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中海綻放的光芒──神話、宗教與哲學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神話與宗教 

希臘的哲學思維 相關補充 

古希臘時代 
希臘哲學的傳布 

亞歷山大大帝 

的偉業 
古希臘與希臘化時代之比較 

理性思辨的萌芽 人文精神的昂揚 希臘哲學的黃金時期 

４
價
值
觀
點
：
人
與
神
差
別
僅
在
於
永
生
與
死
亡
↓
注
重
追
求
現
世
榮
耀
與
名
聲 

 
 

其
中
《
伊
里
亞
德
》
的
故
事
背
景
為
特
洛
伊
戰
爭
，
講
述
一
場
因
情
愛
糾
葛
而
起
的
戰
事
。 

 

●
補
充
：
荷
馬
史
詩
相
傳
是
由
古
希
臘
詩
人
荷
馬
創
作
的
兩
篇
長
篇
史
詩
《
伊
里
亞
德
》
和
《
奧
德
賽
》
的
統
稱
。 

３
文
學
作
品
：
西
元
前
八
世
紀
荷
馬
史
詩
《
伊
里
亞
德
》
與
《
奧
德
賽
》 

 

●
例
如
：
特
洛
伊
戰
爭
中
，
雅
典
娜
支
持
希
臘
人
（
雅
典
娜
是
雅
典
守
護
神
），
阿
瑞
斯
則
支
持
特
洛
伊
人
。 

２
神
話
特
色
：
諸
神
與
人
的
互
動
密
切
↓
帶
有
七
情
六
欲
，
時
常
介
入
世
俗
生
活 

１
宗
教
特
色
：
多
神
信
仰
↓
神
明
多
為
自
然
力
量
的
代
表
（(

如
：
天
神
宙
斯─

代
表
雷
電
之
力
，
但
生
性
暴
躁
、
多
情)

） 

●
補
充
：
數
學
家
畢
達
哥
拉
斯
以
，
數
學
概
念
解
釋
宇
宙
萬
物
的
現
象 

 

（
例
如
：
赫
拉
克
利
特
認
為
「
火
」
是
萬
物
本
源
、
德
謨
克
利
特
認
為
「
原
子
」
是
萬
物
本
源
） 

３
哲
學
觀
點
：
泰
利
斯
，
主
張
「
水
」
為
萬
物
根
源
，
其
他
學
者
試
圖
以
物
質
元
素
解
釋
世
界 

２
源
起
地
點
：
西
元
前
六
世
紀
小
亞
細
亞
的
城
邦
米
利
都 

１
希
臘
哲
學
：
形
上
學
、
倫
理
學
、
政
治
學
、
自
然
科
學
與
醫
學
等 

 

主
張
：
人
為
萬
物
之
權
衡
、
世
間
沒
有
絕
對
的
真
理
、
得
考
量
情
境
、
利
益 

２
代
表
：
普
羅
泰
格
拉 

 

但
也
有
人
譯
為
較
帶
負
面
意
涵
的
「
詭
辯
學
派
」，
用
以
批
評
這
些
人
有
時
為
求
在
言
詞
上
得
勝
，
而
忽
視
真
理
。 

●
補
充
：So

p
h

ists

的
原
意
是
愛
智
慧
的
人
，
或
教
導
智
慧
的
人
（
他
們
的
職
業
為
教
師
），
故
可
譯
為
「
智
士
學
派
」， 

 

↓
將
希
臘
哲
學
從
自
然
界
帶
到
現
實
社
會 

 

↓
思
索
人
的
教
育
、
城
邦
法
律
與
政
治
體
制 

１
西
元
前
五
世
紀
：
智
士
學
派 

 

Ｃ
不
偏
廢
抽
象
觀
念
或
感
官
經
驗
，
認
為
應
取
中
道
而
行 

 

Ｂ
主
張
透
過
觀
察
與
理
性
分
析
，
理
解
自
然
運
作
模
式 

 

Ａ
強
調
哲
學
對
現
實
生
活
的
應
用 

３
亞
里
斯
多
德
：
希
臘
哲
學
之
集
大
成
者 

 

Ｂ
唯
有
具
備
真
知
的
人
，
才
有
資
格
領
導
國
家
，
成
為
哲
學
家
國
王 

 

Ａ
主
張
永
恆
不
變
的
觀
念
才
值
得
追
求 

２
柏
拉
圖
：
著
作
《
理
想
國
》 

 
 

與
他
人
共
同
得
出
可
接
受
的
普
遍
真
理 

 

Ｃ
主
張
詰
問
法
，
以
不
斷
質
疑
與
反
駁
的
方
式
，  

 

Ｂ
發
揚
理
性
以
分
辨
是
非 

 

Ａ
主
張
人
首
先
要
認
識
自
己 

 

死
刑
↓
影
響
柏
拉
圖
從
根
本
處
重
新
思
考
民
主
的
意
義 

１
蘇
格
拉
底
：
因
不
信
神
和
腐
化
青
年
思
想
的
罪
名
，
被
雅
典
法
庭
判
處 

 
 

 
 

伊
比
鳩
魯
學
派
：
享
樂
是
至
高
的
善
、
心
靈
的
平
靜 

 

代
表
：
斯
多
噶
學
派
：
主
張
遵
循
美
德
以
獲
得
幸
福 

２
西
邊
：
雅
典
為
中
心
的
形
上
學
與
倫
理
學 

 

代
表
：
歐
幾
里
德
「
幾
何
學
」、
阿
基
米
德
「
數
學
」、「
物
理
學
」
等 

１
東
邊
：
埃
及
亞
歷
山
卓
為
中
心
的
科
學
研
究 

 

↓
在
希
臘
化
時
代
推
動
地
中
海
周
邊
知
識
發
展 

希
臘
哲
學
在
亞
歷
山
大
建
立
龐
大
帝
國
後
向
外
傳
布 

３
希
臘
化
時
代
：
使
希
臘
文
化
向
東
傳
播
、
促
進
東
西
經
貿
、
文
化
交
流 

 

、
在
亞
洲
興
建
七
十
多
座
希
臘
式
城
市
、
鼓
勵
希
臘
人
移
居
東
方 

２
寬
容
統
治
政
策
：
各
民
族
自
主
管
理
、
鼓
勵
境
內
不
同
民
族
文
化
交
流 

 

（
史
上
第
二
個
跨
三
洲
帝
國
），
包
含
不
同
民
族 

１
帝
國
幅
員
遼
闊
：
橫
跨
歐
、
亞
、
非
的
大
帝
國 

 

古希臘文明 希臘化時代 

背 

景 

 

古
希
臘
文
明 

隨
城
邦
興
起
而
發
展
出 

東
西
交
流
頻
繁
下
形
成 

哲 

學 

亞
里
斯
多
德 

柏
拉
圖 

 

蘇
格
拉
底 

斯
多
葛
學
派 

伊
比
鳩
魯
學
派 

科 

學 

重
視
公
共
建
築 

 
 

 
 

物
理
學 

阿
基
米
德
：
數
學
、 

歐
幾
里
得
：
幾
何
學 

 

意 

義 

被
視
為
西
方
文
明
的
搖
籃 

 

傳
遞
希
臘
文
化
的
成
就 

促
進
文
化
融
合
與 



承襲希臘的羅馬文明：羅馬簡史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王政時期 

（西元前 753〜前 509 年） 

共和時期 

（西元前 509〜前 27 年） 

帝國時期 

(西元前 27 年~476/1453 年) 

３
西
元
前
五
○
九
年
：
拉
丁
人
推
翻
伊
特
拉
斯
坎
人 

２
西
元
前
七
世
紀
末
：
伊
特
拉
斯
坎
人
征
服
拉
丁
人 

１
西
元
前
七
五
三
年
：
拉
丁
人
建
立
羅
馬
城 

●
大
事
： 

 

王
政
晚
期
，
因
為
伊
特
拉
斯
坎
人
已
無
法
掌
控
元
老
院
，
所
以
遭
到
推
翻 

 

公
民
大
會
由
成
年
男
性
組
成
，
元
老
院
是
各
部
落
領
袖
組
成
，
權
力
高
於
公
民
大
會
，
甚
至
掌
握
國
王
人
選
。 

 

但
國
王
並
非
世
襲
，
而
是
由
部
落
臣
民
選
出
，
再
由
元
老
院
同
意
。
（
國
王
↓
元
老
院
↓
公
民
大
會
） 

●
概
述
：
羅
馬
王
政
時
期
仍
維
持
傳
統
氏
族
社
會
，
國
王
如
同
部
落
家
長
，
統
領
部
落
內
的
臣
民
。 

３
結
果
：
平
民
地
位
逐
漸
上
升 

 

Ｂ
西
元
前
四
五
○
年
前
後
，
頒
布
《
十
二
表
法
》：
規
範
平
民
權
利
與
義
務 

 

Ａ
設
置
護
民
官
：
可
否
決
不
公
平
、
不
合
法
的
判
決
及
命
令 

２
法
令
保
障
： 

１
反
抗
：
西
元
前
四
九
四
年
，
平
民
要
求
成
立
「
護
民
官
」 

●
護
民
官
的
出
現
： 

 

負
責
選
舉
執
政
官
、
表
決
法
律
、
決
定
和
戰 

３
公
民
大
會
：（
立
法
權
）
全
體
男
性
公
民
組
成
。 

２
元
老
院
：（
監
察
權
）
氏
族
領
袖
、
貴
族
。
最
重
要
的
監
督
、
諮
詢
機
關 

 

互
相
批
駁
法
案
，
相
互
制
衡
。
由
公
民
大
會
選
出
，
受
其
監
督 

１
執
政
官
：（
行
政
權
）
兩
位
，
多
由
貴
族
擔
任
。 

●
職
權
分
立
： 

 

↓
元
老
院
封
奧
古
斯
都
，
有
偉
大
神
聖
之
意 

 

 

↓
屋
大
維
擊
敗
各
將
領
，
掌
握
大
權 

３
屋
大
維
崛
起
：
凱
撒
去
世
後
，
國
內
將
領
陷
入
內
鬥 

 

擊
敗
國
內
勢
力
，
成
為
羅
馬
最
高
統
治
者
↓
後
遭
刺
身
亡 

２
凱
撒
崛
起
：
為
終
身
執
政
官
，
並
身
兼
各
類
重
要
職
務 

１
長
年
征
戰
：
將
領
干
預
政
治
、
社
會
矛
盾
加
劇
、
元
老
院
擴
權
破
壞
制
衡 

●
屋
大
維
的
崛
起
： 

 
 

 
 

「
地
中
海
」
成
為
羅
馬
內
海
。 

３
結
果
：
擊
敗
迦
太
基
，
控
制
巴
爾
幹
、
小
亞
細
亞
地
區
， 

 
 

 
 

與
北
非
迦
太
基
進
行
三
場
布
匿
克
戰
爭 

２
擴
張
：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統
一
義
大
利
半
島
， 

 
 

 
 

羅
馬
軍
事
訓
練
嚴
格
↓
富
戰
鬥
力 

１
醞
釀
：
平
民
與
貴
族
關
係
緩
和
↓
一
致
對
外 

●
稱
霸
地
中
海
： 

 

由
二
子
繼
承
，
自
西
元
三
九
五
年
起
，
帝
國
不
再
統
一 

７
狄
奧
多
西
：
以
亞
得
里
亞
海
為
界
，
將
帝
國
分
為
東
西
兩
部
， 

６
君
士
坦
丁
：
將
首
都
從
羅
馬
遷
到
拜
占
庭
，
改
稱
君
士
坦
丁
堡 

５
戴
克
里
先
：
強
調
君
權
神
授
，
確
立
王
位
繼
承
制
。 

４
卡
拉
卡
拉
：
廣
發
公
民
權 

３
五
賢
君
時
代
：
羅
馬
和
平 

２
尼
祿
皇
帝
將
羅
馬
城
大
火
嫁
禍
給
基
督
教
徒
，
開
始
對
基
督
徒
進
行
迫
害 

 

執
政
官
、
護
民
官
等
職
位
，
獨
攬
軍
政
大
權
，
羅
馬
進
入
帝
國
時
代
。 

 

元
老
院
尊
稱
屋
大
維
為
「
奧
古
斯
都(

偉
大
神
聖
之
意)

」，
讓
他
身
兼 

１
屋
大
維
：
自
稱
「
第
一
公
民
」 

●
補
充
： 

 
 



承襲希臘的羅馬文明：從神話、宗教到哲學與法律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神話與宗教 哲學與法律 

來自希臘的影響 與東方信仰的融合 哲學 法學 羅馬法律 

 

↓
延
續
《
伊
里
亞
德
》
的
故
事
，
描
述
羅
馬
祖
先
事
蹟 

 

流
亡
的
特
洛
伊
人
如
何
成
為
羅
馬
開
國
者
的
故
事
。 

４
文
學
作
品
：
味
吉
爾
的
史
詩
《
埃
涅
阿
斯
記
》
描
述
特
洛
伊
戰
爭
後
，  

 

Ｊ
阿
芙
羅
黛
蒂
↓
維
納
斯
：
愛
與
美
之
神 

 

Ｉ
阿
瑞
斯
↓
馬
爾
斯
：
戰
神
、 

 

Ｈ
赫
菲
斯
托
斯
↓
伏
爾
坎
：
火
神
、 

 

Ｇ
戴
奧
尼
索
斯
↓
巴
克
科
斯
：
酒
神 

 

Ｆ
阿
波
蘿
↓
阿
波
羅
：
太
陽
神 

 

Ｅ
波
賽
頓
↓
涅
普
頓
：
海
神 

 

Ｄ
荷
米
斯
↓
墨
丘
利
：
旅
行
、
商
業
、
信
使
、
小
偷
之
神 

 

Ｃ
雅
典
娜
↓
密
涅
瓦
：
智
慧
與
勝
利
女
神 

 

Ｂ
希
拉
↓
朱
諾
：
婚
姻
、
家
庭
之
神 

 

Ａ
宙
斯
↓
朱
比
特
：
眾
神
之
王
，
掌
管
雷
電 

３
希
臘
奧
林
帕
斯
山
諸
神
信
仰
被
羅
馬
所
繼
承
，
例
如
： 

 
 

 
 

但
因
入
教
者
及
儀
式
極
其
神
祕
，
所
以
外
人
無
法
得
知
其
信
仰
的
實
際
情
形
。 

●
補
充
：
密
斯
拉
信
仰
在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左
右
傳
入
羅
馬
，  

２
羅
馬
宗
教
包
含
：
羅
馬
傳
統
、
希
臘
遺
產
及
東
方
信
仰 

１
希
臘
神
話
與
哲
學
於
希
臘
化
時
代
傳
至
羅
馬 

 

↓
羅
馬
皇
帝
被
當
作
神
祇
奉
祀
，
如
屋
大
維
被
視
為
「
神
君
」 

２
帝
國
時
期
，
希
臘
化
地
區
對
統
治
者
的
崇
拜
傳
入
羅
馬 

 

↓
埃
及
奧
塞
利
斯
信
仰
、
波
斯
密
斯
拉
信
仰 

１
共
和
後
期
，
東
方
神
祕
信
仰
傳
入
羅
馬 

 
 

皇
帝
奧
理
略
【
哲
學
家
皇
帝
，
著
有
《
沉
思
錄
》】 

 

↓
受
到
統
治
階
層
歡
迎
，
如
羅
馬
元
老
西
塞
羅
【
演
說
家
】、 

２
斯
多
噶
學
派
主
張
理
性
節
制
慾
望
、
淑
世
精
神 

１
羅
馬
吸
收
斯
多
噶
學
派
和
伊
比
鳩
魯
學
派
學
說 

 
 

 
 

 
 

 
 

以
規
範
羅
馬
人
所
統
治
的
其
他
民
族
（
非
羅
馬
公
民
）。 

 

 
 

 

「
萬
民
法
」
則
是
依
據
各
民
族
不
同
風
俗
民
情
所
制
定
的
法
律
， 

●
補
充
：「
民
法
」
為
規
範
羅
馬
公
民
的
法
律
；  

↓
訂
立
民
法
與
萬
民
法 

２
以
理
性
為
基
準
的
自
然
法
，
為
法
律
最
高
原
則 

１
將
斯
多
噶
學
派
應
用
其
中 

５
日
後
歐
陸
各
國
法
律
主
要
的
權
威
來
源 

４
查
士
丁
尼
將
羅
馬
法
律
編
纂
為
《
查
士
丁
尼
法
典
》 

３
《
十
二
表
法
》，
日
後
羅
馬
法
治
的
基
礎 

２
政
府
將
不
成
文
的
慣
例
寫
在
十
二
塊
板
上 

１
起
源
於
西
元
前
四
五
○
年
左
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