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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學院

拉斐爾，壁畫，創作於 1509年。現存於梵蒂岡西斯汀禮拜堂。

維特魯威人

達文西，手稿，創作於
1492年。現藏於義大
利威尼斯市學院畫廊。

維納斯的誕生

波提且利，畫作，創作於
1485年。現藏於義大利
烏菲茲美術館。

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作品
在基督教傳統下，古代神話及裸體皆被視為創作的禁忌，但在文藝復興時期，

藝術家受富商、貴族與教會的贊助，開始進行各種藝術創作。

藝術家受古希臘、羅馬藝術影響，重視人體

的美感的呈現，創作題材也開始加入希臘、

羅馬的元素。

大衛像

米開朗基羅，雕塑，創作於 1501-1504年。
現藏於義大利佛羅倫斯美術學院。

126 歷史  ●  世界的歷史（上）

出處 :第五冊單元 4, p.126-127

圖文並呈 跨頁呈現文藝復興著名作品，搭配
說明如臨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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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汀聖母

拉斐爾，畫作，創作於 1513~
1514年現藏於德國德勒斯登
國立藝術收藏館 。

最後的晚餐

達文西，壁畫，創作於 1498年。現存於義大利米蘭聖母恩寵修道院。

蒙娜麗莎

達文西，畫作，創作於 1485-90
年現藏於波蘭克拉科札托里斯基
博物館。

創世紀 (局部 )

米開朗基羅，壁畫，創作於 1508~1512年。現存於梵蒂岡西斯汀禮拜堂。

抱銀鼠的少女

達文西，畫作，創作於 1485-90年現
藏於波蘭克拉科札托里斯基博物館。

基督教故事仍為此時期創作的主

要題材，但不再強調神聖性，而

更豐富地呈現人類的情感。

藝術家受教會、貴族或富商的委

託創作，因此開始出現大量的人

物肖像畫。

127近代歐洲的革新  ●  單元 4



24

二、清廷的「開山撫番」

　　沈葆楨為預防類似事件再度發生，決定「開山撫

番」 ，將政府的控制範圍擴大至全臺，除開闢通往「後

山」（中央山脈以東的地區）的道路外，還鼓勵漢人前

往開墾。劉銘傳擴大「開山撫番」的工作，設置番學堂，

試圖讓原住民接受漢文化。

　　「開山撫番」使得漢人大量進入原住民的居住區

域，入侵了原住民傳統的生活領域，原住民與漢人移民

之間的摩擦更加劇烈。原住民曾發動多次激烈的反抗行

動，但都被清軍以武力鎮壓，被迫遷往更偏遠的山區（圖

2-6-13、2-6-14）。

3

6

9

● 圖 2-6-13　撒奇萊雅族的火神祭
撒奇萊雅族與開山撫番的清軍爆發衝突。頭目夫婦為
保護族人而被處死。族人為了紀念他們的犧牲，而尊
奉為火神。

● 圖 2-6-14　大港口事件紀念碑
此事件為清帝國因開山撫番與阿美族數個村社爆發軍
事衝突，最後原住民遭清兵設局誘騙，導致壯年人口
死傷並逃難到其他山區。

巧思辨

「開山撫番」還是「開山剿番」？

　　開山撫番政策，對於清廷來說加強對領土的控制；對漢人來說是官府協助土地開發；對於原住民

卻是被壓迫的噩夢。凡事並非只有一種觀點，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往往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

今日臺灣的古道上有留下

許多石碑，其中如「開闢鴻

荒」、「化及蠻貊」等語，你

覺得這石碑是誰設立的呢？

153 清帝國時期的原住民社會  ●  單元 6

出處 :第一冊單元 6, p.153 

巧思辨 從不同角度，訓練學生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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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平
衡量死者的罪惡，若不平衡即有罪

死者

死者的心臟

象徵真理的羽毛

二、宗教發展

　　古埃及為多神信仰，其中以太陽神與尼羅河神最重

要。太陽神是宇宙的主宰，古埃及國王「法老」就是太

陽神之子，代表太陽神統治人間（圖 2-1-7）；尼羅河神

則代表循環不息的力量。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後要經過審

判，通過審判才能復活（圖 2-1-8），因此將死者製成「木

乃伊」保存肉身，期望死而復生。

三、文化成就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由圖像與表音符號構成，

其中表音符號經過簡化後傳入歐洲，成為西方字母的起

源。他們制訂陽曆，推測尼羅河氾濫的時間。而從測量

氾濫後的土地範圍與金字塔的建造，可知古埃及人在測

量與幾何學有很高的成就。此外，木乃伊的製作顯示古

埃及人在解剖學與醫學知識豐富。

● 圖 2-1-6　古埃及的宗教觀
此圖為前 14∼前 13世紀埃
及官員 Hunefer（即圖中的死
者）的墓室壁畫，描繪「死者
之書」中埃及人對於死後世界
的想像。

怪獸
吞噬有罪者的心臟，使其無法重生

陰間之神
賜予無罪者重生

● 圖 2-1-7　法老圖坦卡門的黃
金面具與木乃伊

法老是古埃及人對國王的敬
稱。此兩文物現皆藏於埃及開
羅的埃及博物館。巧思辨

如何解讀埃及金字塔？

　　14世紀以前，古夫金字塔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雖然以現今的標準來看，金字塔建築本身未

必有高超的建築技術，但建造金字塔不僅是國力與財富的象徵，也反映了古埃及有穩定的行政組織得

以運用人力，又有豐饒的農業得以養活眾多人口，來提供足夠的勞動力。

木乃伊

面具

3

6

9

12

95西亞與非洲的古文明  ●  單元 1

出處 :第五冊單元 1, 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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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快測驗

1. 圖 2-2-2為日治時代的人口普查資

訊，請根據在地理課堂當中學習的

知識，判斷這張表當中可以看出哪

些人口資訊呢？（複選）

□人口密度　　□性別比　　　　

□年齡組成　　□人口數量　　

□人口成長率　□扶養比

2. 由此圖的資訊判斷，當時人口有哪
些變化？

 

菁
菁

菁

4

3

2

1

0

6

5

單
位
：
百
萬
人

1905 1915 1920 1925 1930 1935 1940

3,039,751
3,479,922

3,955,308 3,993,408
4,592,537

5,212,426

5,872,084

男性所占人口比例 (％)

女性所占人口比例 (％)

(年)

53

47

52
51 51

51

51

51

48 49 49 49 49 49

人口數量愈來愈多。

基礎建設與產業發展

 日治初期，臺灣財政不穩定，總督府便推行各項措

施以增加財政收入，進而運用資金推動基礎建設，強化

殖民統治。日本在臺實施下列政策：

一、專賣制度

　　臺灣總督府設置專賣局，率先實施鴉片專賣制度

（圖 2-2-1），專賣所得收入占當時臺灣稅收相當大的比

例。於是專賣項目擴大至樟腦、菸酒等不同項目，成為

總督府最重要的財政來源。

二、調查事業

 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為確實掌握民間生產

力，增加稅收，率先組織土地與林野調查工作，建立詳

實的地籍資料。又於 1905年，辦理人口普查（圖2-2-2），

建立戶籍資料以掌握人力及賦稅。同時成立舊慣調查

會，了解臺灣的風俗，作為施政參考。

3

6

9

12

15

● 圖 2-2-2　日治時期人口總數資料資訊
資料來源 :日治時期人口調查資料庫

● 圖 2-2-1　日治時期的專賣制度

鴉
片
零
售
商

鴉
片
零
售
店

總督府專賣局現今樣貌，此機關於
1922年落成，是日治時期專賣事業
的主要官署建築。

總督府專賣局核發的鐵牌，用於辨識
許可販售鴉片的商家。

96 歷史  ●  臺灣的歷史（下）

出處 :第二冊單元 2, p.96 

快測驗 多元性即時檢測，訓練閱讀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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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式教育貫徹殖民統治

 日治時期，總督府引進新式教育制度，期望透過教

育同化臺人、推動政策，貫徹殖民統治。但同時也採取

差別待遇與隔離原則，以保持日本人的統治優勢。

一、基礎教育

　　初等教育部分，在臺日　人就讀日本制度的「小學

校」（圖 2-2-6），臺人就讀「公學校」（圖 2-2-7）。初

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強迫臺灣人學習日語，改變臺人認

同，以方便統治。並透過教育訓練臺人從事各種職業，

以補足殖民統治所需的勞動力。

　　中等教育部分，總督府以實用為原則，設置農、

商、工業等職業教育。另有醫學校與國語學校（師範學

校），培養醫療人員和教師。由於公學校畢業生日語能

力不足，很難通過考試進入中學校。因此，部分臺籍知

識分子於 1915 年集資成立「臺中中學校」（圖 2-2-8），

是第一所專門培育臺籍學生的中學校。

　　1943 年，總督府為配合戰爭中的人力需求，開始

實施六年義務教育，為臺灣實施義務教育的開端。

3

6

9

12

15

18

●	圖 2-2-6　建成小學校
該校在日治時期為臺北市少數的
小學校之一，現為臺北當代藝術
館，圖為今日之樣貌。

快測驗

右圖為日治時期臺灣學齡

兒童的就學率，根據此表，

你看出何種差異呢？

 

 

日籍學童的就學率一直高

於臺籍學童，但臺籍學童

的就學率愈來愈高。

●	圖 2-2-7　艋舺公學校校舍
臺灣最早成立的公學校之一，現
為老松國小。圖為 1910年代臺
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 (今
中山女中 )暫借該校授課的場景。

●	圖 2-2-8　臺中中學校
此校由霧峰林家的林獻堂推動興
建。現為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一中 )，圖為日治時期的校
門正面照。

跨連結

日治時期，原住民學童就讀

蕃童教育所或蕃人公學校。

→參閱第二冊歷史單元一第

90頁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1917 1922 1927 1932 1937

(%)

(年)1942

1943

日本

臺灣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
臺灣統治概要，1945。

●

	圖 2-2-9　日治時期兒童就學率

100 歷史  ●  臺灣的歷史（下）

出處 :第二冊單元 2,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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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閱讀

 你所能想到最幸福的事是什麼？古美索不

達米亞的吉爾伽美什史詩中引述智慧之神的一

段話：「將賜給你一次大豐收，早上讓麵包從

空中傾盆而下，晚上降下小麥雨。」在真實世

界裡，這應該是極端天氣的現象，新聞記者會

躲在採訪車下面，看著麵包劈哩啪啦地掉到地

上。不過做為隱喻，這段話則象徵對大豐收的

歡慶，麵包、小麥從天而降是人類想像中最幸

福的事。

　　古西亞地區率先將小麥馴化為人工栽培作

物，使得由小麥製成的麵包成為中東與西亞民

眾賴以維生的基本糧食。根據考古發現，古美

索不達米亞人已有麵包店。古埃及人以麵包為

主食（圖 2-1-9），人們將小麥磨成麵粉，然

後做成各種麵點。根據新王國時期的一份文

件，埃及有 100多種不同的麵包，在壁畫中

常見的有半圓形的、有角椎狀的，也有切成片

狀的，不一而足（圖 2-1-10）。麵包的種類雖

多，但從一些木乃伊的牙齒磨損狀況來看，有

些學者認為當時人所吃的麵包中含有相當多的

沙粒，因為在磨麵粉時，磨石上的碎石會混入

麵粉。古希臘人也曾經抱怨，吃了埃及的麵包

會把牙齒磨壞。

人類與麵包 

● 圖 2-1-9　拉美西斯三世皇家麵包作坊
圖為前 12 世紀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墓穴中的雕刻。

96 歷史  ●  世界的歷史（上）

出處 :第五冊單元 1, p.96-97

廣閱讀 延伸課文主題，搭配試題，訓練閱讀
素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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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美索不達米亞的吉爾伽美什史詩是用什麼文字寫成的？

 □新港文　　□甲骨文　　□楔形文字　　□象形文字

2. 請問文章中提及「率先馴化小麥」的地區應該是？

 □甲　　□乙　　□丙　　□丁

3. 請上網查閱，麵包在古代除了作為糧食作物、帶有政治意義外，還有其他不同意義嗎？請

試寫出一例並說明。

 　 　

菁

菁

牛刀小試

宗教意義，在基督教的聖餐禮中會以麵包象徵基督耶穌的身體。

 麵包在古代不僅是糧食，它也有政治上的

意義。任何掌握穀物供給的人就能影響民眾，

義大利周遭的農田根本蒐集不到這麼多糧食穀

物，因此羅馬隨時留意有哪些肥沃的農地可以

征服。

參考資料：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林俊
宏譯，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臺北

市：遠見天下文化，2020；青柳正規，張家瑋
譯，人類文明的黎明與黃昏：何謂文明？又何以

滅亡？，新北市：八旗文化，2018；蒲慕州，
法老的國度：古埃及文化史，臺北市：麥田，

2017。

● 圖 2-1-10　古埃及墓穴出土的麵包
年代約為前 15世紀，現藏於美國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97西亞與非洲的古文明  ●  單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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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議題

從荷蘭人的日記看原住民 

 17 世紀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掌握殖民地的狀況，因此要求各據點的總督記下殖民地所發

生的事情，經彙整後，即集合成巴達維亞城日記。其中也不少內容便與原住民有關。透過這些資

料，我們可以粗略理解當時荷蘭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互動。

說　明

 1642年 1月 11日，臺灣長官杜拉第紐斯

（Paulus Traudenius）率領 353人分乘 3艘

船，從位於臺灣南部的政治中心出征。船隻沿

海岸向南航行時，兩艘船隻觸礁，損失一些食

物。於是，軍隊在島嶼西岸下船重整，從陸路

越過山脈到島嶼東岸。在東岸某村社整頓兩天

後，沿海岸線北上，攻擊山區另一村社，達成

出征目的後才撤軍，並再度越過山脈返回島嶼

西岸。軍隊在西岸海邊的某村社露宿時，曾受

當地社民以米飯、豬肉和雞肉款待。

資料一

 1629 年，臺灣長官納茨（Pieter Nuyts）

派遣 63 名荷蘭士兵深入麻豆社搜捕「漢人海

盜」。麻豆社原住民假裝協助，荷蘭士兵結束

搜索行動，歸途時經過麻豆溪，陪伴搜索的原

住民便替士兵們拿槍，並背著他們幫助渡河，

荷兵不疑有他，到了半途，所有的原住民忽然

蹲下，將身上的荷兵推入河中，並順勢將他們

強壓吃水，荷蘭士兵全數遭溺死。繼任的臺灣

長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於是展開報

復，親率荷蘭士兵及新港社原住民攻打麻豆社，

麻豆社最終向荷蘭人投降，並接受荷蘭統治。

資料二

110

出處 :第一冊單元 2, p.110-111

看議題 精選議題文本，訓練探究思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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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資料一中可看出這個政權與東部及西部原住民的關係為何？

 □與東部及西部原住民均十分友好      

 □與東部及西部原住民均十分敵對

 □與東部原住民友好，與西部原住民敵對         

 □與東部原住民敵對，與西部原住民友好

2. 資料一荷蘭東印度公司攻擊東部原住民村社，回到西部又受到當地社民款待，請問反映出

何種狀況？

 　 　

3. 從資料一與資料二可知，荷蘭東印度公司比較能控制的區域應是何處？

 □臺灣西北部 

 □臺灣西南部

 □臺灣東北部

 □臺灣東南部

4. 從資料一與資料二判斷，你覺得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西南部原住民的關係為何？

 　 　

 　 　

5. 如果你是資料二的原住民，除了武力抵抗外，也許也可嘗試與荷蘭人進行溝通，請從原住

民立場出發，設計一個能夠表達原住民立場的海報或標語。

 　 　

 　 　

 　 　

Q問題

從資料一可知，荷蘭東印度公司雖然較能夠控制臺灣西南部原住民，但西南部原住民（西拉雅族）

分為許多不同的社（部落），這些社（部落）的立場不見得一致，因此在資料二中可見得荷蘭東

印度公司仍有可能與其他原住民產生敵對。

可見當時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對於臺灣西部的原住民較能有效控制，但對於東部原住民的控制力

較弱。

海報元素：(1)一位西拉雅族人、一位荷蘭人，共同手中共同安撫一隻鹿。(2)一隻白鴿銜著橄欖

枝從頭上飛過。

標語：(1)珍惜你我，「荷」「平」共處。（荷蘭、平埔）

(2)要「荷」「平」，不要貪「蘭」。（荷蘭）（答案僅供參考）

菁

菁

參考資料：曾華璧，釋析十七世紀荷蘭據臺時期的環境探索與自然資源利用，臺灣史研究第 18卷第 1期，
臺北市：中央研究院，2011；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縣：聯經，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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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
活動

　　小南與 Andy 在 YouTube 欣賞世界史動畫「大航海時代」。他們非常好奇，

在沒有 GPS 和動力引擎的技術下，為什麼歐洲人要冒著極大的風險，執意航

向未知而危險的海洋？此舉對世界的影響為何？於是，他們開始搜尋相關文

獻與書籍，找到四篇文本。請各位同學仔細閱讀以下資料，幫助小南與 Andy

回答問題。

〔文本一〕歐洲人為何要乘風破浪向海外發展？
　　對當時大部分的歐洲人而言，伊比利半島西側就是世界的盡頭。他們認

為，出海航行若不小心遠離海岸，便會掉進黑暗深淵。然而，對葡萄牙與西班

牙而言，向海外發展卻是勢在必行的行動。歐洲向海外發展的原因可分成政治

與經濟兩個面向說明。

　　首先是政治方面。15 世紀之前，政治與宗教關係密不可分。當時伊斯蘭

文明非常強盛，不僅在西亞與北非有著廣大的領土，甚至是位於歐洲的伊比利

半島亦長期受到穆斯林的統治。因此，打擊伊斯蘭，復興基督文明，便成為歐

洲人的理想與抱負。歐洲人普遍相信，在遙遠的東方有一位強大的基督教君

主，被稱為「傳教者約翰」，只要能找到他，那麼「反伊復基」就有希望了。

　　接著是經濟層面。歐洲社會對東方商品（如絲綢、瓷器與香料）需求日

增，但貿易路線被義大利與鄂圖曼的商人所掌控，這些產品受到商人的壟斷與

層層剝削，價格水漲船高，促使歐洲人尋找從海上通往亞洲的新航路，拓展東

西方貿易。

大航海時代
如何影響世界？

【問題一】

根據文本內容研判，促使歐洲人不畏航海風險，開發海外航線的誘因為何？

金錢誘因：對東方商品的需求，拓展東西方貿易。�

非金錢誘因：打擊伊斯蘭勢力，傳教（基督宗教）。�

220

出處 :第五冊 p.220-221

跨科活動 整合跨科重要概念，強化合科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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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王子畫像

221大航海時代如何影響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