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地中海綻放的光芒──希臘文明：雅典與斯巴達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希臘文明的開展 
城邦的出現 

城邦文明 雅典與斯巴達 

 
 

因
多
利
安
人
入
侵
而
滅
亡
。（
代
表
：「
阿
伽
門
農
的
面
具
」
） 

 
 

與
愛
琴
海
諸
島
、
埃
及
交
易
往
來
密
切
。 

 

【
伯
羅
奔
尼
撒
半
島
東
北
】
農
業
、
手
工
業
、
商
業
發
達
， 

●
邁
錫
尼
文
明
：
西
元
前
一
四
○
○
到
前
一
二
○
○
年 

 
 

周
邊
國
家
貿
易
。
因
大
地
震
以
及
邁
錫
尼
入
侵
而
衰
亡
。 

 

【
克
里
特
島
】
已
知
製
陶
、
青
銅
器
與
造
船
技
術
，
經
海
路
與 

●
邁
諾
安
文
明
：
西
元
前
一
七
○
○
到
前
一
四
五
○
年 

 

Ｃ
利
用
海
域
與
近
東
地
區
貿
易 

２
文
明
特
色
： 

Ａ
青
銅
器
時
代 

 

Ｂ
善
於
製
作
陶
器
、
船
艦 

１
時
間
：
西
元
前
二
五
○
○
年 

 

不
利
統
一
政
權
的
發
展
，
形
成
一
個
個
獨
立
的
城
邦 

３
地
理
影
響
政
體
：
希
臘
半
島
多
山
脈
、
島
嶼
、
港
灣
，  

 

Ｃ
地
中
海
與
黑
海
周
邊
皆
有
希
臘
人
聚
居 

 

Ｂ
人
口
增
加 

 

Ａ
造
船
與
航
海
技
術
的
進
步→

海
上
貿
易
再
度
蓬
勃 

２
西
元
前
八
○
○
年
後
： 

 
 

 
 

 
 

 
↑

 

１
西
元
前
一
一
○
○
到
前
八
○
○
年
：
晦
暗
不
明
的
時
期 

 

Ｃ
發
展
成
熟
：
海
上
貿
易
進
展 

→
 

築
城
自
衛
與
競
爭 

→
 

以
城
市
為
中
心
的
獨
立
城
邦 

 

Ｂ
後
天
發
展
：
農
業
進
步
（
葡
萄
酒
）
＋ 

航
海
技
術 

→
 

海
外
銷
售
農
產
品 

 

Ａ
先
天
條
件
：
地
形
破
碎→

不
適
合
農
耕
、
岩
岸
地
形→

適
合
發
展
海
上
貿
易 

●
補
充
：
希
臘
城
邦
的
發
展
背
景 

５
城
邦
差
異
：
雅
典
（
民
主
政
治
）V

S 

斯
巴
達
（
兩
王
共
治
） 

４
城
邦
的
自
由
公
民
：
限
男
性
，
負
責
作
戰
、
透
過
議
會
參
與
政
治
、
並
非
享
有
完
全
平
等
（
受
出
身
、
財
富
或
黨
派
影
響
） 

相 
 

關 
 

大 
 

事 

西
元
前
三
三
八
年
，
陷
入
內
戰
的
希
臘
城
邦
遭
北
方
馬
其
頓
征
服 

西
元
前
四
三
一
到
四
○
四
年
：
伯
羅
奔
尼
撒
戰
爭
，
雅
典
戰
敗 

→
面
對
雅
典
的
軍
事
擴
張
，
斯
巴
達
組
成
伯
羅
奔
尼
撒
同
盟
對
抗 

西
元
前
四
四
九
年
，
波
希
戰
爭
正
式
結
束
，
波
斯
落
敗 

 
 

得
以
連
選
連
任
。 

 
 

所
以
由
公
民
大
會
選
出
合
適
的
人
選
來
負
責
，
任
期
一
年
，  

 
 

軍
事
和
外
交
方
面
，
因
為
需
要
專
業
知
識
和
能
力
， 

 

３
所
有
公
民
均
有
機
會
負
責
不
同
行
政
事
務 

 

２
所
有
官
員
皆
公
民
抽
籤
產
生
，
有
限
任
期 

 

１
公
民
大
會
正
式
成
為
最
高
權
力
機
構 

西
元
前
四
六
一
年
：
伯
里
克
里
斯
執
政→

確
立
民
主
制
度 

西
元
前
四
七
八
年
：
雅
典
組
成
「
提
洛
同
盟
」 

西
元
前
四
九
九
到
四
八
○
年
：
波
希
戰
爭
（
波
斯
三
度
入
侵
） 

 

４
以
陶
片
流
放
制
來
確
保
民
主
體
制 

 

３
公
民
大
會
抽
籤
組
織
五
百
人
會
議
，
負
責
行
政
、
制
定
法
案 

 

２
公
民
組
成
公
民
大
會
，
審
查
五
百
人
會
議
議
案 

 

１
雅
典
公
民
都
享
有
參
政
權 

 

奠
定
雅
典
民
主
制
度
基
礎 

西
元
前
五
○
八
年
：
克
里
斯
提
尼
執
政
，
結
束
僭
主
制
，  

 

而
憑
藉
著
個
人
聲
望
奪
取
政
權
者
，
都
可
以
稱
之
為
僭
主 

●
補
充
：
不
是
通
過
世
襲
或
合
法
選
舉
等
傳
統
方
式
， 

 

西
元
前
五
四
一
年
：
進
入
僭
主
制(

如
：
庇
西
特
拉
圖) 

 

５
削
弱
貴
族
權
力 

 

４
成
立
四
百
人
會
議
，
為
公
民
大
會
提
案
、
擬
定
議
程 

 

３
公
民
組
成
公
民
大
會
，
有
選
舉
官
吏
、
立
法
權 

 

２
擴
大
公
民(

成
年
男
性
，
不
含
奴
隸)

參
政
權 

 

１
廢
除
貧
農
債
務
、
禁
止
因
債
務
而
賣
身
為
奴 

西
元
前
五
九
四
年
：
梭
倫
擔
任
首
席
執
政
官→

推
動
民
主
改
革 

西
元
前
八
世
紀
：
從
君
主
制
進
入
貴
族
制 

 

 雅典 斯巴達 

 

政 

體 

君主→貴族→民主 軍事獨裁 

特 

色 

善於航海經商 武勇善戰 

經 

濟 

商貿為主 以農立國 

社 

會 
只有公民才能接受教育 

●公民條件：雅典出生， 

  父母為雅典人， 

  且年滿 18 歲的男子。 

1.保守、高壓的軍國 

  統治 

2.男子受軍事教育 

3.女性地位較其他 

  城邦高 

聯 

盟 

提洛同盟 伯羅奔尼薩同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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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