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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運用了許多歷史資料，包含檔案、書信、訪
談、著作、文書等等進行佐證，有層次的敘述夾在強
權勢力下的東歐，如何同時受到德國納粹及紅色蘇聯
的脅迫。在民族史及國別史之間不斷進行思考及辯
論，對「行動」與「行為」進行一連串的探討，藉由
不同的詮釋角度，來呈現出東歐衝突及暴政的面貌。
而這樣的研究，或許可以用來思考現今烏克蘭與俄羅
斯戰爭的起因動念及後續發展。

現在的國際情勢暗潮洶湧，各強國之間無不拉緊弓
弦、蓄勢待發，就怕誰一個忍不住，便成為第一個領
兵強起的國家。如今俄羅斯敲響了第一聲戰鼓，只怕
中國也虎視眈眈等著完美時機，隨時準備吹響戰事的
號角。

以此來反思我國與各強鄰間的關係，同樣受到強勢
極權的威脅，我們該如何借他國之鏡，來警惕並警醒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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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書的主軸貫通思想便是「歷史不會重演，沒有
事物會完全一樣」，即便有相同的際遇，也不一定會
有同樣的發展，而在這樣的流動狀態，我們必須更要
張大雙眼去觀察，誰是盟友、誰是敵人？哪些是被刻
意蒙蔽、那些是被任意彰顯？不隨之起舞，隨時保持
冷靜，看透一切變化，才是安身立命的處世之道，才
能讓自己善良而獨立，有足夠的能力可以自保，又有
餘力幫助他人。

而臺灣這個昔日被稱為彈丸之地的國家，因為物產
豐饒，又兼具戰力之便，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不免擁
有懷璧其罪之害。該如何巧妙地借各方的利益糾葛而
保全自我，走出自己的路，則有賴領導者的智慧及人
民的選擇。

      我們不一定會與烏克蘭相同，但我們可以吸收東
歐的經驗，來度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