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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夏季旅法心得

陳昱良

護了公眾的利益。就像一份報名表，少了一個章

都不行。因此行政人員都會將公文看仔細，不造

成學生的不便。相反地，國人簡單俐落的處事態

度，雖然讓不耐等候的學生有效率地完成手續，

有時卻會過於草率，產生出錯。這樣求快但不精

準的思維，反而會讓「差不多先生（小姐）」的

名號，不脛而走於他人心中。要將兩者的優點合

而為一，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但我們能試著培

養，試著讓自己和他人的生活都更為精準。

上述特別強調了「份內事」。應該說這樣的

份內事，是指人人都承擔的責任，不僅是工作，

日常生活的雜事更是重要。一項任務或規則只要

你接受了，你就需負起全責。而在承擔責任或義務

之前，我們需為自己評估實踐的成功性。在約定的

規則或程序當中，我們面對自身的任務，而認為

有能力完成後，才會接下任務。有困難或無法接

受，我們需在事前提出疑問或尋求協助。不會發

現困難重重，才以各式的理由做為推遲。雖然這樣

的道理，我們從小就被教導。但是在杜爾，我是從

日常生活中發現了這個道理被貫徹的完整性。

Marie媽媽用心的照顧我們生活起居，給與遊

學生們最大的舒適性。但相對的，尊重他人的生活

作息，以及愛惜房間就是我們的責任。四個房間三

種國籍，生活習慣也不盡相同。晚上十一點過後不

能洗澡，並不是要節省水資源，使為了體貼浴室隔

壁的房間住戶不被打擾。我當初沒有清楚Marie的

問句就輕易答應，卻在十一點半進入浴室盥洗。隔

在室友的邀請下，我決定踏上這趟法國之

旅，重溫學習過的法語文化，親身用肌膚，去感

受法式的夏陽，去融入我所學習的這個世界。

學生

越過中文、英文、印度文、和各式歐洲語言

所引導的藍天。兩個台灣小女生在戴高樂機場狂

奔，緊盯著時刻表要趕上最後一班TGV和火車到

達杜爾。沒有時間猶豫的我們，儘管法文彆扭得

很，也硬著頭皮去解決困難，諸如 :行李遺失、搭

錯火車。第一夜，寄宿家庭Marie媽媽的熱情仍敵

不過我旅行的疲憊，我沉沉跌入夢香。陪伴我的

是昏暗街燈與罕無人煙街道，他們是我在杜爾的

第一印象。

我是語言學校的新鮮人，滿懷惶恐踏入這模

擬聯合國。當心中揣摩各種可能，舉手投足間也

充滿拘謹。等待入學報到的期間，站也不是，坐

也不是，索性靠在牆邊慢慢觀察他人。默默猜著

未來同學的國籍民族，也尖著耳想搜尋同鄉的口

音。在此時我查覺了法式的工作效率。沒錯，是

遠比台灣人俐落的身手要緩慢許多。但我也微觀

到，他們工作時認真的神情，毫不馬虎地將每一

件《份內事》做到盡善盡美。同樣是面對擠滿廳堂

的學生，他們一貫不急不徐的態度，仔細確認每一

個細節。不僅保障了委託人的權益，也確保了往後

的工作能夠循序漸進。不但是為個人著想，也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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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Marie雖用微婉的語氣向我詢問，但已讓我對自

己的錯誤感到十分慚愧。我了解到不明白也不用裝

懂，勇敢詢問清楚，才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語言學校的同學們，時不時地在上課前會

來杯咖啡大家一起聊聊天。不到十五人的小班，

就集結了八個不同的國籍。在西方世界，這樣的

機會似乎是稀鬆平常。但對我而言真得是很難得

的體會。高中生到為人祖父的年齡差距，絲毫不

影響同學們之間的交流。或許各持不同的意見，

但大家都彼此接受與學習。有趣的一點，大家雖

然都不是法國人，但都用法文這不熟悉的第三語

言，作為溝通的橋梁。無形之中化解了尷尬，增

加了笑料。用法文向墨西哥同學抱怨物價很高，

也用法文和來自歐曼的同學討論伊斯蘭教關於女

性的教規。雖然，當我遇到班上的中國籍同學還

是會忍不住講中文。但是語言不再是紙上談兵，

而是真正活在生活中。那種讓語言活起來的感

覺，第一次那麼強烈。也讓人更想精進自己的不

足，使這語言不只是活著，還能手足舞蹈呢。

當地人

計劃旅程時，曾和駐系的法籍助教Sophie小姐

討論。徵詢了她的建議，我們選擇加入WWOOF

（全球有機農業志願非營利組織），作為體驗道

地法式生活的媒介。而擁有獨特地方性文化的布

列塔尼（Bretagne），更成了心中的不二選擇。從

申請會員之初到收到Olivier家的邀請函，我們心中

充滿著期待。但真正要離開杜爾之時，才深深感

到不安。畢竟這樣的決定與計畫，完全沒有熟識

的台灣人可以給予建議。但那時我們還不知道，

迎接我們的將會是一連串的驚奇與快樂。

一剛到Olivier和Camille的家，發現和想像中

的景象完全不同。沒有牛，沒有羊，也沒有雞，

只有在不遠處兩三匹健壯的馬兒，安靜地吃草。

亂中有序的花園，我依稀分辨出哪邊是菜園、花

圃、和遊戲場。我們帶著疑惑，不知道若沒有廣

沃的農田，是要如何幫忙農務？沒過一會我頓時

明白，原來要幫忙的不是農田，而是Olivier他們

家那個尚未完工的「企鵝屋」。這棟全手工的大

房子，是七年前Olivier為夢想生活開始建造的作

品。至今尚未完工，而我們的工作就是為這棟環

保屋，塗上石灰與沙的防水牆。雖然平常不是溫

室花朵，但是第一次面對真正的鄉村生活，我們

這兩個城市土包子還是非常緊張，深怕什麼都不

會，會被其他人認為是懶惰蟲呢。

進入主屋見到了我們的Wwoofer伙伴，Arthur

與Dephine，這兩位道地的巴黎人也是利用度假的

時間在國內旅行。其中Arthur和我們年紀相仿，

因此除了第一天見面的生澀，之後就很快地熟絡

起來。晚餐時間大家圍著原桌一起吃飯，點著一

盞微弱的立燈，伴隨著夕陽和馬鳴，天色漸漸暗

去。總是要喝個餐前酒，吃吃核果。才會正式進

入晚餐時間，大家一起分工合作準備的晚餐。所

有的食材都是有機食品，蔬菜摘自門外的菜田，

乳製品向附近的農家購買，而麵包則是每天早上用

麵包機自製而成。食物絕不浪費的觀念，讓吃剩

布列塔尼騎馬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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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廚餘都成為養雞的最佳食材。在這個充滿環保

觀念的家，沒有沖水馬桶，取而代之的是裝有木

屑、樹枝與麥殼的環保馬桶。當我們收集到一定

的分量就會拿到戶外堆置，待其成為天然的堆肥。

在這樣看似簡單的家裡，物質享受並不是非

常豐富，但心中總是能感到踏實舒坦。早晨新鮮

冷冽的空氣；拉開窗滿眼的綠意；工作時滴下的

汗水；和晚上圍坐在爐火邊喝茶的暖意。每樣小

事情，都是簡單樸實，卻有著都市生活沒有的質

感。不用擔心蔬菜上含有農藥，不用擔心空氣中

的粉塵 。雖然沒有燒餅油條，讓人有點懷念，但

是吃著自己做的黑麥可麗餅感覺也很好。用勞動

換來生活所需，有付出才有收穫，像這樣的感受

在此刻很深。反觀在台灣的時候，雖然物質生活

多采多姿，充滿新奇花招，但總會感到沒那麼踏

實。不知道吃下去多少化學物質，不知道又給地

球帶來多少汙染。像這樣的不安，是否也常常縈

繞在你們的腦海中？

工作之餘或是週末，O l i v i e r和C a m i l l e

也帶著我們到處去玩， 像是去杜瓦爾訥內

（Douarnenez）一年一度的電影節。在露天下和

當地人吃著法式辦桌，蘋果酒（Citre）的氣泡和

布列塔尼的傳統音樂，在我們體內沸騰。進入舞

池和大家小拇指相勾，跳上一曲布列塔尼的傳統

舞蹈。接著氣喘吁吁地進入電影院。韻文式的對

白，吟唱出來自海地（HaÏti）的文學作品。沒有

炫爛的特效背景，只有最真實的海地自然景觀，

傳達出人類面對大自然考驗求生存的生命意志。

這樣地方性的電影節，上映的不是強檔商業片，

而是依循不同主題所選擇的藝文電影。它讓我聯

想到中大校內的107電影院，沒有強大的資本額，

也不是志在獲利，只是默默耕耘，電影藝術這塊

田。但他們都在無形中搭起了社會與藝術文化的

橋樑。我想這樣簡單的文化耕耘，是比星光群集

的大型電影節，更加有意義，也更加吸引著我，

與他們共襄盛舉。

結束了融合傳統布列塔尼音樂與搖滾樂的晚

會，一行人就寄宿於Dephine朋友的家。那幢外觀

看似簡單的兩層洋房，裡面可是暗藏著一個緊鄰

美麗教堂的祕密花園，屋內的擺設也顯示出主人

對生活的品質的要求。晚上睡前思考著，認為自

己默默找到了Olivier一家人與Dephine朋友一家的

共通點。他們都追求夢想中的生活，在自己的能

力所及內，打造出屬於自己天地。我猜想著，若

是大家都能利用這個想法，在能力所及內去打造

自己的家。

也許能使現代社會中，漸漸失去的家庭觀

念，重新找到維繫家庭感情的另一種方式。不僅

對家人，也對自己的「家 」賦予情感，多了另一

份情感。

觀光客

在巴黎地鐵裡東走西竄。雖然站牌標示都非

常清楚，我們能輕易的到達目的地。但是夜晚的

街道還是令人害怕，下班的尖峰一過，許多地鐵

站就會空無一人。諾大的地下迷宮，有荷槍實彈

校外教學與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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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警，值勤於各大地鐵站。通勤中除了繃緊神

經，加快腳步，還得查看附近是否有可疑人物。

在巴黎待上五天，回到出租的小公寓才能真正的

放鬆心情。巴黎地鐵固然方便，但封閉的環境，

與沉默的快節奏，常常令人喘不過氣。只能依靠

隨機上車的街頭藝人，用輕快的節奏劃破一張張

凍結的面具。每每坐上地鐵，我就期待能再看見

迎向天空的階梯。有著這樣苦悶的心情，也就不

難了解，為什麼電影裡總是用地鐵來表現都市人

的窒息。歌詞裡面少不了巴黎的優雅，巴黎的迷

人。但我也在巴黎看到世界各地共有的氣息，共

有的在生活中搏鬥。

不僅是大家傳頌，巴黎鐵塔後的那片藍天，

也有艾菲爾鐵塔下為生活匆匆走過的巴黎人。而

蒙馬特除了歡熱的旋轉木馬，也還有階梯上銷售

紀念品的巴黎人。離開觀光區的炫爛光影，人們

也一樣為了日常生活精打細算。巴黎擁抱、包容

的，比我想像中多更多。換個角度思考，也許以

前都將「巴黎」夢幻化了。其實大家期待的都是

同樣的日出，奮鬥的也同樣是生活與夢想。沒有

必要在地球的另一端羨慕巴黎的生活，其實大家

都是相似的。而如何把握自己擁有的美好與當

下，才是最值得關心的要務。

簡單的小旅行，人生中的大體悟。我學會

不停的反思，不停的捫心自問。潛移默化的生活

刺激，都對自己有更深入的了解。彷彿有個第三

者，隨時反問我，看似理所當然的觀念。

我要感謝我的父母親，讓我這麼早就能打開

對生活的感官；也感謝這趟旅行中，所幫助過我

們的朋友。最後更要感謝「巴黎視野」，讓我有

機會對自己的旅行做一次全面的統整，讓我有機

會向大家分享這小小的經驗。謝謝大家。

註： 107電影院，為中央大學英文系電影研究所創辦

的校園電影院。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法文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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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作者辭去報社工作，隨妻子遠征「天涯海角」―北歐斯
堪地那維亞半島上的奧斯陸，在一個國民平均所得極高、榮登「全球

最適宜居住國家」榜首，卻是當地人口中「冷得要死的鬼地方」，和他們一起忍受貴死人不償命的

物價，感受疏離的人際關係，並架起部落格「重操舊業」，用記者求真求實的眼光觀察紀錄這個陌

生的國度，從各種生活細節帶我們「看見」挪威；從搭車不驗票到對弱勢者的尊重、與歐盟之間的

衝突到諾貝爾和平獎爭議，有生活觀察也有國際視野，帶我們一同見識挪威人的天真與良善，也感

同身受他們的憂鬱與苦惱，從而認識一個不完美但真實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