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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活動系列報導】愛在柬埔寨 改變世界與被改變的自己-經探號師生在

2022暑期裡做的事-心得與反思一 
趨勢巨流河

 

若是從點、線、面的三個角度來切的話，每個參與在這項活動裡的學生都看到了

「點」，我在這五年的投入則形成了「線」，從淡水經驗鏈結國際的這個思維上，則

可構成了個「面」。

 

 

 

衝擊無關好不好 都是成長

 

經探號海外志工的學生們大多都只參與了這五年來的其中一次活動(能參與到一次就

不容易)，極少數能跟著我參與好幾次。不過每一次的活動都足以對學生造成一些衝

擊，他們藉由這樣的衝擊開始有一些不同於以往的思考，或許很大、也或許小，或許

正面、也或許負面，但沒有所謂的好與不好，因為所有的好與不好，對學生的成長來

說，都是好事！

 

 

 

留下設備與教材 樂見PO村孩子的改變

 

我從2018年開始進入柬埔寨的場域，初期從金邊開始，到後來進入暹粒，不論在哪裡

，都以青少年的教育為主要目標。他們的社會正處於開發中的經濟發展階段，可以看

到大量的外資進入，但較少看到屬於在地自己的產業。這與臺灣在經濟發展階段的情

況雷同，或許都是缺乏自然資源的地區共同的現象。不過柬埔寨並非真正缺乏自然資

源，只是還沒有能力大量地自我開發自然資源，這與柬埔寨長期被殖民的背景有關。

過去臺灣的經濟起飛已經是全球數一數二的飛快，而柬埔寨的速度則更勝於臺灣，直

接跳過一個世代往前衝，只是也因為外資的介入引導經濟成長，在許多地方的發展都

顯得有點青黃不接，像是小孩穿大衣一般。房地產的買賣是金邊與暹粒都很發達的新

興產業，尤其是金邊，中資的進入徹底改造了金邊的城市樣貌（當然西港也是），不

過暹粒雖為第二大城，但因遙遠於西部的平原上，且靠近容易氾濫的洞里薩湖，整個

城市不若金邊的繁華，不過終究還是一個觀光勝地，所以暹粒市中心的發展仍稱得上

是都市，從市中心往郊區方向走過才幾條街，就會立刻進入貧困的街區，而PO村也就

位在這樣的街區裡，一個不被關注的貧困小村，卻離市中心與世界遺產都不遠。



 

我當初剛來到ECC的時候，這個村子的孩子連電腦是甚麼都不知道，但手機卻是普及

，家家都有。隨著我們一次次把電腦揹到這裡來給青少年們上電腦課之後，多多少少

讓這裡的青少年有了操作電腦的概念。即便平時還是缺乏機器設備來進行課程（當然

也缺乏師資），但這次來到這裡，已經有感受到國中學生對電腦並不陌生，也從他們

的電腦教室看到我們幾年前揹來的電腦（不過大多都已故障與老舊），至少知道了他

們這幾年仍然有一些課程在進行。因此每一次離開之前都把設備跟教材留下是我們的

策略，即使知道當地缺乏科技教育的師資，但有了設備有了教材，哪一天出現可以做

電腦教學的志工或是老師時，就可以派得上用場了（如果沒有放到壞掉）。

 

 

 

五年來持續觀察柬埔寨

 

疫情讓許多國家的物價都飛漲，尤其是歐洲與亞洲，柬埔寨也不例外。究其原因，我

認為還是跟柬埔寨高度仰賴貿易有關，因為它是一個大量進口糧食的國家，自然會因

為運輸成本的提高而物價上漲（供給面的拉升），因此如何提升糧食的自給率，是柬

埔寨政府要好好思考的問題。大量的土地作為房產的開發，只會更增加對進口的仰賴

，且鼓勵外資來投資不動產，導致國際熱錢的大量流入，不僅無助於GDP，也會讓貨

幣市場出狀況，至少我這五年的觀察都是如此。不過我在柬埔寨期間倒是疏於關注當

地的政府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不知道柬埔寨在貨幣政策的操作是否有所作為，還

是雙幣運行的方式下，早已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掌控？這倒是下次來到這裡除了勞動

市場議題之外，還可以關注的主題。

 

這次因為沒有安排參觀吳哥窟，因此將周末的時間挪出來，除了進行工作坊之外，也

做了簡單的家庭拜訪，不過可惜的是，沒有更深入與家庭中的成員做一些對談，但原

因還是在於語言的溝通不是太容易，即使遇到其中一位學生的舅舅是大學畢業，似乎

英文也跟他對不上幾句話（舅舅的英文不佳），這是比較可惜之處，未來若有機會再

進行家訪時，可以邀請high school老師（或甚至當地可信任的嘟嘟車司機）一起參

與，能協助進行柬語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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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林彥伶，右二）這次最有感的一張照片，這是在家訪之後，我們與同行的柬埔寨學生們合照，這時候的我們不

分彼此，好像就是一群好同學一樣，不會特別感受到他們是誰，也不覺得我們又是誰，就是一群好朋友、好同學。他們

帶領著我們在社區裡繞著繞著，大夥們時而笑、時而鬧，最後買個飲料邊走邊喝著回家，像真正的朋友一樣！（圖／經

探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