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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世界文化史概要            黃雋 老師解題 

 

一、試述希伯來民族（Hebrew）從游牧部落形成以色列王國的經過。 

【擬答】： 

希伯來民族的歷史是上古時代一個重要環節，尤其在宗教對後世有著深切的影響。 

 

猶太人原是游牧民族，早期定居於兩河流域，依舊約聖經的記載，西元前 1950 年左右，猶

太人始祖亞伯拉罕（Abraham）奉上帝耶和華（Jahweh）之命，率領族人遷移至巴勒斯坦

（Palestine）居住。大約在西元前 1600 年時，因連年饑荒，迫使部分族人遷入埃及，在

後期卻受法老奴役。直至西元前 1250 年，先知摩西（Mose）率領族人離開埃及，展開歸根

返鄉之路，在逃亡過程中自認為上帝「選民」。摩西創立包含「十誡」（ Ten 

Commandments）的摩西律法，要求族人遵循耶和華之戒律，樹立一神崇拜信仰的基礎，稱

做「猶太教」（Judaism）。 

 

猶太人最初為若干組織鬆散的部落氏族，直到西元前十一世紀掃羅（Saul）稱王，才有初

部國家組織出現。其後大衛王（King David）統一各部，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猶太王國。

大衛之子所羅門（Salomon）即位後，在首都耶路撒冷的錫安山（Zion）建立了猶太教聖

殿，此時期為猶太王國勢力的鼎盛時期。 

所羅門王逝世後，猶太王國因宗教、政治因素分裂為以色列與猶大兩個國家，後來先後亡於

亞述人及加爾底亞人之手。西元前 587 年，加爾底亞人將耶路撒冷的聖殿摧毀，並把大批猶

太人放逐到巴比倫，史稱「巴比倫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 

西元前 539 年，新巴比倫帝國為波斯帝國所滅，猶太人趁機重返故土，並在西元前 520 至

515 年間，於耶路撒冷錫安山重建聖殿，開起了猶太教的「第二聖殿時期」（Second Temple 

Period）。猶太人在此期間歷經波斯王國、亞歷山大帝國和埃及的統治，數世紀後，終在西

元前 148 重建猶太王國。西元前 63 年左右，隨著羅馬人勢力擴張到東地中海地區，猶太人再

次亡國，第二聖殿亦在西元 70 年時全遭焚毀。羅馬人將猶太王國改為羅馬的一個行省，強行

遷移大批猶太人到羅馬帝國各處。從此之後，猶太王國不復存在。 

在兩千年的亡國歷史中，猶太人移居世界各地，史稱為「離散經驗」（Diaspora）。亡國創

傷使猶太人以耶路撒冷的錫安山為其精神依歸，在猶太會堂祈禱之餘，經常強調重回上帝

「應許之地」---即「以色列之地」（Eretz Israel）的堅定信念。十九世紀後期種族主義及

反猶主義的激進，猶太人遂開始有組織的推動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此一運動後來受到近代歐

洲風行的民族主義思潮影響，形成十九世紀末歐洲猶太菁英呼籲回歸原鄉的錫安主義

（Zionism）。猶太人的復國之夢，歷經各種歷史創痛，尤其是第二次大戰期間遭受到集體屠

殺悲慘命運，終於在世人的同情和西方國家支持下得以實現。 

 

二、闡述公元 15世紀印刷術的發明經過與對文化的影響。 

【擬答】： 

十五世紀中葉，谷騰堡（J. Gutenberg，1398～1468）印刷術的獨立發明，被稱為影響近代

以後重大科技發明，它帶來的衝擊與影響是及為深遠。 

谷騰堡的（金屬）活字版印刷術在不斷研發改良、歷經長久而成，配合已傳入的造紙術結

合，對西方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書籍可以大量印刷、流通，促進了知識的傳播和文化交

流，推動近代文化高度發展。 

 

新思想如人文主義、方言文學等藉印刷品（書籍）大量印製，傳播加速新思想傳播，突破

長久以來基督教神學思想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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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在其著作《愚人頌》（

The Praise of Folly），對於教會內部腐敗、墮落，有著深切批判與譏嘲，使宗教改革

的思想廣泛且深植民心，可以說是宗教改革前的一大震撼。 

16 世紀初，馬丁.路德（Martin Lutheer, 1483-1546）對於羅馬教廷的批判，因為有了

印刷術，得以廣為流傳，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印刷術的發明，應是個重要關鍵所

在。後來馬丁路德日耳曼語版的《聖經》廉價大量印刷後，立即銷售一空，為日後日耳

曼民族主義與新教運動，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17 世紀時，法國科學家兼文人豐特奈爾（Bem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 1657-

1757），以生動文筆深入淺出介紹哥白尼的天文學，確定太陽為宇宙中心的理論。它的科

學普及讀物助長科學新知的傳播，間接加深人們對教會權威的質疑。 

 

以美國歷史為例，美國獨立革命期間的《常識》（Common Sense），批判英國「暴政」

，支持獨立，引起廣泛的迴響。獨立建國得以完成，此書的貢獻不小。 

The Civil War, 1861-1865）前，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出版《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接露奴隸制度的殘暴。由於此

書銷售量大，進而產生廣泛的影響，黑奴問題遂成為內戰的導火線。 

 

由於書籍的廉價、教科書成為最早大量印刷書籍種類之一，各國政府藉此進行教學，甚至

免費供應學童，以提升國民教育知識文化水準。女性在十九世紀以前，大多未能進入正式

學校就學，但可以利用藏書（修道院、沙龍、私人圖書館、教會）閱讀，增廣見聞，擴增

知識。 

整體而言，印刷術的發明，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是十分深切，也是奠定近代西方優勢的重要科

技之一。 

 

三、現在的英國人最為緬懷追慕的時日，乃 19 世紀英國在位最久的維多利亞女王，何以她的時代

最為富強？ 

【擬答】： 

維多利亞女王（在位 1837-1901）最英國政治社會進步最快，也是最富強的時代。「日不落

帝國」、「維多利亞風格」代表政治、文化上的顛峰狀態。此時代最富強的因素如下: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工業化的國家，約於 1850 年完成。其生產力超越其他國家在紡織業、煤

鐵礦冶、動力機械、交通運輸等重要產業上，居世界首位，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

廠」。此工業成就，不僅奠定世界富強之基礎，也是稱霸世界之憑藉。 

 

自七年戰爭（1763）後，英國已成海權國，擁有最多殖民地的國家。在亞洲有印度、緬

甸、馬來西亞、錫蘭、北婆羅洲。在非洲有埃及、蘇丹、奈及利亞、肯亞、南非等地，尚

有紐西蘭、澳洲、加拿大等地。這些廣大殖民地提供大英帝國充裕的自然資源、人力，使

其經濟繁富，國力更為強大。 

 

英國在十九世紀進行三次國會改革（1832.1867.1884）使財產限制降低，以至於取消，擴

大選舉權。國會的政治、社會基礎更為穩定。國會成為國家最高立法機構，成為國內各階

層人民使獲得調合折衷的場所，不再發生內戰或革命，也可以收到集思廣益之效，使國家

政策減少錯誤，民主政治也日益健全。伴隨政治改革而來的是教育、社會改革，使英國成

為社會福利十分發達國家。 

1851 年，英國在倫敦海德堡公園辦理首次萬國博覽會，呈現是大英帝國的盛世，也是維多利

亞女王統治上最光榮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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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試述盟軍諾曼第登陸與德國的投降。 

【擬答】： 

2015 年正值二戰結束 70 週年紀念，二戰期間最關鍵的戰役是為諾曼第登陸，此次順利成

功，奠定盟軍勝利的基礎。 

二次大戰之初，德國軍隊席捲歐洲，征服大半領土，幾乎只剩英國、俄國苦撐戰局。盟軍從

北非反攻，順利將德國逐出，並於 1943 年 7 月反攻義大利、摧毀墨索尼里政權。在此之際，

英美盟軍意圖開闢另一戰場來攻擊德國。英美決意在諾曼第，而俄國則希望在巴爾幹半島登

陸以減輕「史達林格勒」戰線的壓力。 

當時英美聯軍以各種科學方式擬定各軍種的方案，可能選擇法國西北四個地區，加萊海峽、

諾曼第西部、布勒塔尼地段、哈佛地區，最後以諾曼第沙灘較寬大，利於登陸，軍隊集結之

因素選擇此地。1944 年 6 月 6 日，決定登陸，在此之前盟軍使用詐敵之術，欺騙德國，令其

不知所措。此時英美集結近三百萬士兵，聯合自由法國（戴高樂領導）、波蘭、捷克、挪威

等軍聯合，在極惡劣的天候下，進行空前大規模的海上登陸作戰，渡過英吉利海峽前往登陸

地。盟軍與德軍進行兩個月交戰，終於取得勝利。 

盟軍勝利，大軍進攻德軍，在游擊隊、反抗軍的協助下，盟軍很順利擊退德軍。1944 年 8

月，收復巴黎。在東戰線，俄軍大敗德國，直攻德國。1945 年 4 月，盟軍渡過萊茵河，打開

通往德國之道。不久，美俄兩軍會師易北河，隨即發動柏林攻防戰，希特勒見大勢已去，於

4月底自殺。5月 8日，德國簽訂無條件投降書，歐戰結束。 

諾曼第登陸是人類歷史上大規模的戰役，此次戰役成敗決定二戰勝敗的關鍵，此次登陸戰成

為人類歷史上最珍貴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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