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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世界文化史概要 

 
一、亨利八世是英國歷史上著名的國君： 

試說明他的謀略如何影響英國的發展？（13 分） 

試評論他的功過。（12 分） 

【擬答】 

難易適中 

從宗教改革時代背景，論述亨利八世在國內做為，主要以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方面著手。 

亨利八世（在位 1509-47）因複雜婚姻，殺害王后而聲名狼籍，遭受後世嚴厲批判。但在他

統治期間，使英國脫胎換骨，躍身一個歐洲強國（或是奠定富強基礎）。 

宗教改革後（1517），他因婚姻問題與教廷決裂，他藉此沒收教會、修道院的財產，增加

王室的收入。他並以財富、土地賞賜效忠的將領，地方鄉紳，行政官僚等以獲取他們的擁

戴，這批新貴成為王室力的支持者。為了強化對地方控制，設立監督治安法官（justices of 

the peace），由地方鄉紳出任這些法官擁有司法、經濟、教育大權，可以說是地方實際統

治者，並以此削弱地方傳統封建貴族勢力。 

 1534 年，國會通過「至高法案」規定英王是英國教會唯一最高領袖，對於宗教事務具有最

高權力，否定羅馬教廷權威。法令頒布後，亨利八世大肆搜捕反對者，許多教士、主教被

冠上「叛亂」罪名而被處世，最著名是摩爾殉教被殺。 

威爾斯在 1286 年被英國征服，威爾斯人在亨利七世時代，不少人在宮廷、教會服務，雙方

關係和平相處。1535 年，亨利八世藉國會通過合併法（Acts of Union），將其併入英國，

全境劃分十二郡。威爾斯人與英國人在法律上完全平等，派人出席國會，服任公職，威爾

斯人學習英語，學習英人社會生活方式，漸融化於英國。 

亨利八世致力於經濟發展，主要為毛紡織業，其它如採礦、醞酒、金屬冶煉、造船製革、

建築等皆有成，在位期間推行「圈地運動」，有利農業商品經濟發展。為了促進工商業發

展，極力發展海外貿易。 

亨利八世因私德不佳，導致後世嚴厲批判。他進行宗教改革，並非基於宗教因素，而是政

治、經濟上考慮。國教派改革並未真正與天主教完全切割，造成日後因宗教信仰間的紛

爭。但他在強化王權、發展經濟上相當成功，奠定日後英國富強之基礎。 

二、1964 年中的東京灣事件（Event of Tonkin Gulf），使得美國開始改變以往的越南政策，改為

直接派遣軍隊介入越戰。詹森總統軍事介入的政策，促使美國投入越南戰場的人員愈來愈

多，到 1968 年已超過 50 萬人，美國深陷越南戰場不可自拔。1970 年代美國校園掀起反越戰

罷課活動，而這場罷課活動卻也意外掀起學術上巨大的波瀾，試說明該學術巨變的出現情

況。（25 分） 

【擬答】 

題目偏難 

首先論述美國參加越戰之背景，次論校園反越戰對學術發展的影響變化。 

二戰後，北越胡志明成立政府，南方在法軍支持下成立保大政府、致使南北分裂、雙方開

戰(1946)。最初法軍佔有優勢，但北越獲得中國、蘇聯支持，漸轉為優勢。195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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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邊府被北越攻陷，法國邀請北越、中國、蘇聯參與日內瓦會議，簽訂停戰協定，劃分以

北緯十七度為界、分為南北越，法軍撤離越南。美國為了阻止共黨勢力擴張，派兵參加越

戰，1964 年 8 月，發生東京灣事件後，美國大舉介入越戰，1969 年 1 月美軍有近 55 萬人

介入越戰。越戰戰費日增，美軍傷亡慘重，國內反越戰運動日益激烈，1973 年，尼克森總

統鑑於反戰激烈，退出越戰，反越戰學生運動終止，1975 年越南淪陷。 

反越戰運動: 1964 年，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開啟「自由言論運動」，藉由「反戰運動」與

「自由言論運動」，學生運動全面展開。 1965 年，在華盛頓舉行大規模反戰遊行，各地

成立反戰組織。學生運動開始蔓延，展開「自由大學運動」，其中以芝加哥大學表現最激

烈，激進學生學習共產主義的革命意識、方法，進行抗爭。 

反越戰運動帶來學術巨變: 

反傳統文化的探討:反越戰運動的思想基礎來自「反傳統文化」，存在主義、共產主義。

在這些思想引導下，出現反文化、反社會的「嬉皮運動」。在反越戰期間，宣傳的歌

曲，文藝作品等促進日後大眾，流行文化的探討。這些議題也成為學術界研究的課題。 

大眾傳媒的研究:反越戰運動，因傳媒而高漲。「家家戶戶有電視，家家戶戶介入越

戰」。家庭中有親友參加越戰，成為終日關注的問題，藉由電視、傳媒的宣傳，訊息報

導，深切影響到社會生活。反越戰運動，使學術界重視傳媒的重要性，促進傳播學的高

度發展。 

國際政治的重視:美國介入越戰、戰敗、掀起探究國際政治的熱潮，相關研究十分豐富。

「聯中制俄」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學術界主張密切相關。 

反越戰運動，造成美國內部分裂，不僅令美國撤軍，退出越戰，而其運動也帶來社會、

文化、學術研究的巨大變化。 

 
三、十七世紀的荷蘭面對歐洲列強的競爭，亦積極拓展其殖民事業，請說明當時荷蘭的優勢何

在。（25 分） 

【擬答】 

難易適中 

此題為常見的考古題，論述十七世紀荷蘭為世界經貿王國的因素。 

建國：荷蘭原屬西班牙，十六世紀中期（1566）在奧倫治家族領袖沉默者威廉領導下，抵

抗西班牙。1581 年北方七省代表組成國會，宣布成立「聯省共和國」，其中以荷蘭省實力

最強大，在海軍、財經上取得優勢，聯省國會也在荷蘭首府海牙集會，因此也稱荷蘭共和

國。1648 年「三十年戰爭」結束，荷蘭正式獨立（獲得國際上承認），也從此成為歐洲強

權之一。 

十七世紀荷蘭在文學、藝術、科學上成就非凡，稱之「尼德蘭黃金時代」。 

因其海貿、運輸業非常發達，有歐洲「海上馬車夫」之稱。其優勢原因 

政治：共和政體由富商、財團控制，他們是強大中產階層，與傳統貴族不同，這些富商

工作勤奮、生活節儉（典範喀爾文教派）、富於外交、政治手腕，能針對國內外形勢擬

定適宜的政策。 

宗教：採寬容政策，吸引很多異教徒來此貿易，是其經濟、文化繁榮的原因之一。 

經濟： 

荷蘭經濟以漁業、造船業、運輸業為主，在 1650 年左右，荷蘭船隻約有一萬六千艘，

幾占歐洲半數，荷蘭以此船隻航行貿易，累積龐大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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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 年成立東印度公司，1621 年成立西印度公司，此兩公司在海外各地建立貿易據

點、布置全球，富甲天下。十七世紀，荷蘭經濟財富、生活水準，堪稱世界第一。 

西部圍湖圍海造田，「向自然爭地」的成功，加速其農業、畜牧業的發展。荷蘭有當

時最好的金融信用貸款。金融家提供荷蘭充裕信用貸款，以建立艦隊軍隊（僱傭

兵），進而控制全球貿易，獲取更多的利潤。 

荷蘭司法獨立，不受統治者操縱，並確保私有財產權與個人權利。金融家堅持準時全

額還款，讓貸款人借款的風險降低，由於荷蘭人獲利可觀，因而能順利償還貸款，強

化金融家對他們的信任。荷蘭願意保障私人財產，遵守法治，因此阿姆斯特丹成為歐

洲金融經貿大城。 

東印度公司（VOC）在 1602 年成立，它是一間特許公司。藉由出售股票，籌建船艦

前往中國、印度、印尼、日本等地進行國際貿易、傳教工作。此家民間公司創組編制

完整的軍隊（海、陸軍）攻占東印度群島（今日印尼），統治到 1800 年，才改由荷蘭

政府統治。東印度公司在巴達維亞、安平、長崎等地建立商館，作為亞太地區貿易據

點。 

沒落： 

英荷三次戰爭：為了爭奪海貿、殖民地與英國相繼發生三次戰爭，國力受損。（1652～

1657、1665～1667、1667～1674） 

荷蘭介入西班牙王位戰爭（1711），造成國力大損，鉅耗財力。戰爭結束，荷蘭的海權

及貿易優勢漸為英國所取代。 

荷蘭豪商鉅賈等工商資本家大多數將其財富用於購買豪宅、爵位、生活奢侈等，使其國

家整體競爭力下降，優勢漸失。 

十七世紀結束時，荷蘭尚擁有東印度群島（今印尼）、南非海角殖民地、錫蘭等地。其

他地區多為英、法國所奪。 

四、以下分為三小題論述： 

試述十三世紀威尼斯的邦國形態。（5 分） 

並說明威尼斯人利誘十字軍攻打拜占庭帝國之策略。（10 分） 

以及帝國被攻打之後的影響。（10 分） 

【擬答】 

題目偏難 

了解威尼斯城邦發展情形，針對題旨回答 

尼斯是個群島所組成的邦國，原為拜占庭領土，與義大利半島建立商貿關係。840 年成為

獨立城市共和國，自九世紀末，威尼斯是東西國際貿易重心。實力強大、不斷擴張。在十

三世紀時擴張於東地中海，建立強大經貿王國，擁有強大戰船、三萬餘水手，巨大商船三

百餘艘，自 1284 發行金幣，成為當時國際通貨。政權長期掌控在富商手中，名稱「共

和」。實際上是「寡頭政治」。統治者為「總督」，由議會選舉產生，議會稱「元老

院」，具有立法、司法權。統治階級注重商貿利益，對文藝活動熱心，給予贊助，促進威

尼斯藝文發展。 

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利，新位教皇英諾森三世 (Innocent)發動新十字軍、企圖收復耶路撒

冷，法蘭西、義大利的部分領主接受號召，共組十字軍，共推香檳伯爵狄博(Thibaut)為領

袖，前往義大利共商大計。以威尼斯為合作對象，雙方共定條約，由威尼斯城邦提共人

馬、糧草運輸，十字軍要給付 85000「馬克」，威尼斯也提供船隻、士兵參戰。120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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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字軍抵達威尼斯 ，但卻無人付款。威尼斯提出一個解決之道，要求十字軍消滅商貿競

爭敵手札拉(Zara)(位於西德里亞海東岸基督教城市)。十字軍接受此建議、攻陷札拉城，並

由威尼斯人佔領。1203 年 6 月，部分十字軍駐於君士坦丁堡，偶而與城民發生衝突，引發

彼此不信任。適值發生政變，新位皇帝違反約定。1204 年 3 月十字軍、威尼斯決定攻打君

世坦丁堡，簽訂瓜分帝國條約。4 月 13 日攻陷城堡，進行焚燒。掠奪三、四天，造成城民

大量死亡，財產、藝術珍品，珍貴圖書等皆被大肆破壞，拜占庭帝國繁富一去不復返。十

字軍在此建立拉丁帝國(1204-1261)，1261 年拜占庭帝國在熱那亞支持下復國，但重建的帝

國領土縮小，國勢衰弱。 

第四次十字軍的攻打拜占庭帝國，使帝國遭受嚴重破壞，形成日後衰亡的重要原因。此次

攻擊，使拜占庭文物、藝術、圖書大肆破壞，形成一場文化浩劫。此次十字軍屠殺君士坦

丁堡東正教人民，加深東西間芥蒂，甚至彼此間仇恨、擴大教會內部分裂、傷痕。教宗號

召十字軍東征，結果造成巨大災難、浩劫、削弱人們對教會的信心，聲望也更為低落。十

字軍的大破壞事件，減低人們對十字軍的支持，軍事征服，戰爭破壞，經濟掠奪，認識人

看到十字軍的黑暗面，使宗教的熱忱消弭殆盡，造成日後十字軍運動消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