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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期的中東歐交流 
 

鄭得興

前言：疫情之後的中東歐 

去年(2022)烏俄戰爭爆發，造成歐洲能源

危機、通貨膨脹、許多烏克蘭人民逃難至歐盟

國家，因為新冠疫情而造成全球移動的停滯，

從 2020 年至今的歐洲政治、經濟及社會產生

許多變化。筆者於 2020 年 1 月帶著學術交流

團訪問捷克及波蘭等國之後，就因新冠疫情

而暫停交流。直到去年(2022)6 月我應捷克帕

爾杜彼采大學的 Adam Horalek(石亞當)教授

邀請，申請了 Erasmus 研究經費前往捷克進

行三個月(2022.6-9)的研究計畫(捷克的海外

華人研究計畫)。去年 6 月暑假期間我前往捷

克駐點，當時中歐國家的疫情仍是嚴峻的，但

捷克已完全解封，沒有疫情各方面的限制規

定，奧地利及德國仍規定公共交通上仍須戴

口罩，其他檢疫措施也都取消了。不過我剛抵

達捷克不到一週，很快就確診，後來抵達捷克

的東吳交換生及參加斯拉夫夏令營的同學

們，也都陸續確診新冠肺炎。大家在休養一段

時日之後都恢復健康，往後也都未曾再聽聞

我們這些人有重複確診的情況。 

去年(2022)6 月剛抵達布拉格，其實疫情還

是嚴重的，但是走在街頭、地鐵，餐廳等地方，

幾乎已看不太到有人戴口罩。我因一些研究及

公務計畫先後到了捷克、匈牙利、德國及奧地

利，那時候在疫情仍未完全和緩下，歐洲大部

分的國家已解除邊境限制，因此每天確診人數

還是很多。各國的觀光客是逐漸回籠，但仍無

法與疫情前的觀光客人數相比，我看到了仍有

許多餐聽停業或歇業，百業仍不是很景氣的情

況。同時又因烏俄戰爭，讓通膨壓力與能源危

機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布拉格聖溫徹拉斯廣

場因此聚集了一、二十萬示威民眾，抗議物價

及能源上漲，最終導致中東歐國家一些內閣垮

台。我去年(2022)在布拉格所租的短期房子即

因物價及能源因素，而讓房租大概漲了三成左

右。我是住在市中心舊城廣場附近的民宿，每

個月的房租大概是 22000 元新台幣，再加上我

那時候的長程機票大概是 4 萬多元新台幣，所

以我去年光是花在交通(來回機票)與住房(三

個月)就超過新台幣十萬元。 

我去年夏天在布拉格執行研究計畫三個

月期間，陸續接待了幾位來自東吳大學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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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政府獎學金的同學，也有東吳大學社會

學系與捷克幾所大學交流的交換生，其中還

有在捷克的台灣電子廠找到工作的東吳社會

系畢業同學。我利用了一些時間與他們互動，

我們分享了留學的經驗，我也帶他們在布拉

格歷史景點做導覽。從去年 6 月暑假到今年

(2023)第二學期開學這段時間，東吳大學社會

學系到捷克的交換生超過十名，他們幾乎都

是第一次到中東歐國家，目前也有幾位已結

束在捷克的求學階段，並已返回東吳大學校

園。無疑地，他們都很珍惜在捷克讀書與生活

的經驗。 

2023 中東歐冬季自助旅之反思 

我去年(2022)暑假在布拉格進行了三個

月的研究，這是我在 2002-2009 年於布拉格查

理大學求學之後，居住最長久的一次。因為去

年暑假在布拉格重溫了過去生活的回憶，感

覺甚好。因此，我在今年(2023)初的寒假決定

再回到布拉格「過冬」，不料被系上幾位選修

我課程的大二同學知道了，他們表示也想要

一同前往捷克，我幾經考慮之後，跟他們說首

先需要家長同意，其次需要跟我好好出國學

習，同時一起出去的人數不宜太多，最後我們

一行是 13 人一起到中東歐自助旅。我從原本

僅打算自己一人的捷克行，變成了 13 人的中

東歐自助旅行，前後一共十七天，我們遊歷捷

克、德國、匈牙利、奧地利及斯洛伐克五國。

其中，大部分的時間是住在布拉格民宿，每天

早上 10:00 集合，一起外出聽我移地教學，然

後每天晚上回來民宿之前，我們都會去大超

市購買民生必需品。在布拉格十天的生活裡，

我要同學們習慣與熟悉歐洲一座城市的日

常，他們要會搭乘地鐵、電車、公車及火車等；

要會到餐廳點餐飲，也需要到超市去選購回

民宿煮食的食材等；要他們利用社會學系所

學的知識與方法進行社會踏查，在田調的過

程中他們需要複習過去所學的歐洲史、藝術

史，他們也需要發問與回饋。這次冬天的自助

旅行我感覺是在實踐中古世紀歐洲大學教育

的導生/師徒共學與共生(共同生活)的教育宗

旨，原本是一趟我的冬天休假之旅，最後我卻

大費周章且精心設計的一場境外教學，這次

2023 年的中東歐冬季自助旅也是我最難忘懷

的一次經驗。 

2023年的冬天我有一趟意外驚喜的旅程，

這旅程同時也提供我一些反思的點。首先，因

為最近幾年台灣少子化因素，以致學系招生

遇到困境，過去大學會要求的明明德、止於至

善，現在常被質問讀這個系畢業之後要做什

麼，人文社會學科不好找工作，沒出路等，這

幾年的教學一直被要求與未來就業掛鈎，同

時要努力招生才是王道。大學師生關係異化、

商品化、指標化(KPI)。不過這次旅行讓我很

享受師生之間的無所不談，也讓我感受到或

許在教室內才稱之為教學，教室外才是教育

的開始吧。知識的本體與實踐能夠解釋的僅

是我們長期認為知行合一的重要性，但卻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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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對知行學習外的情感構面，也就是說我

們可能太過功利性地對待學習這回事，而不

是因為真正喜歡而去學習新知。 

其次，我在想為何我們一行師生在歐洲可

以如此歡愉地學習與分享，而在台灣的校園裡

為何都如此窒礙難行呢？ 

在歐洲固然有許多新鮮事物與知識，不過

在台灣的各地方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與

有價值的文化資產等，為何難以引起同學的喜

歡、投入與享受呢？現在教育部大力推行大學

社會責任計畫(USR)，我參加東吳大學士林文

史 USR 計畫也有五年之久，我們計畫成果豐

碩，但我五年的從事 USR 計畫經驗，為何感

覺不太到我們學生像我們冬季中東歐學習的

那種熱情(歡喜做)。 

第三、為配合招生，我們幾位系上老師目

前就到幾所高中上課，大學教授到高中上課

的目的性與真實價值為何？其實，我目前把

這次寒假經驗也融入到高中的教學去，我在

思考如何將沒有課本，也沒有考試對接的課

程，如何引起高中生的關注、喜歡與投入。高

中生有升學壓力，假如能夠推動高中學生也

能對知識的純粹喜歡，而非只因功利性的考

量而去讀書，應該是更符合教育宗旨吧，我覺

得老師也要能夠對學生具有感染性與啟發

性，否則大學老師到高中教學將變得毫無意

義。我認為讀書求學也是生活美學的一環，讀

書能讓生活變得更加多采多姿，讓生活變得

更美，但要怎麼做好呢？ 

中東歐與台灣的連結 

我自 2009 年從捷克查理大學畢業回台之

後，至今轉眼間也已十數年，除了疫情兩年之

外(2021-2022)，我幾乎每年都會組織中東歐的

交流團或學習營隊，尤其回首今年冬天雖不是

特別有意的安排一場中東歐之行，但能在疫情

之後再次看到同學在對知識學習上的那種熱

情，也特別感動了我。我要同學們在美術館看

畫的時候從細節裡找出西方社會發展的想像，

並且從每座城市裡找出其在歷史發展至今的

主要場所精神，也就是從閱讀城市裡去認識歐

洲，比如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甚至是

布拉迪斯拉瓦(斯洛伐克)或德勒斯登(德國)

等，這些城市的歷史與記憶如何形塑了某種層

面的國族性格，同時造就了何種城市美學？ 

去年夏天我協助了國立台灣文學館在捷克

策劃台灣文學的展覽，從無到有的一場文化饗

宴，希望將最具有台灣味的文學也能透過靜態

的看板展示與動態的演講活動，帶給捷克師生

或民眾有更多了解台灣的不同管道。因為要籌

備捷克的台灣文學展，以及預計在 2024 年在

台灣文學館(台南)籌備捷克文學展，我在去年

8 月份陪同台文館的承辦人員拜會了捷克的哈

維爾圖書館、摩拉維亞地區圖書館與捷克國家

文學館，也共同促成了台文館與他們簽署雙方

合作議定書(MOU)，促進雙方更多具體的合作

項目。我帶同學到中東歐學習，特別會針對中

東歐國家與台灣交流情況做更多的說明，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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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館 2022 年在捷克的努力成果，以及

2023 年將延伸到中東歐其他國家展出等。除此

之外，疫情期間中東歐國家，比如立陶宛、捷

克、波蘭及斯洛伐克對台捐贈疫苗的友好行

動，及其雙方議會及民間的熱絡交流，台灣與

捷克一直努力促成台北與布拉格直飛等。 

儘管對台灣目前並非那麼友善的匈牙利，

東吳大學也與匈牙利在台的貿易辦事處簽訂

了合作議定書，目前匈牙利政府指派了一位匈

牙利籍的師資進駐東吳校園教授匈牙利語言、

文化與國情等課程，同時推動匈牙利文化及音

樂表演等活動。東吳大學與中東歐國家的交流

一直都未曾停歇，即使在疫情期間亦是如此。

當我帶著同學們在中東歐旅行時，述說著雙方

過去至今的交流歷程，我不僅是在講解中東歐

的歷史故事而已，而是讓台灣，甚至是東吳大

學在故事脈絡中能與中東歐國家產生了親密

連結。因此我每次在中東歐的旅程或學習路徑

的規劃及安排上，首先就是要讓我們同學或參

加者認識到這是充滿感動的旅行，因為我們不

僅要在中東歐地區學習在地知識，同時也再次

連結我們與中東歐的交流與互動關係，而這樣

的關係是切身的，因為我們也正是在促進台灣

與中東歐關係中的一環。 

小結：冬旅之後 

或許 2023 年冬天的中東歐自助旅學習是

一趟意外之喜，同學們回台之後也久久沈浸在

寒假美好的回憶氛圍中，於是我邀請他們共同

來計畫籌組中東歐夏令營，我們希望更多同學

能認識到中東歐，以及我們在推動與中東歐國

家交流的努力及其成果。我們不僅將報名費用

壓低，也特別為經濟困難的同學減價及無息分

期付款等。我們也在響應如何回饋對我們友善

的中東歐國家，促進雙方持續交流不失為一種

更實際的方式。這學期我們將會迎來捷克、匈

牙利與斯洛伐克的交換學者來東吳大學講學，

我們持續與中東歐國家在台灣辦事處之間的

合作關係，我們將再次舉辦中東歐夏令營，我

們今年會與台灣文學館合作再次協助台灣文

學在中東歐的展覽，並且共同籌劃 2024 年台

灣文學館的捷克文學主題特展，台捷雙方將透

過以「文」會友的方式深化彼此的友誼。 

我還記得在布拉格讀書的時候 (2002-

2009)，看到當地報紙登出廣告號召有興趣打

棒球的人可於週末到某個地點集合練球，我

看到捷克人對棒球的摸索，並且開始支持小

學生練習棒球開始，如今已看到捷克棒球國

家代表隊在繼荷蘭及意大利之後，成為歐洲

棒球主要發展國之一，在今年(2023)的棒球經

典賽中已能看到捷克棒球隊不俗的表現。棒

球是台灣的國球，捷克的國球是冰上曲棍球，

但我卻是從捷克的棒球發展過程中看到一種

令我動容的捷克精神。 

另外一件事是台灣與捷克之間的民航通

航也是談了許久，在我布拉格讀書時華航已

有貨機直航，不過客機的直航一直是只聞樓

梯響，如今在疫情解封之後，台捷的直航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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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確定的日程了。2002 年我在布拉格與韓

國同學吃飯，他開玩笑說台灣的國民所得比

韓國高，所以我要請客，我當然很開心地說沒

問題，2003 年之後韓國的國民所得超越台灣，

而且不久之後大韓民國航空開通首爾到布拉

格直航，這是東亞國家當時的第一條也是唯

一一條的直航路線。2023 年台灣最近的新聞

指出 20 年過後，台灣的國民所再度超越韓國，

也差不多是同時間台灣華航宣布將直飛布拉

格的消息。這次的中東歐冬季旅行讓我又重

新思考了中東歐交流的意義，儘管疫情期間

我們無法到中東歐進行實體交流，但我們的

中東歐活動一直都持續著，未曾停歇。我從冬

季旅行反思到中東歐交流的意義，也看到了

台灣目前教育的處境與困境，我相信在我們

冬旅之後，我們會有更多同學前進中東歐。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捷克

查理大學社會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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