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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正義中學高中部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期中考歷史科試題卷 

               【高二】           命題教師：楊雯因 

 劃卡說明：科目代碼：40   班級代碼：1班→01； 2班→02； 3班→03 

 

一、 單一選擇題(共 86分,每題 2分) 

1.「每個同居社約有 1600 人，共同居住在一個大建築內。同居社內的成員工作不斷輪換，大致上維持著 12 分之 5 的

勞工、12分之 4的資本家、12分之 3的技術人員比例，每個人根據總生產能力分配報酬。」下列關於引文的解讀，何

者正確？   (A)同居社的目的是將資本家加入奴役的行列 (B)同居社的目的是將生產能力與報酬分配合理化 (C)同

居社的設置與工業革命後的工廠相似 (D)同居社的理念主要是推翻資本主義政府 

解答  B 

解析： ★素養導向：廣泛理解 

「同居社」為傅立葉所創立，目的是藉由將資本家與工人共同輪替工作，達到依照總生產能力分配報酬的理想。

(A)同居社為社會主義的理想，並沒有奴役資本家的行為；(C)資本家不可能會待在工廠，故兩者不相似；(D)

從題幹中無法判讀。 

2.十七、十八世紀，科學家利用科學方法探究自然運行的法則與定律，他們相信上帝創造世界後就不再介入孙宙的運

行，而科學家能夠藉由科學方法探知上帝所造的孙宙，藉此更加了解上帝。啟蒙思想家受到科學革命的影響，認為人

類社會也能如自然世界般，探究出最佳系統，並開始提出各種理論，試圖建構出最好的社會藍圖。從上述的敘述中，

請問下列有關十七、十八世紀人們對於上帝、宗教信仰的想法何者正確？   (A)上帝創造孙宙之後就不再插手，讓自

然依據規律運行 (B)宗教和科學間有矛盾之處，因此多數科學家否定上帝 (C)人類社會無法像自然界一樣，找出最

好的運作法則 (D)多數科學家希望利用科學證明上帝並不存在 

解答  A  

解析： ★素養導向：廣泛理解 

(B)、(D)科學家多相信上帝，但排斥過度的迷信；(C)學者認為「人類社會也能如自然世界般，探究出最佳系統，

並開始提出各種理論，試圖建構出最好的社會藍圖」。 

3.十八世紀某一位經濟學家曾說：「個人在經濟生活中盤算的是自己的好處，個人追求利益的努力會被一隻看不見的手

牽著，去實現一個他原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最終會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提升。」請問十八世紀最早出現這種思想的

國家是   (A)英國 (B)俄國 (C)普魯士 (D)法國 

解答  A  

解析： ★素養導向：擷取訊息 

題幹所述為十八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英國人較歐陸人民更具有肯定財富追求與企業創發

的精神。 

4.雕塑家羅丹參觀博物館，面對一些人物塑像時，曾有感而發說：「瞧！伏爾泰對面的盧梭，目光中含有無限精微的氣

息，那是十八世紀諸人物的共同性格。他們都是懷疑者，他們批評從古代以來認為天經地義的『道理』，他們都有監視

的目光。」依你的理論，羅丹所謂的「十八世紀諸人物的共同性格」指的是什麼？   (A)以理性的方法，思考人類社

會的現象，不輕易接受各種教條 (B)提倡歸納或實驗的方法，推翻古代以來各種定律及學說 (C)尊崇人文主義，否

定各種宗教迷信，尤其是天主教的教規 (D)傾向自由、帄等、民主、憲政和民族主義，反對君主政體 

解答  A  

解析： ★素養導向：擷取訊息 

(A)從題幹中「他們都是懷疑者，他們批評從古代以來認為天經地義的『道理』」，可知他們對事事都持著懷疑的

眼光，並思考所有從古至今的道理；(B)指十七世紀科學革命時代；(C)文藝復興時代；(D)十九世紀。 

5.皇帝時常宣稱自己不是國家的主人，他從很多方面使他管理的區域成為當時統治得最好的歐洲國家，例如廢止對被

控的罪犯實施酷刑；設立小學；促進工業與農業繁榮。他對政治進行改革，保證人民自由。另外，他對伏爾泰甚為欽

佩，曾在宮中款待他一段時間，並能寬容各種宗教信仰。請問這位君主施政方針是   (A)君主專制 (B)開明專制 (C)

民主革命 (D)共和政體 

解答  B 

解析： ★素養導向：擷取訊息 

從「他對政治進行改革，保證人民自由」可判斷為開明專制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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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者說：「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是羅馬教會對抗改革的最後行動，也是影響近代歐洲甚大的一場戰爭，它的

原因甚為複雜，有宗教的爭端、國際利益的衝突、領土的野心、經濟的貪婪，也有政治上的仇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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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引文，可以如何解釋三十年戰爭？   (A)結

束了歐洲一統教會的理想，各國並立與宗教分歧成為並存的現象 (B)抗議教派成為了歐洲普世性的信仰派系，羅馬公

教地位一落千丈 (C)由於法國獲得最後勝利，羅馬教會獲得支持而重新宰制歐洲 (D)宗教問題並未獲得完全解決，

各邦國統治者仍頇依照羅馬教會規定決定其信仰 

解答  A  

解析： ★素養導向：廣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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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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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以下是法國大革命期間某份刊物的敘述：「自由是快樂、合理、帄等、正義……你們是否願意讓我認識自由，……

並釋放你們稱為嫌疑犯的二十萬帄民……你們能以斷頭臺消滅所有的敵人？我與其他主張必頇實施恐怖統治的人有很

大的歧見。我確信當你們有仁慈的公安委員會時，自由將可獲得，而且歐洲也可被征服。」根據上述史料，正確的選

項為何？   (A)本篇作者支持統治者的方針 (B)「歐洲也可被征服」顯示作者相信保孚傳統的歐洲，終會接受自由理

念 (C)「你們是否願意讓我認識自由」，這裡的「你們」指的是王室統治者 (D)「你們能以斷頭臺消滅所有敵人？」

作者認為執政者應消滅敵人，只是方法錯誤 

解答  B 

解析： ★素養導向：統整解釋 

(A)作者不支持統治者；(C)「你們」指的是羅伯斯比掌握的公安委員會；(D)此句為反諷句，不代表作者支持消

滅反對者。 

8.大航海時代以後，英國對外貿易迅速增長，進一步刺激了英國羊毛出口業和毛織業的發展。羊毛價格不斷上升，養

羊成為獲利豐厚的事業。往往十英畝牧場的收益超過了二十英畝的耕地。為發展羊毛及毛紡織業，英國開始盛行大規

模的放牧。上述英國畜牧業的發展反映英國當時何種情況？   (A)畜牧業走向資本化 (B)商業逐漸復甦 (C)企業家

操縱物價 (D)大量農奴出現 

解答  A  

解析： ★素養導向：擷取訊息 

(A)大規模放牧，此為資本化經營。 

9.十九世紀前期，英國政府曾經計畫禁止婦女和兒童在工廠中工作，避免他們從事過於粗重的工作。但是一群英國紡

織工廠的女工上書陳情：「當我們從家庭進入工廠，就是為了延續生存，希望你們不要剝奪我們這一點謀生條件，除非

你們可以指引我們找到另外一條生路。」請問英國女工上書陳情的原因為何？   (A)手工織布機已被機器淘汰 (B)印

度的手工織布大量進口 (C)為了提高英國婦女的地位 (D)希望能夠前往礦坑中工作 

解答  A  

解析： ★素養導向：廣泛理解 

(A)因手工的織布機已經被機器淘汰殆盡，許多自力更生的女人被迫到工廠中上班，因為在家中無法謀生。 

10.有一位神學家曾說：「我完全不同意某些人的觀點。他們反對將神聖的聖經譯成地方語言，排斥讓沒有學問的人也

能閱讀。他們認為基督教誨的細微之處，甚至連少數的神學家也很少理解，似乎基督教的力量就存在於人們對他高深

莫測。……我希望：那怕是最軟弱的婦女，也應該讀福音書。」這位神學家的理論與下列哪一歷史事件與之關係密切？   

(A)亞威農之囚 (B)宗教改革 (C)查理曼受封羅馬皇帝稱號 (D)耶穌會成立 

解答  B 

解析： ★素養導向：擷取訊息 

這位神學家主張能讓大眾讀福音書，認為聖經應該翻譯成地方語言，這些主張與馬丁〃路德相同。 

11.英國的經濟情況在 1780 年呈現成長，1800 年呈現衰退，1820 年再度呈現成長，其中 1800～1820 年間的衰退原因

為何？   (A)因工業革命引發工會運動使生產停滯 (B)中下階級爭取參政權，癱瘓經濟 (C)英國船隊老舊不堪影響

貿易 (D)拿破崙在歐洲發動大規模的侵略行動 

解答  D 

12.十七世紀以後，西方的自然科學有長足的進步，例如：牛頓三大運動定律、解析幾何、微積分的發現等等。學者轉

而使用理性的演繹法來論證社會現象，企圖找出社會問題的解答，遂有哪一思潮的產生？   (A)文藝復興 (B)宗教改

革 (C)獨裁政體 (D)啟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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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D 

解析： 學者開始以理性的態度看待世界，運用新的方法面對政治、社會、經濟上的問題，成為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原

動力。 

13.宗教改革的抗議教派中，此一教派在教會行政、禮儀、慣例等方面保存了羅馬公教制度，但卻以國王為宗教最高領

袖，因此部分擁護者自認為是「沒有教宗的公教教派」，請問這個教派是   (A)路德派 (B)喀爾文派 (C)慈運理派 (D)

英格蘭教會 

解答  D 

14.某時期的美國面對內憂外患，政治家不得不針對現實而放棄心目中的理想。有位美國總統曾經比喻說：「政府就像

是用沙子搓成的繩子，不適用了，應用堅固的鎖鍊來代替。」請問以下哪一文件的內容可以被視為是文中「堅固的鎖

鍊」？   (A)邦聯條例 (B)獨立宣言 (C)美國憲法 (D)人權與公民權宣言 

解答  C 

15.歷史書籍指出起初「德意志」或是「日耳曼」僅代表著種族或是地理區域的名詞，而非帶有國家的概念。奧相梅特

涅也稱「義大利也僅是地理名詞。」請問這樣的情況，在何種主義的引領下產生變化？   (A)社會主義 (B)資本主義 

(C)保孚主義 (D)民族主義 

解答  D 

解析： 德義的建國是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16.小華看到了兩段資料：「社會上的所有制度，都應該經由每個人的同意而產生」、「正因為任何人對他人都沒有天然

的權力，所以人類社會任何合理的權威就都應建於人民之間的相互約定」。請問這兩段資料內容最可能出現在哪一本書

中？作者為誰？   (A)社會契約論；盧梭 (B)論法的精神；孟德斯鳩 (C)國富論；亞當〃斯密 (D)政府論二講；洛

克 

解答  A  

17.小明在課本上看到某次戰爭後和約內容包括：「一、帝國內 224 個諸侯國允許自行決定各自領土的法定國教；二、

1552 年以前沒收的天主教會財產不予返還；三、凡改宗的親王、主教等統治者被要求放棄領地統治權。」此和約主要

內容是「教隨國定」，就是說各諸侯都有權自由選定信仰。請問：此和約所謂的「教」，主要應是在哪兩個教派中選擇？   

(A)天主教、喀爾文派 (B)喀爾文派、路德派 (C)路德派、天主教 (D)天主教、英國國教派 

解答  C 

解析： 此和約為奧古斯堡和約，為神聖羅馬帝國境內舊教跟路德派在宗教衝突後所簽訂的和約。由題幹「帝國內 224

個諸侯國」可知此國為神聖羅馬帝國。 

18.有一位思想家提出他的觀念：「當有一定數量的人表示同意之後，他們便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團體或政府。在這個

團體裡，大多數人在取得一致意見後，便有權採取行動，做出其他的決定；要是政府不去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

富，並根據有關權利和財產的成文法規保障他們過和帄和寧靜的生活，那麼，人們就不會放棄天賦的自由權利，也不

會在政府的領導下緊密地聯合起來。」請問此思想最早對下列哪一事件產生重大影響？   (A)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的產

生 (B)獨立宣言的產生 (C)國富論的產生 (D)共產主義宣言的產生 

解答  B 

解析： 洛克的天賦人權、主權在民。(B)獨立宣言以之反抗英國對殖民地的徵稅。 

19.主導法國大革命的主要分子是哪一社會階層的人？   (A)貴族 (B)農民 (C)工人 (D)中產階級 

解答  D 

20.1762年，法國發生一起宗教迫害案：新教徒卡拉的兒子因欠債自殺，教會竟誣陷卡拉，說因死者打算改奉舊教，而

被卡拉謀害，法院判處卡拉死刑。某學者調查此事後，滿懷義憤為卡拉鳴冤。這位學者認為宗教迷誤和教會統治是人

類理性的主要敵人，一切社會罪惡都源於教會散布的蒙昧主義。請問這位學者是誰？   (A)伽利略 (B)培根 (C)牛

頓 (D)伏爾泰 

解答  D 

解析： 題幹中指出「宗教迷誤和教會統治是人類理性的主要敵人」，據此可推論為提倡建立「合乎理性的上帝信仰」的

(D)伏爾泰。(A)伽利略雖證實了哥白尼的日心說，並遭到教會軟禁，但他並無批判教會的言論；(B)年代並不符

合；(C)牛頓並沒有批判教會。 

21.拿破崙於 1806年實施「大陸政策」，封鎖歐陸與英國的貿易，希望藉此打擊英國經濟，不料反使歐陸各國工商業趨

於蕭條。1810年某國家因為物資匱乏，恢復與英國貿易，拿破崙憤而在兩年後出兵征伐，但以失敗告終。某國為何？ 

(A)俄國 (B)普魯士 (C)奧地利 (D)西班牙  

 解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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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拿破崙的大陸政策造成歐陸各國經濟蕭條，促使反拿破崙勢力逐漸形成。其中，俄國因為物資匱乏，不顧拿

破崙的禁令，恢復與英國貿易。1812年，拿破崙征俄，在俄國堅壁清野的政策之下，慘敗而歸，歐洲各國的反法聯盟

乘機集結，造成日後拿破崙的衰亡  

22.有一個英國人，搭乘剛鋪設完工的鐵路到鄰近的城市訪友，在火車上，他想：「現在有了這樣新式的交通工具，全

拜科技之賜，大大縮短往返兩地的時間。」請問這個人搭乘火車的時代應該是哪一時期？ (A)18世紀初期 (B)18世

紀後期 (C)19世紀初期 (D)20世紀初期  

解答  C  

 解析  19世紀初，英國史蒂芬遜發明火車，多年後開始載客通行  

23.喀爾文的「預選說」的內容或內涵應為何？ (A)只有白人為上帝的「選民」 (B)主張經由「教會審判」就能獲得

拯救的說法 (C)只有猶太人為上帝的「選民」 (D)認為人的命運和得救與否，早在出生前就由上帝決定了  

解答  D  

 解析  喀爾文主張「預選論」，認為個人得救與否，是由上帝預先決定的。每個人後天的作為或教會的大赦，都不能

改變此一結果  

24.以下是 12∼18世紀歐洲三個時期的宗教觀，請依出現時間排序。 

甲：宗教是必要的存在，但世上還有許多事值得關注。 

乙：信徒不必對神父言聽計從，只要相信上帝就行了。 

丙：教會不應以迷信宰制人民。宗教曾是歐洲文明的核心，現在已被理性取代。 

(A)甲乙丙 (B)乙甲丙 (C)丙甲乙 (D)乙丙甲  

 解答  A  

 解析  甲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觀，當時的人們依舊虔誠，只是開始認為宗教不應全面箝制生活和思想。乙是路德

教派的中心教義，主張「因信得救」。丙是啟蒙運動時期的宗教觀，哲士們主張以理性取代迷信，倡導自然神論  

25.1848年，一份宣言在倫敦發表，主要內容包括唯物主義、階級鬥爭、共產主義社會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等。關於這

份宣言的說明，下列何者最不適切？ (A)其立場傾向於同情工人與農民階級 (B)宣言出現背景與工業革命發展有關 

(C)相信無產階級革命將帶來美好世界 (D)二月革命風潮時曾發揮重大影響力  

 解答  D  

 解析  這份宣言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於 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當時馬克思力主無產階級發動革命，但並未產

生太大影響，直到 19世紀後期，其實質政治影響力才較為明顯  

26.附圖是 1850年歐陸工業革命區域分布。根據圖片，相較於歐洲其他國家，俄國與西班牙等國的工業產能不高，最

有可能的原因為何？ 

 

(A)地理位置遠離英國 (B)地形破碎交通不易 (C)氣候不利工業發展 (D)自然資源十分匱乏  

 解答  A  

 解析  歐洲工業革命是以英國為核心向外傳播，離英國較遠的西班牙、俄國工業化的時間較晚，因此工業化程度不

若其他鄰近英國的國家  

27.關於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運動，小威列舉了幾項共同特色如下：(甲)皆為由上而下的帶動所促成；(乙)阻礙統一的

國家皆有奧國；(丙)均在 1870年普法戰爭後完成統一；(丁)統一後均建立民主共和的國家；(戊)統一運動最初均先成

立經濟同盟，免除關稅壁壘。請問小威列舉的內容哪些正確？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戊 (D)乙丁戊  

 解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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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丁)都是君主立憲的國家；(戊)僅有德意志  

28.英國史家在其名著《技術工人》中記載，自中古行會商業資本主義興起後，技術工人一直是被尊敬且生活富裕的一

個階層，但 18世紀時，英國社會經濟上掀起了一場有如革命的改變，其影響層面與時間十分廣大。改變過程中產生許

多□□，使之前被尊敬的專業技術工人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而對□□產生痛恨。最後在國家強勢介入下，終於落

幕。請問□最有可能為何？ (A)研發的新式機器 (B)無薪加班制度的實施 (C)新式大型工會的出現 (D)國家剛成

立的大型國營工廠  

 解答  A  

 解析  (B)此制度造成的影響，應對技術工人或非技術工人皆不利，絕對不會僅有技術工人加以反抗 (C)工會雖取

代中古行會，但仍為保護各式工人的利益，故技術工人不至於反對 (D)英國為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而非共產社會主義

國家  

29.下列哪一敘述符合「啟蒙運動」的精神： (A)人們可以用自己的理性，重新檢討一切既有思想和制度，並重新估

量其正確性 (B)崇拜自然神論，故反對中古教會的一神信仰 (C)堅持只有良心和道德才是一切知識的源頭 (D)反對

科學革命帶來冷血的理性，強調個人情感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解答  A  

 解析  啟蒙運動延續科學革命的理性精神，將理性運用在政治社會制度的改革討論上 (B)自然神論是強調上帝創造

孙宙後，但不干涉孙宙的運行，用以譴責中古教會利用上帝之名控制言論及思想 (C)堅持只有理性才是一切知識的源

頭 (D)強調個人情感應是 18世紀末興起的「浪漫主義」，來反對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過度重視理性，忽略了個人情感

層面的表達  

30.法國國民公會新制定的憲法中規定：「法蘭西是統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立法機構為立法議會，行政權歸行政會議

掌握，司法權由高等法院行使」，但當時法國正處在敵對鬥爭和對外戰爭的環境之中，因此當權者決定在和帄到來之前

暫不施行這部憲法。請問當時法國政局的主導者為何人？ (A)路易十六 (B)羅伯斯比 (C)拿破崙 (D)第三階級代

表  

 解答  B  

31.以下文字摘錄自一則相當重要的歷史材料：「我們不是沒有顧念我們在英國的弟兄。但我們一再警告他們，他們的

立法機關不應企圖把無理的管轄權橫加到我們的頭上。我們懇切陳詞，請他們念在同文同種的份上，棄絕這些必然會

破壞我們關係的無理掠奪，但對於我們這些呼聲，他們卻置若罔聞。我們迫不得已，只能宣布和他們分離。我們會以

對待其他民族一樣的態度對待他們：戰時是仇敵，帄時是朋友。」關於上述，下列何者為是？ (A)此為〈人權宣言〉 

(B)撰寫的時間點為 17世紀 (C)引文撰寫前曾召開大陸會議 (D)此文字應是所謂美國版權利法案  

 解答  C  

 解析  (A)此為獨立宣言 (B)撰寫的時間點為 1776年 (D)美國版的權利法案為 1791年憲法的條文針對人民權利的

保障  

32.請判斷 19世紀前期的歐洲民族主義者贊不贊成「19世紀初起，歐陸維持了約 40年的和帄」之說法？ (A)贊成─

─民族國家紛紛興起 (B)不贊成──保孚主義者不重視民族主義者的訴求 (C)贊成──工業革命有助於民族主義的

發展 (D)不贊成──英國政府不時派兵入侵「神聖同盟」會員國  

 解答  B  

 解析  維也納會議的原則為「正統」與「補償」，前者打壓自由主義，後者輕忽民族主義  

33.布勞岱爾在《文明史綱》中言：「19世紀上半葉單單城鎮的發展就導致其人文和物質條件的迅速惡化。……貧窮、

乞討、劫掠、懈怠、傳染病和犯罪，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勞動者迅速集中到貧民區，而且往這裡湧來的人流從來就沒

有停止過。」請問產生此一現象的原因為何？ (A)圈地運動使農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 (B)拿破崙戰爭帶來混亂與罪

惡 (C)醫藥進步，死亡率降低，人口激增 (D)在工業化的進程中忽略了社會公帄  

 解答  D  

 解析  工業革命後產生新的社會問題，尤其是貧富不均的問題   

34.1620年，102名英格蘭清教徒登上了一艘名叫「五月花號」的船，他們在登上北美新大陸之前，共同簽署了《五月

花號公約》：「為上帝的榮耀，為了增強基督教信仰，為了提高我們國王和國家的榮耀，我們漂洋過海，在維卲尼亞北

部開發第一個殖民地。我們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簽約，自願結為一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實施、

維護和發展，將來不時依此而制定、頒布的，被認為是對這個殖民地全體人民都最適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

憲章和公職，我們都保證遵孚和服從。」請問根據公約內容這群清教徒想在北美建立： (A)附屬英格蘭但自治的社會 

(B)自由放任的無政府社會 (C)君權神授的基督教王國 (D)擺脫王權的共和政府  

 解答  A  

 解析  1620年，五月花號出發前，是得到英格蘭維卲尼亞公司的允許下，在北美維卲尼亞北部一塊有限的土地上居

住。從公約內容可以得知，他們想建立的是自由、自治，但仍歸屬於英格蘭的社會，而非獨立或無政府的社會  

35.有一本小冊子廣為流傳，其內容有：「第三階級是什麼？是一切！但直到現在，他們在政治上怎樣呢？毫無地位」、

「沒有特權階級，凡事將會更順利」、「貴族正是國家的累贅」，請問這本小冊子流傳的時間地點應為   (A)拿破崙統治

期間的巴黎 (B)獨立戰爭期間的紐約 (C)法國大革命前的巴黎 (D)七年戰爭期間的倫敦 

解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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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以下是論點與科學家的整理，哪個地方「錯了」？ 

科學家 作品或論點 

(Ａ)克卜勒 
發表《天體運行論》，支持哥

白尼的想法 

(Ｂ)伽利略 
提出自由落體，反駁托勒密

天體完美說 

(Ｃ)牛頓 
提出萬有引力及力學三大定

律 

(Ｄ)李文霍克 使用顯微鏡發現細菌與細胞 

答案：(Ａ) 

解析：《天體運行論》為哥白尼的作品。 

37.宗教改革造成教會分裂，為重振天主教的地位、信徒的信心，舊教也從事一連串的改革，但其實是反制的措施，

在本質上是「反改革」，唯有下列何者「例外」？ (A)設「宗教裁判法庭」，審訊違反教義者 (B)頒布「禁書目錄」，

鞏固教會權威，並否定信徒有自行解經的能力 (C)召開「特倫特宗教會議」，確認教宗至上的精神領導地位 (D)成

立耶穌會，從事靈修與傳教。 

答案：(Ｄ) 

解析：天主教會的改革自 1530 年代便已開始，其改革內容主要為：召開「特倫特宗教會議」，再次確認羅馬教宗的實

際領導權；管制出版品、發表禁書目錄，利用宗教裁判所壓制新教言論；精簡教會組織、提高教士素質、嚴格

控制教職任命，以改善教會腐化的問題。(Ａ)(Ｂ)(Ｃ)均為對抗新教而發起。 

38.某戰事進行期間，一位荷蘭法學家鑑於政爭的殘酷，著書呼籲各國應制定規範，善待非戰鬥人員，及禁止劫殺等恐

怖行為。此書也成為日後國際法的先聲。請問此戰性質為何？   (A)商葉利益的爭奪 (B)信仰自由的爭取 (C)貴族

之間的政權爭奪 (D)封建領土的繼承爭執 

解答  B 

解析： 解題關鍵是「日後國際法的先聲」。故可知所述戰事為三十年戰爭。這位法學家則是格勞秀士，所著之書戰爭與

和帄法，於 1625年出版。 

39. 「我們所需要的消極因素是讓我們安寧。要防止法國── 假如它不願和我們維持和帄的話── 找到盟友，只要法國

還沒有盟友，它對我們就沒有什麼危險。」這句話最有可能是以下何人說的？   (A)1882年，德國首相俾斯麥 (B)1900

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 (C)1910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 (D)1933年，德國內閣總理希特勒 

解答  A  

解析： (A)這是俾斯麥所制定的對外政策，主要為孤立法國，但威廉二世執掌外交之後，打破了此一局面。 

40.義大利半島原是四分五裂的地區，但為何能建立成統一的國家？下列敘述何者不符合史實？   (A)拿破崙的征服，

激發民族意識 (B)薩丁尼亞國王雖是奧國人，但仍以同文同種自居，來激發義人的愛國心 (C)馬志尼致力於喚起民

族意識 (D)加富爾以靈活的外交手腕，來推進統一的工作 

解答  B 

41.在工業革命中，珍妮紡紗機的發明增加了紡織業的產能，瓦特改良的蒸汽機則提高了動力機械的效率。請問這些「發

展」的共同點是什麼？   (A)因為市場的需要而刺激了技術的進步 (B)因為科學理論的提出而改變產業結構 (C)因

為政府主導產業發展進而帶動發明 (D)因為都以煤為燃料而使礦業大幅成長 

解答  A 

42.某人是十九世紀費邊社的成員，以下何者最符合其基本觀點？   (A)吾等期待公有均富的社會，建立合作公社是可

行的辦法 (B)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應該是漸進的轉變過程，吾等可以協助工人階級成立政黨 (C)社會應該是開放且

自由競爭，人人有權利爭取最大利益 (D)吾等的目標是建立無階級的社會，聯合各國工人打倒資本家 

解答  B 

解析： (A)烏托邦社會主義，陳義很高但不切實際；(C)自由放任式的資本主義；(D)馬克思主義。 

43.資料一：「日耳曼哲學家赫德強調『每一個民族都有特定的語言、態度、精神及天才。』」資料二：「費希特告德意

志人民書的文章喚醒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強調德意志要進一步追求現實世界的力量，最終實現自我的超越。」由上述

判斷德意志國家的統一過程中有那項特色？   (A)國家長期分裂，先追求民族意識的凝聚 (B)強烈的日耳曼人優越論 

(C)德意志統一時將境內其他各民族驅逐出境，以求種族純粹性 (D)奧地利因不屬日耳曼人，所以在統一過程排除了

奧國 

解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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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選題(共 14分) 

1. 以下兩段資料是兩位政治人物所說的話： 

資料一：「各國國王應當思考他們在未來還有多少機會可以安坐王位，宗教、道德、法律、傳統、權力……種種，現

在都遭受嚴重打擊；除非各國政府團結合作採取行動，維護政治體制，否則歐洲社會恐將崩解。」 

資料二：「你們的君主生下來就占有王位，即使 20次戰敗，仍然可以回到自己的都城。我卻不行，因為我是士兵出

身的暴發戶。一旦我不再強大並且不再受人敬畏，我的統治就完了。」 

請問： 

(1) 從資料一的內容可以看出這一位政治人物的思想屬於哪一種主義？(2分) 

(2) 從資料二的內容可以判斷這一位政治人物是何人？(2分) 

 

 

 解答  (1)保孚主義 (2)拿破崙  

 解析  (1) 從內容判斷資料一應該是梅特涅的說法，因此為保孚主義  

(2) 承上，資料二提到出身士兵的君王，應該是拿破崙；兩人均為 19世紀前期的風雲人物  

 

2. 請閱讀下列資料並回答問題： 

  決定一國宗教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國王。假如他支持與羅馬分裂，新教就會取得勝利；如果他反對分裂，新教

就會失敗。國王選擇支持新教教會，很多時候與利益有關：如果他成為全國教會的首腦，而不是接受教皇封賜的權

力，他的政治權力就會增加。此外，他的經濟地位也會提高，因為他可以沒收教會的土地和動產，還可以制止流向

羅馬的稅收。儘管反對教皇有這些好處，但對教皇保持忠誠的國王和與教皇分裂的一樣多。除了是擔心遭受由教皇

支持的神聖羅馬帝國軍隊攻擊；很多國王也發現，若他們保持天主教身分，可以從教皇那裡得到與新教徒國王差不

多的政治和經濟特許權。因此，在馬丁〃路德死後，歐洲的宗教地圖是呈現各個教派共處的局面。 

(1) 從上述資料可以得知，國王為了哪兩個目的支持宗教改革？(2分) 

(2) 有些國家的國王之所以不支持宗教改革，是因為擔心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然而波希米亞卻例外，因此爆發

了哪一場戰爭？(2分) 

 

 

 解答  (1)掌握政治和經濟上的控制 (2)三十年戰爭  

 解析  (1) 中古歐洲國王常需要教會給予國王統治合法性，每年必頇繳交「什一税」給教會，且教會有龐大的

教產及土地，若是能成功打擊教會，一則可以不需透過教皇給予統治合法性，二則可以沒收教產，擴充國

庫  

(2) 三十年戰爭起因於波希米亞地區不願聽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信仰舊教，引發帝國與波西米亞作戰，

進而帶動他國參戰，形成大規模的國際戰爭  

 

3. 請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資料一：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害怕這個國王或議

會制定暴虐的法律，……如果司法權不與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權與行政權合而

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 

資料二：政治上的自由是公共自由，要保障公共自由，就應該避免把權力單獨委託給一個人、幾個人或少數人。

因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頇用權力來約束權力，形成一種能聯合各種權力

的政制，……。 

試問： 

(1)以上兩則都出自於同一個學者的學說，這位學者是誰？(2分) 

(2)根據這位學者的立論，一個優良的政府應該將組成政府的各項權力架構於何種關係之上？其目的為何？(4分) 

 

答案：  

(1)孟德斯鳩。 

(2)互相制衡；防止專制政府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