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與亞洲的交流-1：西方的興起                                                              朝淦老師親自排版整理與授課 

何謂 

「西方」？ 

近代西方興起的背景 

工業化與民主化 民族主義的刺激 人口的成長 

３
十
八
世
紀
後
：
東
西
文
化
差
異
越
大
，
但
交
流
也
更
加
密
切 

２
十
五
世
紀
後
：
經
歷
文
藝
復
興
、
宗
教
改
革
、
科
學
革
命
、
啟
蒙
運
動
等
變
革 

１
西
方
的
定
義
：
歐
洲
以
及
歐
洲
人
移
居
的
地
區
，
相
當
於
「
基
督
教
世
界
」
。 

 
 

 
 

Ｃ
西
化
與
現
代
化
運
動
成
為
世
界
趨
勢 

 
 

 
 

Ｂ
西
方
列
強
的
帝
國
主
義
與
殖
民
侵
略
行
動 

３
影
響
：
Ａ
歐
美
國
家
的
經
濟
進
步
與
社
會
整
合
↓
國
力
大
增 

２
民
主
化
：
法
國
大
革
命
↓
德
義
兩
國
統
一
建
國
↓
美
國
的
南
北
戰
爭 

１
工
業
化
：
英
國
展
開
工
業
革
命
↓
歐
美
各
國
迅
速
擴
張
↓
「
西
方
」
經
濟
開
發 

 
 

 
 

 
 

 
 

 
 

取
得
波
多
黎
各
、
關
島
、
菲
律
賓
。 

 
 

（
３
）
一
八
九
八
年
，
美
西
戰
爭
，
擊
敗
西
班
牙
下
， 

 

 
 

（
２
）
一
八
九
八
年
，
兼
併
夏
威
夷
共
和
國 

 
 

（
１
）
一
八
六
七
年
，
自
俄
國
購
得
阿
拉
斯
加 

 
 

 
 

也
更
為
積
極
有
成
效
，
如
： 

 
 

 

像
是
領
土
擴
增
、
經
濟
建
設
與
對
外
發
展
等
， 

 

Ｃ
戰
後
的
政
治
改
造
，
在
美
國
史
上
被
稱
為
「
重
建
」 

 
 

 
 

↓
美
國
的
統
一
、
自
由
平
等
觀
念
更
加
堅
實
與
落
實 

 
 

（
２
）
釐
清
聯
邦
政
府
相
對
各
州
政
府
的
統
治
權
力 

 
 

（
１
）
「
國
民
」
的
定
義
與
權
利
作
了
重
大
調
整 

 
 

 

從
此
各
州
不
得
退
出
聯
邦
政
府│

民
族
建
國
運
動
： 

 

Ｂ
戰
敗
的
南
方
各
州
一
一
重
返
聯
邦
政
府
， 

 
 

 

並
賦
予
黑
人
公
民
權
↓
不
得
以
種
族
為
由
限
制
投
票
權 

 

Ａ
《
憲
法
》
修
正
條
文
明
令
禁
止
奴
隸
制
度
， 

４
戰
後
的
發
展
： 

 

↓
北
方
勝
利
後
，
成
為
不
可
質
疑
的
國
法 

３
關
鍵
：
一
八
六
三
年
林
肯
發
布
《
解
放
奴
隸
宣
言
》 

 
 

與
北
方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
簡
稱
聯
邦
）
形
成
對
峙
。 

 

另
立
以
戴
維
斯
為
總
統
的
美
利
堅
聯
盟
國
政
府
（
簡
稱
邦
聯
）
，  

 

２
分
裂
：
林
肯
當
選
總
統
後
，
南
方
十
一
州
接
連
退
出
聯
邦
， 

 

 
 

使
得
南
方
各
州
脫
離
聯
邦
而
另
組
國
家
，
引
爆
南
北
戰
爭
。 

 

一
八
六
○
年
，
主
張
廢
除
奴
隸
制
度
的
林
肯
當
選
總
統
， 

 

 

工
業
化
的
北
方
則
對
黑
奴
需
求
不
大
，
反
對
蓄
奴
。 

 

美
國
南
部
農
業
生
產
需
要
依
賴
黑
奴
勞
動
力
，
支
持
蓄
奴
； 

１
起
因
： 

 

●
補
充
：
南
北
戰
爭 

 
當
時
最
有
特
色
的
展
館
為
「
水
晶
宮
」
，
高
三
層
樓
，
由
鋼
鐵
和
玻
璃
建
成
，
是
英
國
極
盛
時
期
最
強
而
有
力
的
象
徵
。 

 

一
八
五
一
年
，
英
國
舉
辦
第
一
屆
世
界
博
覽
會
，
藉
此
誇
耀
自
身
的
國
力
與
工
業
技
術
。 

●
補
充
：
倫
敦
海
德
公
園
的
「
水
晶
宮
」 

 

３
民
主
化
、
工
業
化
↓
民
族
主
義
增
進
↓
國
際
競
爭
激
烈
↓
西
方
優
越
意
識 

 
 

 

同
時
國
際
貿
易
的
建
立
也
有
助
於
一
國
產
業
的
專
業
化
。 

 
 

原
因
：
市
場
受
到
國
家
法
律
的
保
障
而
更
為
安
定
，
國
內
的
關
稅
從
此
統
一
或
取
消
，
有
利
於
對
內
的
經
濟
發
展
， 

 

Ｂ
形
成
中
產
階
級
：
（
１
）
支
持
民
主
革
新
、
（
２
）
有
利
於
經
濟
發
展 

 

Ａ
資
訊
流
通
更
為
便
利
↓
人
際
互
動
增
加
↓
群
體
觀
念
強
化 

２
工
業
革
命
的
影
響
： 

１
大
眾
體
認
到
國
家
的
根
基
是
「
民
族
」
（
民
主
政
治
↓
民
族
主
義
） 

↓
十
九
世
紀
是
歐
洲
的
時
代 

 

一
九
○
○
年
時
的
歐
洲
人
口
：
四
億
【
海
外
歐
人
（
含
其
後
裔
）
計
算
在
內
，
則
達
三
分
之
一
】 

２
一
六
五
○
年
時
的
歐
洲
人
口
：
一
億 

１
工
業
化
帶
來
的
經
濟
發
展
：
人
口
增
長
↓
經
濟
富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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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特色 

對殖民地的文化政策 
概論 列強對抗 實力取決於工業化程度 物質文明的表現 

 
 

但
也
有
研
究
者
認
為
作
者
其
實
是
在
告
誡
英
國
人
，
擴
張
將
會
帶
來
代
價
。 

 

出
自
英
國
詩
人
吉
卜
林
的
作
品
，
帝
國
主
義
者
將
這
首
詩
拿
來
合
理
化
其
殖
民
行
徑
， 

 

●
補
充
：
白
種
人
的
負
擔 

 
 

白
人
視
自
身
為
有
競
爭
力
的
種
族
，
以
高
度
科
技
及
文
明
，
征
服
落
後
的
種
族
，
提
出
「
白
種
人
的
負
擔
」
的
說
法 

 

認
同
「
物
競
天
擇
、
適
者
生
存
」
的
說
法
， 

２
理
論
依
據
：
社
會
達
爾
文
主
義
（
一
方
面
爭
奪
物
資
與
市
場
、
一
方
面
認
為
在
教
化
落
後
的
種
族
） 

１
新
帝
國
主
義
：
是
指
歐
美
列
強
工
業
化
以
後
的
對
外
擴
張
，
侵
略
對
象
主
要
是
亞
非
國
家
，
引
發
嚴
重
東
西
對
立 

２
西
方
擴
張
腳
步
趨
緩
：
一
九
一
四
年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１
開
端
：
一
八
七
一
年
德
、
義
兩
國
建
國
後 

↓
列
強
國
際
鬥
激
烈
化 

３
主
要
強
權
：
英
、
法
、
德
、
俄
，
其
中
以
「
英
國
」
的
勢
力
最
大 

２
經
濟
滲
透
：
間
接
的
侵
略
行
為
、
遍
及
亞
洲
、
非
洲
與
中
南
美
洲 

１
殖
民
競
爭
：
非
洲
的
領
土
瓜
分
、
亞
洲
（
鄂
圖
曼
帝
國
、
中
國
）
控
制
權
爭
奪 

４
俄
國
：
工
業
實
力
不
強
，
所
獲
有
限 

３
德
國
、
美
國
：
迅
速
成
為
勢
力
強
大
的
新
帝
國 

２
法
國
：
十
九
世
紀
中
後
期
邁
入
工
業
化 

１
英
國
：
最
早
步
入
工
業
化
，
實
力
最
強 

↓
目
的
：
控
制
殖
民
地
的
經
濟 

 

Ｂ
興
建
鐵
路
、
開
通
航
運 

 

Ａ
在
殖
民
地
設
立
跨
國
公
司
、
銀
行
、
工
廠 

 

例
如
： 

２
經
濟
侵
略
：
以
「
銀
行
與
鐵
路
的
征
服
政
策
」
推
展 

 
 

列
強
以
堅
實
的
武
力
，
迫
使
弱
國
屈
服 

１
「
砲
艦
政
策
」
：  

 

Ｂ
東
方
研
究
在
西
方
成
為
新
興
課
題 

 

Ａ
西
方
富
強
之
因
：
科
學
、
民
主
等
受
亞
、
非
國
家
重
視 

４
文
化
交
流
： 

 
亞
、
非
國
家
的
西
化
多
在
獨
立
後
才
進
行 

 

目
標
多
專
注
在
政
治
與
經
濟
權
利
，
改
造
並
不
激
進 

３
新
帝
國
主
義
對
殖
民
地
的
文
化
改
造
， 

 
 

英
屬
地
區
政
權
轉
移
較
平
和
；
法
屬
多
武
力
衝
突 

２
二
次
大
戰
後
，
殖
民
地
獨
立
運
動
大
盛 

 
 

 

如
：
俄
國 

 

Ｃ
與
控
制
區
域
的
文
化
相
近
，
教
化
態
度
不
強
烈
， 

 

 

Ｂ
較
強
力
推
行
同
化
、
西
化
，
如
：
法
國
、
德
國 

 

Ａ
對
殖
民
地
的
同
化
、
西
化
企
圖
最
輕
微
，
如
：
英
國 

１
文
化
政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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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 
經濟與政治的角力 

鄂圖曼帝國 中國 

 經濟受制於列強 列強的角力 帝國瓦解 西方勢力進入 瓜分危機 門戶開放政策 

２
日
本
：
受
迫
之
餘
積
極
西
化 

↓ 

成
為
第
一
個
世
界
性
強
權
的
東
方
國
家 

１
西
方
列
強
侵
略
：
鄂
圖
曼
帝
國
、
蒙
兀
兒
帝
國
、
大
清
帝
國
、
東
南
亞 

 

蘇
伊
士
運
河
成
為
歐
亞
航
運
重
要
的
交
通
要
道
，
也
因
此
引
起
英
、
法
的
爭
奪
。 

 

從
歐
洲
前
往
亞
洲
原
需
繞
過
好
望
角
，
蘇
伊
士
運
河
開
通
之
後
，
歐
洲
經
由
地
中
海
即
可
航
向
亞
洲
，
航
程
大
幅
縮
短
， 

 

●
補
充
：
蘇
伊
士
運
河 

３
一
八
六
九
年
：
蘇
伊
士
運
河
開
通
，
運
河
的
控
制
權
落
入
英
國
、
法
國 

↓ 

無
受
惠
，
反
招
致
更
多
國
際
干
涉 

２
借
貸
：
鄂
圖
曼
帝
國
的
財
政
受
制
於
外
國
，
瓦
解
前
實
已
失
去
經
濟
獨
立
地
位 

１
十
七
世
紀
晚
期
：
列
強
藉
由
不
平
等
條
約
擴
張
在
近
東
的
權
勢 

 

Ｂ
各
國
本
有
瓜
分
鄂
圖
曼
的
意
圖
，
但
因
彼
此
利
害
衝
突
而
作
罷 

 

Ａ
鄂
圖
曼
帝
國
喪
失
許
多
在
東
歐
的
領
土
和
統
治
權 

２
一
八
七
八
年
柏
林
會
議
：
商
討
鄂
圖
曼
帝
國
變
局
的
預
防
與
安
排 

１
一
八
七
五
年
俄
土
戰
爭
：
俄
國
戰
勝
，
在
東
歐
取
得
巨
大
權
利 

↓
引
發
西
方
列
強
不
滿 

 

凱
末
爾
領
導
剛
建
立
的
土
耳
其
共
和
國
對
抗
希
臘
聯
軍
，
並
執
行
全
盤
西
化
的
政
策
，
包
括
教
育
改
革
、
軍
事
改
革
。 

●
補
充
：
「
土
耳
其
國
父
」
凱
末
爾
（
原
因
：
他
保
衛
祖
國
、
革
新
變
舊
的
形
象
深
植
民
心
） 

 

３
凱
末
爾
：
擊
退
希
臘
軍
隊 

↓ 

政
變
成
功
，
罷
黜
鄂
圖
曼
帝
國
蘇
丹 

↓
一
九
二
三
年
建
立
土
耳
其
共
和
國 

２
一
戰
後
：
鄂
圖
曼
帝
國
加
入
同
盟
國 

↓ 

戰
敗 

↓ 

領
土
遭
瓜
分
，
僅
餘
小
亞
細
亞
一
地 

１
西
方
侵
略
：
鄂
圖
曼
帝
國
內
亂
嚴
重 

↓ 

東
歐
斯
拉
夫
民
族
乘
勢
謀
求
獨
立 

 

Ｂ
西
方
學
術
與
制
度
影
響
中
國
甚
鉅 

 

Ａ
在
被
動
的
開
放
政
策
中
與
西
方
交
流 

３
影
響
： 

 

↓
主
權
受
侵
害
、
經
濟
受
箝
制 

 

中
國
屢
屢
戰
敗
，
引
發
列
強
侵
華
的
野
心 

 

英
國
為
打
破
中
國
閉
關
自
守 

↓ 

鴉
片
戰
爭 

 

２
十
九
世
紀
： 

 

目
標
：
人
口
眾
多
、
市
場
利
益
大
的
中
國 

 

西
方
工
業
革
命
，
經
濟
發
展
快 

 
 

１
十
八
世
紀
： 

 

↓
列
強
犧
牲
中
國
權
益
，
劃
定
勢
力
範
圍 

３
一
八
九
七
年
德
國
占
領
膠
州
灣
： 

 

 

↓
俄
德
法
三
國
干
涉
還
遼 

 

↓
列
強
憂
日
本
在
中
國
迅
速
擴
張 

 

 

↓
取
得
遼
東
半
島
與
臺
灣
、
澎
湖 

２
日
本
在
甲
午
戰
爭
擊
敗
中
國 

 

１
十
九
世
紀
：
經
濟
性
的
滲
透
、
局
部
的
土
地
占
領 

 

西
方
與
中
國
的
關
係
逐
漸
褪
去
殖
民
性
質 

３
一
戰
結
束
後
： 

 

八
國
聯
軍
，
顯
示
列
強
不
能
單
方
面
行
動
謀
取
權
利 

２
一
九
○
○
年
： 

 
Ｃ
列
強
無
法
取
得
獨
霸 

 
Ｂ
各
國
商
業
投
資
不
相
互
妨
礙 

 

Ａ
列
強
同
意
美
國
提
出
的
門
戶
開
放
政
策 

１
一
八
九
九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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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在亞洲的殖民統治 
邁向西化的日本 

印度 東南亞 

西方人初來 
英國的殖民統治 

法國 暹羅 
被殖民 

方式 

 

↓
二
十
世
紀
初
，
日
本
擺
脫
不
平
等
條
約 

 

↓
一
九
○
二
年
英
日
同
盟
，
肯
定
日
本
為
東
方
大
國 

３
一
戰
結
束
後
：
Ａ
取
得
臺
灣
、
朝
鮮
和
中
國
東
北
的
優
勢
特
權 

 

Ｂ
從
俄
國
取
得
庫
頁
島
南
部 

２
一
八
六
八
年
：
明
治
天
皇
推
行
維
新
運
動
↓
躋
身
列
強
，
步
上
軍
國
主
義
之
路 

１
一
八
五
四
年
：
日
本
開
港
，
受
西
方
列
強
的
壓
迫
與
刺
激
（
黑
船
事
件
，
或
稱
黑
船
來
航
，
重
要
人
物
：
美
國
將
領
培
里
） 

 

統一印度 統治印度的情形 

 

↓
最
終
由
英
國
取
得
在
印
度
的
霸
權 

３
各
方
爭
霸
：
荷
、
英
、
法
拓
展
在
印
度
的
貿
易
活
動 

２
十
六
世
紀
初
：
葡
萄
牙
人
在
印
度
西
南
岸
建
立
據
點 

 

↓
建
立
起
東
西
海
上
貿
易
線 

１
一
四
九
八
年
：
達
伽
馬
繞
過
好
望
角
到
達
印
度
西
岸 

 

↓
後
又
積
極
侵
略
阿
富
汗
，
併
吞
緬
甸 

３
一
八
五
八
年
：
開
啟
英
屬
印
度
時
期 

 

↓
七
年
戰
爭
擊
敗
法
國
，
成
為
印
度
最
大
勢
力 

２
十
八
世
紀
中
期
：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擴
張
勢
力 

１
十
八
世
紀
初
：
蒙
兀
兒
帝
國
衰
敗 

 
 

英
國
對
宗
教
、
學
術
、
風
俗
等
大
都
採
寬
容
放
任
的
立
場 

 
 

前
提
：
在
統
治
權
威
未
受
強
烈
挑
戰 

 

Ｂ
英
國
統
治
的
同
化
政
策
不
強
： 

 
 

英
國
法
律
的
平
等
原
則
與
私
產
觀
念
↓
威
脅
種
姓
制
度 

 

Ａ
破
壞
印
度
傳
統
文
化
： 

３
文
化
上 

 

但
印
度
境
內
卻
有
糧
食
不
足
的
問
題
，
甚
至
引
發
饑
荒
。 

 

 

農
產
品
也
以
出
口
為
主
，
因
此
雖
然
農
業
生
產
量
增
加
， 

●
補
充
：
印
度
的
耕
地
多
掌
握
在
英
國
人
手
中
， 

 

 
 

 
 

 
 

 
 

使
印
度
農
業
生
產
量
大
為
提
高 

 
 

（
２
）
灌
溉
系
統
、
引
進
技
術
： 

 

 
 

 
 

 
 

 
 

打
破
印
度
境
內
的
分
裂
與
封
閉
狀
況 

 
 

（
１
）
興
辦
交
通
、
通
訊
設
施
： 

 

 

Ｂ
公
共
工
程
： 

 

Ａ
印
度
為
英
國
工
業
生
產
的
原
料
來
源
地
、
商
品
銷
售
市
場 

２
經
濟
上
： 

 

↓
印
度
人
民
的
政
治
權
利
極
為
有
限 

 
 

且
英
政
府
逐
漸
降
低
民
選
議
員
的
人
數 

 
 

但
議
會
權
力
有
限
，
沒
有
監
督
政
府
的
權
責 

 

Ａ
十
九
世
紀
末
：
英
國
引
進
議
會
制
度 

１
政
治
上
： 

３
一
八
八
四
年
清
法
戰
爭
↓
承
認
越
南
為
法
國
保
護
地 

２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
法
國
積
極
入
侵
越
南 

 

１
十
八
世
紀
末
：
法
國
將
目
標
轉
至
越
南 

●
補
充
：
朱
拉
隆
功
大
帝 

２
英
、
法
決
定
維
持
暹
羅
的
獨
立
↓
緩
衝
區 

１
英
、
法
在
中
南
半
島
的
對
立
日
益
惡
化 

３
被
殖
民
者
則
處
於
被
剝
削
的
處
境 

２
殖
民
政
府
掌
握
產
業
、
設
備
與
資
金 

１
為
取
得
當
地
的
原
料
與
勞
動
力 

  

 

天
皇
擁
有
軍
事
、
外
交
權
、
召
開
與
解
散
國
會
權
等 

一
八
八
九
年
：
頒
布
《
大
日
本
帝
國
》 

一
八
七
三
年
：
正
式
實
施
西
曆
（
星
期
制
、
二
十
四
小
時
） 

一
八
七
一
年
九
月
：
頒
布
《
斷
髮
令
》，
洋
服
成
正
式
服
裝 

一
八
七
一
年
八
月
：
廢
藩
置
縣 

一
八
六
九
年
七
月
：
版
（
土
地
）
籍
（
戶
籍
）
奉
還 

一
八
六
八
年
：
天
皇
展
開
「
明
治
維
新
」 

一
八
六
七
年
：
大
政
奉
還
，
幕
府
將
軍
還
政
於
天
皇 

 

代
表
人
物
：
坂
本
龍
馬 

↓
反
幕
府
運
動
：
各
方
不
滿
幕
府
態
度
，
提
出
尊
王
攘
夷 

一
八
五
四
年
：
簽
訂
《
日
美
親
善
條
約
》
日
本
被
迫
開
港 

一
八
五
三
年
：
黑
船
事
件
，
美
將
培
里
率
艦
進
入
江
戶
灣 

●
補
充
：
明
治
維
新
的
時
間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