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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夏天，我在疫情中出走 

吳佳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二年級 

110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國際關係—從普立茲獎看天下 

------------------------------------------------------------------------------- 

生在這座蕞爾小島，從小便常常聽聞擁有國際視野是走向世界的關鍵，當時的我仍然懵

懂，心想：九一一事件、歐巴馬當選總統是美國人的事，與我何干？直到疫情肆虐的今日，

全球化現象有感的體現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才驚覺體察國際脈動是身為現代公民的義務。然

而長久以來的不去了解，「一帶一路」、「ODA」等陌生名詞一直是我嘗試了解的阻礙。直到葛

傳宇老師從一幅幅普立茲獎的作品中，娓娓道來背後的政治糾葛、時代變遷，我真正感受到

關心國際時事並非純粹完成義務，更充滿著豁然開朗後的樂趣。 

素有新聞界奧斯卡之稱的普立茲獎，投射鏡頭之外詭譎多變的國際情勢，最令人印象深

刻的照片莫過於全身燒燙傷的赤裸女孩，在越戰的時間軸跑著：潘金福為了生命、為了戰爭

受苦的兒童；美國政府為了防堵共產勢力擴張；學生為訴求反戰、推展嬉皮文化而奔跑著。

歷經三任美國總統的越戰，形塑冷戰時期的國際權力分佈，最後以美國駐軍無預警撤出越南

大使館作結，美國只為了維持兩極體系的勢力，硬撐著消耗大量人力財力的戰爭；而美國的

突然離去和南越的失敗象徵著越南化的不成功，遺留下的戰爭後遺症也讓東南亞各國對美的

信任度大幅降低。隨著美國宣布九一一 20週年前退出阿富汗戰爭，塔利班攻陷喀布爾，當地

陷入絕望的逃難潮、女性權利退步的恐慌，各國對美國的依賴或結盟關係重新被檢視，其中

也包含台美的互動關係。 

由於特殊的地緣關係、與鄰國的領土糾紛和募兵制度，無法成為永久中立國的台灣，自

退出聯合國後陷入長期的外交困境，隨著政黨輪替，執政者在親中與親美的態度間擺盪，老

師向我們介紹目前台灣為了鞏固外交，不斷增加對外援助條款 ODA，且當外交情勢愈險峻，

ODA的支出又會被迫提升。但令我好奇的是：台灣難道不能走出自己的路嗎？奧運賽場上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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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亮眼表現、護國神山台積電的經營成績，這些都可作為台灣打國際盃的基礎！疫情之

下，台灣優秀的防疫成果及生產量能，促成醫療交流及展現 Taiwan can help的軟實力，也

傳出美國、日本、立陶宛等國捐贈疫苗的佳話，甚至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處，是多麼可貴的

外交突破！ 

像我一樣非相關科系出身的學生，外交實例的探討更容易入門且實用性高，老師便以此

為課堂分組教學的依據，每天都有組別討論時間及提綱，例如：借鏡南韓、中國、蒙古等東

亞各國在疫情之下的外交策略，南韓以國營產業為籌碼，換取防疫物資及爭取成為疫苗代工

中心；夾擠在兩大共產勢力中間的蒙古，運用第三鄰國政策與彈性的外交手段，不過度依賴

中國，同時與美國建立軍事同盟；探討歐盟等超國家體系的出現，亞洲各國的歷史背景及社

會文化因素，至今仍出現像南北韓土地接壤卻互相對立的局面，因此政治上缺乏亞盟等組

織，而經濟的多邊區域合作分別有以中國為首的 RCEP及日本為首的 CPTPP，其中的成員組成

牽涉到許多政治背景的考量。 

期末反思時我們思考在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將同軌距的鐵軌鋪進亞洲各國的時候，台灣

如何突破區域合作的困境？查閱資料發現，行政院早於民國 95年提出積極參與經貿談判（如

尋求簽訂 FTA等雙邊關係）、發展知識經濟與延攬人才來台，其中我們可以透過提供教育、工

作機會，或是退一步，從非官方的區域交流持續發揮影響力。這才讓我發現，來自馬來西

亞、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同窗，不只是學業及文化相互切磋了解的對象，更是讓台灣走向國

際的重要力量。 

除了開闊國際視角之外，這門課也將鏡頭拉回國內，經濟部水利署的莊曜成老師揭開臺

灣治水的秘密，過去從新聞中看到颱風過境的淹水災情，民怨四起，但從專家的角度分析，

治水的重點並不在於杜絕淹水，而在「與水共存」。雖然道路淹水造成交通不便，但這是防護

家中淹水的設計。是故，我們都應具備一雙敏銳的雙眼，辨別事實的真相，才不會在一味的

跟風和民意中迷失了自己。 

葛老師在第一堂課點出了這門課的重點：「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彼此的老師。」起初對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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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教學的成效產生疑慮，但隨著討論形式的調整、同學們的積極參與，漸漸發現其實從同

學們身上學到最多：不僅是每天的 Kahoot、普立茲獎報告，或是分組討論、臉書粉絲團上的

交流，中堂下課我還能從同學們的口中，看見國際志工在尼泊爾土地上的努力；看見加拿大

中學教育的精彩自由；看見摻揉著歷史記憶和擁抱多元觀點的柏林；聽見北京胡同巷弄、香

港他鄉遇故知的故事。擁有多次出國經歷的我也曾經在布里斯本的寄宿家庭中經歷一場難忘

的 culture shock，Home媽聽聞臺灣不被國際承認時的驚訝表情、和來自中國的室友分享兩

岸社群媒體使用差異的情景歷歷在目。其實，我早已無意間身處在錯綜複雜的國際染缸中。 

拜科技所賜，我在這足不出戶的夏天，透過「從普立茲獎看天下」，彷彿親身走過一條條

經緯、穿越一條條時間脈絡，身為全球公民的使命更加清晰。嚴長壽先生曾說：「眼前的台灣

就像迷航的愛麗絲，我們要在世界地圖上重新找到自己。」而我相信，接觸國際關係的議題

是第一步，未來我將繼續伸出觸角認真看待國際局勢，因為即使是微小的蝴蝶振翅，必然會

掀起一陣影響你我至深的狂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