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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世界文化史概要 
 
一、文藝復興是歐洲文化史上的一個時代，它不僅是「文」與「藝」的復興，也是人類理性和品

格的覺醒，更是西方世界邁向現代的起點。請問文藝復興時代最重要的核心觀念(精神本質)
為何？請說明此一核心觀念的內涵，並論述它對近代西方文化的影響。(25 分) 

【解題關鍵】 
難易適中 
先論文藝復興與核心觀念，次論對近代西方文化影響 
【擬答】 
人文主義運動是以古典語文的研究為基礎，進而吸收古典精神、思想，表達自己的人生、

對現世的看法，它是以人的價值為中心的一個教育、文化、學術運動。此運動使歐洲人從

「神本」思想轉向近代「人文」主義。 
人文主義運動精神本質： 
肯定人的地位：讚揚人的價值、理性，提倡人的尊嚴，肯定人的能力，摒棄中古神權統

治，把人視為渺小、無能的論述。 
強調現世生活的意義：提出世俗的享樂主義，反對以天堂、來世為精神寄託與禁欲的道

德戒律。 
推崇理性、科學：主張用科學方法及概念追求新知，反對盲目信仰與權威的崇拜。 
提倡自由、個人解放：反對封建體制及教會勢力控制，束縛人性與心靈，主張每個人都

有其生命、思想的權利。 
以方言著作：當時不少人文學者以地方方言從事著作，如薄伽丘《十日談》。 
文藝復興對西方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 
文化上：文藝的愛好和人文教育的理想，影響此後數百年歐洲各國的文化生活。同時也

是西方學術思想研究一次巨大的轉變。從 14 世紀始，人文主義的世界觀，逐漸取代宗教

神學觀。此種世界觀的改變，帶來一系列的研究，隨之也產生新的成果，為西方開闢一

個新時代的來臨。 
宗教上：不反對宗教、世俗化、平民化的態度，肯定了平民的地位，讓平民有追求宗教

信仰自由的機會，不受教會束縛，於是有宗教改革的呼聲。再者，人文主義為文著論，

批評腐敗的教會，動搖神權理論基礎，教皇權威也漸沒落，促成宗教改革的產生，西方

基督教世界因此更為分崩離析。 
學術上：奉行人文主義，追求自然與超自然的對人與歷史解釋，以及在考證古典文獻

時，必須重視邏輯和辯證的習慣，奠定 16、17 世紀科學革命的理性基礎。 
政治上：加速民族國家、民族文化的形成；對本國（地）歷史、文學研究興趣的提高；

用本國（地）語言創作文學作品、翻譯聖經，使一般人強化對自我族群的認同，無形之

中，產生對民族國家及其文化具有高度的凝聚力量。民族國家之形成，也與此有密切關

係。 
文藝復興促進近代西方文化的誕生，也是西方文化一個重要思想發展的里程碑。在脫離宗

教神學束縛之後，使個人潛能充分發揮，令西方知識分子能在文學、藝術、科技等方面領

域創造珍貴的成果，它對日後科學革命、啟蒙運動等都產生深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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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現代醫學的興起與歐洲海外擴張、西方帝國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請論述西方國家在

美、亞、非洲的殖民史如何影響現代醫學的發展與內涵。(25 分) 
【解題關鍵】 
困難試題 
一般教科書皆未論述，以殖民地擴張進行論述、發揮 

【擬答】 
在人類社會中，醫學已經存在數千年之久。現代醫學起源於 17 世紀科學革命後的歐洲，以

科學的過程及辦法來進行醫學治療、研究與驗證。研究領域大方向包括基礎醫學、臨床醫

學、檢驗醫學、預防醫學、保健醫學、康復醫學等等。在現代醫學興起前發展的醫學，稱

為傳統醫學；現代則以替代醫學的形式在科學醫學尚未普及的地區繼續存在。 
現代醫學以西醫為代表，其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對維持生命的規律及體質變化作出科學的

精細的分析，對病理、藥理、流行病學等作出有系統的分析與臨床研究。西醫的發展得益

於工業文明及有效利用科技發展的成果，令其在檢測、醫藥及手術等範疇的研究與應用都

得到充實。西醫在外科手術、器官移植、流行病控制、疫苗及免疫、基因及幹細胞研究、

動物實驗、新藥開發及醫學工程等方面，在當代人類的健康及人均壽命都有重要影響(維基

百科) 
探討西方現代醫學在非西方世界的發展，不得不與西方帝國主義發展密切相關。西方醫學

傳播到美、亞、非洲等地是由傳教、商人、殖民地官員等引進。傳教士為了傳教，取信於

土著，以西醫(或西藥)治療；商人藉西藥來取信於土著；殖民地官員為了有效統治避免疾

病蔓延，造成大量死亡，也常引進西醫進行治療。西醫雖然進步，但仍然有些疾病難以克

服。例如熱帶地區如東南亞、中南美爭因盛行熱病、瘧疾、天花、霍亂等使得歐洲白人殖

民者僅能聚居沿海地區，不敢深入內地、這也是因西方在舊帝國主義(16-18 世紀)發展的限

制。直到十九世紀末，西醫克服疾病的障礙，加上軍事武力強大，得以征服非西方世界。

西醫的療效傳播、成功、有利於殖民統治與文化傳播(霸權)的建立。 
西醫因與美、亞、非洲等傳統、土著醫療(包括巫術)接觸。他們驚奇殖民地的巫術、民俗

療法等具有功效，從早期排斥，視為「不科學」逐漸去了解、採用。因此，現代西醫中出

現中國草本、針灸之法治病，甚至使用類似巫術來治療心理、精神疾病，充實現代西醫的

內涵。 
 

三、十九世紀以來，世界經濟開始活躍成長，並逐步形成現代世界的繁榮及貧富不均。試問影響

現代世界或各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為何？請論述之。(25 分) 
【解題關鍵】 
題目偏難 
此題目重點在影響現代世界經濟成長重要因素，工業化是關鍵因素。 
【擬答】 
十九世紀以後，世界經濟活躍成長，形成現代世界繁榮、貧富不均，其造成的重要因素，

分析如下: 
工業化程度：工業革命以後，工業發展的程度與國富及國力乃為一種正比例的關係，擁

有資本、技術、原料和市場的國家自然有左右國際政治的力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生產力

與戰爭潛力都不復以面積與人口為最主要的因素，這些因素只有在同等級的工業國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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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於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與落後國家乃形成尖銳的對比；落後國家淪為進步國家

的副手，僅提供農、漁、礦業的產品，或消費用品及初級工業產品。有的國家長期處在

此狀態之中，如阿根廷的牛肉依賴輸往英國，其農產品及礦產品輸往工業國家。 
自然資源:十九世紀大英帝國，擁有廣大殖民地，具有豐富資源加上工業化成就，成就其

「日不落帝國」的盛世。美國擁有農、礦、工業各種資源，尤其石油、媒、鐵礦，加上

使用新技術、方法生產，使其工業成品在質量、數量超越英國，奠定二十世紀後，世界

經濟霸主的地位。 
人力資源:國家人口具有「人口紅利」有利經濟發展，人力素質要高包括有普及教育、高

等教育、技術教育的成功發展，使國民素質提升有利經濟產業發展及提升，尤其在科技

研究，必須投入更多人力，經費以利發展。美國在十九世紀後，政府及民間大量培育科

技、研發人才，高等教育發達、奠定美國經濟高度發展、既是顯例。 
交通建設:鐵路、公路、港口建設帶動當地開發，商貿經濟發展，尤其人力、物資、商品

通有運無，訊息流通，皆可促進經濟發展。十九世紀美國大量興修鐵路、加速經濟開

發、締造經濟強國。 
由於工業化強國為了獲取資源、市場，侵略開發中國家，形成世界貧富不均的問題，隨著

全球化情形日益嚴重。 
 

四、1950 年至 1953 年間爆發於朝鮮半島上的戰爭，東亞諸國各如何稱之？此一戰爭如何牽動東

亞諸國的命運，試論述之。(25 分) 
【解題關鍵】 
題目適中 
論述韓戰的經過及其影響 
【擬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蘇俄以參加對日作戰的機會，輕易占領中國東北九省和朝鮮半

島北緯 38 度以北各地，積極以武器援助中共在我國的叛亂。到了 1949 年中共竊據中國大

陸以後，蘇俄勢力就橫掃亞洲大陸，直達越南北部，接著還唆使韓共和中共發動震撼世界

的韓戰。 
開羅會議中決定韓國獨立，戰後美國曾將此問題與蘇俄磋商，但蘇俄多方延宕而無法解

決。1947 年美國將韓國獨立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討論。大會決定舉行全韓普選，組織

國會，成立獨立政府。當 1948 年聯合國在韓國舉行普選時，俄軍卻禁止其占領區人民投

票，因此那次普選只能在北緯 38 度以南舉行。後來南韓選出來的代表組成國民大會，通

過憲法，並選李承晚為總統，成立大韓民國（簡稱南韓）。蘇俄也在同年扶植韓共，在

其占領區建立共黨政權，稱為朝鮮人民共和國（簡稱北韓）。韓國因此分為南北兩半，

無法統一。 
大韓民國成立後，美國尊重韓國的主權，撤退占領軍；蘇俄卻認為這是一個向南擴展勢

力的好時機，乃在 1950 年 2 月先與中共簽訂所謂「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繼即唆使北韓

向南韓侵略。同年 6 月，北韓軍隊突然大舉南侵，韓戰因此爆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曾

令北韓軍退出南韓，而北韓卻置之不理。安理會始決定以武力來制裁侵略，任命麥克阿

瑟元帥為聯合國軍隊統帥，以美軍為主，其他十四國軍隊為輔，迅速出兵援助南韓。9
月中旬，聯軍由仁川登陸開始反攻，迫使入侵南韓共軍全面撤退。聯合國軍隊在同年 11
月間擊潰北韓軍，直達鴨綠江邊，韓國統一在望；但是中共以「志願軍」為名，大舉出

兵參戰，聯軍攻勢受阻，形成膠著的拉鋸戰。1951 年 5 月聯軍曾越 38 度線給予共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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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打擊，戰局對共軍不利。蘇俄代表提出休戰建議，舉行談判。1953 年，史達林去世，

蘇俄內部爭權，新任總理馬林可夫（Georgi M. Malenkov）主張恢復談判，中共不再堅持

強迫遣俘的原則。直至 1953 年 7 月，雙方才簽訂停戰協定。韓戰結束，南北韓大致以

38 度線為界，畫出一條寬二公里的緩衝地帶為停戰線。三年戰爭的結果，韓國人民犧牲

了一百二十六萬之多，而美軍亦有四萬五千人陣亡，美軍戰費約達二百二十億美元之

鉅，只換得戰前狀態之恢復，韓國至今仍然分裂。 
1951 年間，即當韓戰激烈進行之際，美國為了預防戰爭擴大，乃與菲律賓簽訂美菲安全

條約，與澳洲、紐西蘭簽訂美澳紐公約，與日本簽訂美日安全條約，後來又與大韓民國簽

訂美韓共同防禦條約，在東亞也建立起集體安全體系。蘇聯大量扶助中國進行工業化。

台灣轉危為安，美國軍事、經濟援助台灣、簽訂台(中)美共同防禦協定。延遲中國攻

打台灣、武力統一中國的時機。韓戰結束後、中國支持北越攻擊越南法軍因而有 1954 年

奠邊府之勝利。南北韓分裂至今。加速日本經濟的復甦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