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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分和合

捷克斯洛伐克「絲絨離婚」之路
伏爾他瓦河上，捷克斯洛伐克曾經的首都布拉格閃耀輝煌
從一體到分裂，河水見證著兩國的聚散流動，靜靜奔向前方

分道不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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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全境幾乎都是山嶺地形，在群山懷抱下，北方小鎮茲達爾

迆邐在山腰，結束一天工作的村民，回望著自己山中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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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子午(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張雍(經典雜誌特約攝影)

一
個又一個美麗的景點猶如遊樂場

般，盈滿雜沓步履與歡笑，閃

光燈與快門聲不絕於耳，第一眼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猶如婚紗照背後的豪華布

景，滿足來自全世界各地觀光客的浪漫

想像。但這些都與真實的城市無干，儘

管許多人——在鐘塔下兜售小紀念品、

在廣場上吹薩克斯風、在餐廳裡端盤

子——以此維生。

比家還像家

離開市中心一段距離，大多時候入

夜時分，除了零星的腳步，只剩電車

那惺忪的叮噹聲和摩擦軌道的金屬聲間

歇傳來。從冷清的街道推開門，滿室的

煙霧撲面而至，彼得與馬丁一眼就認出

我來，畢竟鮮少觀光客會在這個時間來

到這個區域。桌上一杯杯金黃液體沁入

心脾，真實的夜於焉展開。有人開玩笑

說，在歐洲無神論者比率最高的捷克，

啤酒是他們的宗教，酒吧就是聖殿。

無數作家筆下充滿人性的故事發生於

此，共黨嚴密監視底下異議分子會面議

論的基地也在此，歷經上世紀的文藝狂

飆與渴求自由的激情，在沒有人會因思

想與言論而被迫害的民主社會，人們已

不再談論過於遠大的信念，更多的只是

要在結束一天繁忙的工作荒漠後，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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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時代封閉的捷克，現已是最熱

門的旅遊景點，布拉格街頭藝人充

滿創意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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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喘息的綠洲。而若你願意走進這片綠

洲，仍可聽到這代人最真實的聲音。

「幾年前我去斯洛伐克爬山，在某

地紮營時，周圍的斯洛伐克人問我從

哪裡來？我說：捷克。他們馬上熱情地

邀約我舉杯共飲，甚至有點歉疚地說，

『嘿，捷克的好兄弟，我們對兩國的分

離真感到抱歉。』說得好像是他們的錯

一樣。」捷克發行量最大的《經濟日

報》(Hospodarske Noving)記者彼得解

開襯衫上排的扣子，斜靠在椅背，啜飲

一口玻璃杯裡的金黃液體，回憶著那段

難忘的斯洛伐克之旅。

「若是仍在統一的狀態，難以想像會

產生這種『體諒』對方的心情。」彼得

意味深長地看著馬丁，他是中歐最大能

源集團CEZ的資深交易員，同樣剛結束

一天忙碌的工作，來到這裡和哥們兒喝

一杯。

「在布拉格生活，我感覺比家還像

家。」馬丁三年半前從故鄉斯洛伐克來

到布拉格工作，雖然去西歐其他國家可

能有更高的薪水，但這裡讓他感到自在

而熟悉。「他對我說斯洛伐克語，我回

他捷克語，幾乎可以完全了解彼此在說

什麼！」彼得強調。

未滿三十歲的兩人，在捷克斯洛伐克

時代仍是不諳世事的幼童，但當時的電

視節目、廣播到學校教育都是「雙語」

環境，耳濡目染之下，對原已非常近似

的另一方語言如本能般熟悉，就如同深

厚而自在的友誼，平常幾乎不會特別意

識到對方的差異。

國族與身分認同既然不是個問題，當

然也不會是平日聚會的主要話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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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舊城區有面著名的「藍儂牆」，年輕人當年在上面畫滿塗鴉，宣洩對共黨政 權的不滿。               (攝影/王志宏)



地理位置：位於中歐內陸，為一三面隆起的四邊形盆

地，北鄰波蘭，西北鄰德國，南鄰奧地利，東南

鄰斯洛伐克。

面積：78,886平方公里。

人口與種族：1,051萬人，屬於西斯拉夫族的捷克人占

94%，斯洛伐克人與吉普賽人各約占總人口2%。

首都：布拉格。

宗教：捷克是世界上宗教色彩最淡的國家之一，只有約

10%人口信奉天主教，0.8%新教。

經濟：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購買力)為27,062美

元，排名世界第35。捷克原為奧匈帝國的工業

區，繼承了發達的工業傳統，現在的主要產業有

機械製造、金屬、化工、電子、交通運輸設備、

紡織、玻璃、釀酒、陶瓷等。

地理位置：位於中歐內陸，中北部多為山區，西北鄰捷克，北鄰波

蘭，東鄰烏克蘭，南鄰匈牙利，西南鄰奧地利。

面積：49,034平方公里。

人口與種族：544萬人，屬於西斯拉夫族的斯洛伐克人占總人口

85%，最大的少數民族為匈牙利人，占8.5%，吉普賽人占總

人口2%。

首都：布拉提斯拉瓦。

宗教：62%人口信奉天主教，6%信奉新教。

經濟：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購買力)為23,304美元，排名世界

第43。過去以傳統農林牧業為主，計畫經濟下發展的工業在

共產解體後一度中斷，後來大量引進外資造就蓬勃的經濟成

長率，尤以汽車業為主，是歐洲人均汽車產量最多的國家。

斯 洛 伐 克 小 檔 案

捷 克 小 檔 案 關 鍵 大 事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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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8日	 十四點和平原則：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致詞中，提出一次大戰後，促進世界和平的

綱領，第十點為奧匈帝國下的民族自決原則。

1918年10月28日	 第一共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按照議會民主制在首都布拉格宣布成立。

1938年9月29日	 慕尼黑協定：英、法、義、德四國同意將蘇台德地區轉讓給德國。

1939年3月15日	 納粹吞併：希特勒在布拉格城堡親自宣布成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前一日斯

洛伐克共和國成立，為納粹德國扶植的附庸國。

1942年6月10日	 利迪策慘案：為報復黨衛軍高官海德里希被暗殺，納粹屠殺有包庇嫌疑的利迪策

(Lidice)村民，包括88名兒童，為國際兒童節的由來。

1944年8月29日	 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斯洛伐克爆發推翻親納粹政權的民族起義，簡稱SNP。

1945~1947年	 貝奈斯法令：二戰結束之際，蘇台德地區約三百萬日耳曼人被驅逐出境及沒收財產。

1948年	 共黨政變：捷克共產黨在蘇聯的支持下發動政變，總統愛德華·貝奈斯下台，共黨主

席哥德瓦爾德出任總統，開啟40年的共產統治。

1968年8月20日	 布拉格之春：蘇聯以及華沙公約成員國武裝入侵布拉格，終結杜布契克推動的「人性

的社會主義」短暫改革運動。

1969年1月1日	 從共和到聯邦：捷克斯洛伐克由共和制轉變為聯邦制，分為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和斯

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形式上有各自的民族議會。

1989年11月17日	 絲絨革命：經歷大規模的遊行、罷工等抗議行動，總統胡薩克下台結束共黨統治，異

~12月29日	 議分子哈維爾被選為總統，因沒有嚴重暴力衝突，以絲絨形容過程平順。

1993年1月1日	 絲絨離婚：捷克斯洛伐克分裂

成獨立的捷克與斯洛伐克共和

國，由於透過政治協商的過程

平和，故延用絲絨形容之。

1994年5月1日	 加入歐盟：捷克與斯洛伐克加

入《申根協定》，邊界撤除，

同時共有10個國家加入歐盟

會員，為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

擴張。

2009年1月1日	 歐洲之路：斯洛伐克成為第

16個採用歐元的國家；捷克首度

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國。

分裂前夕，捷克與斯洛伐克總理克勞斯(右)

與米洽爾(左)在布爾諾商談。   (圖片/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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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時間當然都是在聊女孩子啦！」兩

人異口同聲笑著說。

自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帝國傾倒的

廢墟上立起，到共產統治結束四年後

正式分道揚鑣，「捷克斯洛伐克」從

一九一八到一九九三年，七十五年歲月

所建構出的集體經驗，已超越複雜的政

治算計，而成為曾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

的真實情感。

「兩國分裂前夕，大部分民眾並不

覺得有必要，而在政治人物的操作下居

然成真，大部分的民眾為此感到失望與

震驚。」彼得說道，雖然當時他年紀仍

小，但上一代人的經驗仍聚合為集體記

憶縈繞不去。

「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其實是正確

的決定，很弔詭地，因為分離，兩國人

的感情變得更好，若是仍然作為一體，

斯洛伐克將一直覺得自己是被壓抑、弱

勢的一方，分裂之後，那種強烈的不平

衡心態便不再存在，反而回過頭來珍視

彼此的『兄弟之情』。」馬丁生動地比

喻道。

根據兩國分裂前的民意調查統計，

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的捷克人和百分之

三十七的斯洛伐克人贊成，絕大部分民

眾並不能接受，因為他們已緊緊相繫了

大半歲月。

失落的鄉愁

「從一開始，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個

『人為』的組合。」曾擔任捷克前總統

哈維爾(Vaclav Havel)首席政治顧問，

現為紐約大學布拉格分校校長貝黑(Jiri 

Pehe)說。「兩個民族都處在周遭強權環

伺的處境，捷克要面對奧地利與德國的

威脅，而斯洛伐克更長期是匈牙利的一

部份，有著『外部強權』的共同壓力，

更加促使語言極相近的彼此結合在一起

共創國家。」

十 九 世 紀 末 二 十 世 紀 初 ， 民 族 國

家浪潮風起雲湧，在古老的波希米亞

(Bohemia)高地到喀爾巴阡(Carpathian)

山脈一帶建立一個新國家，原本只是少

數知識分子腦海中的夢想，在一批以馬

薩里克(Tomas Masaryk)為首的海外知識

菁英帶領下，加上西方國家的撐腰，竟

將有著不同歷史、政治、經濟傳統的民

族結合一起，實現了真正的國家大夢。

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三八年之間，捷

克斯洛伐克不僅是中東歐地區最進步

的民主國家，還因為繼承了奧匈帝國近

八成的工業基礎，一躍而成全球前十大

工業國，史稱第一共和。盛世維持不了

多久，隨著德國納粹興起，捷克斯洛伐

克從此步上多舛的命運。希特勒藉口靠

近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三國邊境

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居住

著三百萬日耳曼人，必須脫離捷克而自

治，英法義三國以為妥協可換來和平，

竟在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會議同意將此

地區「轉讓」給德國，接著不到一年的

布拉提斯拉瓦的塗鴉牆上，卡通化的老軍官充滿復古趣味(上圖)。共產瓦解

後，史達林銅像一一被推倒，只有少數還留存在布拉格共產博物館(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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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就在隔年三月

被納粹德國完全吞併。

好像刀俎上的魚肉，任強權宰割、

作為籌碼出賣、捲入人類史上最殘酷的

世界大戰⋯⋯，全世界中學的歷史課本

裡，應該都會記載這一頁西方「綏靖政

策」下的犧牲品。無奈地任由列強長驅

直入，似乎是貫穿捷克斯洛伐克往後歷

史的主旋律。「歷史總是重複自己，第

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共產主

義奠基者馬克思(Karl Marx)如是說。二

戰後共產黨一手掌權，直到一九六八年

蘇聯武裝入侵斬斷「布拉格之春」的改

革理想，捷克人難堪地見證了歷史重複

上演。

但在那些不被歷史課本記住的角落，

這個國家的原初面貌仍透過歷史的記

憶，持續在看似與遙遠前塵往事毫無關

聯的今日，發生關聯。那些奮鬥痕跡，

跳脫無奈、悲情的刻板角色，仍鮮活地

存在人們心中。

「如果他知道捷克斯洛伐克今已不存

在，一定非常傷心。這個他為之奮鬥、

獻上生命的國家，對他而言是如此重

要！」安全與發展政策研究所(ISDP)助

理研究員瑪蒂娜有點激動地說，她剛從

這個總部位於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國際智

庫回到故鄉——捷克西北方靠波蘭邊境

的克爾科諾謝(Karkonosze)山脈中的小

村莊。

瑪蒂娜口中的「他」，是在一九三八

年因散布反納粹文宣被逮捕的外曾祖

父，身為政治犯卻非猶太人，他並沒有

被送往集中營，但仍在一九四三年被處

決。「我們家族一直保留著他在獄中寫

給妻子的信，內容非常悲傷⋯⋯，最後

一封信上寫著，『孩子們將來一定要學

習外語』。」而今操著流利英語並積極

參與國際事務的她，平靜的語調中壓抑

不了內在深處的波蕩，「信中有些關於

國家、政治的語句被審查，被塗黑到很

難辨識，其中有一句是：『捷克斯洛伐

克萬歲！』」

「我有時會想像，他當時面對多麼

困難的決定，當你想到你的家庭：兩

個年幼的孩子、妻子，還有死亡的命運

⋯⋯，因為他不是猶太人，如果選擇不

要如此活躍地參與抵抗運動，就不會成

為逮捕的目標，可以活到戰後，但他還

是選擇這條註定會犧牲的道路。外曾祖

父在一次大戰時就曾經從軍，參與這個

國家的建立過程，直到生命的盡頭，他

仍如此深愛這個國家。」一九八一年出

生的瑪蒂娜彷彿在與四十年前，依然年

輕的外曾祖父對話，於是捷克斯洛伐克

之於她，已不僅僅是抽象的概念，而幾

乎成為一種濃郁的鄉愁。

「老實說，我們家族包括我在內，對

於分裂是感到失望的。如果我們今天還

是一體，應該會是一個更強大的中歐國

家。」她喟嘆道。

「對很多捷克人而言，分裂像是喪失

了身體的某個部分，隨之而來是認同的

困惑與失落；但對於長期未建構出明確

百年前斯洛伐克僅是匈牙利一省，建設規模有限，總統官邸為以前的貴族宅院。 布拉格城堡規模為舉世之最，觀光客眾，同時也是總統府所在。 (攝影/王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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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與民族認同的斯洛伐克，意謂著真

正的『獨立』與新氣象。」貝黑指出。

與歐洲其他許多更華麗的城堡相較，

多瑙河北岸小丘上的這一座外形樸素，

甚至有點普通，像一張桌腳朝上、四四

方方的餐桌。但從城堡旁望出去的景

色，卻是舉世無雙，下方流淌的河水與

綿延的平原，並非特別壯觀，但世界上

沒有一個首都如此靠近兩個鄰國，除了

斯洛伐克的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

站在此地，望向西南方，三公里外就是

奧地利，南方十六公里則是匈牙利。

從十六世紀慘敗在鄂圖曼土耳其帝

國大軍手下後，匈牙利皇室就此轉移

到布拉提斯拉瓦，彼時仍叫作普萊斯堡

(Pressburg)的小鎮才發展成如今稍具

規模的樣貌。但與古老廣場、教堂、城

堡林立的布拉格相較，它的舊城區規模

仍然非常迷你，或許也因為如此，那些

在四十年共產統治時期留下的冰冷、巨

大、灰暗的「社會主義式建築」，在這

座城市顯得更為醒目。

除舊迎新

「共產時代的都市規畫將很多富有歷

史意義的舊區域摧毀，所以我們的城市

現在看起來有點無趣，實在很可惜。」

布拉提斯拉瓦舊城區(Stare Mesto)市長

羅秀娃(Tana Rosova)表示。

「為了建造一座連接多瑙河兩岸的

『新橋』(Novy Most)，政府在一九六

○年代幾乎夷平了整個歷史悠久的猶太

區。」這座橋如今是此城最鮮明的地標

之一，還因那狀似飛碟的觀景台被暱稱

為「幽浮橋」。

在這裡可以發現許多地名或者地標

被冠上「新」(Novy)字，這個前共產

時代的「新標籤」，頗似從天而降的外

星人，降落地球要打造出一個「新世

界」，此刻，卻是斯洛伐克人亟欲擺脫

的「舊夢靨」。

「那是一段很難熬的日子，我天天

望見多瑙河，想像對岸的奧地利，那代

表自由、民主、富裕的『西方』社會，

卻更加意識到自己被無窮盡的崗哨與鐵

絲網監禁在集權的共產世界⋯⋯」羅秀

娃回憶道。二○一二年她在市長任內提

案改掉「新橋」這個「舊名」，經市議

會表決通過，從該年八月二十九日起，

「正名」為「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橋」

(Most SNP)，以紀念斯洛伐克人當年反

抗納粹扶植政權的一段歷史。

「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對斯洛伐克

人而言是正面的挑戰也是激勵，這是一

個很好的機會，去看看能否『自己』開

創些什麼！」斯洛伐克國會議員史帝芬

尼(Ivan Stefanec)說。在城堡旁的斯洛

伐克國家議會內，他好不容易才從一整

天忙碌的議程中暫時抽身，這棟冰冷、

堅固堡壘般的建築同樣是典型前共產風

格，無表情地與下方多瑙河對望。

「過去沒有機會擁有國家隊，現在有

瑪蒂娜家族曾有長輩為抵抗納粹付出生命，後人至今仍努力探尋歷史(上圖)。

故鄉在斯洛伐克的頌可娃拿著已故捷克丈夫的相片，兩國聯姻很普遍(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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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後，之前共黨總書記杜布契克

(Alexander Dubcek)所主張「人性的社

會主義」改革方向被迫中斷，除了一項

重大的政治變革：從單一的「共和」政

體分成兩個「聯邦」，捷克社會主義共

和國與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雖然

實權仍由共產黨掌握，但形式上兩邊有

各自的議會。

「捷克與斯洛伐克從人口、經濟、

發展等方向都有一段落差，在共黨集權

下還可壓制種種差異，一旦步入民主社

會，問題馬上浮現。當兩邊議會的選舉

結果不同，到底要聽誰的？在複雜的議

會程序中，兩邊難以有效對話，整個政

府的政治與經濟政策更難以制定，這正

是導致兩國分裂的關鍵因素。」捷克國

家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曼斯菲多

娃(Zdenka Mansfeldova)分析道。

兩個聯邦在各方面的不平衡是很明

顯的：一千萬和五百萬人口、工業和農

業、平原與山地、捷克高出百分之二十

的GDP以及長期對斯洛伐克的預算補助

等等，「種種因素就像一片片馬賽克拼

圖。」曼斯菲多娃形容。一九八九年共

黨垮台，在步入民主化才不過短短四年

了；過去沒有機會百分之百決定國內預

算，現在可以了⋯⋯，斯洛伐克的獨立

很明顯帶給人們過去所沒有的自信。」

但對一九五○年代成長在捷克斯洛伐克

的史帝芬尼而言，因著曾為「一體」的

經驗，在他內心深處並非全然能夠與過

去切割，「感傷是會有的，你知道一些

事就此結束，好像見證了『聯邦』的葬

禮；但另一方面，迎來了新生命，你知

道要盡力為它的未來貢獻心力。」

矛盾與共通

一 九 六 八 年 蘇 聯 與 華 沙 公 約 組 織

(Warsaw Pact)成員國以武力入侵捷克

從布拉提斯拉瓦城堡俯瞰，多瑙河

對岸為共產時代所建中歐最擁擠國

宅區(左圖)，斯洛伐克電台大樓則是

另一個共產時代的突兀設計(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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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就迅速拼成一幅分裂的圖像。

儘管如此，大部分的矛盾與差異僅

限於政治舞台上的角力，在一般人的生

活中，彼此關係一如既往的友善熟悉，

甚至更好。「現在去到布拉格仍然不像

出國，我曾在那邊上學、當兵，也有許

多朋友住在那兒，布拉格對我而言或多

或少仍像個『前首都』。」史帝芬尼坦

言。除此之外，他也深刻體會兩國分裂

後在國際上的緊密聯結，「在歐盟體系

中，因為我們的相近與了解，更容易彼

此合作，當到布魯塞爾出席歐盟事務的

場合，我一定都是先跟捷克代表討論，

然後才是波蘭、匈牙利等其他國家，幾

乎是一種自然的本能。」

如此的文化共通性，建立在語言相似

的基礎上。「分裂之後，我們仍然常常

可以看到捷克的電視節目、閱讀捷克的

書刊，和以前沒什麼不一樣。而捷克語

及斯洛伐克語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差

異，以及口音稍有不同，兩者都像我自

己的語言。」史帝芬尼表示。

但是在布拉格酒吧裡，與馬丁各操

自己的語言暢所欲言之餘，彼得曾經表

示，「但一九九三年後出生，現在十幾

歲的年輕人，就另當別論了。尤其是捷

克這邊，愈來愈多年輕人已難以理解斯

洛伐克語。對他們而言，那是另一個完

全不同的國度，操著不同的語言。」

曼斯菲多娃對此亦有深刻感觸，「有

一次我帶著十幾歲的兒子去斯洛伐克開

會，從小的教育與環境讓我可以毫無障

礙地與當地人溝通，但我兒子卻跟我

說，他很難聽懂他們在說什麼。」

兩國分裂以後，各自獨立的語言政策

在下一個世代身上帶來很直接的改變。 

「斯洛伐克由於人口與市場比較小，仍

然常會接收捷克的電視節目、看捷克的

書報雜誌；反觀捷克，一般人幾乎不會

去接觸斯洛伐克語了。」曼斯菲多娃

說。在斯洛伐克仍四處可買到捷克最新

的出版品，但是偌大的布拉格，只有一

間小小的斯洛伐克書店，正位在國家科

學院樓下。這種「文化落差」，看似很

小，背後卻透露出捷克的影響所占的主

導地位。

消失的國界

國家的巨手，在形塑單一國家的過

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除了透過教育、

傳播媒體將兩種語言深植人心，另一個

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橋下，展出民族

英雄老去的身影，紀念當年抵抗納

粹的歷史。                  (攝影/張子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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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他的祖父輩在共產時代被從捷克

分配到斯洛伐克瓦赫河上的杜布尼采

(Dubnica nad Vahom)的工廠工作，下一

代就此生於斯長於斯，雖然並非典型的

「從軍良緣」，卻反映著捷克斯洛伐克

時期各種形式的「移動」所帶來的身分

交融。

從小家裡說的便是斯洛伐克語，菲

利浦剛到捷克唸書時，同學常會拿他

說話的口音與用法開玩笑，「我並不生

氣，只覺得很難過，我能理解並使用捷

克語，但他們似乎並不想多了解『我

們』，只是把這些當成笑話。」身為班

級裡的「少數族群」，他選擇逆來順

受。對他而言，離開斯洛伐克到捷克讀

大學是某種「必然」的選擇，除了跟捷

克人享有一模一樣的權益、免學費等，

更重要的是，教育品質的落差，「布

拉提斯拉瓦的大學被暱稱為『電車大

學』，因為無法畢業的唯一理由是：被

電車撞到。」菲利浦道出斯洛伐克年輕

人無奈的黑色幽默。

生活在邊境的小鎮，斯洛伐克的獨

立，帶給他們生活上的不便甚於喜悅。

「一九九三年後，過邊境到捷克非常麻

煩，得拿護照排隊等海關檢查，且規定

每個月只能在捷克消費購買兩千克朗的

貨品，超過就要抽稅。」菲利浦的母親

回憶道，而因為種種麻煩的手續，使父

親不能常回捷克老家探親。

而今，邊境檢查哨的小房間以及橫跨

道路上方的棚架依舊佇立，只是等待出

入境手續的長長隊伍不再，咻的一聲，

車子瞬間從寫着斯洛伐克的標示牌，通

過另一邊寫著捷克的標示牌。隨著兩國

在二○○四年加入歐盟，這條存在十年

的國界又消失了。

影響深遠的措施則是軍事上的「交換駐

地」。跟台灣大部分男生普遍有的經

驗一樣，在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

國時代成長的男人，皆必須當兵，特別

的是，捷克的阿兵哥會被派到斯洛伐克

駐軍，反之斯洛伐克的軍人則被調到捷

克。共黨政府有意的透過此一徵兵制度

來「融合」兩個區域，實際上也正因為

長期而大規模的軍事交換派駐，讓許多

單身阿兵哥認識「另一邊」的女孩，並

成婚共組家庭，產生「捷斯聯姻」的普

遍現象。

在捷克東部城市茲林(Zlin)的大學念

攝影的菲利浦即是捷斯聯姻下的「產

伏爾他瓦河岸邊，母親小心護持著

孩子；經過上一輩的努力，新的國

家也在此誕生並茁壯。  (攝影/王志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