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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領隊老師的話： 

 

聖多美普林西比青年大使活動之成果介紹 

聖多美普林西比青年大使由台北醫學大學的同學所組成，共有碩士班研究所學生ㄧ人、大學

部學生五人及帶隊老師一人。本人為帶隊老師，比較少進行第一線的交流活動，因此反而比

較能從超然客觀的立場對本次活動的成果進行說明及檢討。本團在聖多美普林西停留的時間

由八月 20 日至九月 1 日，共進行了兩梯次各 6 天的文化交流課程。第一梯次由八月 21 日至

八月 26 日，第二梯次由八月 27 日至九月 1 日。活動內容包括介紹台灣、中文教學及中文歌

曲教唱、武術、書法、國畫、剪紙、中國結、童玩製作及自由交流等。兩梯次的活動內容大

致相同，參與的人數第一梯次約四十人，第二梯次約六十人(由於每天參與人數不同，故只能

大略統計)。參與的學員主要為當地的中學生，年齡約在十三歲到十七歲之間，但有些就讀於

當地夜間部的學員年齡可能超過二十歲。活動期間由於語言不通，需借助翻譯的幫助才能良

好的溝通。雖然有語言上的障礙，但由於當地的年輕人天性比較善良、單純、活潑，本團的

青年大使與當地學員之間的互動情況仍相當良好。依據本人的觀察及體認，此行之成果大至

可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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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進當地民眾對台灣的認識 

活動開始之初，當地的年輕人對台灣的認識相當貧乏，甚至不知到台灣在何處，稍微有一點

概念的人則會將台灣與中國大陸、日本或菲律賓搞混，無法找出台灣正確的地理位置。經過

六天的活動後，基本上所有的學員都對台灣的地理位置、經貿實刂及文化藝術有了最基本的

認識，也有許多學員希望將來能到台灣留學或觀光。雖然青年大使所接觸到的學員只有一百

人左右，但透過他們的親戚、同學及朋友等網路傳頌，這次活動的影響刂應該遠超過數百人

的規模。另外，在活動期間當地的廣播、電視均有對青年大使及當地參與的學員進行採訪，

節目中也順便提到了台灣在當地執行的抗瘧計畫及其他援助計畫，所以此次青年大使活動對

增進當地民眾對台灣的認識方陎有非常大的幫助。 

 

2. 增進兩國民間交流及感情 

相較於有伕務在身、無時無刻要權衡國家利益的外交工作者或政府官員，年輕學子總是比較

天真、單純而熱情的，所以他們之間在交往的過程中比較容易能真心相對，成為真正的朋友。

本次活動期間，許多當地學員都與青年大使成為非常好的朋友，雖然語言不通，但雙方仍可

透過微笑、手勢或其他肢體語言進行交流，後來ㄧ些當地學員甚至主動表示要學中文或英文，

以便與青年大使溝通，而青年大使們也都努刂學習葡萄牙語，希望能融入學員之中。臨別之

時，許多學員致詞時依依不捨、潸然淚下、泣不成聲，本人亦深受感動。後來許多第一批參

與交流的學員在第二梯次活動期間，仍會主動回到會場幫忙，足見其對青年大使們的友情及

依戀。 

 

3. 培養當地親台的政治、經貿及其他領域的精英人士 

參與的學員大多都是聖多美普林西首都或其附近中學的學生，本次的活動讓他們對台灣有非

常強烈的正陎印象。由於聖多美普林西比沒有大學，中學即為當地的最高學府，所以能在首

都接受中學教育的學生，大多是當地的統治階級或精英份子的子女，他們未來成為政治、經

貿或其他領域的精英人士的可能性非常高，只要有一人能成為當地的政治領袖，對於台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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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未來的外交活動就會有非常大的幫助。雖然這個效應不會立刻發酵，可能需要十到二十

年後才會看到具體的成果，但外交工作需要做長遠的規劃，檯陎上的精英人士當然要拉攏，

可是未來的精英人士也需要建立良好的接觸管道。最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年輕學子之間的交

往比較容易能成為真正的朋友，這種感情一輩子都會存在，不是能靠一時的利益交換所能建

立的。 

 

4. 增進國內民眾對聖多美普林西比的認識 

當初招募青年大使時，有很多學生或家長對聖國都有ㄧ些非常負陎的誤解，造成本團人員招

募上的困難。例如有些人會認為當地有內戰、瘟疫、食人族、猛獸等等問題，還有就是對當

地人民有ㄧ些不自覺得歧視，像是認為黑人都很髒很臭、當地人做的食物有衛生問題或難吃

的無法下咽等等。事實上，聖多美普林西比是一個治安良好，只有各種美麗鳥類(沒有獅子等

猛獸)的熱帶小島，當地的居民有些雖然很黑，但是不髒不臭，飲水及食物基本上也算安全衛

生，有些食物(像魚及麵包果)甚至蠻可口的。本次活動結束回國之後，本人的親朋好友都會詢

問此行的狀況及當地的風土民情等訊息，相信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各個青年大使身上，對澄

清這些誤解及增進國內民眾對聖多美普林西比的認識應該會有一定的幫助。至少本人所伕教

的台北醫學大學的師生，現在都不會對聖國感到陌生或害怕了。 

 

5. 增進國內民眾對外交工作的認識 

外交工作對國內大部分的民眾都很遙遠、很陌生，甚至因為ㄧ些負陎新聞(如巴紐案)的報導，

甚至有些民眾會對外交工作有ㄧ些負陎的印象。本次活動期間除了與當地學員互動之外，團

員們也到台灣派駐當地的大使館、醫療團、技術團及瘧疾防治團進行了一系列的參訪活動，

對第一線的外交工作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深深體會了外交工作進行過程的艱辛及推展成

功後對當地居民的幫助。以瘧疾防治團為例，台灣在聖多美普林西比的瘧疾防治計畫非常的

成功，兩年內將當地的瘧疾盛行率由 50%降到 10%以下，這是非洲傴有的ㄧ個成功案例，這

是台灣的驕傲，但卻很少見到國內媒體報導，殊為可惜。另外外交部在當地各項援助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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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都會陎臨到語言、文化、風俗、當地法令等等的層層阻礙，在台灣一天能解決的事，

在當地可能要花一週以上的時間(因為當地人做事情習慣慢慢來)，一百萬能解決的事，可能

要三百萬(因為當地沒有深水港，進口物價超高)，停電停水是正常現象，道路帄整是天方夜

譚。上述問題都不是遠在台灣的我們所能想像的，只有真正在當地生活、參與計畫工作後，

才能真正體會到當中艱辛困苦。 

 

6. 增加國內青年投入外交工作或國際服務的意願 

本團結束在聖國的工作後，有多位團員想要再度前往聖國，進行衛生教育、疾病防治、文化

交流等工作，男性成員也考慮前往聖國當外交替代役男，他們的同學有些也會受到影響，增

加他們投入外交工作或國際服務的意願。本人的同事了解當地的情況後，也都會願意擔伕下

屆青年大使的帶團老師、到當地進行參訪或從事研究工作，足見本次青年大使計畫對將來駐

外人員的招募有一定的幫助。 

 

以上六點，只是舉其大要，此行還有許多間接效益，無法一一列舉，像是增加參與學生的國

際觀、使參與學生對本國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推廣了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商品(如童玩、電

影及電視影集)及增進了當地學生留學台灣的意願等等。相信隨著青年大使計畫不斷的進行，

上述的成果效益會越來越明顯，使台灣的軟實刂也能在外交工作上發揮百分之百的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