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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

•霍布斯出生在伊莉莎白一世所統治的

英格蘭，稱為都鐸王朝(因伊莉莎白姓

都鐸)。

•伊莉莎白是都鐸王朝的第五位君主也

是最後一位，她終身未嫁，而且沒有子

嗣，被人稱為「童貞女王」。

•因沒有子嗣死後由外甥，蘇格蘭國王

詹姆士六世繼位 (到英格蘭後改稱詹姆

士一世 )。

圖源:GOOGLE



詹姆士一世( JAMES I )

•原本信仰支持君權神授的天主教，

但因為擔任英國國王而改信英國國

教。

•雖然改信英國國教，但是骨子裡卻

仍主張君權神授，因此不重視國會，

輕視議會，不經國會同意就任意行

事，導致國王和國會衝突日益嚴重。

•1624年死後由兒子查理一世繼位。

圖源:GOOGLE



查理一世( CHARLES I )

•與父親相同，十分信仰君權神授。

1628年因為國庫資金不足， 查理

一世下令徵稅，不得已召開國會，

便與國會簽訂「權利請願書」。

•拿到40萬英磅後卻不願意遵守，

隔年將國會關閉，且長達十一年

不開國會，實行個人專制統治。
圖源:GOOGLE



• 一.未經國會同意國王不得任意徵稅

• 二.沒有正當程序不可監禁人民

• 三.軍隊不可駐紮在民房中

• 四.和平時期不得宣布戒嚴

權
利
請
願
書



查理一世( CHARLES I )
圖源:GOOGLE

1638年，駐蘇格蘭總督，寫信回英格蘭

報告說有一個從瑞士傳來的新教—喀爾文

教派 （清教徒）—國王聽了便下令改信英

國國教或天主教，不可信新教。

但蘇格蘭人不聽，查理一世便派兵攻

打蘇格蘭，而國王竟打輸了。



查理一世( Charles I )
圖源:GOOGLE

為了籌備軍隊再次攻打蘇格蘭， 需要大量

的錢，逼不得以只好再開啟國會，國會不但不給

錢，還發表「大諫章」譴責國王的不是，於是

國王又把議會給關了，稱為短期國會，但這並沒

有解決問題，因此再開，稱為長期國會，並於

1642年 派寵臣「斯特拉福德」去議會勸說，結

果議會卻打死了寵臣。



查理一世( Charles I )
圖源:GOOGLE

憤怒的查理一世便舉兵要攻打國會，

從此展開了為期八年的內戰，也就是英

國內戰。

國王的軍隊是重騎兵，稱為騎士黨。

國會的為輕騎兵，稱為圓顱黨。



英國內戰(1642-1651)
初期由騎士黨佔優勢，不敵國王軍的國會因而向清教徒克倫威爾尋求幫

助。因為克倫威爾是清教徒所以克倫威爾加入之後史稱清教徒革命。

1645年6月的納斯比戰役中，民傳克倫威爾帶領國會的軍隊使用絆馬索，

成功擊敗國王的重騎兵，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1646年，查理一世逃跑，將長子查理二世送至法國，實為討救兵，次子

逃往蘇格蘭。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圖源:GOOGLE

1644 年7月克倫威爾率領的鐵軍，

在馬斯頓摩爾一役中第一次擊敗騎士

黨軍隊。

1645年6月又在納斯比(Naseby) 一

役中使用絆馬索擊潰騎士黨軍隊，相

繼收復騎士黨盤據的西北各地。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649年，克倫威爾逼迫查理一世簽

下「權利讓渡書」， 查理一世不同意，

克倫威爾便脅迫國會判決，要求當眾將

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並迫使國會以叛

國罪之罪名處死查理一世。

(唯一 一位以國王身分被處死) 

圖源:GOOGLE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圖源:GOOGLE

1653年蘇格蘭人聽到國王查理一世被抓時，

原本要派兵拯救他，不料查理一世在蘇格

蘭人來救援之前，就已被處死，於是在憤

怒之下，蘇格蘭人決意要攻打英格蘭。克

倫威爾聽說之後便直接出兵攻打蘇格蘭，

並獲得了勝利。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圖源:GOOGLE

國會認為克倫威爾太過囂張跋扈，在

背後偷襲他，但是以失敗告終，於是貴

族出逃到愛爾蘭想尋求協助，攻打英格

蘭，克倫威爾便出兵應戰，一舉攻下愛

爾蘭。英國在克倫威爾的手下統一了。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圖源:GOOGLE

1648年，由於克倫威爾不是

貴族，故無法以國王身分統治英

國，於是他便以護國公的身分來

統治英國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圖源:GOOGLE

1658年克倫威爾病逝，將護國公

的位置傳給他的兒子理查，但他並

沒有父親的政治與軍事實力，便請

辭下台。

1660年查理二世回到倫敦復辟。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圖源:GOOGLE

1588年4月5日生於蘇格蘭威爾特郡的馬姆

斯堡。

1603年身為平民的他因為能力出眾被送至

貴族學校牛津的摩德霖學院就讀。

1608年取得了學位，因為不是貴族，當時

收入最好的工作便是擔任貴族的秘書或是家教。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圖源:GOOGLE

他由院長James Hussee爵士的

推薦，擔任哈德威克男爵卡文迪

許之子威廉的家庭教師(亦即後來

的德文郡伯爵)。霍布斯一生中和

這一家族的緊密關係也因此展開。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圖源:GOOGLE

1610年霍布斯陪伴威廉在成年前的

旅遊，遊遍歐洲大陸，因此有機會將他

在牛津所接受經院哲學教育與歐洲大陸

具批判性的科學研究方式相比較並結識

了培根和伽利略等知識分子。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圖源:GOOGLE

1628年6月威廉死於瘟疫，伯爵夫人不再

僱請他。

1631年卡文迪許家族又再次僱請他，不過

這次教導的對象改為威廉之子。

1637年回到祖國英國，當時英國的政治和

社會局勢動盪不安，霍布斯無法再專心地進行

哲學研究了。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圖源:GOOGLE

1640年11月，英國長期國會取代

短期國會，國會與國王間衝突迅速惡

化，霍布斯認為自己的做法可能招致

政治的迫害，因此很快便逃至巴黎，

在接下來11年內都不曾返回英國。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圖源:GOOGLE

1642年英國內戰爆發，保王派的局面惡

化，許多國王的支持者流亡至巴黎與霍布斯

相識，使得霍布斯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

1647年，受卡文迪許家庭推薦，成為了

查理二世的數學老師，因同情查理二世的遭

遇，而撰寫了利維坦，想為查理一世翻案。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圖源:GOOGLE

1651年霍布斯逃回了英國抵達倫敦，受克倫威

爾的保護。

1660年英國王政復辟後，曾經是霍布斯學生的

查理二世，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霍布斯，並當場向

霍布斯鞠躬敬禮，此舉震驚全英國。後將霍布斯召

至王宮便賞賜他每年£100 的退休金和自由進出王宮

圖書館的權力。(五口之家一年 只需£5便可過活)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圖源:GOOGLE

1665年倫敦發生大瘟疫。

1666年發生大火災，英國下議院也通過對

無神論者不利的法案，下令趕出無神論者。

(霍布斯是一整串名單的第 一位)，對霍布斯加

以責難，而查理二世卻提前通報給霍布斯並包

庇，霍布斯在接到消息後匆匆將原稿焚燒。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圖源:GOOGLE

後來霍布斯在當時國王查理二世

和卡文迪許的庇護下，免於教會和貴

族方面的 攻擊和迫害。

1679年染上膀胱疾病，並且死於

接踵而來的中風發作，享年九十一歲 。





1629年 翻譯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640年《自然和政治法律要素》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al 

1642年《有關政府和社會的哲學基礎》De Cive 

1650年《人性論》Human Nature 

《政體論》De Corpore Politico 

1651年《利維坦》Leviathan

1651年《原始元素的原始哲學》Elementa philosophica

1655年《身體論》De Corpore

1658年《論人》 De Homine 

1675年 翻譯荷馬的奧德賽和伊利亞特為英文

1681年 死後出版的《巨獸與長期議會》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 

（寫於1668年）



伯羅奔尼薩戰爭史



•該戰爭是以雅典為首的

提洛同盟和以斯巴達為首

的伯羅奔尼薩聯盟之間的

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從西

元前431年一直持續到西

元前404年，最終斯巴達

一方獲得勝利。

圖片來源:Google



•這場戰爭標誌著希臘的黃金時

代的終結，從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心理風氣等改變了希臘的各

個城邦。幾乎所有希臘的城邦參

加這場戰爭，戰場幾乎涉及整個

希臘世界。在現代西方研究者中

也有人稱這場戰爭為「古代世界

大戰」。

圖片來源:Google



•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

羅奔尼薩戰爭史》中詳細記錄當時的

事件，該紀錄到前411年止。修昔底

德分析了這場戰爭的原因和背景，他

的分析對歐洲的歷史學具有先驅作用。

修昔底德為雅典人，他以雅典人的角

度將著作命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

史》，而當時的伯羅奔尼撒人稱這場

戰爭為雅典戰爭。

圖片來源:Google



•這場戰爭說明了當民主對

上專制時，民主不會是專制

的對手，因為民主會有內亂。

圖片來源:Google



利維坦
(巨靈)

Leviathen



地球上沒有權威可以與之相比

劍
權杖

無數小人 國王之權力來自人民

城堡

王冠

大砲

武器

戰爭

教堂

主教冠冕

宗教法

宗教刑具

宗教法庭

圖片來源:Google

土地

城堡



論人類
以自然觀和宇宙論闡述人類存在
的狀態提出人性本惡的假說及契
約論，以說明國家的起源和性質。



論國
為全書之主體，談論人生而平等
的權利與和平安定的需求，從而
訂立契約，組成國家，也就是

“利維坦”的誕生。



論基督教國
否認自成一統的教會，主張國家
有權干預教會，教會的任何誡條
以及處罰都不得凌駕於王權之上。



論黑暗之國
攻擊羅馬教會的腐敗黑暗 (主要
批評教會過於強大的權利。)





前言

西元1642年在英國議會發生清教徒革命

英國國王查理一世被人民送上斷頭台處刑

霍布斯想幫查理一世翻案

著《利維坦》一書利用科學的角度來證明王權

來源而非使用君權神授的理論



王權從何而來

查理一世 查理一世的爸爸 查理一世爸爸的
爸爸

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的………………

第一代國王

(自然狀態)

?

圖源:Google



自然狀態的基本假設

人性本惡，利己且貪生怕死

無國家政府、無法律秩序

人與人之間相差有限(視為平等)

人們為了生存不擇手段



自然狀態
人類最原始的狀態(無國家政府、無法律秩序)

為了生存，人們會不擇手段，互相殘殺的狀態 萬人對萬人，所有人對所有

人

霍布斯揭示人性非善，若縱容人性，人類會依循本性，而這種混亂便是自然狀態。

自然狀態又稱為戰爭狀態、地獄狀態



自然權利

•在臨近危機或死亡的威脅時，人會

不擇任何手段來保護自己

•為生存並保全自己，即使侵害到他

人生命與安全也無所謂的權利

現今有法律保障自然權利

EX:自我防衛、緊急避難



1972年斯特拉·馬里斯大學橄欖球隊食人事件

• 球隊空難，16名倖存者依靠死者的屍體充飢撐了72天

• 機上剩餘寥寥無幾的食物，缺少熱量供給的他們只能以食用隊友們屍體的方式來活下去

• 眾人一致決定，仍活著的隊友們可以食用已死去隊友的遺體

1972年10月13日，一架載著烏拉圭橄欖球隊的烏拉圭空軍571號班機，從烏拉圭蒙得維的亞飛往智
利聖地亞哥參加比賽，在安地斯山脈因遇上亂流，偏離航線撞山，史稱安地斯空難。

圖源:Google



EX:鐵達尼號

圖源:Google



契約論

•人們為了不再生存在充滿鬥爭的恐

懼中，為了創造和平有秩序的生活

環境，於是開始訂定了契約。

•在人們彼此的不信任之下，人們自

願放棄「自然權利」，將其交給

「巨靈」(利維坦)，由巨靈來監督契

約進行，而巨靈本身不在契約中，

保護人們安全，使契約成立，國家

成立。



國家的產生

利維坦(王)

人民 人民

簽訂契約

監督契約

自然權利

保護人民 保護人民

自然權利

契約成立

國家出現

契約並非白紙黑字，
而是互相認可的默認





利維坦

•人性本惡 人們彼此互相爭奪物質，攻擊對方。
• 人們為了不生活在這種艱難的環境 而選出大部分人民認可的主權者。

• 人們互相簽訂契約，而強大的主權者監督契約，保護人民，維持內部和平和抵禦外敵。

• 不簽訂契約的人民，利維坦沒有責任要保護

• 這就是所謂國家的君主。



契約的永恆

人民一旦制定契約自然權
利就不可收回。

一旦收回!人們必然重回恐
怖的自然狀態。

巨靈(君王) 只要能繼續執行任
務讓國家正常運作，契約永恆
有效，君王永遠世襲。



世襲制

•第一代人民 第一代利維坦

•第二代人民 第二代利維坦

•第三代人民 第三代利維坦

• …......

•第N代人民 第N代利維坦

•當代人民 查理一世



替查理一世翻案

契約一旦簽下便不可取消，時效是永恆，且人 民沒
權利使契約失效或收回給予利維坦的權利

只要利維坦(君王)還可以履行責任，人民就不可以推
翻利維坦。

所以英國人民將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是違反合約的



契約有可能失效?

•一、當利維坦失去保護

契約內人民的能力時

•二、導致國家被迫回到

自然狀態

•此時人民就可以另擇新

的利維坦恢復新的秩序



舉個例子

•明朝末代明思宗上吊自殺(利維坦死亡)，張獻忠、

李自成等人攻破北京城，造成明朝大亂(重回自然 狀

態)。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打敗農民軍引順治皇帝入

京，在北京即位(新利維坦誕生)。清廷先後鎮壓了各

地的農民軍殘餘勢力和南明武裝勢力，最終逐步統

一全國，清朝成立。





對當世的影響

打破君權神授，以科學的角度
來解釋王權的起源，讓所有人
知道君王的權力是由人民賦予
的。

影響日後盧梭、洛克等人重新
建構契約論，對現今民主政治
觀念影響甚大。



洛克與盧梭

•洛克與盧梭皆認為主權在民，統治者的權力來自人民的認可。

•洛克

•著作:政府論

•主張:統治者的權力應來自於被統治者的同意，建立國家唯一的

目的，那是為了保障社會的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然權利



洛克與盧梭

•盧梭

•著作:社約論

•主張:建立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民主共

和國，要求實行人民主權，體現公益的

法律，強調用法治取代君主專制。



霍布斯契約論

洛克盧梭契約論

現代民主憲政

洛克盧梭修改之後

成就現代民主憲政的基礎



對後世的影響

• 一戰後所成立的國際聯盟

• 二戰後所成立的聯合國

圖片來源:GOOGLE



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場於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

日主要發生在歐洲的大戰。然而當

時的歐洲列強互相牽扯下，戰火最

終延燒至全球，當時世界上大多數

國家都被捲入這場戰爭中。

•這場戰爭是歐洲歷史上破壞性最強

的戰爭之一，約6,500萬人參戰，約

2,000萬人受傷，超過1,600萬人喪生

（約900萬士兵和700萬平民），造

成嚴重的人口及經濟損失，估計損

失約1,700億美元（當時幣值）



圖片來源:GOOGLE



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成立於1920年1

月10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

黎和會召開後組成的跨政府組織，也是

世界上第一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其主要

任務的國際組織。

•但是國際聯盟並沒有實質的武力，必須

依賴其他國家出兵，一個沒有武力的組

織，是沒辦法成為利維坦，也為第二次

世界大戰埋下伏筆。



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次戰爭是人類史上規模最大

的戰爭，動員1億多名軍人參與

這次軍事衝突。

•包括有猶太人大屠殺、南京大

屠殺、肅清大屠殺、卡廷大屠

殺、馬尼拉大屠殺、戰爭中日

軍對中國軍民進行細菌戰、以

及最終美國對日本首次使用原

子彈等事件。



圖片來源:GOOGLE



聯合國

•備有軍隊由五個常任理事國英、美、

俄、法、中和其他簽署國組合而成。

•聯合國維和部隊，指由大會或聯合

國安全理事會至少需九票贊成（必

須包括五個常任理事國）核准部署

並決定其任務授權的部隊，此部隊

只配備簡單武器用以自衛和維持秩

序之用途。



聯合國是否能
成為利維坦?

•顯然聯合國仍不是利維坦。

先不說大國間的利益糾葛，維和部隊

明顯就只是一個能嚇唬人，卻無法做

出實質制裁的軍隊。

世界大戰往往都是大國間衝突而造成

的，其中中國和美國都是安理會的常

任理事國，

假設兩國間真的發生軍事衝突，聯合

國有辦法阻止的了嗎?



第三次世界大戰?

•如同國際聯盟，聯合國也

並無實質的武力制裁，那是

否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伏

筆?

•怎麼樣才能樹立擁有威攝

力的利維坦呢?

那就是世界政府



世界政府

•一個擁有絕對武力的世界組織，

必要時可直接出兵不需受常任

五國的同意，可維持世界和平。

•沒有任何國家願意交出權力，

接受世界政府的統治。

•這些權力交付給少數人，可能

會因不當的統治者而使全世界

的人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舉例:二二八事件



由於臺灣省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查緝私菸， 以暴力手段取

締並打傷 及打死民眾，行政長官公署衛兵又開槍掃射請願

民眾，於是爆發自 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以來因貪腐失政導致

民不聊生所累積的民怨，引 發軍民衝突，臺灣省行政長官

陳儀暗中請求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從 中國大陸增派兵力赴

臺鎮壓，臺灣民眾遭到濫捕濫殺。

死傷人數約18,000人至28,000人左右。



• 再舉例來說,在中國古代,每到要改朝換代的亂世

中，就像是失去利維坦的監督，因而群雄四起為了

自己的利益四處征戰，其中不乏有屠城等等的行為。

而近一點的有南京大屠殺這樣的大規模屠殺、強

姦以及縱火、搶劫等戰爭罪行與反人類罪行





小結:自然狀態是存在的

•現在的部分中東地區仍存在著自然狀態



契約一旦交出就無法收回?

• 在書中霍布斯的理論主張契約成立後，

人們給予巨靈的自然權利就不可再收回，

巨靈擁有最高的權力，人民無法去反抗

和要求更換巨靈。

那如果利維坦已經不能保護人民了呢? 



契約一旦交出就
無法收回?

• 在書中霍布斯的理論主張契約成
立後，人們給予巨靈的自然權利就
不可再收回，巨靈擁有最高的權力，
人民無法去反抗和要求更換巨靈。

那如果利維坦已經不能保護人民了
呢? 



•在書中霍布斯的理論主張契約成立後，人們給予巨靈

的自然權利就不 可再收回，巨靈擁有最高的權力，人

民無法去反抗和要求更換巨靈。

•但洛克、盧梭不這麼認為，他們認為：巨靈的本意是

保護人民,若政府背叛人民，人民推翻他是合理的



舉例:茉莉花革命

•名稱由來:茉莉花為突尼西亞國花

•緣由:2008年的金融海嘯導致旅遊業走下坡，失業率上升。在

2010年的調查報告指出，失業率達14％，其中又有30％是年輕

人，另有報導指青年失業率可能高達52%,政府無能導致高材生

畢業找不到工作

•特色:第一位使用臉書直播自焚



茉莉花革命
指的是北非突尼西亞境內大規模街頭

示威遊行及爭取民主活動導致政權倒台的

事件，因茉莉花是其國花而得名。

發生於2010年12月17日，一名26歲青

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 محمدالبوعزیزي

MOHAMED BOUAZIZI）拉著一部攤車在街上

販賣蔬菜水果，但因為沒有申請 擺攤執照

而被警察部門沒收攤車。 不久之後，他因

為抗議警察執法而於2010年12月17日自焚，

他的事件導致 之前因政治腐敗而累積的民

怨一次爆發成一連串反政府的示威抗議，

並 開始逐漸擴散至全國。







台灣是否可能回到自然狀態

•利維坦(又稱巨靈) 為形容擁有的強大力量，賦予其

強大的權利的代價即為須盡到保護人民、維護和平

的職責，所以擁有強大的力量與否和避免回到自然

狀態有直接的關係 。



武力

•所以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擁

有強大的武力便是最直接

也是最簡單也是最可以避

免一個國家回歸自然狀態

的方式



經濟
•除了武力，經濟實力也是可

以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因

為打仗也是打錢，沒有強大

的經濟實力，是不可能維持

強大的武力的，而經濟實力

強大到一定程度，甚至可以

不動用武力直接在經濟層面

擊垮對手

•如:美中貿易戰



外交

•外交手段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強大與否的重要

標準, 擁有良好的外交就有了國際上的幫助

•如:疫苗外交



台灣需要甚麼樣的利維坦呢?

•第一:必須要對內公平，對外一致，如果執政者一意孤行，只知

道剷除異己，那人民還需要這個利維坦嗎?而對外如果立場不夠

堅定，對外政策朝令夕改別的國家又會怎麼想呢?

•第二:能夠領導人民走的更遠，俗話說能夠笑到最後的才是贏家，

這也側面應證了只要懂得避開危險，那就是一個好的領導者



台灣現況:

•台灣現在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位子，我們夾在美

國跟中國中間，過度親美，中國可能會忍不住統

戰台灣，過度親中，我們可能會很大程度的被限

制自由，而美國基於戰略位置考量有可能也會攻

打台灣，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我國總統是人民要的利維坦嗎?

• 首先我剛剛提到的第一點對內公平，對外一致，我覺得我國總統起碼沒做到對內一致，好

比是中天新聞的關閉等等，其實新聞上，兩大政黨的角力屢見不鮮，只知道跟自家人內鬥

真的是一個好的利維坦嗎?所以我覺得我國總統應該放下政黨間的成見，團結一心，一致

對外，而如何處理、領導，這便是檢驗一個好的利維坦最直接的方式了

• 而第二點規避危險，依照我國總統的態度我也不能說他錯，畢竟一個國家沒了主權，那便

什麼都不是了，但是說話是一門藝術，這麼強硬，你敢保證中國不會惱羞成怒攻打我們嗎?

那如何既能穩住中國又能宣示主權，我覺得是一個好的利維坦以及我國總統應該去了解的

吧?



參考書籍

• 書名:利維坦

• 作者:霍布斯

• 譯者:朱敏章

• 出版時間:2008/3

• 參考日期:10/15



參考書籍

• 書名:現代政治思潮講義

• 作者:邵維慶

• 出版時間:110/2/22

• 參考日期:10/15



參考圖片
• 伊莉莎白一世:參考日期: 10/15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4%B8%BD%E8%8E%8E%E7%99%BD%E4%B8%80%E4%B8%96

• 詹姆士一世:參考日期: 10/13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9%B9%E5%A7%86%E5%A3%AB%E5%85%AD%E4%B8%96%E5%8F%8A%E4%B8%80%E4%B8%96

• 查理一世:參考日期: 10/15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5%E7%90%86%E4%B8%80%E4%B8%96_(%E8%8B%B1%E6%A0%BC%E8%98%AD)

• 奧立佛·克倫威爾:參考日期: 10/15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88%A9%E5%BC%97%C2%B7%E5%85%8B%E4%BC%A6%E5%A8%81%E5%B0%94

• 霍布斯:參考日期: 10/11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9%A9%AC%E6%96%AF%C2%B7%E9%9C%8D%E5%B8%83%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4%B8%BD%E8%8E%8E%E7%99%BD%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9%B9%E5%A7%86%E5%A3%AB%E5%85%AD%E4%B8%96%E5%8F%8A%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5%E7%90%86%E4%B8%80%E4%B8%96_(%E8%8B%B1%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88%A9%E5%BC%97%C2%B7%E5%85%8B%E4%BC%A6%E5%A8%81%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9%A9%AC%E6%96%AF%C2%B7%E9%9C%8D%E5%B8%83%E6%96%AF


參考圖片

• 巨靈:參考日期: 10/11

•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88%A9%E7%B6%AD%E5%9D%A6&SXSRF=AOAEMVILA_KZOFHXVCKLFKFCALQL08XKJG:1634491990
312&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AREGT_DHZAHUKJAYKHXIFBCIQ_AUOAXOECAEQAW&BIW=1536&BIH=754&DPR=1.25#I
MGRC=MTE6U98_NZDKAM

• 古代希臘:參考日期: 10/15

•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4%BC%AF%E7%BE%85%E5%A5%94%E5%B0%BC%E6%92%92%E6%88%B0%E7%88%AD&TBM=ISCH&CHI
PS=Q:%E4%BC%AF+%E7%BE%85+%E5%A5%94+%E5%B0%BC+%E6%92%92+%E6%88%B0%E7%88%AD,ONLINE_CHIPS:%E5%B8%8C%E8%87%98:VXCYL
ODEPEK%3D&HL=ZH-TW&SA=X&VED=2AHUKEWIA28A969BZAHWKXISBHY-
ADVAQ4LYOCNOECAEQJA&BIW=1519&BIH=754#IMGRC=6AVEH5YYF1CTRM

• 利維坦書本封面:參考日期: 10/15

•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88%A9%E7%B6%AD%E5%9D%A6+%E5%B0%81%E9%9D%A2&SXSRF=AOAEMVLDDMKOSXRXW8NHK
OIBT44CDSXWW:1634659411115&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QUJZS7NBZAHUMEQYKHSJDDEUQ_AUOAXOECAEQAW&BIW
=1536&BIH=754&DPR=1.25#IMGRC=5E_QSBZJZWH8XM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88%A9%E7%B6%AD%E5%9D%A6&sxsrf=AOaemvILa_KZofhXvcKLfkFcaLQL08xKJg:1634491990312&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AreGT_dHzAhUkJaYKHXIfBCIQ_AUoAXoECAEQAw&biw=1536&bih=754&dpr=1.25#imgrc=mTE6U98_NzdKaM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4%BC%AF%E7%BE%85%E5%A5%94%E5%B0%BC%E6%92%92%E6%88%B0%E7%88%AD&tbm=isch&chips=q:%E4%BC%AF+%E7%BE%85+%E5%A5%94+%E5%B0%BC+%E6%92%92+%E6%88%B0%E7%88%AD,online_chips:%E5%B8%8C%E8%87%98:VxcylodEpek%3D&hl=zh-TW&sa=X&ved=2ahUKEwia28a969bzAhWKxIsBHY-aDVAQ4lYoCnoECAEQJA&biw=1519&bih=754#imgrc=6aVEh5YyF1ctRM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88%A9%E7%B6%AD%E5%9D%A6+%E5%B0%81%E9%9D%A2&sxsrf=AOaemvLDdmkOSXrXw8nhkoiBt44CdS-xWw:1634659411115&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QuJzs7NbzAhUMEqYKHSJDDEUQ_AUoAXoECAEQAw&biw=1536&bih=754&dpr=1.25#imgrc=5E_qSbzJzwh8xM


參考圖片
• HTTPS://M.JIANBIHUA.COM/PHOTO_65267

• 參考日期: 10/11

• HTTPS://M.JIANBIHUA.COM/PHOTO_71452?UTM=SOUGOUXML

• 參考日期: 10/11

• HTTPS://ZH.PNGTREE.COM/FREEPNG/WESTERN-CARTOON-KING-HOLDING-A-SCEPTER_4039337.HTML

• 參考日期: 10/11

• HTTP://616PIC.COM/SUCAI/14NIQN357.HTML

• 參考日期: 10/11

• HTTPS://READ01.COM/ZH-HK/NYA0G7A.HTML#.YXKICBD-UWA

• 參考日期: 10/11

• HTTPS://WWW.GOOGLE.COM/AMP/S/WWW.SETN.COM/M/AMPNEWS.ASPX%3FNEWSID=830008

• 參考日期: 10/11

• HTTPS://CHINESE.GOSPELHERALD.COM/ARTICLES/29308/20201113/%E9%90%B5%E9%81%94%E5%B0%BC%E8%99%9F%E6%B2%89%E6%B2%92%E7%99%BE%E5%B9%B4-
%E7%89%A7%E5%B8%AB%E9%81%BA%E5%87%BD%E6%8F%AD%E9%9C%B2%E6%84%9F%E4%BA%BA%E6%95%85%E4%BA%8B.HTM

• 參考日期: 10/11

https://m.jianbihua.com/photo_65267
https://m.jianbihua.com/photo_71452?utm=sougouxml
https://zh.pngtree.com/freepng/western-cartoon-king-holding-a-scepter_4039337.html
http://616pic.com/sucai/14niqn357.html
https://read01.com/zh-hk/Nya0G7a.html#.YXKiCbd-UwA
https://www.google.com/amp/s/www.setn.com/m/ampnews.aspx?NewsID=830008
https://chinese.gospelherald.com/articles/29308/20201113/%E9%90%B5%E9%81%94%E5%B0%BC%E8%99%9F%E6%B2%89%E6%B2%92%E7%99%BE%E5%B9%B4-%E7%89%A7%E5%B8%AB%E9%81%BA%E5%87%BD%E6%8F%AD%E9%9C%B2%E6%84%9F%E4%BA%BA%E6%95%85%E4%BA%8B.htm


參考圖片

• 利維坦:參考日期:10/13

• HTTPS://EXK.KZ/NEWS/38988/10-MLN-LIET-NAZAD-V-KASPIISKOM-MORIE-VODILIS-DAZHIE-KITY

https://exk.kz/news/38988/10-mln-liet-nazad-v-kaspiiskom-morie-vodilis-dazhie-kity


參考圖片
• 一戰圖片:參考日期:10/9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8%81%AF%E7%9B%9F

• 一戰圖片:參考日期:10/9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 一戰圖片:參考日期:10/9

• HTTPS://CANDLEINTHECAVE.MEDIUM.COM/%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E4%B8%80-1B6B306B0A3

• 一戰圖片:參考日期:10/9

• HTTPS://CANDLEINTHECAVE.MEDIUM.COM/%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E4%B8%80-1B6B306B0A3

• 二戰圖片:參考日期:10/9

•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3A%2F%2FHISTORY.SINA.COM.CN%2FHIS%2FZL%2F2014-03-

08%2F194384698.SHTML&PSIG=AOVVAW0BX8QBJSA_C4TGHM9XXHRQ&UST=1634733733268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WQJHXQFWOTCJJ43_G_1VMCFQAAAAADAAAAABAR

• 馬尼拉大屠殺:參考日期:10/9

•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READ01.COM%2FDERKE3O.HTML&PSIG=AOVVAW08S6HIVTLCN7MLHIZPW_RX&UST=1634733909794000&SOURCE=IMAGES&

CD=VFE&VED=0CAWQJHXQFWOTCJIQVTJA1VMCFQAAAAADAAAAA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8%81%AF%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https://candleinthecave.medium.com/%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E4%B8%80-1b6b306b0a3
https://candleinthecave.medium.com/%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E4%B8%80-1b6b306b0a3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4-03-08/194384698.shtml&psig=AOvVaw0Bx8qbjsa_C4TgHm9xXhrQ&ust=1634733733268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wQjhxqFwoTCJj43_G_1vMCFQAAAAAdAAAAABAR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read01.com/dERkE3o.html&psig=AOvVaw08S6hivtLCn7MlhiZpw_rx&ust=1634733909794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wQjhxqFwoTCJiqvtjA1vMCFQAAAAAdAAAAABAD


參考圖片

• 突尼西亞國旗:參考日期:10/12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A%81%E5%B0%BC%E8%A5%BF%E4%BA%9E%E5%9C%8B%E6%97%97

• 南京大屠殺:參考日期:10/12

•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819000685-260309?CHDTV

• 二二八事件:參考日期:10/12

• HTTPS://WWW.RFI.FR/TW/%E6%94%BF%E6%B2%BB/20170227-%E4%BA%8C%E4%BA%8C%E5%85%AB%E5%B1%86%E8%87%A870%E5%91%A8%E5%B9%B4-
%E9%81%87%E9%9B%A3%E5%AE%B6%E5%B1%AC%E8%A6%81%E6%B1%82%E5%85%AC%E5%B9%B3%E6%AD%A3%E7%BE%A9%E8%88%87%E7%9C%9F%E7%9B%B8

• 茉莉花革命(左邊):參考日期:10/13

•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12155

• 茉莉花革命(右邊):參考日期:10/14

• HTTPS://READ01.COM/G70ZE3.HTML#.YXGKIFPBW2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A%81%E5%B0%BC%E8%A5%BF%E4%BA%9E%E5%9C%8B%E6%97%97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819000685-260309?chdtv
https://www.rfi.fr/tw/%e6%94%bf%e6%b2%bb/20170227-%e4%ba%8c%e4%ba%8c%e5%85%ab%e5%b1%86%e8%87%a870%e5%91%a8%e5%b9%b4-%e9%81%87%e9%9b%a3%e5%ae%b6%e5%b1%ac%e8%a6%81%e6%b1%82%e5%85%ac%e5%b9%b3%e6%ad%a3%e7%be%a9%e8%88%87%e7%9c%9f%e7%9b%b8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12155
https://read01.com/G70ze3.html#.YXGKIfpBw2w


參考圖片

• 軍力排行圖:參考日期:10/10

• HTTPS://RIGHTPOINT.SITE/NEWS-PLA-210306/

• 經濟成長走勢圖:參考日期:10/10

•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1255

https://rightpoint.site/news-pla-210306/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1255


共同參考資料

• 一、各屆學長姐範本

• 二、書籍:利維坦

• 三、指導老師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