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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俄烏戰爭期間印象深刻的事 

我平常不看新聞，只是因為爸爸每天看政論節目才會看到新聞，我不知道為什

麼俄羅斯要打烏克蘭，覺得憤怒，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的暴力會發生，大家都不能

做什麼只能報導，我只是一個民眾的立場。 

一開始以為要準備才能來參加，因為我是不看新聞的人，平常比較多時間研究

心理學與編劇技巧，有點疑惑自己為什麼不看新聞，可能是希望了解世界脈絡，

但不覺得看新聞是必要的事情。 

我感覺你的情緒有跟著被事件帶動，我不一樣的是我一直在關注戰爭，我過去

也不看新聞，不過現在我會挑選我要看的新聞，像國際新聞與選擇自己相信的媒

體。 

戰爭真的發生了，烏克蘭總統身分很特殊，面對俄羅斯很有骨氣的過程，會想

到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台灣，大家會有這樣的勇氣，去面對一個大國的攻擊嗎？我

邊說邊感覺到緊張、恐懼、憤怒與困惑。雖然不覺得有某個人能阻止他，但對戰

爭無能為力的感覺很深。 

我對前一位說的有同感，可以說烏克蘭不是以失敗主義或投降的心態去面對，

而是有骨氣與自尊心，寧願受傷也不願被踩在腳底下，不想被人屈辱的部分，對

我也有很大的鼓舞，也讓我聯想到前年香港抗議的精神，有很多年輕人，不知道

有多少人死掉，但很多人被抓，受傷，吸入催淚彈的，也是讓我很感動，不過仍

然與戰爭不同，很難想像到70幾歲的奶奶也願意反抗，不同的民族性，讓人欽佩。 

我想到時代革命的紀錄片，現在全省都在放映中，大家可以去看，台灣是唯一

可以看的到的地方。時代革命與俄烏戰爭的相似是，極權國家鎮壓不聽話的小國

家，烏俄革命會一直讓我想到香港與228事件，這就會讓我想到阿共會不會打過

來。戰爭的影響是全球性的，看到全球對俄國的制裁，俄羅斯人不能用信用卡，

只能用現金，有些國家也不賣東西給他們，俄國人真的希望戰爭嗎？俄國人在烏

克蘭也有家人，似乎是普丁想要戰爭，要爭取權力，也有很多人討論烏克蘭久攻

不下是因為總統沒有逃走。當時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時，可能可以成立民主國，這

樣就不會被日本佔領，但台灣當時的官員是清朝官員，只想回家，高雄的燈會有

放藍地黃虎旗，那就是台灣民主國。雖然烏克蘭總統被說是喜劇演員，但是他也

很厲害。開難民通道後，如果不逃走，留下來的就會全部被殺死，剩下聽話的人

就好統治了。 

現在也看到戰爭的改變，美國與北約提供很準確的情報，讓烏克蘭可以打游擊

戰，這樣激勵了我，中共打來時我要投降還是勇敢對抗，我以前是投降主義者，



但從時代革命中看到投降是沒有尊嚴的，其他人要不要投降都沒關係，但我不會

投降。 

聽大家分享時，有點把平常是生活中背景的東西帶出來，當新聞開始轉發戰爭

現場時，心中都會想說，這個是不是假新聞，像是坦克把路上的人炸掉；看到男

人要上戰場要跟家人道別時，特別讓我感覺難受，心情很矛盾，讓我想要知道他

們的心情，但我又靠近不了。昨天晚上有兩次地震，我在朦朧時才發現我把家人

抓得很緊，但是我心中有個感覺是，看到他們在戰爭，或是為了政權去對抗，但

自己卻安穩的睡在床上，那個感覺很悲傷，但有又珍惜現在的生活。 

看到俄羅斯青年效忠軍隊，但幾天後又看到俄羅斯人抗議戰爭後被抓走，讓我

有點不知道要對誰生氣，似乎是普丁，但他又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錯，當烏克蘭的

總統說要兩國總統談話時，這讓我很生氣，因為死掉的人不會回來了。 

我也想到教召，我才意識到台灣有在保衛自己的國家，讓我想到如果女生也有

辦法去，我會去，因為這樣我就可以保護家人與國家。 

面對戰爭我心態可能是我不想聽，一開始看到俄羅斯為什要要打烏克蘭的文

章，我看得懂，但是我看不下去，我不想相信真的發生了。接下來我看到的報導

都十分的單向，例如：俄羅斯大兵不知道為何要打仗，都偏向烏克蘭，我就好奇

為什麼俄羅斯的新聞我讀不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同溫層，還是這個國家在對這

場戰爭的報導都比較單向，但我會覺得還好我都只看到這些，我都很有意識地在

躲殘忍的新聞。就像有人把烏俄戰爭類比台灣與中國，但我都不想看，我是一個

媽媽，我只想單純地過日子，一直到前30天，我姊夫是台商，有聽說中國要打台

灣，這才讓我有危機意識，身邊的人，幾乎女性朋友碰到這個話題就會開始閃。 

面對網路討論，戰爭剛爆發時看得很不開心，因為有人在嘲笑烏克蘭，看到有

些人很認同俄羅斯的立場，讓我看到有些人對弱國的不屑。我想可能很多人不相

信比較小的國家可以面臨與抵抗大國的進攻，因為太害怕大國，所以轉去認同大

國，這其中有很多的投射。 

後來久攻不下後，同一群人的立場就變成責怪有人散布假消息，去嘲笑自己圈

子的人，這是否代表戰事的變化有默默的種下了可以勇敢的種子？ 

我現在的感覺是有點麻痺，因為無力，一開始也不敢相信戰爭會爆發，那時候

還在想股市跌了，可以低價買進。有種活在歷史中的感慨。 

我是一位家中的爸爸與丈夫，剛爆發那天心情很動盪，我印象深刻的是烏克蘭

總統的反應，俄國認為他會逃走，原本被看不起，只當三年總統的人，當時烏克

蘭願意上戰場的人只有三成，似乎一個人長什麼樣子，不能用過去的形象來預

測，在極限的壓力逼近時就很難預測，他光是願意留下來就激勵了很多人，也許

他也很害怕，但他就是一個很會表演的人，包括他對人民的喊話與演講，他就演

出了一個人民要的英雄的樣子。 

PTT 上有一個軍武版，平常都沒人，現在每天都有兩千人，似乎大家都很關心，

比起其他區的小戰爭的關注度有差別，現在政府也在說要不要延長徵兵，這是一



個禁忌話題，因為民調會掉，但這次得到的反對聲浪比較小，從原本的跟流氓好

好講、要和平，到我應該也要有自己的力量去對抗才比較有底氣。 

我很驚訝我老婆對戰爭的反應，原本他的生活重心不在這裡，但她幾天後很生

氣俄羅斯攻擊核電廠，她的反應很大，想做些什麼，所以這件事情似乎影響了很

多人，我會擔心世界後打完後會不會步入亂世，我是有點焦慮的，這似乎是所有

人要一起面對的。 

我好奇為什麼美國打阿富汗時，為什麼大家的關注程度不同，也讓我很生氣為

什麼現在世界還需要用戰爭解決事情。 

俄羅斯、中國、美國是聯合國安理會，所以沒辦法阻止戰爭。 

我想到對不同國家發生戰爭時，我自己會很焦慮，但對於美國與以色列的戰爭，

我沒有這麼焦慮，這似乎與台灣與別的國家友好的程度有關，因為我們與俄羅斯

關係一般。戰爭爆發後我會想做些什麼，因為我會想到烏克蘭與俄羅斯有很多國

際學生在清華讀書，學校有做些活動支持受戰爭影響的群體，之後我的反應是越

來越無力，感受到戰爭不是老百姓可以主導的事情，一直到這週我發現我都不讓

自己接觸相關的訊息，但我發現我會有一些保護自己的動作，我在包包中帶了逃

難的備用品，可能我潛意識上認為隨時會有戰爭，要準備好逃難，我發現我的休

閒活動居然自己去打靶場或射箭場，可能我希望自己不要這麼無力。 

我是一個外國客座學者，我覺得心情很不好，這段時間與中國有合作，我與他

們合作時，他們對於美國與北約的態度是把戰爭放在歷史的角度上，不太看其中

的過程與細節。 

現在大家都有手機可以拍戰爭畫面，我會限制我自己去看。 

 

 

第二部分：主題指認 Part II: Identification of themes 

 

主題一：對俄烏戰爭及其相關訊息的反應 

  此主題包含了成員對於戰爭與戰爭相關訊息（如：新聞、政論節目）所產生

的情緒（震驚、害怕、憤怒、無力、麻木、關注、懷疑），以及面對各種情緒而

有的因應方式與防衛機轉，從關注新聞、想要為烏克蘭做什麼，到迴避相關新聞、

懷疑新聞的真實性。俄烏戰爭的發生讓一些原本對國際事務冷漠的人開始關心，

想要為烏克蘭做些什麼。在面對戰爭這樣巨大的人道危機之下，人性可能會有很

大的變化。 

 

主題二：對兩岸局勢的焦慮 

  此主題包含了被他國戰爭所喚醒的對於兩岸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對於此種可

能性的情緒，像是不安、危機感，以及對於焦慮的因應，例如：準備好逃難的用

品、練習打靶或射箭。 

 



主題三：烏克蘭頑強抵抗對維護台灣國家尊嚴的激勵與希望感 

  成員們多次提到烏克蘭奮勇抵抗、該國總統站穩立場，得以讓戰事延長的欽

佩，這為抵抗中國可能的入侵帶來激勵與希望感。 

 

 

 

第三部分：分析與假設形成 Part III: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formation 

  自1949年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國民政府因被中國共產黨打敗而撤退到台灣

後，台灣就一直面臨著來自中國對於國際定位、主權的威脅。不只在國際場合上

打壓著台灣身為國家的正當性，也在軍演、各種重大節日上再再展現出以各種方

式收復台灣的意圖，近期更積極透過各種訊息的投放影響台灣民主機制。台灣身

為民主國家聯盟的一份子，在地理位置上與中國最靠近，民主與獨裁國家的衝突

與戰爭很有可能會發生在台灣，然而台灣人對於戰爭、衝突發生的可能性的想像，

在日常生活中是被以各種方式壓抑掉的。俄烏戰爭是俄羅斯這個共產強權對烏克

蘭這個相對弱小民主鄰國的侵略。因為俄烏關係與兩岸關係有高度相似性，台灣

社會再也無法忽略台海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所以台灣人民對於俄烏戰爭的訊息相

較於其他區域的戰事更為關注，也引起更多的情緒，除了對於俄烏戰爭本身的情

緒，也引起了民眾對於兩岸局勢的焦慮。 

  面對著戰爭的焦慮，人的本能是希望存活，避免戰爭。不過台灣民眾的反應

也取決於台灣人（包含跟隨中國國民黨撤退來台者）過去歷史創傷的影響（如：

國共內戰、日本殖民、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以及對於台灣的認同的影響。

有些人為了避免被中國侵略，選擇認同中國的一國兩制敘事，但也有人對於台灣

的主權有所認同，所以願意犧牲自己去保護國家的主權與家人的安危。然而，烏

克蘭對俄羅斯的入侵與威脅，展現出了堅強的韌性與抵抗，也讓台灣社會看到國

家的大小不代表對抗的勝敗，使台灣民眾在焦慮中能夠有一個堅定、希望感的替

代性認同。 

   

假設：整體來說，俄烏戰爭背後的俄烏關係與兩岸關係的相似性讓台灣人再

也難以忽略台海可能發生戰爭的事實，使台灣民眾對於俄烏戰爭的新聞異常的關

注或是試圖迴避，日常生活也被台海可能發生戰爭的焦慮入侵，而台灣人如何因

應與面對這樣的焦慮與過去的歷史創傷與國家認同有關，有些人選擇認同台灣，

有些人選擇認同中國。烏克蘭政府與人民於戰爭期間展現出的勇敢與韌性讓台灣

人得以重新思考小國在面對大國打壓與侵略時的自我權威與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