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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文化行政、國際文教行政（選試英文）、國際文教行政（選試韓文） 
科  目：世界文化史 

黃雋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從世界文化史的角度，近年來對「文明」的概念有豐富的辯論和思考，請舉例說明。（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偏難 
《破題關鍵》了解文明概念、思考與舉例說明 
【擬答】 
人類的歷史是部文明史，歷史延伸好幾代文明，從古老兩河文明到當代世界不同類型的文

明。文明提供族群或種族最廣義的認同，包括文字、符號、價值、宗教、知識、技藝等。 
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者針對文明發表過很多精闢深入的比較分析，從不同學科或

角度(立場)對於古代、現代文明作分析。例如歷史學使用文獻為主的方法來論述一個文明

發展軌跡：而地理學(如年鑑學派)重視地理因素對一個地區或族群歷史的深切影響力。 
文明概念最早起源於西方啟蒙運動時，哲士們為了區別「野餐」而對照出來的概念。文明

是理性、開化與有教義的，文明是好的、不文明是壞的。文明成為評價一個社會、族群的

標準。以後，西方漸轉以工業化、都市化、民主自由化、人權化等做為文明的指標。 
年鑑學派布勞岱認為文明是種空間，某種文化領域，集合了文化特徵和現象。社會學者涂

爾幹認為文明是種道德環境，國家整體的一種形式。史學家史賓格勒認為文明是人類締造

進化的文化，隨著自然演進。馬克思則認為物質(生產技術、工具)是人類文明的推動力量。 
文明與文化區別的概念是當代人文社會學科辯論、思考的問題。一些學者力主文明是文化

的高級形式，每個社會族群皆有文化，但出現文字、城市，使用金屬器物才可以進階到文

明階段。也有學者指出文明是指精湛的學術思想、社會制度出現。但文化人類學指泰勒則

認為文明與文化是同義詞。 
學者在界定歷史上主要文明和現代世界存在文明較難取得共識。英國史家湯恩比說有 21 個

(或 23 個)，史賓格勒說有 8 個，美國史家麥克尼爾說有 9 大文明。杭亭頓則認為 1990 年

後，世界文明區有 9 個:西方、拉丁美洲、非洲、伊斯蘭、中國、印度教、希臘正教、佛教、

日本文明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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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宗教藝術（Christian art）在歐洲宗教改革（Reformation）時期，遭遇了什麼批評？然羅

馬教會之天主教藝術，在當時和之後，經歷另一個發展高峰，請說明這段歷史發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偏難 
《破題關鍵》了解宗教改革時期、宗教藝術的發展 
【擬答】 
自西歐中古基督教世界教會主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藝術發展自不例外。整

個中古時代可謂「宗教藝術」充斥整個藝術、繪畫、建築、音樂等皆與教義、聖徒故事、

神話密切相關。 
在基督宗教藝術盛行時代，題材以宗教為主，繪畫、建築表現手法相當粗糙，人物表情較

為呆版，但整個實體卻充填各類裝飾物、花紋等，看起來極為繁複。因為欠缺美感，創造

粗糙，遭受批評。以繪畫藝術而言，宗教幾乎是繪畫藝術所要反映的唯一主題:基督、聖母

的事蹟，聖徒故事、聖經有關內容。畫中的人物沒有動感，沒有表情，呈現出來是空虛、

絕望、冷酷的景象。十二世紀後，西歐出現哥德式建築，其特點是高聳的尖塔，薄薄的牆

壁和巨大玻璃窗，象徵著期望接近上帝並進入天堂的願望，此類建築本質上是宗教藝術的

呈現。 
宗教改革後，宗教藝術及裝飾，視為奢侈、浮華之物。在新教運動時期，對於天主教的豪

華奢侈風格進行激烈的批評，提倡簡約的宗教儀式和毫無裝飾的宗教場所，拒絕藝術與宗

教的關聯性。在一些新教的國家或地區，還出現破壞宗教繪畫、聖徒塑像、教堂彩色玻璃

的運動。在新教的教堂中，繁複裝飾不見，一切以簡樸為主。新教不惜破壞天主教之繁複

建物，而使原宗教藝術不復存在。在新教與舊教競爭之際，舊教為了區別與新教，發展更

為精緻，唯美，富麗堂皇之「巴洛克」風格。產生一種莊嚴、肅穆的氛圍，恢復信徒對教

會的崇敬之心。 
宗教發展深切影響宗教藝術，也形塑不同教派藝術風格，在宗教改革期間，新教與舊教呈

現不同藝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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