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二歷史科自然組第一次期中考試題卷  

考試範圍：三民版第三冊 序篇 從臺灣走向世界─CH2-1 從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 

說明：本試題卷均為單選題，第 36 到 50 題為題組，請將正確答案劃記到答案卡。個人資料未劃記或劃錯者，扣總分 5 分。 

1. 附圖為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波提切利著名的作品「維納斯的誕生」， 它描繪  

維納斯女神踩在貝殼之中，從海裡誕生的景況。請問這幅名畫展現文藝復興運動的

那一種精神？ (A)培育批判精神 (B)探究事物本質  (C)以復古為創新 (D)力求
史實真確。 

2. 有一位神學家曾說：「我完全不同意有些人的觀點。他們反對將神聖的《聖經》譯 

成地方語言，排斥讓沒有學問的人也能閱讀。他們認為基督教誨的細微之處，甚至 

連少數的神學家也很少理解，似乎基督教的力量就存在於人們對他高深莫測。…… 

我希望：那怕是最軟弱的婦女，也應該讀福音書。」根據這位神學家的理論，下列 

那一歷史事件與之關係密切？  (A)政教衝突 (B)宗教改革 (C)十字軍東征 (D)耶穌會成立。 

3. 某教會組織隨著新航路的展開，也將傳教事業擴及海外，如明末清初來到中國傳教的利瑪竇就是該會的成員；這個組織以  

   擁有良好人品、豐富學養、富有宗教熱忱之成員，贏得人們對其宗教的肯定。請問該會是由何人所創立？  (A)羅耀拉 (B) 

   馬丁路德 (C)喀爾文 (D)慈運理。 

4. 十六世紀時英國的摩爾出版了一本《烏托邦》，描繪了一個大航海時代某個島上的理想社區：「這裡不分男女皆以務農為業，

按照計畫經濟和需要來分配，財產公有，一切長官均由選舉產生，實施徹底的民主管理……」從上述的內容推斷，為何摩

爾的烏托邦會被教會列為禁書？  (A)因為這本書是在新教的英國出版 (B)因為摩爾主張民主制度 (C)摩爾否定了教會

的價值 (D)書本內容宣揚共產主義，為統治者所不喜。 

5.「修昔底德陷阱」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觀點，這位歷史學家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

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正如西元前五世紀希臘人面臨的情況一樣，這種挑戰多數以戰爭告終。西元前五世紀，甲城邦

的急遽崛起震驚了乙城邦，雙方之間的威脅和反威脅引發長達三十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請根據資料，判斷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乙城邦的崛起與波希戰爭後軍事擴張有關 (B)乙城邦以民主政體著稱  (C)甲城邦最後戰敗 (D)甲城邦組成

伯羅奔尼撒同盟。 

6.「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是如何誕生的？第一點，城市文化興起的同時教會文化仍根深蒂固。君主、教宗、富商不吝於贊助藝

術創作，使藝術家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沉醉於藝術世界。第二點，人文主義精神的昂揚使藝術風格突破，因此我們得以看到

諸多具有空間表現力和情感張力的作品誕生。」引文認為文藝復興時期藝術誕生的主要因素為何？  (A)社會各因素互相

協助的結果 (B)由世俗的物質力量推動而成 (C)文化思想突破促使藝術發展 (D)起因於政權和教權互相合作。 

7.「聖公宗」是十六世紀英格蘭宗教改革後發展出的傳統。它保留羅馬教會的階層制度，以主教為首下轄各教區。但它剷除了

教宗的首領地位，使英格蘭教會不歸教宗管轄，而是以英格蘭君主為教會最高元首。在教會組織、教義與儀式上，伊莉莎
白時期的英格蘭教會，擺盪在羅馬教會與歐陸的新教教派之間，兼取兩方特色而自成一格。關於聖公宗的解讀何者正確？  

(A)聖公宗使英格蘭君主成為掌管政、教的領袖 (B)聖公宗的制度與羅馬教會或新教教派皆不同 (C)聖公宗的階級制度偏
向喀爾文派的長老教會 (D)聖公宗因政治影響力低而可在歐陸廣泛流傳。 

8. 史料：「我們議決，任何人不得被剝奪其遵奉基督教，或任一自認最合適的宗教。希望上帝將因我們對他真心誠意的敬仰而 

    降臨恩澤。…有關基督徒的一切禁令均已取消，今後凡崇奉基督教者，能自由並公開行之，不得受阻。」請問這道詔令是 

    哪個羅馬皇帝在公元 313 年頒佈的﹖ (A)尼祿 (B)君士坦丁 (C)奧里略 (D)狄奧多西。 

9. 中古後期，有許多文化的發展不斷挑戰中古以來教會的神聖性，下列那個說法較接近上述的觀點？  (A)義大利人喜歡閱讀 

   名人傳記 (B)薄伽丘的十日談揭露教會勢力的黑暗面 (C)塞凡提斯的小說唐吉訶德以諷刺的筆法嘲笑教會的神聖性  

   (D)到聖地確認聖經的真實性。 

10. 十五世紀初期，佛羅倫斯銀行業者麥第奇家族收集抄本，設立圖書館供學者利用，並資助學者研究。東羅馬亡國後，不少

希臘學者落腳佛羅倫斯。除佛羅倫斯外，米蘭、那不勒斯等地均有富商受到風氣影響，熱衷文藝活動。前文可說明那項原

因促成文藝復興的發展？(A)東羅馬學者的支持 (B)商業活動的鼎盛 (C)義大利有眾多史蹟文物 (D)活版印刷術的發明。 

11. 以下是某一時期存在的概念：概念甲：「行星以圓形軌道繞日運轉，地球的自轉造成日夜的交替。」概念乙：「地球位於宇
宙中心靜止不動，從地球向外，依次有月球、水星、金星、太陽、火星、木星和土星，在各自的圓形軌道上繞地球運轉。」
有關此時期的兩個概念，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概念甲的提出早於概念乙 (B)概念甲為當時教會的立場 (C)概念乙是
當代科學家哥白尼的研究成果 (D)伽利略承自概念甲的理論發展，探知宇宙奧祕。 

12. 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相信上帝是世界的創造者和保護者，並且認為上帝創造世界之後，就不再過問世界的事情，世界一經被

創造就按固有的規律運動，而且上帝本身也有自己的內在規律。請問：這種機械式的宇宙觀是源自於哪一時代？ (A)中古
前期 (B)文藝復興 (C)宗教改革 (D)科學革命。 

13. 博恩參觀古埃及文明展覽，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模仿金字塔的建築，內部巨柱以象形文字刻著法老名字，他還見到人類

及動物的木乃伊。天花板及四周牆壁則描繪太陽神度過漫漫長夜的考驗，法老名字，他還見到人類及動物的木乃伊。天花

板及四周牆壁則描繪太陽神度過漫漫長夜的考驗，最後獲得重生的歷程。根據你（妳）的歷史知識及展覽內容判斷，古埃

及文明具有哪項宗教觀念與特質？  (A)埃及屬於一神信仰 (B)金字塔是萬神聖殿 (C)木乃伊為復活之用 (D)象形文僅

用於占卜。 

(背後尚有試題) 



14.資料一：「羅馬人文學者瓦拉以古代語言，證明《君士坦丁的捐贈》是中古教會偽造的文件。瓦拉的學術涵養高，不但指出舊版翻

譯的《聖經》中具有錯誤之處，也重新詮釋早期使徒留下的話語，用自身的知識閱讀《聖經》，成為北方基督教人文主義的標竿。 

資料二：「伊拉斯莫斯認為，當務之急是摒棄中世紀有關《新約》的各種錯誤抄本與譯本，因為那無助於讀者認識基督預言

的真正內容。他出版拉丁文《聖經》與希臘文《新約》，主張基督徒應直接研讀希臘文《聖經》，才能接觸最原始純粹的基

督教義本源。」 

根據資料，下列哪項解讀正確？  (A)瓦拉認為知識無助於理解經典；伊拉斯莫斯認為閱讀《聖經》是無用的 (B)瓦拉鼓

勵閱讀《聖經》保持信仰忠誠；伊拉斯莫斯主張摒棄傳統的教義 (C)兩人均展現基督教人文主義的精神，自行閱讀《聖經》

後實踐基督哲學 (D)兩人均以古典文獻為手段，皆認為必須改革基督教會的糜爛與腐敗。 

15.古希臘的某位哲學家，認為人要先了解自己，並具有懷疑精神，以找出事情的真相。這種理念受到羅馬哲學家西塞羅的盛讚，

認為他「將人由天上帶回到人間來」。請問這位哲學家是誰？  (A)蘇格拉底 (B)柏拉圖 (C)亞里斯多德 (D)泰利斯。 

16.資料一：西元 64 年在羅馬發生大火，皇帝歸罪於基督徒縱火，並以此為由加以迫害，像是讓信徒披上野獸皮毛，讓狗撕

咬，或是將信徒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燃燒。 

資料二：羅馬帝國強制人民參加皇帝崇拜儀式，基督徒因不能崇拜神以外的偶像而不參與，最後遭到脅迫、拷問及處刑。 

根據資料一、二，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資料一的羅馬皇帝為狄奧多西，彼得與保羅亦被其迫害而殉教 (B)資料二的

皇帝頒布〈米蘭詔令〉，以此法為依據積極消滅教會 (C)資料一、二皆為基督教遭到羅馬政府迫害的紀錄 (D)從資料一

到資料二可以看到羅馬政府對基督教的態度從迫害轉為肯定。 

17.「羅馬的信仰是非常兼容並蓄的，不僅僅保存了原本的文化，也融合了其他信仰文化。羅馬在擴張的過程中，先是融入了希

臘的神話，隨著疆域擴張到埃及與波斯地區，該地的信仰也融入羅馬信仰中，甚至改變了當地的神祇形象。總得來說，羅

馬信仰結合了三種概念：羅馬傳統、希臘遺產跟東方信仰。」根據上文，下列配對何者正確？  (A)主神朱彼特源自於東方

信仰 (B)崇拜統治者屬於羅馬傳統 (C)密斯拉信仰屬於希臘遺產 (D)占卜屬於羅馬傳統。 

18.有一段史料上寫著：「我們宣布和宣判，基於審判中所列舉的問題，以及你前面的供述，……被懷疑有嚴重的異端嫌疑，亦
即你相信和持有虛妄且違背神聖經典的學說──太陽是宇宙的中心，並未從東向西移動；地球是移動的，且非宇宙的中心。

在被判定違背《聖經》後，你仍然認為這種觀點是可能的，並且為它辯護。你終究招致了聖典和其他的法令針對此類錯誤
所頒布和實施的譴責和懲罰。」請問：這段史料是對誰的宣判？ (A)克卜勒 (B)伽利略 (C)笛卡兒 (D)哈維。 

19.猶太教因觀念被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繼承，時常被誤解為是原創的宗教。猶太教是從希伯來人信仰發展而來，在經歷過四處流

徙與受外族統治後，影響了希伯來人的教義發展。其一是身分認同的強化，從彌賽亞、唯一選民觀念中可以看出；其二是

受其他文明宗教影響，例如末日觀、天堂與地獄等，皆是承襲其他宗教而來。這些信仰觀念也影響了後來的基督教與伊斯

蘭信仰。有關上述猶太教教義的說明，何者解讀正確？  (A)外族統治經歷乃指在埃及統治期間發展出善惡對立觀 (B)善

惡對立、末日觀念可能是受到瑣羅亞斯德信仰影響 (C)彌賽亞、唯一選民等觀念可能是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 (D)希伯來

人的歷史經歷，使他們發展出末日的宗教觀念。 

20.下列為古代兩河流域某部法典的部分內容： 

序言：「當造物主分配世界的命運時，祂將人類應該遵循的法則交給主神，將主神的地位至於其他眾神之上……那個時候

我，漢摩拉比，虔誠的、篤信神的王，被叫到主神的面前，授與增進萬民福祉的任務：讓正義普澤大地，消滅邪惡罪

行，使強者不致欺凌弱者，並位於高處像太陽神一樣給這片土地帶來光明。」 

第197條：「如果一個自由人打斷另一個自由人的骨頭，前者的骨頭應該被打斷。」 

第199條：「如果一個自由人挖出另一自由人之奴隸的眼睛或打斷他的骨頭，自由人應該要賠償該奴隸價格的一半。」 

從上列條文以及歷史知識判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此法典受到羅馬法的影響 (B)顯現階級的區分 (C)論刑

採「報復」的原則 (D)此為蘇美時期的法典 (E)序言中體現國王的神聖地位。 

21.資料一：「我是居魯士，世界的王，偉大的王，合法的王，巴比倫的王，蘇美和阿卡德的王，四方的王……我把居於該處的

偶像送回底格里斯河彼岸的聖城。雖然這些地方的聖所久已陷於荒涼，我卻為它們設立永久的居所。我召集所有居民，

把原居地歸還給他們。」 

資料二：「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耶和華啊，求你記念這仇！將要報復巴比倫的仇呀！」 

依據兩則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資料一的聖城指的是巴比倫 (B)資料一時間在前資料二在後 (C)資料二事件

動搖了猶太人的一神信仰 (D)資料二遭難的事件被稱為「巴比倫之囚」。 

22.西元 800 年的聖誕節，法蘭克王國的國王查理曼受教宗里奧三世加冕為「羅馬皇帝」，確立了法蘭克王國繼承古代羅馬的地

位，象徵著賦予上帝權威的基礎僅能來自教會，對基督教在西歐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重大意義是指下列何者？  (A)教會

得以脫離世俗權威控制 (B)教會獲得處理政治性事務的權力 (C)樹立基督教在西歐的權威性 (D)教會深入平民與貴族

的日常生活。 

23.自某個時期起，藝術創作強調恢復希臘與羅馬的傳統，藝術家精研人體結構，重視線性透視法。他們的地位大幅提升，非以

往的工匠可比，貴族與富商都願意收購藝術作品珍藏。這個時期最可能是：  (A)十二世紀 (B)十五世紀 (C)十八世紀 (D)

十九世紀。 

24.「中古時期，知識的傳播速度一直很緩慢，但在文藝復興時期，情況才開始改變，其中以□□的貢獻最大，他所發明的科技，

帶動閱讀風氣，使知識與教育更為普及，人類文明進展更快。」文中的□□應指何人？  (A)馬丁．路德 (B)達文西 (C)

拉斐爾 (D)古騰堡。 



25.亞里斯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是亞歷山大的老師。他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一同被尊為西方哲學的奠基者。根據你的了解，

下列哪些言論應是出自亞里斯多德？  (A)未經反思自省的人生不值得活 (B)我只知道自己一無所知 (C)觀念世界是真

實的，而物質世界是不真實的 (D)人是理性的動物，理性的爭辯強於武力的抵抗時，我們理所應當要選擇前者，一味地

追求武力抵抗是荒謬的。 

26.加洛林文藝復興反映了世俗君主和教會力量互相配合的成果，查理曼選擇與教會合作推動，不僅因為教會是當時社會上的重

要機構，更是著眼於教會在教育上、學術上的功能。各地的修道院和修士之所以在加洛林文藝復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乃

是因為：  (A)修道院是中古歐洲主要的文物保存機構 (B)教會發明活版印刷術有助於知識的傳播 (C)修士精通古希臘、

羅馬學問適合擔任教職 (D)教會為人民日常生活中心有助情感交流。 

27.有位學者說，出生於十四世紀初的佩脫拉克是第一位人文主義者。另一位學者描述了有關佩脫拉克生平的四件事情：(甲)他

最初學習法律，後因經濟問題改投神職成為教士。(乙)他的拉丁文造詣高，並以義大利方言創作美麗詩歌。(丙)他的著作常

敘述自己，以追求名聲，顯示個人主義。(丁)他曾經攀登法國南部高山，為了居高臨下欣賞美景。上述哪兩件事可作為「佩

脫拉克是第一位人文主義者」這個論題的證明：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28.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常被列為十八世紀的「開明專制」君主，但他的政策並非都符合啟蒙精神。以下是他的四項政策：（甲）

裁示「從今以後，每個人都將依照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乙）制訂「猶太人基礎條例」，將猶太人列為社會最底層。（丙）

廢除刑求、放寬嚴刑峻罰。（丁）耗費鉅資、擴充軍隊。這些政策中，哪兩項最能展現「啟蒙運動」的精神？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 

29.培根認為人對自然世界的知識來自感官的印象，但因感官印象變幻無常，故人們獲得知識的唯一方法，便是有系統、有條理

地去觀察自然現象，再加以記錄、整理。當收集到足夠的自然現象後，便會得到不變的定律。請問：他提出的研究方法稱

為  (A)歸納法 (B)演繹法 (C)實驗法 (D)證明法。 

30.八世紀時，拜占庭帝國內部發生「聖像崇拜」的爭議，支持和反對崇拜聖像者各持立場，雙方相持不下。以下是兩種觀點： 

甲：「我們供奉聖像，讓人民可以透過聖像學習基督教精神，並且激發他們的宗教熱情。」 

乙：「許多未受教育者把聖像當成神聖本身，他們混淆了形象與形象所代表事物的差別。」 

比較兩則引文內容，可以推斷兩者對聖像崇拜的立場是  (A)甲、乙皆支持 (B)甲、乙皆反對 (C)甲支持、乙反對 (D)甲

反對、乙支持。 

31. 某觀點可以簡述如下：「我們每一個人都把自己和權利交付出去，給受到公意至上指導的公眾之中。而每一個成員，都被視為

全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請問此觀點最有可能出自誰的論述？  (A)洛克的天賦人權說 (B)伏爾泰的自然神論 (C)盧梭

的社會契約論 (D)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 

32.「起初由於教會勢力尚小，統治者對基督教大抵採取忽視的態度，對於傳教行為較為寬容。然而信徒拒絕崇拜統治者，排斥

當地宗教，關注永生而不關注國家事務的態度，逐漸遭到羅馬人的敵視，甚至受到政府迫害。不過隨著信徒增多，基督教

勢力愈來愈大，政府開始因為政治考量改變態度，轉而支持基督教藉此鞏固政權。基督教發展開始有重大突破，不僅在313

年合法化，更進一步在四世紀末成為國教。」根據引文，羅馬政府對基督教的態度轉變順序何者較適切？  (A)忽視→支持

→寬容→合法化 (B)寬容→敵視→迫害→成為國教 (C)忽視→迫害→支持→合法化 (D)迫害→寬容→敵視→成為國教。 

33.「耶穌的生平遭遇，一一應驗了曾記載在聖經中的預言，而耶穌也相信自己身負重責，必須將人類從罪惡之中拯救出來。在

他遇難又復活之後，給與信徒很大的信心，使他們相信耶穌就是具有神性的『基督』，這一詞語在希臘語中意為『受膏者』，

是上帝選中之人，派遣他來到人間拯救受苦的人民。」有關上述故事的理解，下列何者較為適當？  (A)敘述耶穌成為彌賽

亞的過程 (B)記述基督教教義的形成過程 (C)透過耶穌生平分析聖經內容 (D)分析彌賽亞一詞的發展源流。 

34.他將當時的自然科學和天主教神學，透過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分析法結合起來，對神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皆產生重要影響。他

認為自然科學可透過學習、教育獲得低層次感知，而作為高層次感知的神學只能由上帝偶爾閃現的神蹟和啟示來獲得，為

神學和自然科學並存提供了可能。請問「他」可能為下列哪位學者？  (A)奧古斯丁 (B)阿奎那 (C)薄伽丘 (D)但丁。 

35.十六世紀的一位宗教改革家表示，上帝希望祂的子民日漸富裕，因此教徒可以努力追求財富。此論點十分吸引工商業者，使 

    他們認為自己在營利致富的同時，也可以是上帝虔敬的信徒，將自己的成就視為榮耀上帝的禮物。請問這位改革家是誰？   

    (A)馬丁．路德 (B) 喀爾文 (C)慈運理 (D)羅耀拉。 
甲、文藝復興是歐洲從中世紀邁向近代的橋梁，科學革命奠定日後工業革命的基礎，啟蒙運動則讓現今的民主體制逐漸發展

成型。而民主與科學，正是影響現代最重要的兩大因素。請問： 
36. 這位政治哲學家寫道：「市民的利益在於生命、自由、健康……以及外在財產的所有權。政府的責任在於保障這些屬於人

民的權利……而且政府不應該，也無法以任何手段去干涉百姓靈魂得救與否的事。」這位哲學家是何人？ (A)伏爾泰 
(B)洛克 (C)孟德斯鳩 (D)狄德羅。 

37. 這位法國啟蒙哲人猛力攻擊既往的偏執迷信，歌頌英國憲政，倡導言論自由。在有關他的記載中曾留下一段名言：「我不
同意你說的每一句話，但願意誓死擁護你有說話的權利！」上文所述的人為何？(A)洛克 (B)伏爾泰 (C)孟德斯鳩 (D)盧
梭。 

38. 十七世紀末葉時，啟蒙運動開始在哪一個國家萌芽？ (A)法國 (B)義大利 (C)英國 (D)美國。 

乙、一則史料寫道：「人以為好的在神眼中可能是惡的，人以為是壞的神卻認為是好的。誰能了解天上眾神明的旨意？神的旨

意有如在深水中，誰能知道？哪兒曾有人明白神明的行為？昨天還活著的人，今天就死了。」 

39. 請問下列哪一文本可能讀到類似上述史料的內容？ (A)《吉爾伽美什史詩》 (B)《死者之書》 (C)《塔納赫》 (D)《伊里   

    亞德》。 

(背後尚有試題) 



40. 以下有關史料的分析，何者合理？ (A)史料展現埃及人死後接受審判的信仰 (B)史料反映猶太教對道德有強烈的要求  

(C)史料展現瑣羅亞斯德信仰末日審判的觀點 (D)史料反映兩河流域居民認為諸神時常率性而為。 

丙、八世紀時羅馬教會希望得到法蘭克人支持。在矮子丕平時，兩者結盟的條件成熟。西元751年教宗查克里亞斯已同意丕平取

得王號。教宗史蒂芬二世於西元753年親自赴高盧訪問丕平，雙方締結同盟。在丕平擊敗倫巴底人後，丕平將取得的義大利

中部等地，交付羅馬教宗，此即為「丕平的捐贈」，時在西元756年，被認為教宗國成立之年。矮子丕平的兒子查理曼，於

西元774年加冕為倫巴底人的王，又於西元800年加冕為羅馬皇帝。 

後來教廷為了強化其塵世間的統治地位，又提出《君士坦丁的捐贈》，指出西元315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已簽署諭令，將羅

馬城、義大利和西部諸省都贈給了教宗及他之後的伯多祿的繼承人。此一詔令在十一～十五世紀一直屢屢被提及，如十一

世紀的教宗里奧九世致君士坦丁主教信件中，已經將之視為真實文件引用了。不過，此一文件在文藝復興時代為人文學者

瓦拉考證其為偽作，因文件中包含甚多八世紀的語法及修辭。 

41.閱讀以上資料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八世紀時教會需要政權支持的原因是需要經濟來源 (B)從丕平幫助成立教宗國

來看此時政權高於教權 (C)查理曼時期的加冕可見政教之間的合作關係 (D)從《君士坦丁的捐贈》可說明四世紀時已建

立教宗國。 

42.《君士坦丁的捐贈》作者不明，但以這份作品造成的影響來看，其有利於何人？(A)查理曼 (B)矮子丕平 (C)羅馬教宗 (D)

君士坦丁總主教。 

丁、「當時人文學者討論原始基督教社會的情況，他們批評教會的腐化，使得學術文化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這些觀念成為往

後宗教改革的思想基礎。」 

43.請問：此時期學者將學術與宗教結合的目的是下列何者？ (A)讓宗教儀式更加鞏固在人民生活中 (B)企圖擴大基督教的信

仰範圍 (C)擴大對聖經的研究增加教會影響力 (D)回到簡樸、強調道德的教會生活。 

44.關於此時期的描述何者正確？ (A)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力擴展到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 (B)代表學者為佩脫拉克 (C)北

方地區全盤接受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 (D)此時學者的論著仍使用拉丁文寫成。 

戊、附圖是幅流傳於歐洲某時期的諷刺畫。此圖（由左至右）將方濟會修士穆納、   

神學家埃姆澤、教宗利奧十世、神學家艾克，以及神學家萊普，分別繪製成貓、 

公羊、反基督的獅子、豬，以及狗。請問：                                                   

45.依據你的歷史知識，此諷刺畫最可能出現於何時何地？ (A)十五世紀的義大 

利 (B)十六世紀的日耳曼 (C)十七世紀的西班牙 (D)十八世紀的法蘭西。 
46.此種諷刺文宣品的刊布與流傳，與當時哪種歷史發展的關係最為密切？ 

   (A)方言文學流行 (B)印刷術的盛行 (C)大航海時代的來臨 (D)資本主義制 
   度興起。 

己、附表為羅馬教會部分歷任教宗，標示◎者被稱為「對立教宗」或「偽教宗」，    

因其選舉產生的過程具有爭議故而有此稱呼。 

任期 就任及逝世 教 宗 

203 1378～1389 厄本六世 

204 1389～1404 博義九世 

205 1404～1406 依諾增七世 

206 1406～1415 格列高里十二世 

◎ 1378～1394 克萊孟七世 

◎ 1394～1423 本篤十三世 

◎ 1409～1410 亞歷山大五世 

◎ 1410～1415 若望二十三世 

207 1417～1431 馬丁五世 

47.根據附表所得資料，下列何者正確？ (A)面臨「亞威農之囚」的教宗為博義九世 (B)為查理曼加冕的教宗為格列高里十二

世 (C)1378～1417年間同時存在兩位以上教宗 (D)1416年沒有教宗的原因是因為發生授職之爭。 

48.下列選項何者可以解釋此時期密集出現對立教宗的原因？ (A)羅馬教會遭遇「西方教會分裂」 (B)拜占庭帝國皇帝對羅馬

教會無控制權 (C)拜占庭教會不承認羅馬教宗 (D)羅馬帝國滅亡使羅馬教會喪失領導力。 

庚、資料一：「給新教徒以與其他諸侯和臣民相同的關於信教和其他的權利。……帝國諸侯在有關國家大事的會議上的表決權。

讓他們在有關帝國大事的一切會議中，享有無可爭論的表決權。」 

資料二：「上帝選擇了哈布斯堡王朝作為其代理人，哈布斯堡家族必須達成上帝之所願。哈布斯堡家族試圖達到世界帝國

的願望，即便帝國內諸邦國並不緊密聯繫，仍從屬於一個框架之下—隸屬於羅馬教會、從屬於哈布斯堡之下。」 

49.下列關於資料的解讀何者正確？(A)資料一為啟蒙運動後各國所採取的共和政治體制 (B)資料二指出哈布斯堡家族試圖建立 

    普世基督教會 (C)兩則資料講述同一件事，即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 (D)資料一的內容打破資料二中哈布斯堡家族的願望。 
50. 資料一這場戰爭的日後影響「不」包括？  (A)荷蘭共和國獨立  (B)西班牙與神聖羅馬帝國贏得戰爭並成為歐洲強權   

    (C)新教與舊教地位平等  (D)歐洲列國並立，逐漸發展出主權國家的概念。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