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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1　閱讀有方法

主題：國際貿易與物產
交流

十七世紀初，咖啡由威
尼斯商人引進至歐洲時

，受到宗教人士的嚴厲
批判。何以如此？因

咖啡當時已經是伊斯蘭
信徒的常見飲品，宗教

人士認為是因為伊斯蘭
信徒不能喝基督信仰的

聖

飲（葡萄酒，伊斯蘭教
規禁止飲酒），所以魔

鬼（撒旦）就讓他們喝
咖啡。簡而言之，基督

信

仰者不應該喝「魔鬼」
的飲品—也就是咖啡。至於是否

要禁止咖啡傳入歐洲？
自然是由基督

信仰的最高教長—教宗—來定奪。據說當時威尼
斯商人準備了幾款咖啡

給教宗品嚐，教宗

當下被咖啡的特殊醇香
所吸引，立刻決定信徒

們可以喝此飲品。半個
世紀後，無論是在英國

，

抑或荷蘭各地，都出現
了專賣咖啡的餐館，咖

啡已成為歐美大眾文化
的一部分，直到今日，

咖

啡文化也持續不斷地擴
展到世界各地。

【資料改寫自：湯姆‧
斯丹迪奇著、吳平等譯

，《歷史六瓶裝：啤酒
、葡萄酒、烈酒、咖啡

、茶與可口可樂的文明

史》（臺北：聯經，2006 年），頁 135、136】

擷取訊息 

測驗目標：同學可從較
貼近生活的文本中，了

解十六、十七世紀

全球化的概括，以及對
自身生活習慣改變的影

響。除此之外，亦

可同步認知當時教宗與
歐洲政治、文化的關聯

性

 1. 從資料的內容顯示，咖啡傳
進歐洲大約是何時？（

5 分）　

(A)十五世紀 (B)十六世紀 (C)十七世紀 (D)十八世紀

答  C

 2. 根據資料描述，咖啡是由哪
個商人所傳入歐洲的？

（5 分）

(A)威尼斯商人 (B)西班牙商人 (C)英格蘭商人 (D) 穆斯林商人

答  A

 3. 從整段資料觀之，有權決定
咖啡能否通行於歐洲者

，應為何人？（5 分）

(A)各國國王 (B)進口商人 (C)伊斯蘭領袖 (D)教宗

答  D

 4. 根據資料敘述，當時反對咖
啡合法的關鍵因素可能

為何？（5 分）　

(A)咖啡異常難喝氣味難聞，卻
又如毒品般易上癮，因

此教會期盼嚴格禁止　

(B)咖啡就像酒精一樣，飲用會
讓人們喪失精神，導致

無法專注及理性工作　

(C)咖啡是英國商人引進，因此
法國希望教宗反對，藉

此打擊英國海外貿易　

(D)咖啡為阿拉伯人常喝的飲品
，當時基督信仰與伊斯

蘭信仰對立而遭反對

答  D

 5. 請根據下文中的概念，找出
資料中對應的句子，並

加以劃記。（10 分）　　

1 「十七世紀時，威尼斯商人
自伊斯蘭世界帶回咖啡

豆。」

2 「咖啡館成為歐洲各地
流行的象徵。隨著歐洲

人在各地的探險和殖民
，⋯⋯喝咖啡已融

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成為世界性的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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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理解

 6. 根據資料描述研判，咖啡應
是在下列哪一時期傳入

歐洲？（10 分）

(A)歐洲上古時期希臘哲學發展

(B)歐洲中古初期蠻族爭搶地盤

(C)歐洲近代發展至大航海時代

(D)歐洲現代發展物聯網的時代

答  C

解  資料提及的時間點為十七世
紀，研判應為大航海時

代。

 7.  從資料描述並結合對於東西
貿易交流的認知，研判

下列哪一現象較為可信
？（10 分）

(A)穆斯林並未因宗教禁止出口
咖啡

(B)禁止飲用咖啡係因聖經明文
規範

(C)十七世紀初咖啡應已盛行於
歐洲

(D)基督徒從未因宗教禁止進口
咖啡

答  A

解  (B)並非聖經教義規定　(C)資料顯示當時應甫傳入歐洲
，並未盛行　(D)資料顯示確實曾因宗

教因素禁止一段時間。

統整解釋

 8. 請問這段資料可能在探討哪
一主題？（15 分）　

(A)三角貿易中，咖啡的地位轉
變

(B)描述咖啡移植中南美洲的過
程

(C)探討穆斯林禁止飲用咖啡之
因

(D)追溯咖啡引進歐洲的大致歷
程

答  D

解  (A)資料中未提及三角貿易內容
　(B)資料中未提及咖啡移植中南

美洲內容　(C)資料並無呈現

穆斯林無法飲用咖啡，
而且實際上咖啡本為其

盛行之飲品。

 9. 綜觀資料內容，我們可以整
理出咖啡引進歐洲的歷

程為？（15 分）

(A)威尼斯商人引進歐洲，因宗
教因素被禁止，經由教

宗親自許可後才得以發
展

(B)不列顛商人為避免宗教因素
的干擾，選擇非洲產地

直送歐洲，獲得教宗支
持

(C)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自葉門引
進，經荷蘭政府特許，

大量推廣盛行於歐洲各
地

(D)伊斯蘭商人引進歐洲，因宗
教因素被禁止，後因威

尼斯人向教宗疏通才開
放

答  A

解  (B)由威尼斯商人引進，且並未
提及從產地直送　(C)由威尼斯商人引進，且係由

教宗允許　

(D)由威尼斯商人引進而非伊斯
蘭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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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評鑑

10. 資料中提到「教宗當下被咖
啡的特殊醇香所吸引，

立刻決定信徒們可以喝
此飲品」，依課

堂所學，十七世紀的教
宗是否還擁有號令全歐

的權力？並說明原因。
請任舉一個當時歐洲

的國家或地區，說明教
宗權力的影響力。（非

選擇題，20 分）

小提示  十七世紀之前發生什麼事件
與基督宗教有關呢？教

宗權力是否會受影響呢
？

答  

 

十七世紀的教宗是否還
擁有號令全歐的權力（

勾選）：□是　□否

判斷依據（50 字內）：十六世紀宗教改革
後，教宗權力已不若以

往，實質影響力日益減

少，成為「精神領袖」

舉例當時歐洲的國家或
地區：（①∼③擇一回

答即可）

①舊教（天主教）國家
：如西班牙、法國等；

②新教（基督教）國家
：如荷蘭、英國、北

歐等；③神聖羅馬帝國

教宗的影響力（50 字內）：（下列參考答案編
號與上方國家地區相對

應）

① 仍具有部分影響力，如教會
人事權及教徒捐獻；

② 已不具實質影響力，但仍有
宗教上的代表意義；

③  神聖羅馬帝國：歷經三十年
戰爭後，教宗對新教邦

國區已無實質影響力，
但對舊教邦國

仍具有影響力

解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後，教
宗權力已不若以往，實

質影響力日益減少，成
為信奉舊教國家中

的「精神領袖」，對於
新教國家則有宗教方面

的影響力。

評分標準

等級 2（全部給分）
勾選「否」，並正確寫

出：A「宗教改革」；B「教宗權力下降」或「成

為精神領袖」；C「舊教國家、新教國家、
神聖羅馬帝國擇一作

答即

可」；D「教宗對該國家的影響力」
，敘述完整、清楚，即

可得全部題分

等級 1（部分給分）
勾選「否」，但僅寫出

 A 或 B 或 C，可各得 4 分，寫出 D「教宗的影響

力」可得 8 分

等級 0（不給分） 答非所問或未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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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寫自 111 學測第 26∼27 題組

◎同學在進行歷史專題
報告時，蒐集到一份 1830 年代北臺灣的史料，指出：

「淡（水）廳貨

之大者，莫如油、米，
次（其次）麻、豆，次

（其次）糖、菁（染料
），至茄藤、通草之屬

，

多出於內山，樟腦、茶
葉惟淡北內港始有之。

商人雇船裝載，擇內地
可售之處，本省則運至

漳、泉、福州，往北則
運至寧波、上海，往南

則運至澳門等處。凡港
路可通者，無不爭相貿

易，取其所售之值，購
買飲食、衣服及日用必

需要物等件，隨船載回
發賣。」依據前述記載

，

請問：

擷取訊息 

 1. 從史料顯示，當時從臺灣出
口哪一物品至大陸？（

5 分）

(A)瓷器 (B)絲綢 (C)稻米 (D)香料

答  C 

解  根據史料敘述「淡
（水）廳貨之大者，莫

如油、米⋯⋯」可知。

 2. 從史料顯示，當時從大陸進
口哪一物品至臺灣？（

5 分）

(A)鴉片菸草 (B)衣物布料 (C)丁香荳蔻 (D)火藥武器

答  B 

解  根據史料敘述「購
買飲食、衣服及日用必

需要物等件」可知。

 3. 當貨物裝載到大陸後，往北
會運至何地銷售？（5 分）

(A)北京 (B)天津 (C)濟南 (D)上海

答  D

解  根據史料敘述「往北則運至寧
波、上海」可知。

 4. 請根據以下課文敘述，找出
史料中能對應的句子，

並加以劃記。（5 分）

  「隨著臺灣中、北部平原
開墾完成，清廷在乾隆

年間陸續開放鹿港與泉
州蚶江、八里坌與

福州五虎門對渡。」

 5. 根據文中時間研判，該史料
記錄的應是臺灣哪一時

期的商貿活動？（5 分）

(A) 荷治時期 (B)明鄭時期 (C)清治時期 (D)日治時期

答  C 

解  史料第一行有提到「一份 1830 年代北臺灣的史料」，依年
份結合所學，應為清治

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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