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A (A)此為十誡的內容，作為希伯來人民生活的基本原則，也是其信仰的重要戒律，可知此信仰對於道德倫理有強烈

的要求。 

2. C 由「所有人民都信奉由聖彼得門徒傳給羅馬人的宗教」、「不信奉的人……將被視為異端分子」等句，可推知其為

狄奧多西立基督教為國教，且為帝國境內唯一合法的宗教，故選(C)。 

3. D (A)垂愛希伯來人（猶太人）；(B)救世主彌賽亞；(C)耶和華。 

4. C 從題幹敘述可知，教會不承認世俗君主（皇帝、國王、公爵、侯爵）所任命的教會職務人選，亦認為世俗君主將

神職授予他人是違背上帝的旨意，將會受到懲罰，可知此時羅馬教會反對世俗權力干涉教會內部的人事任命，故

答案為(C)。十一世紀時，由於王權提升及教會內部改革，歐洲的政教關係開始惡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多次干預

教宗人選的產生及高階主教、修道院院長的任命。教宗格列哥里七世繼任後，廢除世俗統治者對主教的任命權，

聲明教宗是上帝的代理人，也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統治者，企圖使教宗地位凌駕於世俗君主之上。(A)教會禁止君

主干涉教會事務，雙方並不協商；(B)題幹未提及；(D)是避免君主干涉教會事務。 

5. B 法國大革命推翻舊秩序，建立新制度，使歐洲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上均有了創新的發展，而其影響範疇更是遠遠

超過法國與歐洲之外，可謂是「近代革命之始」。 

6. B 題幹出自 1776 年 l 月，潘恩出版富有鼓動性的小冊子常識。由「英國屬於歐洲；美洲屬於她本身」，判斷其目的為

鼓吹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對抗英國。 

7. C 甲為基督教受迫害時期；乙為《米蘭詔令》頒布；丙為聖保羅將基督教傳往外邦人；丁相傳為基督對彼得所言；

戊為狄奧多西一世下令禁止異教。故先後順序為丁丙甲乙戊。 

8. C 由題幹可見當時神聖羅馬帝國亨利四世對教宗格列哥里七世低姿態求和，因當時的教宗仍控有宗教領導實權，迫

使得世俗皇帝不得不向教宗妥協以換取皇權的穩定，這也是中世紀政教關係的微妙發展，可以是合作，但也可以

是相互競爭的關係。 

(A)應是政教關係緊張。 

(B)由題幹無法辨別為政教衝突開端。 

(D)題幹可見世俗皇帝向羅馬教宗低頭，代表教宗有一定影響勢力，並非政教合一，應是政教分離。 

9. D 伊斯蘭學者收集東、西方文明的經典作品，並將其翻譯成阿拉伯文，不僅有助於保存希臘羅馬時代的重要典籍，

也對後來歐洲的文藝復興助益甚大。 

10. D 分析題幹的內容可以得知，這位史家並無提及十字軍對東方的影響，也表示十字軍東征對歐洲文明影響的大小仍

有爭議；但是他明確指出「12 世紀財富和人口的增加先使得十字軍運動成為可能」，所以商業復興是十字軍運動的

背景，並非十字軍運動的結果。故答案為(D)  

11. D 達文西除了藝術表現之外，也展現了許多藝術以外的成就  

12. D (A)《古蘭經》為其信徒蒐集整理穆罕默德的教義、言行而成，作者並非穆罕默德本人。 

(B)《古蘭經》的內容淺白易懂，並不需要靠人解讀才能理解其教義是一大特點。 

(C)《古蘭經》成書於西元六～七世紀之間。 

13. C  本題主要測驗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資料一提到「透過聖像學習基督教精神，並且激發他們的宗教熱情。」顯示

支持聖像崇拜。資料二提到「許多未受教育者混淆了形象與形象所代表事物的差別。」顯示其認為聖像並非神聖

的，故其反對聖像崇拜，因此答案應為(C)  

14. A (B)人文主義學者並未拋棄古代神學家作品，反而鼓勵人們閱讀這些作品，以從中了解單純而虔誠的基督教生活(C)

宗教仍具一定影響力；(D)文藝復興時期著重人本主義的教育反對中古的職業教育。 

15. C 從題幹批評大量財產被教會收歸，可知答案為(C)，(A)、(B)、(D)與教會享有大量財產無關。 

16. A (A)從「最終，統一的理想幻滅，領土的邊界更為清楚，宗教信仰成為了他國內政不容干涉」可知；(B)從「統一的

理想幻滅，宗教信仰成為了他國內政不容干涉」可知抗議教派並未成為歐洲普世性的派系；(C)法國雖信仰羅馬公

教，但在三十年戰爭期間與抗議教派結盟；(D)從「宗教信仰成為了他國內政不容干涉」可知羅馬教會無法干涉各

國信仰。 

17. A 此為宗教改革的比喻。從「人人都可以直撥上帝的熱線」可以得知對上帝信仰不需再通過教會，教會的權威性遭

到動搖。(B)文中並沒有否定上帝；(C)、(D)無法從文句中得知。 

18. B 此帝國為阿拔斯王朝，又稱黑衣大食，曾與中國唐朝打過怛羅斯之役，故選(B)。 

(A)阿拔斯王朝 

(C)「甲」是塞爾柱土耳其人，乙國是指蒙古 

(D)阿拔斯王朝首都在今伊拉克的巴格達。 

19. B (A)英國學者。 

20. D 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興起於法國巴黎，以孟德斯鳩、伏爾泰與盧梭等人的思想為源頭，將啟蒙思想標榜的「理性

主義」傳播給人們。而上層社會人士喜歡附庸風雅，因而形成貴婦邀請文人雅士於沙龍聚會討論的風氣，即為題

幹描述的情形，故答案應為(D)。(A)雅典公民雖也愛好議論，但多聚集於街上，故不選；(B)(C)皆未形成如此風

氣，故亦非。 

21. D 十一世紀中前往耶路撒冷朝聖的基督徒受阻，引發十字軍運動。故選(D)。 

統，被譽為土耳其共和國的國父，可見其影響力深遠且重要。 



22. D 解題建議使用刪去法，(A)巴爾幹半島因東羅馬帝國之故，阿拉伯帝國勢力未曾染指小亞細亞和巴爾幹半島。因為

這座教堂建立在羅馬神廟的遺址上，故曾為羅馬帝國的版圖。而羅馬帝國的疆域是環地中海，故選項(B)、(C)刪

除。另外 8 世紀改建為清真寺，而 8 世紀的巴爾幹半島仍為東羅馬帝國的疆域，故正解為選項(D)伊比利半島。題

目所述的塞維亞主教座堂為著名哥德式教堂，同時是世界第三大教堂，8 世紀起，因摩爾人緣故成為清真寺，13

世紀時卡斯提爾王國奪取塞維亞城，清真寺改為主教座堂  

23. B 伽利略證實了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且將其出版，引起宗教上的動盪，因而被教廷審判  

24. B 第一段主要提到新事物的到來，就是大航海時代帶來的影響；第二段提到望遠鏡與顯微鏡也就是新工具的使用 

25. C (A)啟蒙哲士認為人類社會可以以科學方式找出法則，故發展出「社會科學」；(B)、(D)啟蒙哲士相信人類的惡行與

一切事物都可以透過教化改善，相信教化的力量。 

26. A 從題幹中「二月革命帶來的風潮和政治上的成果，很快就被舊體制與保守力量拉回，法國於四年後復辟了法蘭西

帝國，第二共和結束。日耳曼的革命也被諸國勢力鎮壓」可得知，二月革命雖然激起了各國的革命風潮，但卻沒

有太大的成果，故最合理的答案為(A)。 

27. C 根據題幹「該文明因不允許偶像崇拜，是以在藝術表現上不見神像或聖像」，可推知此為伊斯蘭文明，其信奉的宗

教為伊斯蘭教。早期部落社會時期，阿拉伯人盛行偶像崇拜，但在改信伊斯蘭教後，嚴禁一切的偶像崇拜，包括

人像、動物、圖騰、標誌等，信仰唯一真神阿拉。他們以文字或簡單的花草圖案來裝飾清真寺，表現宗教的美與

神聖精神  

28. A 鄂圖曼帝國在蘇里曼大帝在位期間，征服了大半東南歐，建立橫跨歐亞非的龐大帝國，直到 1529 年的維也納之圍

失敗才暫時被遏制。此外還占領了大半個中東地區，並將西至阿爾及利亞的北非大部地區納入帝國版圖。 

29. A 西元 1453 年，鄂圖曼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將首都改為伊斯坦堡，將聖索菲亞大教堂改為清真寺，結束屹立歐洲

千年之久的羅馬帝國。(B)十九世紀初期拿破崙戰爭時期遭解散。(C)亡於西元 476 年日耳曼人南下攻陷。(D)查理曼

死後，《凡爾登條約》將帝國一分為三，即東中西法蘭克王國。 

30. A  

31. D 從題幹中「最後卻發現工人與資本家難以合作、工廠產量較低、工人工作的效率降低」可推知其失敗的理由為過

於理想主義。 

32. B  

33. C 資料一反映工人的工作環境不佳，女工與童工，以及童工被虐待的問題。 

34. B 由這兩條資料可知，婦女在工廠的工作環境惡劣，故英國政府欲修法禁止工廠雇用婦女。但婦女認為在機器織布

機取代人力織布機之後，許多婦女被迫離開家庭出外工作，如果法令禁止工廠雇用女工，這將會斷了她們的生

計，而有資料二的陳情出現，答案為(B)。 

35. B (A)薩法維以什葉派為主 (C)引文僅指出歐洲人帶進購買商品的美洲白銀，並未說明四國是否都以白銀為主要通行

貨幣 (D)無法從文中得知鄂圖曼與烏茲別克官方用語為何，薩法維與蒙兀兒首要的官方用語則是波斯語文  

36. B (A)薩法維與蒙兀兒之間的軍事衝突大多肇因於爭奪戰略要地 (C)無法從引文中得知，且四國於 18、19 世紀時才

逐漸淪為歐洲的殖民地 (D)無法從引文中得知  

37. 查理曼 

38. 

 政教關係 理由 

 

政教合作 

政教衝突 

從「法蘭克的國王借助教會的力量實現統

一」、「教會也獲得壯大自身力量的機會」、

教會得以徵收什一稅等看出雙方關係良好 

 

 

39. C 解析：(１)哈里發是哈里發國（意為哈里發統治之地）的統治者，是伊斯蘭教宗教與世俗上的最高統治者的稱號，

最早意為繼承者，指先知穆罕默德的繼承者。故選(C)。 

 

40. A  

41. 

什葉派承認的穆罕默

德唯一合法繼承者 
原因說明 

  □ 巴克爾 

  □ 歐麥爾 

  □ 奧斯曼 

  阿里 

穆罕默德並沒有留下明確的哈里發繼任方式，

以及不同派別對於教義的解釋權有所歧異。 

 

42. C 獨立宣言談及造物者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權利（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政府有責任保護人民的這些權

利，但若政府侵奪了人民上述的權利，則人民就有權利改變或廢除該政府。(A)「天賦人權」觀念起於英國思想家

洛克（1632～1704 年），年代較獨立宣言出現的時間早；(B)引文主要是談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利關係，並未提及民

主政府該如何產生（如革命、選舉或其他方式）；(C)如果政府任意沒收人民財產，視同侵奪了人民的權利，則人民

有權進行抗爭或要求改革，與引文相符，故答案為(C)；(D)「政府權力若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不代表政府必然就



會「保障人民幸福（權利）」，因為政府可能會利用權力來侵奪人民的權利，故獨立宣言明言如果政府無法保障人

民的幸福，則人民有權收回給予政府的權力，另行建立新政府。 

43. D (A)(B)政府成立的正當性來自於被統治者的同意，同意由政府保障人民的權利；(C)當政府無法保障人民的權利時，

則人民有權反抗政府；(D)引文中並未提到多數統治原則，故為正確答案。 

44.   

45. B 資料一為路德在 1521 年於沃姆斯會議中的答辯 (A)資料中答辯的口吻與貼出《九十五條論綱》時的情況不同 

(C)路德並未響應天主教內部的改革 (D)《奧古斯堡和約》確認「教隨國立」的原則，但資料一並無相關線索  

46. D 資料二主要在論述信徒救濟幫忙他人、奉獻金錢給教會等外在行為，第 45 條提到贖罪券，也強調基督徒必須幫助

窮苦有難的人，(A)(B)(C)第 2、3、30 條主要在論述信徒個人內心的懺悔儀式  

47. ①(A)神的意旨應回歸《聖經》 ②教宗及宗教會議都曾犯錯，實不可信賴，故我現今只依從《聖經》或任何有意明白論

理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