有一份珍貴文件記載：「癸丑，春三月，明州 (今寧波 )來船

二艘。其中，祥興號滿載絲綢、陶瓷，另附銅錢七萬，《史記》、《漢書》、《三

國志》各十部；《四書集注》百部；佛教經典數百部。」這一份文件最早可能

出現於哪一朝代？	 【94 學測】

(A) 漢代	 (B) 唐代	 (C) 宋代	 (D) 元代。

3.某個時代，有人主張學問要自有心得：讀孔子之書，必須與自己的經驗相印證；

如果心中不以為然，那麼，即使是孔子之言，也不能承認就是對的。這種思想

觀念傳播甚廣，知識界於是出現了不少特立獨行之士。這最可能是以下那類人

物的主張？	 【95 指考】

(A) 諸子百家	 (B) 竹林七賢	 (C) 陽明學派	 (D) 五四健將。

4. 一位政治人物指出：「讓殖民地人民自由地生活、並自己管理，才是我們的最

終目的。恢復越南的秩序與和平，才是達到這個理想的最重要基礎。」這種想

法代表的是：	 【95 學測】

(A) 十九世紀後期，法國殖民主義者的想法

(B) 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對民族自決的主張

(C) 二十世紀中期，法國對越南獨立的態度

(D) 二十世紀末，美國主張越南開放的說法。

5. 某人準備出門旅行，先到城中購買相關書籍。書肆中陳列著各種指南、地圖及

日常生活有關的百科全書。這些書中不僅有交通路線，甚至有煙草、海外奇珍

等的介紹。這個現象最早可能出現在下列哪個時期？	 【96 學測】

(A) 宋代	 (B) 明代	 (C) 清代	 (D) 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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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代主流學術原為考據學，中期以後轉變為講求權宜救亂的經世致用之學。

此轉變之主因為何？	 【97指考】

(A) 反清復明思想復熾，學者轉趨宋明理學以替代考據學

(B) 內亂始作，外患亦接踵而至，春秋經世思想隨之代興

(C) 西方學術傳入後，學者趨之若鶩，考據學因此而衰微

(D) 取才方式轉變，科舉廢除，舊學為新時代士人所遺棄。

7. 考古學者在印尼發現某些沿海居民家中，至今仍使用中國明代瓷製器皿。這

些瓷器最可能的來源為何？	 【97 學測】

(A) 明朝鼓勵海外貿易，瓷器銷往印尼，數代累積而來

(B) 當地民眾常能從遭海難的明代船隻中尋獲貿易瓷器

(C) 清初中國沿海居民移到該地，隨身攜帶器皿之遺留

(D) 中共文革結束之後，商人將大批古物運到當地販售。

8.16 世紀後期，許多歐洲羅馬公教的教士遠赴海外，如利瑪竇到中國、沙勿略

到日本。他們除了傳教，也促進文化交流。這群教士前往海外傳教的動機為

何？

(A) 要打擊路德教派、英國國教派及喀爾文教派的海外傳教活動	 【97學測】

(B) 為聯絡海外的羅馬公教信徒，對抗日益擴張的伊斯蘭教勢力

(C) 教宗要擴張海外貿易活動，增加教會財富以繼續與新教對抗

(D) 羅馬公教欲擴大海外教區，彌補歐洲宗教改革後信徒的流失。

9. 某個地區的經濟與貿易史，發展過程如下：在西元初年，那裡是印度航海者

紛紛揚帆而往的黃金地；幾個世紀之後，對阿拉伯人和歐洲人來說，該地區

成了香料、樟腦和香木之國；到了近代，那裡又成為橡膠、錫和石油的重要

產地。這個地區應是：		 【98 學測】

(A) 非洲東岸	 	 (B) 阿拉伯半島

(C) 印度半島	 	 (D) 南洋群島。

10.16 世紀以後，白銀通過菲律賓、日本進入中國，從而導致中國經濟發生相應

的變化，形成「白銀—銅錢」的貨幣體系。1800-1900 年間白銀兌換銅錢數

量的變化趨勢應當是：	 【100 學測】

(A) 銀價穩定下跌		 (B) 銀價穩定上漲

(C) 銀價先跌後漲		 (D) 銀價先漲後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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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元史．泰不華傳》記載：「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台氏，父塔不台，歷仕台州

錄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至治元年，

進士及第。至正元年，泰不華除（担任）紹興路總管，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

越俗大化。」下列論述或論著，何者最有可能引以上文字作為證據？

(A)〈元初州縣多世襲〉	 	 【102 指考】

(B)《元西域人華化考》

(C)〈色目人隨便居住〉

(D)《元典章校補》。

12. 某一地區在 15 世紀初逐漸成為國際貿易中心，各地商人在此交易，也可乘船

前往中國經商。當地國王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曾親自前往北京，中國使臣也

經常前往該地。16 世紀，該地遭西方殖民者入侵，國際貿易形勢改變，東西文

明往來更為頻繁。這個地區是：	 【102 學測】

(A) 麻六甲	 (B) 臺灣	 (C) 琉球	 (D) 香港。

13. 十七世紀初，歐洲一家公司獲得政府授權，專營亞洲貿易。該公司為維持航路

暢通，不僅組織軍隊，也在各地設立據點，設官管理。十七世紀後半期，這家

公司不僅成為日本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也是西方新知傳入日本的窗口。這是

哪家公司？	 【103 指考】

(A) 荷蘭東印度公司

(B) 法國西印度公司

(C) 英國東印度公司

(D) 德國克魯伯公司。

14. 儒家學說之中，某一時期之學術，近代學者論其一大弊病：「不敢議論史事，

不敢議論人物，不敢稱讚古代士人的氣節，不敢宣揚前朝人物在亡國時表現的

大義凜然。這只是養成莫談國事之風氣以及不知廉恥的士大夫，為後來國勢衰

弱埋下遠因。」這位學者批評的最可能是：	 【103 指考】

(A) 漢代經學；通經致用，利祿之途

(B) 宋程朱學；格物致知，窮理盡性

(C) 明代王學；發明本心，培養良知

(D) 清考據學；文字聲韻，訓詁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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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某地位於歐洲通往中國的航路上，早在 1819 年，英國商船便在此建立交易

據點，逐漸發展成繁榮港口。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曾攻占此地，控制三

年多。1945 年，日本投降，該地重歸英國管轄，但當地人民爭取自主，先脫

離英國統治，進而獨立建國。這個國家是：	 【103 學測】

(A) 泰國	 (B) 新加坡	 (C) 越南	 (D) 印度。

��解答

1.(A)	 2.(C)	 3.(C)	 4.(C)	 5.(B)

6.(B)	 7.(B)	 8.(D)	 9.(D)	 10.(B)

11.(B)	 12.(A)	 13.(A)	 14.(D)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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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近現代的文明挑戰與契機

第一節　中國文化的調適

一、學術思想的應變

( 一 ) 今文經學的復興：

1. 背景：清代中期，經濟、社會危機日益嚴重，學者以經世致用為目的，

發揮《春秋公羊傳》微言大義的精神，針砭當時社會問題。

2. 代表人物：

(1) 莊存與：創立常州學派，主張尋求孔子的微言大義。

(2) 劉逢祿：發揮「張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 )之說，彰顯

應變中求發展的思想。

(3) 廖平：倡托古改制之說，康有為受其啟迪。

(4) 龔自珍：開啟假借經學議論時政的	

風氣。

(5) 魏源：主張學習西方。

①	《皇朝經世文編》，發揮經世改革思想。

②	《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

(6) 林則徐：編纂《四洲志》，介紹世界三十多國的概況。

【《海國圖志》中的西半球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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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士人應變圖強的努力：

1. 自強運動期間知識分子的主張：

(1) 馮桂芬：采西學、制洋器、籌國用、改科舉。

(2) 王韜：提倡廢專制，實施君主立憲。

(3) 鄭觀應：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2. 戊戌變法：

(1) 康有為：

①	與梁啟超領導強學會、時務報。

②	發揮今文經說，寫《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倡導變法。

(2) 嚴復：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提醒國人再不變法圖強將被淘汰。

【嚴復像】

3. 孫文革命：

(1) 留學生接觸西方天賦人權、主權在民學說，支持革命的勢力日益壯

大。

(2) 革命派在《民報》上攻擊立憲派 (《新民叢報》)，雙方論戰使革命

思想傳播日廣。

陳天華於西元 1903 年留學日本，開始從事反清活動。1904 年與黃興、宋教仁等創

立華興會，策畫武裝起義，事泄逃亡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會，任《民報》編輯，

以通俗的說唱體著《警世鐘》、《猛回頭》、《獅子吼》等文，宣傳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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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反省舊傳統與引進新文化：

1. 清末知識分子對舊傳統的反省：

(1) 部分自強運動支持者為化解保守派反對，提

出「西學源於中國說」。

(2) 馮桂芬：著《校邠廬抗議》，直言中國有諸

多不如西方之處，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

為本原，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3) 譚嗣同：著《仁學》，宣揚自由平等，批評

專制君權、綱常禮教。

2. 民初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1) 背景：民初新知識分子目睹亂象，認為過去

的改革偏重形式的模仿，必須拋棄舊傳統、

建設新文化，西化始克有功。

(2) 開端：陳獨秀等創辦《青年雜誌》(後更名

為《新青年》)，揭櫫「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的大旗。

(3) 擴大：

①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聘請陳獨秀、胡適任

教，宣揚民主、科學等新思想，使北大成

為新文化運動中心。

②	魯迅等人加入《新青年》的陣營，加強對

儒家文化的攻擊 (魯迅原名周樹人；其弟

周作人亦為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 )。

(4) 目標：

①	攻擊儒家學說：新文化運動認為君主專制

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綱常名教有違自由平

等，欲建立共和立憲政體必先打倒孔家店

但一次大戰使西方文化露出破綻，反

而顯出中國的優點，胡適乃重新整理國

故，不再一味否定中國文化；梁漱溟也

懷疑西方文化，宣揚中國文化。

《校邠廬抗議》是近代

思想家馮桂芬的政論

集，針對清咸豐朝以後

的社會大變動，及當時

科技落後於西方的狀

況，提出一系列改革方

案。他提倡「以中國之

倫常名教為本原，輔以

諸國富強之術 」被概

括為「中學為體，西學

為用」，成為變法的理

論根據。

譚嗣同是清末著名的

「戊戌六君子」之一，

著有《仁學》一書，認

為儒學「名教」是維護

專制主義的精神支柱，

號召衝決君主、倫理、

利祿、俗學、天命、佛

法等專制網羅；對秦漢

以來專制制度的抨擊尤

為猛烈，認為君主專制

是一切罪惡的淵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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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推行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認為要切除舊文化，必須批判文言

文，為普及新思想，必須借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因此力倡白話文，

展開文學革命。

a. 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

b. 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

(5) 重點：前期重在批判傳統，解放思想；後期傾向引進各種西方思想

(即全盤西化 )。

(6) 影響：西學在中國百家爭鳴。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趁勢傳入，

知名學者杜威等也來華訪問。

第二節　東亞文化的新局

一、日本的脫亞入歐論與亞細亞主義

( 一 ) 幕府末年對西力的因應：

1. 幕府末年，思想家佐久間象山體認西方技術的優越，提倡以夷之術防

夷。

2. 美國以武力威迫幕府開港：日本國內分為「攘夷派」和「開國派」。

(1) 攘夷派：主張攘擊外族，指責幕府軟弱無能。

(2) 開國派：主張開國通商，輸入近代科技，傾向輔佐幕府改革。

3. 幕府的保守派排擠改革派，使主張開國的改革派也倒向反幕府陣營，促

成攘夷派壯大，結合當時盛行的「大義名分」學說，形成「尊王攘夷」

思想。

4. 結果：末代將軍迫於形勢，上奏請求奉還政權。

【描繪大政奉還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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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脫亞入歐論的提出：

1. 提倡者：福澤諭吉。

2. 背景：日本政治菁英大力推動西化，而知識界	

對於中國、朝鮮的頑固保守感到不耐。

3. 內容：日本不應等待鄰國開化，而應脫離亞洲，	

加入西方文明國家行列，並且可以採西方帝國主	

義方式對待中國、朝鮮。

4. 意義：凸顯日本認同西方弱肉強食的功利主義，	

為軍國主義奠定基礎。

(三 )亞細亞主義的興起：

1. 提倡者：

(1) 勝海舟：提倡與中國、朝鮮合作，對抗西方列強。

(2) 岡倉天心：文明古國 (中國、印度 )已失去光輝，由日本取代，日

本應領導亞洲各國共抗白種人的侵略。

福澤諭吉在著名的短文《脫亞論》中，提倡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

教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基於優勝劣敗的思想，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

此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

岡倉天心將亞洲文明視為一體，認為日本是亞洲思想與文化的儲存庫，亞洲必須在日

本的領導下復興，日本也應該承擔「興亞」的責任。只有實現「亞洲一體」，建立亞

洲諸民族的一體組織，才能抵抗西方的侵略。

岡倉天心與福澤諭吉都是從日本本位出發，試圖確立日本在亞洲的統治地位，此種基

於日本民族優越論的文明觀，構成近代日本的主要世界觀。岡倉天心的思想後來甚至

成為日本詮釋「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基礎。

【福澤諭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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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

(1)1880 年代：出現各種「興亞」組織。

(2) 甲午戰後：日本因三國干涉還遼而懷恨列強，黑龍會因此高舉亞細

亞主義，支持孫文革命以圖併吞滿、蒙。

(3) 辛亥革命後：日本政府高唱「日華經濟合作論」，對中國展開「西

原大借款」，以擴大在華勢力。

西原大借款是 1917 至 1918 年間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訂的一系列

借款總稱，因日方經辦人是西原龜三而得名。當時段祺瑞並對日

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一事表示「欣然同意」，成為日後巴黎

和會決議將山東及青島歸日本管轄的主要緣由。

3.意義：起初是指統合亞洲以抵抗列強，後來成為合理化日本侵略的理論，

支持日本建構以其為盟主的亞洲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

二、日本帝國的左右派之爭

( 一 ) 左派與民權思想：1910 至 1920 年代，受俄國共產革命及第三國際影響，

日本的左派快速發展。

1. 開端：甲午戰後日本以賠款發展工業，勞工日增，無產階級窮困問題趨

於明顯，左派思想家幸德秋水鼓吹社會主義、推行勞工運動，但遭政

府壓制。

2. 一次大戰後日本左派受俄國共產革命及「米騷動」(搶米風潮 )激勵，

加上經濟不景氣，一時間勞工、農民運動盛行，日本共產黨也於西元

1922 年成立。

3. 大正民主：大正天皇在位期間實施政黨政治，民主學說紛起。

(1) 美濃部達吉提出「天皇機關說」

主張國家是法人，統治權屬於國家，天皇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機關

而行使統治權。

(2) 吉野作造闡揚民本主義。

(3) 石橋湛山鼓吹普選制，反對軍備擴張。

(4)矢內原忠雄：於西元1927年時即強烈批判日本對臺灣的經濟榨取，

七七事變後又公開抨擊日本軍部的侵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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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右派與軍國主義的抬頭：

1. 背景：

(1) 明治維新刺激民族主義發展，右派團體紛紛成

立，如西元 1881 年玄洋社成立，反對政府全面

西化。

(2) 西元 1889 年通過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使天皇

與政府掌握大權，軍隊直屬於天皇，擁有獨立的

統帥權。

2. 成員：持軍國主義、殖民主義與皇室中心主義的軍

人及社會人士 (如財閥等 )。

3. 發展：1930 年代，受全球經濟大蕭條的影響，日本

民選政府逐漸失去控制權，極端愛國主義者在軍方

支持下，以政爭和暗殺手段主導國內政局。

(1) 日本政府對左派的迫害：

①	美濃部達吉著作被禁，並被迫辭去貴族院議員。

②	矢內原忠雄被迫放棄東京大學教職。

③	京大事件 (瀧川事件 )：京都大學教授瀧川幸

辰批評國家暴力，遭政府下令解聘。

(2) 暗殺：日本首相濱口雄幸、犬養毅先後遭右派分

子暗殺五一五事件導致大正民主結束。

(3) 政變：二二六事件。西元 1936 年 2 月 26 日，一

批激進軍官發動政變，率兵殺害多位內閣大臣，

結果失敗，但右派軍方勢力進一步掌控政府。

【參與二二六事件的軍隊於事後返回原駐地】

二元制君主立憲制指政權

由君主和議會共同掌握，

但君主為國家權力中心的

一種政體形式。在這種政體

形式下，國家雖然制定憲

法、設立議會，但君主仍

然集立法、行政、司法和

軍事大權於一身，是權力

中心和實際的最高統治者；

政府對君主負責而不對議

會負責。

財閥：日本在十九世紀陸

續興起三井、三菱等四大

商社，這四家商社的權力都

集中於個人，具有家族企

業的特色，且除了工業外，

也積極介入金融業，勢力

非常龐大；通常也會經營

政府特許的行業。二十世

紀前期，隨著日本不斷發

動戰爭，國內的軍工產品

需求激增，財閥獲得空前

的發展。

少壯派軍人：日本陸軍軍

官依其所受教育，可分成

兩種團體，一為畢業於陸軍

大學校者，二為畢業於陸

軍士官學校者，前者由日

本陸軍的菁英分子所構成，

後者受限於傳統，晉升為

高級軍官的仕途十分有限，

從而形成了一股年輕、高度

政治化的集團，被稱作「少

壯派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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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七七事變後：

①	日本進入戰時體制，次年通過《國家總動員法》，極右派政府全

面掌控民眾生活，大肆搜捕左派與自由主義分子。

②	對外號召「東亞新秩序」，倡議日、滿、華合作太平洋戰爭爆

發後，發展為號召亞洲各國共同建設「大東亞共榮圈」。

(5) 代表人物：北一輝。

①	西元 1919 年發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對內主張天皇親政、停

止憲法、解散議會，對外主張對不義之國開戰，解放亞洲各國。

②	獲軍部及右派分子讚賞，右派團體紛紛成立。

③	因二二六事件牽連，與叛變軍官一同遭處決。

【滿洲國時期鼓吹日人、漢人與滿洲人友好合作的海報】

1930 年代起，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抬頭，臺灣總督府也積極壓制臺人的政治、社會運

動，如臺灣民眾黨於西元 1931 年被禁，臺灣共產黨成員也於同年遭搜捕殆盡，臺灣

地方自治聯盟則在西元 1937 年主動解散。

五一五事件：由於文人政府限縮海軍規模，引起基層官兵不滿，興起推翻政府的風潮；

西元 1932 年 5 月 15 日，總理大臣犬養毅於官邸中遭一批年輕軍官襲擊而遇害。事後

凶手雖遭起訴，但法院予以輕判，對當時與軍權對抗的法制與民主政府形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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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鮮面對現代文明的挑戰
1. 朝鮮開港：

(1) 背景：李氏朝鮮自建國以來致力學習中國文化，但十九世紀中葉後

開始面臨西力東漸的壓力。

(2)「鎖國攘夷」政策：1860 年代，保守的興宣大院君攝政，秉持親中

的傳統政策，斷然拒絕列強開港的要求。

(3) 開港：雲揚號事件 (又稱江華島事件 )。

①	明治維新後，日本出現逼迫朝鮮開港的「征韓論」。

②	西元 1875 年，日本軍艦至朝鮮西海岸測繪海圖，遭朝鮮江華島駐

軍砲擊。

③	次年，日本藉口此事，以武力逼迫朝鮮開港，訂立《日朝修好條

約》(又稱《江華條約》)。

【閔妃為李朝高宗王妃，因鼓勵高宗採行
開化政策而與大院君鬥爭不斷。甲午戰後
因企圖聯俄以抵抗日本，遭日人殺害。後
被追諡為「明成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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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化派與保守派的政爭：

(1) 背景：《江華條約》簽訂後，朝鮮漸興起開化思想，政府

分別派團考察中、日兩國，並建立學習洋務的機關，但遭

到保守派反對。

(2) 改革：以閔妃為首的開化派推動改革，一方面聘日本教官

建立新軍，另一方面受清朝「以夷制夷」主張影響，決定

對歐美開放通商。

(3) 壬午軍亂：

①	開化派改革引起保守人士不滿，受歧視的舊式軍隊亦積怨

頗深。

②	西元 1882 年，舊式軍隊因薪餉遭長期積欠而叛變，進攻

王宮並焚燒日本公使館。閔妃及親日人士逃亡，大院君重

新掌權。

③	清廷出兵逮捕大院君，閔氏再度掌權；日本逼迫朝鮮簽訂

《濟物浦條約》，獲得賠償及使館駐兵權。

(4) 開化黨政變 (甲申政變 )：

①	開化派的分裂：

a. 事大黨：主張依賴中國推行漸進改革。

b. 開化黨：主張仿效日本明治維新，反對清廷干涉。

②	西元 1884 年，開化黨人金玉均等受日本公使唆使發動政

變，並宣布新政。

③	清軍迅速敉平政變，開化黨人逃亡。

④	日本迫使朝鮮簽訂《漢城條約》，要求謝罪並賠償損失，

另外與清廷簽訂《天津條約》，相約兩國從朝鮮撤兵，將

來任一方若要出兵朝鮮必須事先知會對方朝鮮成為清、

日的共同保護國。

【袁世凱像。甲申政
變時，袁世凱正好代
表清廷常駐朝鮮，迅
速率兵敉平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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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學黨起事與甲午戰爭：

(1) 背景：朝鮮開港後，列強經濟侵略及賠款、購

置武器的支出，導致農民生活更加貧困，東學

黨隨之興起。

(2) 過程：

①	西元 1894 年東學黨起事，要求改革弊政；政

府派兵鎮壓，卻導致亂事加劇，被迫向清廷

求助。

②	清廷出兵支援，並依《天津條約》知會日本，

日本也隨即出兵朝鮮。

(3) 甲午戰爭：

①	亂事平定後清廷要求日本一同撤兵，日本卻

提議共同改革朝鮮內政，並伺機擴大事態，

發動甲午戰爭。

②	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承認朝鮮獨立。

4. 日俄角逐與日本併吞韓國：

(1) 甲午改革：甲午戰後，開化黨主政，進行改革

廢止科舉與封建的身分制、引進現代法律制

度等。

(2) 日俄角逐：

①	甲午戰後，俄國主導三國干涉還遼。

②	閔妃企圖引進俄國勢力牽制日本，遭日人殺

害，日本並進一步清除朝鮮宮中的親俄勢力。

③	俄國為反制日本，於西元 1896 年慫恿高宗避

難俄國使館。次年高宗自稱皇帝，改國號為

大韓帝國，以追求獨立地位，並試圖平衡各

國在韓勢力。

④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獨霸朝鮮。西

元1906年，日本任命伊藤博文為第一任統監，

全權支配朝鮮的內政與外交；次年逼迫高宗

退位，由純宗繼位。

東學道原為一純粹宗教

團體，創教者為崔濟愚，

自謂其教義擷取三教

( 儒、釋、道 ) 之長，且

隱含有抵制基督教之民

族意識。西元 1894 年，

全羅道古阜郡教徒全琫

準起事，朝鮮政府派兵

討伐，屢遭挫敗，因此

籲請清廷派兵援助，成

為甲午戰爭的導火線。

西 元 1905 年 11 月， 日

本與韓國簽訂《乙巳保

護條約》，條約內容規

定由日本掌握大韓帝國

的外交權、在大韓帝國

設置統監府等；次年首

任朝鮮統監伊藤博文就

職。1910年日韓合併後，

統監府改組為朝鮮總督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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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併吞韓國：

①	西元 1909 年，韓國志士安重根暗殺伊藤博文，日本國內要求併吞

韓國的聲浪高漲。

②	次年，純宗在威嚇下退位，日本宣布吞併韓國，李氏朝鮮滅亡。

【日本吞併韓國後設立的朝鮮總督府】

第三節　面對全球化挑戰的東亞

一、東亞文化的沒落

(一)背景：十九世紀，西方文明成為全球秩序、經貿乃至知識發展的主導力量。

(二 )中國：

1. 開端：鴉片戰爭後中國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及割讓香港，

又在續約中給予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特權，中

國主權大受損傷。

2. 英法聯軍：象徵皇權的圓明園被毀；列強勢力進入內地。

3. 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一連串戰役失利，乃至於後來的瓜分

風潮，嚴重打擊中國人的自信，也使中華文化面臨空前危機。

(三 )日本：

1. 開端：培里率美國艦隊以武力，逼迫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

2. 排外：日本開港後社會經濟混亂，下級武士屢次基於攘夷意識殺傷外國

人。



第五章　近現代的文明挑戰與契機

101

(1) 西元 1863 年，薩摩藩武士攻擊英國人，英國藉此發動戰爭，迅速

擊敗薩摩藩。

(2) 次年，長州藩砲擊通過下關的	

外國船隻，列強軍艦反擊，	

迅速佔領下關砲臺。

(3) 結果：薩摩藩與長州藩決心向	

列強學習現代軍備，成為支持	

明治維新的中堅力量。

3. 特色：日本有識之士很快意識到，	

必須學習歐美的技術與政教制度，	

因此遵循西方路線推行近代化，將	

日本改造為東亞第一個工業強國。

(四 )朝鮮：

1. 背景：

(1) 李氏朝鮮以兩班為領導階層，受中國理學影響，對外閉關自守，西

方人稱之為「隱士之國」。

(2) 十九世紀上半葉，列強不滿朝鮮粗暴對待失事船員及砲擊外國船

艦，決心打開朝鮮通商大門。

2. 事件：

(1)西元 1861年，朝鮮政府迫害天主教徒，引起法軍一度侵佔江華島。

(2) 西元 1871 年，美國藉故派軍艦入侵朝鮮水域，後因防備嚴密而自

動退去。

3. 結果：朝鮮政府仍採保守政策，兩班又黨同伐異，加上位處中、日、俄

三大勢力之間，並有美、英、法等列強覬覦，終於無力挽救危局。

二、冷戰格局與東亞文化
1. 背景：二次大戰後，世界因意識型態不同而分裂為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

陣營，開始冷戰對峙，東亞也呈現相同敵對態勢。

【被列強佔領的長州藩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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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

(1)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蘇聯於大戰末期佔領東北，積極扶植中共，國

民政府則因官吏營私傾軋、經濟惡化，民變學潮層出不窮，終於在

內戰中失利而被迫遷臺。

(2) 美國態度的轉變：

①	西元 1949 年 8 月，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指責中華民國

政府因腐敗無能而失去大陸，雙方關係降至冰點。

②	次年韓戰爆發，美國唯恐東亞各國為蘇聯所囊括，開始改變對臺

政策。

(3) 政府的努力：在美國的援助下，政府首先推動土地改革，促成農業

復興。1960年代以後，以擴大出口帶動經濟發展，締造了臺灣奇蹟。

(4) 文化特色：

①	以反共抗俄為國策，藝文多為配合此一政策而作，教育的價值體

系也以大中國為座標。

②	因長期依賴美援，受美國文化影響甚深，除日常生活逐漸美國化，

也透過美國引進各類現代思想。

3. 中國大陸：

(1) 發展概況：

①	政權建立初期，先後發動多項改造運動，造成社會不安，但經濟

有一定的發展。

②	因急於速成，發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造成經濟大倒退，文

化大革命更使中華文化遭受浩劫。

(2) 文化特色：

①	文藝：以歌頌中共領導人民革命、共產主義建設的作品居多，如

梁斌的長篇小說《紅旗譜》。

②	史學：以馬克思唯物史觀詮釋中國歷史，如范文瀾重新修訂《中

國通史》。

③	教育：為剷除歐美的影響力，接管輔仁大學、燕京大學等與西方

國家有關的學校。

④	外來文化：因接受蘇聯援助，蘇聯歌曲、電影也頗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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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

(1) 背景：

①	西元 1945 年 8 月底，麥克阿瑟率佔領	

軍抵日，設立「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	

部」(簡稱「盟總」)，推動各項非軍事	

化與民主化措施，防止軍國主義復甦。

②	西元 1946 年元旦昭和天皇發表「人間	

宣言」，否認天皇具有神性。同年 11 月	

日本公布「和平憲法」，將天皇改為象	

徵制，並宣示放棄戰爭。

③	西元 1949 年中共政權建立後，美國計	

畫使日本成為「遠東工廠」及「反共	

堡壘」。次年韓戰爆發，日本獲得大批	

軍需訂單，經濟快速復甦，同時獲准設	

置「警察預備隊」(自衛隊前身 )，重新建立武力。

(2) 戰後的發展概況：

①	美軍佔領時期：日本的第二次開國。

a. 盟總推行各項政治、經濟民主化措施，使日本傳統社會秩序解

體。

b. 批判天皇體制與軍國主義，促進思想解放。

c. 日常飲食、家庭生活及思想觀念趨向美國化。

②	西元1951年舊金山和會中，多數國家同意簽署《對日和平條約》，

日本主權獲得恢復，並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將防衛交給美軍，

專心發展經濟。

③	西元 1955 年，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併為自民黨，展開長期執政，以

國家力量指導經濟發展。

④	西元 1968 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成為僅次於美國

的經濟大國。

(3) 戰後日本藝文界的發展：

①	美軍佔領時期結束後，日本藝文界開始多面向處理戰爭議題，甚

至出現「原子彈文學」既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也向世人控訴日

本是西方暴力的受害者。

【麥克阿瑟與天皇於戰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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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西元 1960 年，日本政府不顧反對，與美國續訂《安保條約》，不

少藝文作家感到沮喪與醒悟，作品帶有對政治疏離的色彩。

③	電影界也出現如大島渚等「新浪潮」的導演，其電影表現出對世

俗的藐視及對政治的嘲諷。

5. 韓國：

(1) 背景：

①	西元 1945 年 8 月，蘇軍進入北韓，9月美軍進駐漢城 (今首爾 )，

實行軍政統治。12月，美、英、蘇決定朝鮮半島實施託管，但美、

蘇隨後發生歧見。

②	西元 1948 年 7 月，南韓在美國支持下公布憲法，以李承晚為首任

總統；9月，蘇聯亦扶植金日成建國，南、北韓正式分裂。

③	西元 1950 年韓戰爆發，雙方於 1953 年 7 月簽署《停戰協定》；

10 月，美、韓簽署《共同防禦條約》。

(2) 戰後的發展概況：

①	韓戰停戰後：李承晚運用美援，致力於經濟復員與土地改革，但

因獨裁引發不滿，1960 年爆發革命後被迫流亡。

②	1960 年代：朴正熙藉軍事政變奪權，後來又當選總統並連任。朴

正熙致力發展經濟，為獲取日本資金、技術而不顧反對與日本恢

復邦交，並以國家力量推動經濟發展，使南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

一，開啟「漢江奇蹟」。

朴正熙擔任韓國總統期間，為了發展工業而積極扶植和利用財閥，向財閥提供低息

貸款和補貼，並為財閥提供政府擔保，使韓國財閥能夠得到大量外國貸款。韓國政

府與財閥相互協助，使財閥成為韓國政府經濟振興藍圖的實際執行者。

(3) 文化界的發展：

①	脫離殖民統治初期：

a. 積極去除日本文化遺留，努力重建民族文化。

b. 隨即分裂為左、右陣營。左派以建設農工文藝為職志，流於為

共產主義宣傳；右派堅持文藝的獨立性，內容稍嫌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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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尼采】

②	韓戰結束後：

a. 不少作家檢討戰爭的殘酷，描繪	

戰後的現實生活，展現新的創作	

視角。

b. 討論共產主義的理念成為禁忌，	

意識型態桎梏了文藝的想像力。

c. 一些作家表現出對既有社會道德	

觀的反抗，借用西方「存在主義」	

的觀念，刻劃人生本質及存在的	

意義。

6. 整體特色：

(1) 民主陣營：美式的政黨政治體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措施、強調公

民意識與權利義務的價值體系大量輸入，深受美式文化影響。

(2) 中共：冷戰時期長期隔絕與西方文化的接觸，但西元 1979 年與美

國建立外交關係，同年推行改革開放，與西方國家的貿易、交流日

益熱絡，西方的經濟體制與文化思想也進入中國大陸。

三、東亞文化的再興
1. 背景：冷戰時期，美國主導東亞的政治、經濟、軍事發展，以美國為代

表的西方文化(流行文化、知識理論、文化價值等)深刻影響東亞各國。

2. 轉變：1970 年代起，東亞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亞洲四小龍」崛起。

中共於改革開放後改採市場經濟政策，全球政經情勢逐漸出現重大轉

變中共和日本分別成為全球第二、三大經濟體，顯示十六世紀以來

由歐洲主導的世界文明出現重大變化。

(1) 對儒家文化的重新評價：

①	儒家標舉家庭、道德、秩序、傳統的重要性，鼓勵勤奮節儉的精

神。近年東亞國家的經濟成就，有一大部分應歸功於儒家的影響。

②	中共在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發展，但社會亂象層出不窮，人們開

始反思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與價值，傳統儒家文化重新獲得重視。

(2) 以大眾文化而言，亞洲風格的文化成為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重要因

素華人的飲食文化、日本的動漫、韓國的MV、香港的功夫影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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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代歐洲的殖民政策、種族主義，以及戰爭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反映出近代歐洲文化價值的盲點，有識之士重新以多元的角度思索

人類文明的新價值典範。

3. 結論：東亞文化圈不再處於被動的學習角色，而是主動積極的開創者，

東亞現代文化已是當今全球文明走向的主導力量之一。

鑑古知今歷屆考題

1. 某國受到西方列強侵略，簽訂了包括協定關稅，承認西方領事有裁判權等內容

的條約，受到相當時期的壓迫。該國於是發憤圖強，經過長期的改革與建設，

並與列強積極交涉，到 20 世紀初，終於重新簽訂平等新約，獲得關稅自主權。

這是哪一個國家的情況？	 【95 學測】

(A)日本  (B)中國

(C)菲律賓  (D)印度。
2.1990 年代，有一位作家在〈一種逝去的文學？〉的文章中說：「那邊要統，這

邊要獨。『漢』『賊』早已兩立，『敵』『我』正在言歡。四十年前的神聖使命，

成了四十年後的今古奇觀。」此一「逝去的文學」所指為何？

(A)古典文學  (B)鄉土文學  【96 指考】

(C)反共文學  (D)現代主義文學。

3. 一份條約指出：「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兩國文書

往來，日本用其國文，自今起十年間，別具漢譯文一本，朝鮮用其本國文字。」

又說朝鮮應開口岸，讓日本商人貿易，「日本國人民在朝鮮國指定各口，如因

犯罪而與朝鮮國人民發生糾紛，皆歸日本官審斷。」這一份條約簽訂的時機應

當是：	 【97 指考】

(A)1876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後，向朝鮮擴張時

(B)1895年，中日戰爭後，日本控制朝鮮半島之際

(C)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勢力進入中國之後

(D)1945年，日本投降，與朝鮮訂立和平條約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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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某歷史教科書，用「侵略」一詞形容二十世紀的中日戰爭。日本文部省的

審查意見認為：「侵略」是含有負面道德暗示的字眼，用於下一代國民教育的

教科書，來描寫自己國家的行動，是不妥的，應該改用「軍事前進」之類的文字。

對於日本官方這種做法，我們應如何理解較為恰當？	 【99 指考】

(A)對於發動戰爭一事，日本政府並未能確切深入檢討與反省  

(B)對於發動戰爭一事，日本政府已從教育革新做起，知所省思

(C)歷史教科書的文字，應該屬於事實敘述，避免道德評價

(D)日本政府藉此做法，企圖得到中、韓政府的諒解與同意。

5. 戊戌維新之前，主張維新的人，發表各自意見。嚴復在〈上皇帝萬言書〉請皇

帝「結百姓之心」方法是「親至沿海各地，巡守省方，縱民嵩呼，瞻識共主。」

譚嗣同在《仁學》中說：「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

之通義也。」依據這些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最為適宜？ 【99 指考】

(A)兩位維新者，都抱有新思想，都反對舊觀念

(B)認同維新者，重點各有不同，但都主張民主

(C)嚴復思想激進，譚嗣同思想保守

(D)嚴復思想保守，譚嗣同思想激進。

6. 西方人論及某國時，指出：「該國原本閉關自守，後改其態，君民一德，變法

維新，迄今不過五十年，而功效大著，以能收還其治外法權，列入萬國公會，

成為完全獨立自主，平等之國矣。」這是指哪一個國家？	 【99 學測】

(A)德國  (B)中國

(C)印度	  (D)日本。

7.清末知識分子認為：「天下積弱之本，必自婦人不學始。」他們主張「興女學」，

呼籲婦女應受教育，因為幼兒教育倚賴母教，女子教育的好壞實為國家強弱的

依據。這時期士人鼓吹女學的主要背景為：	 【100 學測】

(A)認同國際社會以婦女識字率為國力強弱的指標，故有此主張

(B)回應法國大革命中的人權主張，積極肯定婦女受教育之權利

(C)受西方女權主義影響，也效法西方，積極鼓吹婦女接受教育

(D)主張強國必先強種，鼓勵婦女讀書識字，以培育優良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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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甲午戰爭之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流行用語，在新式學堂及學會均

以其作為辦學及創會的口號，然而新式學堂及學會的教學內容與發展目標，卻

偏重於西學或新學。形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最可能是因為新式學堂及學會的創

辦人：	 【101 指考】

(A)多半是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的留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較為陌生

(B)多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它會阻礙西學的發展

(C)多為外國人士或在華傳教士，自然會偏重於西學或新學的引介

(D)多以「中學為體」作為對付保守勢力攻擊學堂及學會的擋箭牌。

9. 一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導人物，主張改良，反對革命，對當時許多人受到俄國十

月革命鼓舞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階級鬥爭與唯物史觀的作法，並不贊成，認

為變革需要一點一滴的累積，因此反對急進。他最可能是：	 【102 指考】

(A)李大釗  (B)陳獨秀

(C)胡適  (D)魯迅。

10.1907 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建議朝廷：禁止書鋪販售「某類物品」，違者重罰查

封；並通令各省學堂，禁止學生購閱，違者逐出校門；令外務部商請總稅務司

轉飭各郵政局，查禁銷毀，不得代寄。張之洞建議禁售的「某類物品」應是：

(A)天演論之書籍  (B)基督教宣傳冊		 【102 學測】

(C)憲政體制叢書  (D)鼓吹革命書刊。
11.1920 年代，臺灣出現許多社會運動團體，分合不一，有聯合亦有競爭，也各有

不同的訴求與目標，啟蒙大眾之餘，對殖民政府進行各種理性的抗爭，如臺灣

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農民組合等。但 1930 年代多數社運團體均沈寂

下來，主要原因最可能是：	 【103 指考】

(A)日臺的差別待遇逐漸改善，社運團體無新的訴求

(B)經濟好轉人民生活改善，對社會和政治較不關心

(C)地方自治實施臺人獲參政權，社運團體訴求達成

(D)社運團體日漸左傾，當局大舉整肅禁止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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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雜誌上登載的文章，其中有「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皆封建制度之遺，

與西人相較，相去極遠，如不改進，必不能存於今日世界。」又有「西俗以橫

厲無前為上德，中國以閒逸恬淡為美風，實為中西民族強弱的大原因。」再有

「若篤舊不變，而無世界知識，不知順應世界潮流，絕難立足。」這些議論最

可能反映哪一時期的思想？	 【103 指考】

(A)林則徐為代表的鴉片戰爭時期思想

(B)李鴻章為代表的自強運動時期之思想

(C)康有為為代表的戊戌變法時期思想

(D)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時期思想。

13. 右圖是近代新式學堂教科書的課文及插圖，	

從課文的敘述與插圖的呈現，其內容最可能	

反映了哪一種時代思潮？【103 學測】

(A)尊君思想，以維護皇室地位

(B)強化團練，以防止內亂再起

(C)排滿思潮，以推翻滿清政權

(D)保國強種，以對抗列強侵略。
14.1971 年，日本政府發表的《經濟白皮書》中，難掩得意的表示：「回首往事，

風雨 25 年，完成戰後復興的日本經濟，在技術革新和振興出口兩隻車輪驅動

下，正朝著先進國的道路邁進。」但中外許多學者認為，在戰後「風雨 25年」

中，日本經濟的機遇與挑戰並存，且機遇大於挑戰。從戰後的國際情勢來看，

學者所謂的「機遇」應該是指：	 【100 指考】

(A)在美蘇對立加劇下，美國急需日本產業技術協助重建歐洲

(B)在中韓相繼赤化下，反共陣營的日本倖免戰後的賠償責任

(C)在兩大陣營對抗下，美國扶植日本為對抗共產勢力的盟友

(D)在國際冷戰氛圍下，日本幸運成為馬歇爾計畫的援助國家

(E)在共產勢力擴張下，韓戰越戰的軍需景氣強化了日本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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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1.(A)	 2.(C)	 3.(A)	 4.(A)	 5.(D)

6.(D)	 7.(D)	 8.(D)	 9.(C)	 10.(B)

11.(D)	 12.(D)	 13.(D)	 14.(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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