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世界的互動：歐洲的海外擴張                                                          朝淦老師整理 

概論 大航海時代 新航路的探險 

 
 

紀
念
碑
上
的
人
物
雕
刻
，
有
設
立
航
海
學
校
的
亨
利
王
子
，
以
及
狄
亞
士
、
達
伽
馬
、
麥
哲
倫
等
航
海
家 

 

位
於
葡
萄
牙
里
斯
本
，
建
於
一
九
四
○
年
，
為
紀
念
大
航
海
時
代
而
設
計 

●
補
充
：
發
現
者
紀
念
碑 

 
 

使
全
球
政
治
、
經
濟
和
宗
教
文
化
的
交
流
日
益
頻
繁 

 
 

 

２
海
外
探
險
和
海
外
擴
張
，
促
進
美
洲
、
亞
洲
、
澳
洲
多
元
互
動
， 

１
十
五
世
紀
大
航
海
時
代
的
來
臨
，
改
變
世
界
地
圖
的
面
貌 

 

Ｂ
傳
播
基
督
福
音 

 

Ａ
政
治
擴
張 

３
新
航
路
的
探
險
目
的
： 

 
 

 

史
稱
「
大
航
海
時
代
」 

 

↓
上
述
原
因
使
歐
洲
人
積
極
向
海
外
探
險
，  

 

Ｄ
王
室
的
支
持 

 

Ｃ
羅
盤
的
使
用
：
能
標
示
方
位
與
時
間 

 

Ｂ
航
海
技
術
的
進
步
：  

 

Ａ
貿
易
的
動
機
：
獲
得
香
料 

２
十
五
到
十
七
世
紀
海
外
探
險
的
原
因
： 

 
 

 

歐
洲
人
轉
往
海
上
尋
找
前
往
東
方
的
航
路 

 
 

歐
亞
陸
路
，
使
商
品
價
格
高
昂
，  

 

Ｂ
義
大
利
與
鄂
圖
曼
土
耳
其
商
人
居
間
控
制 

 
 

 

這
些
商
品
主
要
是
透
過
歐
亞
陸
路
取
得 

 
 

 

絲
綢
等
貴
重
物
品
需
求
日
增
，  

 

Ａ
歐
洲
人
對
於
亞
洲
的
香
料
、 

１
中
世
紀
後
期
： 

 
 

逐
漸
成
為
海
洋
強
權
，
開
拓
海
外
殖
民
地 

Ｂ
這
些
國
家
支
持
海
外
探
險
與
貿
易
，  

 
 

強
化
人
民
對
王
室
的
認
同
，
形
成
王
權
國
家 

 

以
血
統
、
語
文
、
風
俗
習
慣
為
基
礎
，  

Ａ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時
，
英
、
法
、
西
、
葡
等
國 

●
補
充
：
王
室
的
支
持 

 

藥
物
與
除
臭
劑
，
是
歐
洲
藥
房
裡
的
貴
重
商
品 

●
補
充
：
香
料
，
除
了
用
於
調
味
，
也
可
作
為 

●
補
充
：
鄭
和
與
歐
洲
航
海
的
比
較 

 
 

來
命
名
， 
稱
為
亞
美
利
加
洲
，
簡
稱
美
洲
。 

 

歐
洲
人
未
知
的
新
大
陸
， 

後
世
便
以
他
的
名
字 

 

後
來
，
航
海
家
亞
美
利
哥
證
實
該
地
是
一
塊 

 

的
印
度
， 

並
稱
當
地
原
住
民
為
「
印
第
安
人
」
。 

 

哥
倫
布
終
生
都
以
為
他
所
到
達
的
地
方
是
東
方 

●
補
充
：
美
洲
名
稱
的
由
來 

 
 

 

西
行
，
完
成
繞
行
地
球
一
周
的
壯
舉 

 
 

太
平
洋
，
雖
於
菲
律
賓
喪
生
，
船
隊
繼
續 

 
 

Ｂ
十
六
世
紀
初
：
麥
哲
倫
繞
過
南
美
洲
，
橫
渡 

 
 

資
助
，
向
西
橫
渡
大
西
洋
，
抵
達
美
洲 

 

Ａ
一
四
九
二
年
，
哥
倫
布
得
到
西
班
牙
王
室
的 

２
西
班
牙
的
海
外
探
索
： 

 
 

↓
開
闢
前
往
東
方
的
新
航
路 

 

Ｂ
達
伽
馬
：
繞
過
好
望
角
，
最
後
抵
達
印
度
，  

 

Ａ
狄
亞
士
：
發
現
非
洲
南
端
的
好
望
角 

 

最
早
展
開
尋
找
新
航
路
的
國
家
是
葡
萄
牙 

１
葡
萄
牙
的
海
外
探
索
： 

鄭和 
歐洲 
航海家 

印度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太平洋 

宣揚國威
尋找惠帝 
拓展貿易 

尋找 
東方 
新航路 

華
僑
往
東
南
亞
發
展 

提
高
海
外
發
展
興
趣 

中
國
聲
威
遠
播 

美
洲
作
物
傳
入 

黑
奴
貿
易 

歐
洲
勢
力
興
起 

 



多元世界的互動：美洲的政治與文化                                                        朝淦老師整理 

歐洲世界 

的發展 

美洲古文明 地圖 歐洲國家的殖民統治 

概論 阿茲提克 馬雅 印加 

 

16 世紀 美洲事物的傳播 

２
此
時
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是
歐
洲
最
大
的
殖
民
國
家
，
而
其
主
要
殖
民
地
為
美
洲 

１
自
大
航
海
時
代
起
，
歐
洲
歷
史
發
展
的
重
心
，
逐
漸
從
地
中
海
轉
移
至
大
西
洋
地
區 

早
在
哥
倫
布
抵
達
美
洲
前
，
當
地
原
住
民
就
已
發
展
出
阿
茲
提
克
文
明
、
馬
雅
文
明
、
印
加
文
明 

太
陽
石
曆
：
阿
茲
提
克
人
觀
察
太
陽
的
變
化
，
擬
定
出
一
套
曆
法
，
表
現
出
對
太
陽
的
敬
畏 

２
十
三
世
紀
後
，
逐
漸
衰
落 

１
三
世
紀
時
，
馬
雅
文
明
進
入
鼎
盛
時
期
，
在
建
築
、
曆
法
與
宗
教
方
面
均
甚
為
發
達 

馬
丘
比
丘
：
印
加
文
明
的
遺
址
，
位
於
秘
魯
的
安
地
斯
山
脈 

 

役
使
當
地
居
民 

↓
從
事
開
礦
、
農
牧
生
產 

↓
對
美
洲
的
發
展
影
響
深
遠 

３
西
班
牙
人
在
當
地
進
行
殖
民
統
治
： 

 

↓
帶
來
傳
染
病 
＋ 

屠
殺
原
住
民 

↓
當
地
人
口
銳
減 

２
葡
萄
牙
占
有
巴
西 

１
西
班
牙
消
滅
阿
茲
提
克
、
印
加
等
古
文
明
，
占
領
中
南
美
洲
的
大
部
分
區
域 

２
歐
洲
殖
民
者
為
了
開
發
美
洲
，
將
非
洲
黑
人
運
到
美
洲
販
賣
為
奴
，
黑
奴
貿
易
蓬
勃
發
展 

１
歐
洲
人
將
玉
米
、
番
薯
、
馬
鈴
薯
等
美
洲
作
物
，
傳
到
歐
亞
各
地
，
增
加
糧
食
種
類
，
養
活
大
量
人
口 



多元世界的互動：近代東南亞與南亞                                                         朝淦老師整理 

概論 東南亞與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印度與英國東印度公司 

古印度

文明 

 

在
十
七
世
紀
時
國
勢
達
到
極
盛 

２
帝
國
以
中
央
集
權
的
方
式
統
治
，
並
融
合
波
斯
、
伊
斯
蘭
與
印
度
文
化
，  

１
十
六
世
紀
前
期
，
中
亞
的
游
牧
民
族
入
侵
印
度
，
建
立
蒙
兀
兒
帝
國 

●
中
亞
民
族
影
響
下
的
印
度 

歐洲世界影響下的印度 

 
 

 

從
事
海
外
擴
張
，
爭
奪
殖
民
地
，
影
響
近
代
亞
洲
的
發
展 

 

↓
荷
蘭
、
英
國
等
代
之
而
起
，
並
陸
續
設
置
東
印
度
公
司
， 

十
六
世
紀
末
，
葡
萄
牙
、
西
班
牙
逐
漸
衰
落 

 

●
歐
洲
海
外
事
業
的
新
發
展
： 

 

Ｂ
為
求
通
商
之
利
，
荷
蘭
人
在
各
地
設
立
據
點
，
臺
灣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Ａ
荷
蘭
聯
合
東
印
度
公
司
以
印
尼
巴
達
維
亞
作
為
亞
洲
營
運
總
部
，
拓
展
在
東
亞
的
貿
易 

３
十
七
世
紀
前
期
：  

２
新
航
路
開
通
後
，
葡
萄
牙
、
荷
蘭
、
英
國
相
繼
競
逐
盛
產
香
料
的
東
印
度
群
島 

 

其
文
化
主
要
受
到
這
些
文
明
的
影
響 

１
東
南
亞
處
於
中
國
、
印
度
與
伊
斯
蘭
各
大
文
明
之
間
，
在1

6

世
紀
殖
民
勢
力
進
入
前
，  

●
歐
洲
世
界
影
響
下
的
東
南
亞 

 
●補充：巴達維亞： 

荷蘭人在此規畫堡壘、城牆、運河與井

井有條的街道，於是巴達維亞逐漸成為

香料貿易的中心 

２
外
來
政
權
多
延
續
印
度
舊
有
的
政
治
型
態
，
印
度
社
會
未
出
現
巨
變
，
而
保
有
原
來
的
種
姓
制
度 

１
古
印
度
長
期
處
於
地
方
割
據
的
局
面
，
並
常
遭
受
外
族
入
侵  

 

↓
印
度
成
為
英
屬
殖
民
地 

４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
蒙
兀
兒
帝
國
衰
亡
，
英
國
進
一
步
控
制
印
度
，
並
派
任
總
督
治
理
，   

３
十
八
世
紀
中
期
：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擴
張
在
印
度
的
勢
力
，
威
脅
統
治
印
度
的
蒙
兀
兒
帝
國 

２
歐
洲
各
國
開
闢
新
航
路
之
後
，
紛
紛
拓
展
在
印
度
的
貿
易
活
動 

１
印
度
對
歐
洲
人
而
言
是
一
個
神
祕
的
國
度 

 
●補充：英國東印度公司 

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於 1600 年，是由英

國女王給予貿易特權而組成的公司。  
 



多元世界的互動：澳洲原住民與殖民統治                                                     朝淦老師整理 

澳洲原住民 英國的殖民統治 補充：澳洲國慶日的爭議 地圖 

 

使
用
原
始
武
器
的
原
住
民
無
法
抵
抗
外
來
侵
略
者 

２
大
航
海
時
代
歐
洲
人
陸
續
前
來
澳
洲
，
掠
奪
各
種
資
源
，  

 

以
狩
獵
、
採
集
為
生
，
分
布
於
整
個
澳
洲
大
陸
，
語
言
多
樣 

１
在
大
航
海
時
代
歐
洲
人
到
來
之
前
，
澳
洲
幾
乎
與
世
隔
絕
，
當
地
原
住
民 

 
 

使
得
當
地
原
住
民
的
傳
統
習
俗
與
土
地
進
一
步
受
到
侵
害 

 

澳
洲
發
現
金
礦
，
吸
引
大
量
移
民
前
往
淘
金
投
資
，  

２
十
九
世
紀
： 

 
 

土
地
遭
到
掠
奪 

＋ 

殖
民
者
帶
來
傳
染
病 

↓
許
多
原
住
民
死
亡 

 

Ｂ
澳
洲
原
住
民
： 

 

Ａ
英
國
占
領
澳
洲
，
將
囚
犯
流
放
到
澳
洲
開
墾
土
地 

１
十
八
世
紀
： 

 

↓
「
團
結
又
自
由
」
的
澳
洲
人
，
似
乎
更
符
合
其
多
元
移
民
社
會
的
現
狀
。 

 

 
 

的
「
年
輕
」
改
為
「
團
結
」。
現
在
澳
洲
政
府
承
認
了
原
住
民
的
歷
史
， 

 

將
歌
詞
「
澳
洲
人
，
讓
我
們
一
同
歡
笑
吧
，
因
為
我
們
年
輕
又
自
由
」
中 

５
二
○
二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
澳
洲
修
改
了
國
歌
，  

 
 

此
類
爭
議
持
續
在
澳
洲
社
會
討
論
中
。 

 

↓
澳
洲
國
慶
的
爭
議
涉
及
認
同
問
題
，
爭
議
的
重
點
在
於
誰
是
「
澳
洲
人
」， 

 

抗
議
殖
民
活
動
為
原
住
民
帶
來
各
種
不
幸
，
要
求
改
稱
為
「
侵
略
日
」
。 

４
一
九
八
八
年
殖
民
地
建
立
兩
百
周
年
時
，
許
多
民
眾
走
上
街
頭
示
威
，  

 
 

有
原
住
民
另
行
聚
集
，
紀
念
這
個
「
哀
悼
日
」
。 

３
一
九
三
八
年
當
官
方
慶
祝
殖
民
地
建
立
一
百
五
十
年
時
，  

 
 

歐
洲
人
帶
來
的
傳
染
病
，
也
使
澳
洲
原
住
民
的
人
口
數
量
大
減
。 

 

澳
洲
原
住
民
從
土
地
的
主
人
變
成
被
奴
役
的
對
象
。 

２
英
國
人
來
到
澳
洲
後
以
殖
民
者
的
姿
態
占
領
土
地
、
開
發
資
源
，  

 

國
慶
日
。
但
對
澳
洲
原
住
民
而
言
，
這
天
反
而
是
苦
難
的
開
始
。 

１
在
澳
洲
，
每
年
的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是
「
澳
大
利
亞
日
」，
也
就
是
澳
洲
的 

 

多元世界的互動 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