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究問題：伊斯蘭文明的成就與中古時代歐亞文化交流有何關係？ 

 

預習 

《造紙術之不能說的秘密》 

絲綢之路上除了絲綢，還有，比如四大發明，也是沿着這條路去歐洲旅行的。只是，他們的旅途中常常伴着戰火……… 

公元 105 年，中國人發明了造紙術，我們開始享受紙張帶來的便利，經絲綢之路傳來的佛教經書也可以用紙張印刷

了。但是當時造紙術還是中國不能說給別國的秘密。 

造紙技術的秘密就這樣被嚴密保守了幾百年。不料，在公元 751 年，唐朝軍隊和大石（阿拉伯帝國）會戰，唐軍不僅

戰敗了，軍隊裏的幾名造紙工匠還被阿拉伯人俘虜走了。阿拉伯人在撒馬爾罕城開造紙廠，讓中國工匠傳授造紙技術，從

此，阿拉伯人學會了造紙術。只是，他們也嚴守造紙術的秘密，不告訴其他國家。 

又過了幾百年，大概 10 世紀，埃及人從阿拉伯人那兒學會了造紙。 

大約 1110 年，造紙術傳到北非。 

1150 年，造紙術再傳到西班牙。歐洲開始了首個造紙作坊，這個不能說的秘密終於到達歐洲。 

 

 

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書籍《中國 唐代鑽石經》於公元 868 年

在敦煌發現。 

出土於甘肅天水放馬灘墓的紙地圖，是已知的世界上最

早的紙製地圖。 

 

問題： 

1) 試根據上文，列出造紙術的傳播路線。 

中國 阿拉伯 埃及 西班牙 

 

 

 

2) 阿拉伯人是如何掌握造紙技術的？ 

公元 751 年，唐朝軍隊和大石（阿拉伯帝國）會戰，唐軍不僅戰敗了，軍隊裏的幾名造紙工匠還被阿拉伯人俘 

虜走了。阿拉伯人在撒馬爾罕城開造紙廠，讓中國工匠傳授造紙技術，從此，阿拉伯人學會了造紙術。 

 

  



 

《印刷術之跟着鈔票去旅行》 

也許你會好奇，造紙術傳到阿拉伯後，印刷術又是怎樣傳到歐洲的呢？ 

大家也許理所當然地認為是阿拉伯人將印刷術繼續傳到了西方，但答案是否定的，阿拉伯人對學習印刷術興趣不是很

大。為什麼呢？有的歷史學家分析，可能由於宗教的原因，阿拉伯人覺得印刷術要用豬毛做刷子，所以比較抗拒，不愛學。 

那中國的這項發明是怎麼去到歐洲呢？這裏，我們要講到蒙古帝國，蒙古帝國是一個歷史上令各國非常恐懼的軍事集

團，他們東征西討，建立了超級大國。那個國家佔了地球土地面積的 22% （當然，這個比例還可以修改。畢竟哥倫布這個

時候應該還沒有出生，美洲還是人類未知的土地），是現在俄羅斯的 1.9 倍大，是公認的世界歷史版圖第二大的國家。 

蒙古人在征服的地區，包括四個汗國，都廣泛使用紙鈔。對於當時普遍用金銀作為錢幣的人們來說，紙鈔可絕對是新

鮮事物，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因此，作為紙鈔的印刷方法 —— 活字印刷術也順着絲綢之路西傳到西亞、北非一帶，那兒

的人們比阿拉伯人有興趣學習，所以，印刷術隨後也被存入歐洲。 

 

 

至元通行寶鈔二貫。明顯面豎版鈔，桑紙製，貳拾貫錢面值，大型紅

色印章加蓋，正上方為銀號名。元朝由 1271 年建朝，1368 年覆滅，

歷經替換皇帝統治，此枚紙鈔便印於忽必烈烈汗治下 

 

1) 試根據上文，列出印刷術的傳播路線。 

中國 蒙古西征 西亞 北非 歐洲 

 

2) 根據資料，為什麼阿拉伯學習印刷術的興趣不大？ 

根據資料，有的歷史學家分析，可能由於宗教的原因，阿拉伯人覺得印刷術要用豬毛做刷子，所以比較抗拒，不 

愛學。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班別(學號) ：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火藥火器之中國噴火龍》 

火藥武器能傳播到歐洲，還是和蒙古帝國與阿拉伯人有關。 

1234 年蒙古滅金之後，蒙古軍隊把開封等地虜獲的工匠、作坊和火器全部掠走，還把金軍中的火藥工匠和火器手編

入了蒙古軍隊。次年蒙古大軍發動了第二次西征，新編入蒙軍的火器部隊也隨軍遠征。在最後的幾年中，裝備火器的蒙古

大軍橫掃東歐平原。相傳，在一場蒙古人與波蘭人展開的戰爭中，波蘭火藥史學家蓋斯勒躲在戰場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內，

偷偷描繪了蒙古士兵使用的火箭樣式。根據蓋斯勒的描繪，蒙古人從木筒中成束地發射火箭。因為在木筒上繪有龍頭，因

此被波蘭人稱為「中國噴火龍」。這是歐洲人對中國的火藥武器最形象化的描繪。 

蒙古大軍席捲東歐大地，讓阿拉伯人也感受到火藥的巨大威力。由於擔心會成為蒙古軍隊的下一個進攻目標，阿拉伯

人迫切希望獲得火藥的情報，以提升阿拉伯軍隊戰鬥力。但阿拉伯人缺乏製造火藥最關鍵的硝石（阿拉伯人稱為「中國雪」）

的提煉技術。於是，善於航海的阿拉伯人通過與東南亞各國貿易，間接從中國進口到大量硝石。但蒙古帝國沒有給阿拉伯

人足夠的時間利用這些硝石，就滅掉了阿拉伯帝國，之後建立起伊利汗國，而這裏迅速成為了火藥等中國科學技術知識向

西方傳播的重要樞紐。配備火藥武器的蒙古軍隊在歐洲的長期駐軍，給歐洲人學習火藥技術提供了機會。 

由於元朝政府不禁止火器出口，蒙古軍隊還在阿拉伯人和歐洲人中招募士兵，因此歐洲人有了足夠的機會掌握火藥製

造技術。希臘人馬克在研究中國火氣的基礎上寫了《焚敵火攻書》，記述了 35 個火攻方法。該書在 1804 年由法國人杜泰

爾奉拿破崙的皇命譯為法文，隨後又被譯為德文和英文。 

 

硝酸鉀，用於火藥的製作， 

阿拉伯人稱之為「中國雪」。 

 

 阿拉伯人在製作火器 

問題： 

1) 試根據上文，列出火藥武器的傳播路線。 

中國 蒙古 阿拉伯 希臘 法國 

 

 

  



 

《指南針之海上絲綢之路的探險》 

四大發明中，還有一項發明，叫指南針，它是怎樣傳到歐洲的的呢？原來他是走了海上絲綢之路。在一定程度上，指

南針也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 

大約在公元前 3 世紀，中國人就發現了磁石能夠吸鐵的特性，同時還發現了磁石的指向性，並以此特性製造了「司南」

（就是指南針的祖先啦）。在北宋時期，中國人就把指南針裝在船上，用於海上導航。那時候，中國海船上有很多有經驗的

水手，據說他們有一手好功夫，能夠在茫茫大海上分辨方向。具體做法嗎，就是晚上看星星，白天看月亮。天氣不好的時

候，看指南針。 

在指南針開始運用於海上航行之後，航海的技術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海上絲路也就越來越安全了。再加上唐朝發生了

安史之亂，往西走的陸上路線沒有往日那麼安全，所以海上絲綢之路慢慢成了一個更好的選擇。海上的船比起駱駝，能運

輸更多的東西，對於運輸陶瓷這種易碎的東西也安全容易多了。所以，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就逐漸從陸地絲綢之路轉到

了海上絲綢之路。 

那時候海上絲路的貿易十分繁華，無數船隻來往中國南海、印度洋和波斯灣之間。我們中國做的海船能夠容納上百人，

所以外國的商人也喜歡搭中國船，其中就有阿拉伯人。他們很快學會了指南針的用法，並慢慢地傳到了歐洲。這就是中國

四大發明中指南針去歐洲的路徑了。 

 

 

拿一個陶瓷碗，裏面裝上水。放上幾根燈芯草，他們比較輕會浮在水上。這時，在草上放一枚磁針。再在碗的外

面套一個方位盤。看磁針的方向就可以導航了。 

 

問題： 

1) 試根據上文，列出指南針的傳播路線。 

中國  唐宋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 阿拉伯  歐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