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世宗教的發展：基督教的起源與傳布                                                         朝淦老師整理 

導論 
基督教的 

簡介 

基督教的起源 
基督教會與中世紀西歐 拜占庭帝國與希臘正教 

興起背景 迫害 成為國教 

●
補
充
：
耶
路
撒
冷
，
是
猶
太
教
、
基
督
教
、
伊
斯
蘭
教
的
聖
地 

 

經
歷
數
世
紀
的
演
變
，
三
大
宗
教
超
越
民
族
與
地
區
限
制
，
對
人
類
精
神
生
活
與
文
化
樣
貌
產
生
深
遠
影
響 

１
地
中
海
東
岸
↓
基
督
教 

 

２
阿
拉
伯
半
島
↓
伊
斯
蘭
教 

 

３
印
度
↓
佛
教 

 

Ｂ
《
新
約
》：
信
徒
記
載
耶
穌
的
言
行
編
纂
而
成 

 

Ａ
《
舊
約
》：
猶
太
教
的
經
典 

 
 

３
基
督
教
的
經
典
為
《
聖
經
》
，
包
括
： 

 

耶
穌
改
革
猶
太
教
，
逐
漸
形
成
基
督
教 

２
羅
馬
帝
國
初
期
，  

１
基
督
教
是
歐
洲
文
明
的
重
要
元
素 

 
 

後
來
考
證
發
現
耶
穌
誕
生
於
西
元
前
四
年
，
為
了
避
免
造
成
困
擾
，
仍
採
原
來
的
紀
年
方
式
。 

 

基
督
教
以
耶
穌
誕
生
的
那
一
年
為
西
元
元
年
，
是
日
後
世
界
多
數
地
區
通
行
的
紀
年
方
式
。 

●
補
充
：
西
元
紀
年
的
由
來 

 
 

信
徒
尊
稱
耶
穌
為
「
基
督
」
，
意
為
「
救
世
主
」
，
基
督
教
之
名
便
是
由
此
而
來
。 

 

●
補
充
：
耶
穌
被
釘
於
十
字
架
上
，「
十
字
架
」
成
為
基
督
教
的
象
徵
。 

 

↓
結
果
受
到
部
分
猶
太
人
的
排
斥
，
後
來
被
羅
馬
政
府
釘
死
於
十
字
架
上 

 

信
奉
上
帝
耶
和
華
為
唯
一
真
神
，
並
批
評
猶
太
社
會
的
腐
敗 

一
世
紀
，
耶
穌
在
巴
勒
斯
坦
地
區
宣
揚
平
等
博
愛
的
理
念 

３
基
督
徒
雖
遭
迫
害
，
但
其
博
愛
互
助
及
視
死
如
歸
的
殉
道
精
神
，
卻
吸
引
更
多
信
徒 

 
 

加
上
基
督
徒
拒
絕
向
羅
馬
皇
帝
的
畫
像
膜
拜
，
因
此
遭
到
羅
馬
政
府
的
迫
害 

 

２
基
督
教
是
一
神
信
仰
，
與
羅
馬
人
的
多
神
信
仰
傳
統
不
合
， 

１
耶
穌
死
後
，
基
督
徒
四
處
傳
布
其
理
念 

 

基
督
教
成
為
國
教
後
，
其
他
非
基
督
教
的
活
動
遭
禁
止
，
例
如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２
四
世
紀
末
，
狄
奧
多
西
將
基
督
教
定
為
羅
馬
帝
國
的
國
教 

１
四
世
紀
初
，
羅
馬
皇
帝
君
士
坦
丁
承
認
基
督
教
為
合
法
宗
教 

 
 

而
常
有
「
政
教
衝
突
」
的
情
況
發
生 

 

Ｂ
西
歐
各
國
君
主
為
了
與
教
會
爭
奪
領
導
權
，  

 
 

加
上
信
徒
人
數
日
益
增
多 

 

Ａ
由
於
教
會
在
社
會
上
頗
具
影
響
力
，  

３
教
會
與
君
主
的
衝
突
： 

 
 

對
保
存
希
臘
、
羅
馬
的
古
典
文
化
有
重
要
的
貢
獻 

 

Ｃ
教
士
除
了
傳
教
外
，
也
抄
寫
古
籍
，  

 
 

都
是
由
教
會
所
主
持 

 

Ｂ
大
部
分
人
出
生
時
的
受
洗
禮
、
婚
喪
儀
式
，  

 

Ａ
在
中
世
紀
的
西
歐
，
教
會
是
人
們
生
活
的
中
心 

２
教
會
於
中
世
紀
西
歐
的
角
色
： 

 
 

並
努
力
傳
教
，
使
日
耳
曼
人
紛
紛
改
信
基
督
教 

 

Ｂ
基
督
教
教
會
擔
負
起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的
任
務
，  

 
 

歐
洲
進
入
中
世
紀
時
期
（
約
五
到
十
五
世
紀
） 

 

Ａ
四
七
六
年
，
西
羅
馬
帝
國
被
日
耳
曼
人
滅
亡
後
，  

１
基
督
教
於
中
世
紀
西
歐
的
角
色 

 
 

（
２
）
希
臘
正
教
（
東
正
教
） 

 

 
 

（
１
）
羅
馬
公
教
（
天
主
教
） 

 

Ｂ
十
一
世
紀
中
期
，
基
督
教
正
式
分
裂
： 

 
 

爭
奪
基
督
教
世
界
的
領
導
權
，
雙
方
關
係
日
漸
惡
化 

 
Ａ
後
來
以
君
士
坦
丁
堡
為
中
心
的
教
會
和
羅
馬
教
會
互
相 

２
分
裂
的
基
督
教
世
界
： 

 

Ｂ
實
施
「
政
教
合
一
」，
皇
帝
同
時
掌
管
政
治
與
宗
教
事
務 

 

Ａ
在
東
方
的
拜
占
庭
帝
國
（
東
羅
馬
）
以
基
督
教
為
國
教 

１
東
方
帝
國
的
宗
教
事
務
： 

 
猶太

教 

基督

教 

 

創
立
者 

希伯

來人 

耶穌

門徒 

地
區 

西亞巴勒斯坦 

經
典 

聖經 

舊約 

聖經 

新約 

特
色 

民族 

宗教 

普世 

宗教 



普世宗教的發展：伊斯蘭教的興起與擴張                                                       朝淦老師整理 

伊斯蘭教的創立：發展概況 伊斯蘭勢力的擴張 經濟發展與文化傳播 

 
 

使
阿
拉
伯
語
成
為
伊
斯
蘭
世
界
的
通
用
語
。 

 

透
過
《
古
蘭
經
》
的
誦
讀
，  

 

「
古
蘭
」
的
原
意
是
「
誦
讀
」
。 

 

「
穆
斯
林
」
的
原
意
則
是
「
歸
順
阿
拉
的
人
」。 

 

「
伊
斯
蘭
」
的
原
意
是
「
歸
順
、
服
從
」。 

●
補
充
： 

 

其
經
典
為
「
古
蘭
經
」
，
教
徒
稱
為
「
穆
斯
林
」 

３
該
教
信
奉
唯
一
真
神
阿
拉
，  

 

部
分
教
義
，
積
極
宣
揚
新
宗
教│

伊
斯
蘭
教 

２
七
世
紀
時
，
穆
罕
默
德
採
取
猶
太
教
與
基
督
教 

 

處
游
牧
，
或
靠
駱
駝
商
隊
經
營
貿
易 

１
阿
拉
伯
半
島
大
部
分
是
沙
漠
，
阿
拉
伯
人
在
此 

伊斯蘭世界 

的擴大 

阿拉伯帝國後 

塞爾柱土耳其人崛起 

伊斯蘭勢力的消長 

鄂圖曼帝國 
經濟發展 文化傳播 

 
 

形
成
廣
大
的
伊
斯
蘭
世
界 

３
伊
斯
蘭
教
隨
著
帝
國
的
擴
張
而
向
外
傳
播
，  

 
 

歐
、
亞
、
非
三
洲
的
大
帝
國 

２
八
世
紀
，
阿
拉
伯
人
已
經
建
立
了
一
個
橫
跨 

１
穆
罕
默
德
死
後
，
後
繼
者
開
始
向
外
擴
張 

 
 

帝
國
在
蒙
古
大
軍
的
侵
略
下
滅
亡 

３
十
三
世
紀
時
，  

 
 

 

造
成
塞
爾
柱
帝
國
衰
微 

 
 

意
圖
奪
取
耶
路
撒
冷
，  

 

↓
西
方
世
界
多
次
組
織
軍
隊
（
十
字
軍
）， 

 
 

 

迫
害
前
往
耶
路
撒
冷
朝
聖
的
基
督
徒 

２
十
一
世
紀
末
，  

１
十
一
世
紀
，
接
受
伊
斯
蘭
信
仰
，
建
立
帝
國 

 
 

帝
國
直
至
二
十
世
紀
（
一
戰
後
）
才
衰
亡 

 
 

並
壟
斷
東
西
方
的
貿
易
，  

 
 

建
立
了
跨
越
歐
、
亞
、
非
的
大
帝
國
，  

３
成
為
伊
斯
蘭
世
界
的
新
統
治
者
， 

 
 

 

攻
陷
君
士
坦
丁
堡
，
消
滅
拜
占
庭
帝
國 

２
一
四
五
三
年
，  

１
十
四
世
紀
時
，
鄂
圖
曼
土
耳
其
人
崛
起 

 

字
符
號
、
穆
斯
林
的
商
業
制
度
傳
播
到
各
地 

 

４
曾
將
中
國
的
造
紙
術
與
指
南
針
、
印
度
的
數 

 

成
為
溝
通
東
西
貿
易
的
媒
介 

３
阿
拉
伯
商
人
因
地
利
之
便
，  

 

市
，
可
從
名
著
《
天
方
夜
譚
》
了
解
其
盛
況 

２
巴
格
達
是
當
時
伊
斯
蘭
世
界
最
重
要
的
城 

１
阿
拉
伯
社
會
工
商
業
發
達
、
經
濟
繁
榮 

 

醫
學
上
有
不
少
成
就 

３
阿
拉
伯
人
在
天
文
學
、
曆
法
、
幾
何
學
、 

 

有
助
於
日
後
文
藝
復
興
運
動
的
興
起 

２
這
些
譯
作
後
來
傳
回
歐
洲
，  

 
羅
馬
典
籍
翻
譯
成
阿
拉
伯
文 

１
阿
拉
伯
人
注
重
學
術
與
教
育
，
將
古
希
臘
、 

８世紀 阿拉伯帝國 

 

１５世紀 鄂圖曼帝國 

 



普世宗教的發展：佛教的發展與傳播                                                         朝淦老師整理 

起源 發展 傳播 
傳播路線上的文物 

（請搭配左下圖） 
普世宗教的影響 

↓
至
今
仍
為
重
要
的
普
世
信
仰
之
一 

 

並
在
各
地
呈
現
不
同
的
特
色 

２
後
來
逐
漸
傳
往
東
亞
以
及
東
南
亞
地
區
， 

１
佛
教
起
源
於
古
印
度 

  
 

緬
甸
、
泰
國
、
越
南
、
爪
哇
等
地 

２
佛
教
進
入
東
南
亞
地
區
，
流
行
於 

 
 

認
為
解
脫
之
道
為
覺
悟
，
而
非
頌
讀
佛
經
。 

 
 

強
調
「
頓
悟
成
佛
」
，  

 

主
張
人
人
都
有
「
佛
性
」，  

●
補
充
：
禪
宗 

 

化
融
合
，
並
產
生
本
土
宗
派
，
例
如
：
禪
宗 

 

先
是
有
佛
經
的
翻
譯
，
後
來
逐
漸
與
中
國
文 

１
一
世
紀
時
，
佛
教
經
絲
路
傳
入
中
國
後
，  

  
 

經
由
朝
鮮
傳
入
日
本 

 

２
至
六
世
紀
，
佛
教
進
一
步
東
傳
， 

 
 

信
徒
人
數
不
斷
增
長 

 
 

於
是
當
地
大
量
興
建
寺
廟
，  

 
 

並
獲
得
王
室
的
支
持 

１
佛
教
於
四
世
紀
時
由
中
國
傳
入
朝
鮮
半
島
， 

 
 

十
二
世
紀
改
為
佛
教
寺
廟 

 

原
為
印
度
教
寺
廟
，  

路
線
４
：
柬
埔
寨
吳
哥
窟 

 

建
於
十
八
世
紀
，
為
泰
國
的
三
大
佛
寺
之
一 

路
線
３
：
泰
國
玉
佛
寺 

 

建
於
十
三
世
紀
，
主
要
供
奉
阿
彌
陀
佛 

路
線
２
：
日
本
鎌
倉
大
佛 

 

建
於
四
世
紀
，
內
有
豐
富
的
佛
教
藝
術 

路
線
１
：
中
國
敦
煌
莫
高
窟 

 

對
於
全
球
各
地
的
文
化
生
活
具
有
重
要
影
響 

 
超
越
民
族
或
國
家
的
界
線
，  

 
為
三
大
普
世
宗
教 

基
督
教
、
伊
斯
蘭
教
、
佛
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