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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捷克世代」研習側記 

講師：政大斯拉夫語文學系 林蒔慧副教授 

演講時、地：2016/06/05，國史館 

撰稿者：中山女高／楊晏州老師 

 

一、林蒔慧副教授主講 

大家好。今天很惶恐，因為我是第一次來到國史館這邊。我高中就念這附

近，但不知道原來國史館就在總統府背後。國史館的陳列館有一些捷克文物，所

以我被邀請來演講。不知道大家對捷克有什麼認識，所以我準備了一點講綱。 

為何我選這題目？1996 年我拿到公費到捷克求學。本來只想待一年，結果

待到 2003 年。現在還是每年會回一趟捷克。我認為捷克民族雖然起源很早，但

是若跟現在的捷克人聊天，他們常常談到的是大戰後的歷史。他們對戰後充滿了

回憶跟回想。電影或文學都有此跡象，所以我用這個做切入點。 

 

 

 

 

 

 

 

 

 

 

 

 

 

 

 

 

 

 

 

 

 

捷克是斯拉夫民族的一個支系。深綠色是東斯拉夫，下面是南斯拉夫，中

間淺色的西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我主要研究捷克這一塊。捷克就位

在歐洲的心臟。但其實歐洲每個國都說自己是歐洲的心臟或頭，反正沒有人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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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歐洲的腳嗎～ 

現在的國界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如此的。捷克這個名字何時有的？1993 年才

有的喔～但這個民族在很久以前就在這裡了。一個原因是他們太小了，而且旁邊

有很多強權國家。 

捷克共和國的歷史淵源等下會帶大家來看。 

斯拉夫人從哪來？6-7 世紀他們從喀爾巴阡山北麓慢慢遷徙，往東(烏克蘭、

俄羅斯)、往西(捷克)、往南(南斯拉夫)遷徙。他們本來在普里帕特沼澤區，6-7

世紀遷移出來，還是部族，還沒組成國家。16、17 世紀歐洲很多民族有民族復

興運動，他們也想把本民族的傳統找回來(捷克不像台灣，台灣只是座島，不容

易跟旁邊的陸地鄰居混居。但捷克在陸地上有太多鄰居，很容易混居)。他們因

為混居，所以有必要去找自己的祖先。你跟我有共同祖先傳說，我們就算一個民

族了。 

 

 

 

 

 

 

 

 

 

 

 

這個人是捷克的祖先 Čech。依照科斯馬斯的編年史，當時他帶著族人遷徙

到了這邊，他就說這邊是流奶與蜜之地。許多人跟著他住在這，有人則繼續往北

走，就變成波蘭祖先。波希米亞的名稱也由此而來。後來因為其他原因，人們改

寫成捷克。這座山今天還在，是捷克的聖山。 

這些傳說故事被找回來。19 世紀他們還振興捷克語。因為不想講德語，還

蓋了自己的戲劇院，布拉格就有捷克的戲劇院。建築師還專門到這座山搬了個石

頭，當做這個劇院的地基石之一。布拉格的查理大橋也有這座山的石頭當作基石

呢。可見他們對祖先傳說的重視。 

 

捷克第一個王朝普謝米思王朝大約在公元 800 多年興起。但沒有人可以把

此王朝的興起講清楚。後來帕拉斯基把此王朝歷史弄清楚了，所以他成為捷克一

千元紙鈔上的人物。早期歷史都是傳說，還被改成歌劇。他們的女大公 Libuše(見

下圖 )具有預知能力。爸爸叫她要結婚，而她預知自己的丈夫會成為捷克的王。

她叫一匹馬去找丈夫，然後那匹馬就載了一個農夫 Přemysl 回來了！然後他們

結婚、當王。所以我對學生說以後看到馬記得要騎上去，你才可以當王～他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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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爾塔瓦河，她預知丈夫最後會殺自己，然後建立王朝。所以她很難過，把孩

子放在黃金搖籃，再把孩子跟搖籃丟到水裡。還說這個搖籃若浮起來，以後我們

捷克會再次繁榮。所謂黃金搖籃，其實是陽光照射河流的影子。所以根本沒有什

麼搖籃扶起來啦！這故事很哀傷，反映此民族有悲情的歷史。 

 

 

 

 

 

 

 

 

 

 

 

 

捷克後來成為神聖羅馬帝國下的一個公國。查理四世(見上圖)成為神聖羅馬

帝國皇帝，她母親是布拉格人。所以他對布拉格做了很多興建。今天見到的布拉

格古蹟，很多都有他的影子。最有名的就是這個查理大橋(從 1357 年蓋到 15 世

紀)。19 世紀仍是唯一跨越伏爾塔瓦河的橋梁。 

 

 

 

 

 

 

 

 

 

 

查理大橋上有很多雕像，其中一個是聖約翰內波穆克。據說摸了雕像下方

的浮雕會實現心願。但要摸的是把人丟下去的浮雕，一堆觀光客去那邊都摸旁邊

浮雕上的狗呀！我自己也常常去那邊許願。大家都說那橋很漂亮，其實因為我的

學校在旁邊，每次經過都是抱著考試的心情，所以我沒感覺到漂亮。不過我都會

去摸一下，最後成功拿到學位，應該還是有靈驗吧？ 

 

19 世紀民族復興運動促使一戰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出現。今天講到捷

克戰後世代，一戰跟這個政權一定要講。捷克人把這個稱做第一共和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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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1939)。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捷克這個國名。國民所得還曾經排到全球第九

名。ŠKODA這個汽車品牌很有名，但在捷克文的意思其實是「很遺憾」唷！這

個時期文學也有很多創作，是捷克的黃金時代。 

這個建國有點難過的是，她來自列強扶植。列強扶殖馬薩里克建立政權，

他也是捷克的國父。他的雕像整個人瘦瘦高高的，一位典型學者。父母分別是捷

克人跟斯洛伐克人。 

 

 

 

 

 

 

 

 

 

 

今天的捷克由波希米亞、摩拉維亞、西里西亞三個區/民族構成。波希米亞

後來變成跟捷克同意。他們想用捷克包含摩拉維亞以及西里西亞，可以說這是個

大捷克主義。 

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等於四個區/民族合成一個國家。這個國家是美

國扶植出來。馬薩里克的血統可以當作族群融合的例子，而且又有奧匈帝國議員

身分，所以他也有政治資源。有些人好像想拿這個跟台灣做對比。 

 

因為是列強扶殖的，所以此國有缺陷，一直受制於列強。本來是受制於英

法，但 1930 年代納粹興起。大家都知道《慕尼黑協定》，今天的德國政府也出面

道歉了很多次。 

《慕尼黑協定》影響了很多中歐小國家的命運。捷克人好不容易有了自己

的國家，但是德國人粗暴地要走蘇臺德區－把當地捷克人趕走，讓德國進駐。所

以到今天德國政府都還在為此道歉。二戰結束後又變成捷克人來，把德國人趕

走。可見這裡的人多可憐，捷克語跟德語一直輪來輪去，還經常被人趕走，身家

財產都沒保障。 

後來捷克政府也在當地做一些工作，就類似現在台灣有轉型正義。捷克政

府也調查過當地人的語言狀況。發現雖然在公司、學校會用捷克語，有些人回家

還是講德語。當時我在那邊念書還年輕，對這個狀況還無法有那麼深刻的感受。 

而斯洛伐克的下半部要給匈牙利，北邊一點要給波蘭，東邊一點點要給蘇

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完全處於被動狀態。這個國家剛剛建立，就像一個剛剛

出社會的年輕人，就被「社會」如此殘忍的對待了。 

捷克在納粹統治下，變成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保護國，斯洛伐克變成自治



 5 

政府。這是希特勒吃掉這個地方的方法。他利用捷克跟斯洛伐克的一些心結，把

捷克與斯洛伐克分開了。 

 

 

 

 

 

 

 

 

捷克也有納粹集中營，在布拉格近郊的 Terezin(開車約一小時)。這裡也有

毒氣室，但沒有像德國本土的那麼驚心動魄。73,603 名猶太人被送到這邊。這個

集中營有很多故事，有機會的話再告訴大家。 

 

 

 

 

 

 

 

 

 

 

 

希特勒用轟炸的方式對捷克來個下馬威。捷克人與波蘭人互開玩笑時，波

蘭人會說波蘭比較會打，捷克人則是比較不好意思，因為捷克很快就投降。捷克

的說法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當時德國對布拉格轟炸，市政廳也被希特勒炸掉。

捷克刻意保留被炸的模樣，你不注意的話，逛街就直接走過去了，還不會發現建

築物有一部分不見了～另外觀光要小心，布拉格扒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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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黑白/彩色合成照片是布拉格的廣場，黑白是過去，彩色是現在。你看

彩色部分有麥當勞。我剛到那邊念書時捷克還沒有麥當勞跟星巴克，2005 年那

邊才有星巴克。捷克朋友說完蛋了，全球化了！有些東西會消失。但也有人說全

球化很好呀！ 

 

二戰結束時捷克必須選邊站。一戰後捷克是被英美法扶殖的，但卻被出賣。

所以這次他們換邊站，改成跟蘇聯合作。所以蘇聯軍進入捷克時，捷克人熱烈歡

迎，這些照片都是證明。這是一個穿著捷克傳統服裝的女孩跟蘇聯士兵合照。 

 

 

 

 

 

 

 

 

 

 

 

 

當時他們在這個廣場歡欣鼓舞地迎接蘇聯軍，結果後來在同一個廣場，蘇

聯開坦克進來鎮壓捷克。 

 

捷克共產黨最初出現在第一共和，但當時很弱小。1948 年得到蘇聯支援，

發動政變而上台。但捷克共產黨並不認為跟蘇聯簽約就代表什麼都要聽蘇聯的，

他們想當不一樣的共產黨。這位總書記認為追求有人情味的共產主義是不錯的。

蘇聯一直給他警告，他不聽。最後他被蘇聯抓到莫斯科。其政權在 1969 年垮台，

本人還被送到斯洛伐克勞改，雖然活到開放後，但是也變成沒落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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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捷克人直接走到坦克前面，大家還記得昨天是六四吧？但是今天看新

聞，香港、台灣都沒什麼行動。這有點…好吧這是另一個議題。回到這張照片。

捷克人認為你蘇聯沒資格管捷克這麼多，所以他們擋在坦克面前。但蘇聯才不講

理，就把整個廣場清空了。不知道有多少傷亡。 

 

 

 

 

 

 

 

 

 

 

 

 

有許多年輕人不放棄，後來帶領了 1993 年捷克的建國。這是 1969 年在溫

賽拉思廣場自焚的廿歲年輕人。這些廿歲的人(生在 1948-1950 年，二戰剛結束

時)想重建當年第一共和的美好時代，但是蘇聯坦克開進來了。這位 Jan 是我的

學長，他為了讓國際注意捷克就自焚了！一個月後他的學弟 Jan Zajic 也自焚了！

其實四個月後又有人自焚，但不知道為何後來自焚的這位沒有被特別提到。 

大家很感謝地紀念他們。但是國際社會當時真的有為捷克做什麼嗎？我們

也知道並沒有。當時蘇聯勢力還是很大。有些人選擇離開捷克。但有人形容把文

學家、政治家帶離本來國家，是種酷刑；但把藝術家、文學家帶離本國，則是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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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當地地名、建築的中文翻譯有查理的，都跟查理四世有關。副總統

連戰也到過我在捷克念的學校，查爾士大學。 

 

1968-1989 年是共產政權後期與冷戰結束。 

此時聲音還是被壓制，但是有別的管道抒發。跟我同世代的捷克人，聊天

時常常講到這時代。我覺得好特別，人們總愛講最痛苦的時代～？ 

這是剛剛講到的 18 世紀所蓋的民族戲劇院、Hauel 等人與七七憲章的照片。 

 

 

 

 

 

 

 

 

 

 

 

 

我同意這個七七憲章的事情。這個憲章是什麼意思？當時在赫爾辛基有個

人權宣言。他們拿來對照當下的捷克世代。反問我們有這個權力嗎？這對當時的

高壓統治帶來莫大挑戰。但他們還是聚集起來發出這個對國際的宣言。 

 

 

 

 

 

 

 

 

 

 

 

 

這是當時捷克共產政府弄出來的建設。最前面是史達林，帶著一堆人建設。

你們看真人在照片中有多小。這個建築在橋邊。你看這麼大的建築要花多少時

間、精力？這就是消耗讀書人的人力呀。有證明嗎？我的教授當年被要求不能寫

論文，去幫忙搬石頭蓋雕像呢！可見當年會做一些今天認為匪夷所思的事情。結



 9 

果 1989 年捷克開放後，捷克人馬上把這個雕像拆掉囉～現在在橋上放了計時的

節拍器，提醒大家時間一直在走。大家從照片來看，可見當年過橋你就像在對史

達林膜拜呢！可見他們的造神技術。 

 

 

 

 

 

 

 

 

 

 

 

絲絨革命跟戈巴契夫有關。1993 年捷克與斯洛伐克講好，因為一些歷史淵

源與經濟因素，兩邊不流血地分離了。因為到 1993 年才分開，所以語言相通。

以前斯洛伐克是沒有電視台的喔，斯洛伐克必須看捷克的電視，所以語言相通。

不過經過廿年，語言有了差異。現在已經有字典在講兩邊差異了。 

 

最後是捷克的戰後世代，我舉這些人做比喻。 

賽弗爾特(1901-1986)。經歷了第一共和，寫了小說《淚城》。講工人的生活，

唯一捷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是他 20 歲的作品，之後走上反法西斯。但他

之後跟共產黨簽約同意被共產黨管，所以被批評。但有人認為他簽約是被逼的。

總之他是當時一個台面上的人。但是他得到諾貝爾獎的時候，政府竟然不准他出

國領獎，由他女兒代領。因為怕他講錯話。他的小說就在講剛剛說的那座山。而

其實那座山才兩百多公尺而已。我第一次去的時候還不知道那是捷克人的聖山。 

 

赫拉巴爾(1914-1997)。著作有《過於喧囂的孤獨》、《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

他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捷克的觀光手冊都寫捷克代表作家有卡夫卡、米蘭昆德

拉。但前者是猶太人用德文寫作，後者已經經有法國公民身分。你對捷克人說赫

拉巴爾，捷克人才會對你眼睛一亮！他的作品都有灰色成分。他是念法律的，但

是沒當過律師。做過廢紙場工人、收過垃圾，做了一堆跟律師無關的工作。他在

廢紙場收到一堆著作，還看過《道德經》呢！另外還有很多希臘神話故事等等。

這是當局在思想控制，所以把書送到廢紙廠銷毀。他因此讀了很多著作。他形容

這些作品的身體消失，但靈魂在他閱讀後仍然存在。因為他老是把書讀完才銷

毀，老板嫌他動作太慢，想用機器取代他。他還把自己弄到機器裡面阻止老闆呢。

他在諷刺當時的社會現象。甚至 1969 年還有捷克大學生把他的書拿去查理大橋

燒掉，他竟說燒了也沒關係，我的書的靈魂還是在。我的捷克朋友說你要讀過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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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爾，才算懂捷克。他們的酒館文化跟台灣不同。同座的人一定要聊聊，離開

時還要說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跟我們台灣習慣不一樣。他就常常在酒館跟人聊

天，蒐集創作的材料。我到捷克的隔年他就死了，很可惜，我本來以為有機會跟

他見面。有人說他是在醫院因為餵鴿子摔死，也有人說是不堪病痛而自殺。 

 

史克沃雷茨基(1924-2012)。他在海外(加拿大)成立 68 出版社，紀念 1968 年，

幫助出版在捷克不能出版的作品。他在海外支持自己的國家。1968 年捷克很多

人逃到美國、加拿大、澳洲。美、加的狀況我不知道，但澳洲還有捷克村，在那

用捷克話就可以生活。我認識的一個澳洲老教授是捷克人，當年還用游泳的方式

逃到奧地利，最後到了澳洲呢。這種難以想像的事，他講起來卻很平常。他的太

太現在還住在那個捷克村，還是不大會說英語。 

 

米蘭昆德拉(1929-)。很有名沒錯。但他自己可能都不同意把他歸類為捷克

作家。所以你只跟捷克人說米蘭昆德拉的話，他們未必特別高興。當時他的作品

在捷克是看不到的。他在 1989 年開放後回到捷克，當時看到他的作品《生命中

不可承受之輕》被翻譯成捷克文，還很生氣，認為自己的作品被亂翻譯，所以後

來重新出版。2007 年獲得捷克的獎，他竟然不出席，只用錄音檔說感謝，但是

他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捷克作家。難以理解他為何這樣對待捷克人給他的殊榮。後

來他得到法國國籍。所以你可以說他是歐洲作家，但不能說他是歐洲的捷克作家。 

 

克里瑪(1931-)。在捷克很有名，在中國也很有名，但在台灣不出名。時報

有本《布拉格精神》，但這本只是他的選集。1968 年後克里瑪逃亡出來，但是竟

然願意回到捷克！結果也被抓去勞改，做一堆怪怪的工作，比如撿垃圾，所以他

寫了本書叫做《愛情與垃圾》。他還說愛情跟垃圾是殊途同歸呀～因為他願意回

到捷克，所以捷克人對他很有感覺。《我的瘋狂世紀》是他的回憶錄。他是猶太

人，經歷過集中營時代。所以他很強調生存跟自由。平常我們不會意識到，但一

旦這個人快要死了，我們就會意識到生存跟自由的重要性了。 

為什麼他當時會回去？為什麼他不能離開這個城市呢？他說我只要想到我

跟我的初戀情人是在伏爾塔瓦河的橋認識的，如果我失去了回到那邊看看的自

由，那我不敢想像一個作家該怎麼辦？所以他回去了。不過他始終沒回去那個跟

初戀情人約會的地方喔，因為他很愛太太，所以也不敢去啦～ 

 

哈維爾(1936-2011)。有人說他是剛好會寫作的政治家，這句話可以好好推

敲意思。他跟很多人權人士接觸過，他跟李登輝總統、達賴喇嘛都有見過面。2011

年過世時，捷克出現前所未有的畫面。他們第一次對一個人物的過世，有這樣難

過的表示。他們自發地到了各個廣場，默默地拿著國旗遊行，擺上蠟燭。好像在

默默地說一個時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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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捷克新世代。 

哈維爾之後或許就算個新的時代吧？但我的捷克朋友說，只要看一個數

據，就知道捷克新世代已經不大一樣：宗教信仰。波蘭是天主教。捷克在 1990

年代，天主教徒占 45%，有人就說捷克比較多無神論了。而現在捷克天主教徒低

於 20%，並有 60%是無神論者：追求個人自由、個人主義。因為個人傾向很高，

所以像離婚率這類數字就非常高。 

國營企業轉型，也是經濟轉型。文化也被西方潮流帶著走。這些都不知道

最後會怎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我就講到這邊，歡迎大家接著提問。 

 

二、問題與討論 

1.請問伏爾塔瓦河。這河很重要，貫穿整個波希米亞平原。您能不能簡述一下這

個河？ 

答：這河是易北河的上游。很多文學家、音樂家都有歌頌它。流經布拉格兩座城

堡：立布雪、布拉格城堡。 

 

2.請問他們對德、俄感情？有啥天然資源，可以發展重工業？ 

答：關於俄羅斯，我自己學俄文，有這樣的經歷。我剛到捷克時，本來那國家都

講俄文，但是當時他們堅持講很爛的英文。當時遇到的老太太還對我說不准

講俄文，但這句話她就是用俄文對我說的呀～ 

捷克人用一個字形容德國，那個字的意思是瞎子或殘廢。代表他們很看

不起德國人。但觀光客/訪客對捷克經濟很有幫助。布拉格附近的溫泉城現

在就很多俄國人會去。俄國人覺得溫泉城就像他們後花園，房地產也是俄國

人在操作。 

這些例子代表對他們有陰影。但捷克文有很多德文、俄文外來語。新世

代認為去德國工作很好，是往西方學習。哈維爾後來也說要回歸歐洲。但捷

克是現在中歐國家中加入歐盟卻不使用歐元的。因為他們的經濟學家反對回

歸歐洲。 

至於礦產。捷克本就以重工業起家，銀礦等也很有名。庫特納霍拉就是

銀城，別的地方石灰岩也很多。重工業主要在東北邊。 

 

3.捷克跟斯洛伐克和平分裂。請問兩國在文化有何差別？ 

答：1993 年兩國分開。語言因為曾經共用大眾媒體，本來是很像的。2000 年後

有語料庫的建立。牽扯到這些就有點詭異的東西出現了，不太好說。 

舉個例子，捷克國旗就是三座山。有次我爬某座山時遇到一個捷克老

人。他知道我來自台灣後依序對我說了：「蔣介石！」、「毛澤東！」最後竟

然接了一個「萬歲！」我來自台灣，你怎麼對我說毛澤東萬歲？但是他說得

出這幾個名字，代表他對這些歷史是有些認識的。共產黨在捷克仍存在，仍

是第三大黨。斯洛伐克經濟一直在捷克之後，這是他們分家的一個原因。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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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們的課本一直講斯洛伐克以農立國，捷克以重工業立國。可是我曾遇過

斯洛伐克教授來演講，也被問到這個問題。他就說我們現在是精密工業，搞

電子業的耶～接著還強調捷克當年也是農業呀，只是後來怎樣怎樣～可見有

點被挑起民族尊嚴了。 

本來的神聖羅馬皇帝被暗殺，查理四世當時正在留學。因為他是波希米

亞王，皇帝被殺後，他就頂替上了。雖然他在布拉格蓋了很多東西，但是他

本人很少到布拉格。他對布拉格建設主要是因為自己的母親。 

 

4.查理四世死時真的有握過手環？ 

答：這故事的傳說很多，不知何者為真。有人說他手很長。查理四世在當時的身

高算很高，所以床跟門都要特別挖洞讓他通過。你想這人真奇怪。身高很高，

手又很長，不是怪怪的嗎？ 

 

5.查爾士大學是歐洲最古老大學之一？  

答：那是中歐最老的大學，查理四世設立的。捷克文變成文字也是很後期的事。

東、西斯拉夫語有不同的書寫系統也跟傳教士的發展有關。神聖羅馬帝國也

想在當地加強發展，所以皇帝查理四世在當地設大學，以避免學術都在教會

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