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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世界文化史 

黃雋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俄羅斯的彼得一世（或稱彼得大帝）是引領近代俄國發展的重要奠基者，請詳述彼得一世在

位期間（1696～1725 年）所推行的政策，並申論他為俄羅斯帶來的衝擊和影響。（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題目偏難 
《破題關鍵》了解俄國彼得大帝西化政策及其衝擊影響 

【擬答】 
俄國彼得大帝（1682～1725 在位）「西化政策」背景：沙皇費奧多爾三世（1661～1682）

逝亡。彼得繼位，但大權旁落其姊索菲亞（Sophgia，1657～1704）手中，1694 年開始親

政。1695 年，與土耳其交戰失利，體認海軍重要性，因而於 1696 年建立海軍艦隊。1697
年，率領考察團，遊歷英國、荷蘭普魯士等國，學習軍事，造船技術，返國展開西化政策。

1713 年，為了進行西化，遷都聖彼得堡。 
重要內容 
立中央集權，強化行政效率，劃分全國行政區域，強化地方控制。 
官員從基層作起，以功績作為升遷憑藉，而不論其出身社會背景。 
引進西方工藝技術積極發展工商業。 
禁止男子留鬍鬚、穿著西裝；飲喝咖啡、學習法語，引進西歐文化。 
創辦世俗學校，獎勵科學發展。 
改革軍制，建立海軍，引進外國新式武器。 
成效：1.1700～1721 年發動「北方大戰」擊敗瑞典取得波羅的海出海口，並占領東岸土地。

2.與土耳其數次交戰，取得黑海出海口。 
衝擊.影響： 
西化政策著重科技、技術、軍事改革，對其專制政體、農奴制度均未改變，西化及其成

就有限。 
俄國歷經改革，國力提昇，躋身強國之林。 
西化改革政策限於貴族階級，造成日後貴族與廣大農民間的隔閡。4.彼得西化政策，繼

位者未必採行，造成日後俄國內部西化派與傳統派在國家政策上的衝突與鬥爭。 

 
二、如果說古希臘文化是歐洲文化之母，那麼古希臘的建築藝術則是歐洲建築藝術之母。古希臘

建築以紀念性建築和建築群來呈現完美的藝術形式，而神廟建築正是箇中翹楚。請從建築藝

術的不同角度，分析古希臘神廟的建築藝術及其特色。（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題目適中 
《破題關鍵》了解帕德嫩神廟建築群與其特色 

【擬答】 
古希臘建築以雄偉的「帕德嫩神廟」為代表，它表現對稱.均衡.理性的風格與美學。與尼羅

河流域乃至兩河流域的建築相比，帕德嫩不算巨構。但它的全體有一種難以言傳的簡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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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貴與和諧勻稱之美，為世界古今建築的神品。 
神廟是紀念波希戰爭勝利而建，447 B.C.～432 年間完成，由伯里克里斯負責監造。它是雅

典衛城神殿故址上新建，供奉守護神雅典雅。神殿呈矩形格局，可由四方階梯進入，有列

柱環周邊外側。神廟列柱採用多利克柱式，愛奧尼克柱式。神殿裝飾木質頂蓬、瓦面屋頂，

塗上亮麗色彩。神殿列柱上方環置一排浮雕飾板（排檔間飾），飾板上有神話戰鬥場景，

象徵希臘人戰勝波斯，正殿四面簷壁上有連續飾帶，描繪雅典娜祭典盛況。神廟是由克蒂

諾（Ictinus），卡利克勒特（Callicrates）建造，殿內石雕立像是由菲迪亞斯（Phidias）的

作品。1458 年土耳其人征服希臘，神殿改建清真寺，1687 年，神殿因戰火摧毀大半。1801
年英國駐土耳其大使埃爾金伯爵，將神殿保存妥善雕刻品取回運往英國，保存於大英博物

館。 
古希臘簡單 對稱.均衡.理性的風格與美學成為日後西方古典藝術.建築的特色.影響十分深切。 

 
三、中東文明的發祥地阿拉伯半島與肥沃月灣，是連結東西方的交會點，更是東西方商業、文化

交流的樞紐。然時至今日中東地區在多數人的眼中，是一個充滿神秘與動亂的地方，複雜而

難解。請詳述今日中東地區所面臨的多重危機及其背後的原因。（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題目偏難 
《破題關鍵》深切了解中東歷史及其危機原因 

【擬答】 
今日中東面臨多重危機其背後原因： 
「以阿戰爭」： 
巴勒斯坦（Palestine）原在英國託管治理下，英國常動用武力來制止阿拉伯人與猶太人

衝突。二次大戰後（1947 A.D.），英國決定將巴勒斯坦交由聯合國處理，聯合國巴勒斯

坦特別委員會建議在巴勒斯坦分別建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兩國。 
耶路撒冷由國際共管。此年 11 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此議。但是，猶太人接受，而阿拉伯

人拒絕、反對。英國於 1948 年 5 月中旬宣布結束在巴勒斯坦的託管。猶太領袖乃於 5 月

14 日宣布建立「以色列國」（State of Israel），此舉行動，引發阿拉伯國家的攻擊，爆

發數次的「以阿戰爭」。(1949.1956.1967.1973 年) 
國際政治介入： 
以阿衝突使中東危機重重，而且牽連美、俄兩超級強國。1973 年，以阿戰爭不僅導致

「能源危機」，且因美國支持以色列和俄國支持阿拉伯國家，雙方均曾以空運補給品直

接支援作戰，關係惡化，很可能引發直接的衝突。聯合國安理會為解決中東危機，也曾

通過決議案 243 號（1967.11.11.）、338 號（1973.10.22.），建立公平、長久和平。阿拉

伯國家接受此兩案，以色列則保留。.埃及與以色列在 1970 年代末期關係好轉。美國以

大量經援埃及為交換，並給以色列壓力，促成 1977 年 11 月，埃及總統沙達特與以色列

總理比金會談，經過數次談判達成「大衛營協定」（David Camp Accords）。1979 年 3
月 26 日，美、以、埃簽訂和約。埃及收回西奈半島，和平有進一步發展，但激烈阿拉伯

國家則與埃及斷交，俟後沙達特遇刺身亡。而巴勒斯坦則在「後冷戰時期」，其生存建

國權為世人所重視，以色列鑑於國際壓力，也有所妥協，終允許巴勒斯坦自治，再建國

（巴勒斯坦、以色列承認彼此生存權、主權）。雖是如此，但民族、宗教衝突、危機潛

在。 
宗教.族群衝突：中東地區以伊斯蘭教為主，主要區分素尼派、什葉派。自中古以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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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島史」是歷史學者曹永和先生於 1990 年所提出的史觀概念與史學理論，請詳述此一史

觀的內容、特色及其影響。（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題目困難 
《破題關鍵》了解台灣島史觀念、內容、特色與影響 

【擬答】 
曹永和參考法國年鑑學派觀點，將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形成整體性

觀點，以時間為座標，台灣人民為主體來建構自身的歷史，稱為台灣島史觀。他以總體性

結構，綜觀長時期，台灣藉海洋與外界建構各種關係，理解台灣在東亞史、世界史的整體

考量，擺脫中國、漢人觀點，以人民為主題，區域性歷史發展，呈現台灣史的真實風貌。 
內容與特色: 
台灣史研究的主體性: 
以往台灣史研究太重視漢人觀點與政治演變，忽視台灣島本身即是一個獨立的歷史舞台。

歷史研究應與土地結合，生活在台灣島的人民才是歷史的主體而非統治者。 
海洋性格的特殊性: 
台灣位於西太平洋的島鏈中心，為歐亞大陸、東北亞、東南亞貿易交通中樞，戰略地位

重要，國際交通要道。近代以來，東亞、世界變局都深切影響台灣的主權、地位。因有

海洋性格、不同移民相繼進入台灣，形成多元族群及文化特色。 
多元性的史觀； 
台灣歷史的解釋，應拋棄依附中國的邊陲論述，不要陷入漢人中心與統治者的觀點。史

學研究應反映不同族群及文化的多元性的歷史知識、尤其弱勢，少數族群的觀點應於重

視與尊重。 
影響: 
學術研究: 
台灣島史觀與概念興起之後，台灣史學研究轉變建構台灣人民、土地為主的史觀，擺脫

中國、漢人的中心論，邁向本土化、多元化、國際化的歷史理解。因此原住民研究、海

洋性格如荷治、明鄭、清領後期，日治時代等特別發達。本土化、世界性的觀點成為台

灣島史觀念的延伸。 
文化發展 
曹永和擔任總顧問的《漫畫台灣歷史》(10 冊)是以台灣史放在世界座標，不同族群歷史、

文化的歷史漫畫，以台灣人民為真正主角的台灣島史、深受台灣各界、不同年齡層的喜

愛。《台灣歷史圖說》以人群活動來建構歷史，簡明扼要，成為國內著名暢銷書。曹永

和主筆出版《台灣史新聞》配合漫畫、將台灣古今歷史、文化、社會、名人故事融合一

體，以新聞報導方式，呈現台灣多元族群、文化特色。在台灣史史觀點下，台灣文化發

展趨向本土化，世界性的發展。 
歷史教育: 
近幾年中學歷史教育(課綱)很顯然受到台灣島史觀的影響。台灣史獨立成冊，脫離中國

史的架構，建立台灣、中國(或亞洲)、世界史的同心圓的觀點，強調或重視台灣人民、

土地的故事，理解不同族群、文化的特色。歷史教育不是背誦性的記憶知識，而是趨向

探討性、本土性、生活化的知識與議題。 
台灣島史觀理論的提出，深切影響台灣學術、文化、教育層面，至今仍然可以看出其影響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