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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北歐長夜的文化暖爐行動

二、從學校走進社區，創造臺灣與芬蘭的　

　　在地連結。
1.定期中文圈，每週探索臺灣文化。
2.每個月不定時在當地人家舉辦臺灣小吃趴、童玩派對。

三、從芬蘭走向世界——西班牙臺灣展

每個國家都有時而孤單卻充滿好奇的靈魂，一起用熱情

的臺灣魔法療癒彼此吧！

四、永續實踐心得——一起成為世界的臺灣

臺灣的多元文化與民族韌性，讓我們在北歐的冬夜裡有能

力溫暖自己，也療癒他人，甚至走向國際，是臺灣大地母

親送給我們與世界最棒的禮物。

            一、臺灣夜市在芬蘭!勢不可擋的「臺風警報」
連公車上的乘客聽到其他人分享，都立馬跳下車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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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夜市在芬蘭!
          公車上的乘客聽見，都立馬跳下車來參加?!

2023年12月13日，臺灣夜市在冰天雪地的芬蘭土庫市正式開張! 當日客流量，
突破三百人! 連當地學生會都告訴我們，他們從未見過一個由學生主辦的活動，
能進行地如此成功，有創意且深入人心。

我們隨機訪問當天來訪的客人，為什麼會來?獲得了什麼?一組芬蘭當地人說:
「我們兩小時前甚至不知道有這個活動，只是聽到公車上有乘客在跟朋友講電

話說:『土庫大學旁正在舉辦臺灣夜市，你不來這輩子一定會後悔!』，我們聽了
很心動，就放棄原本的目的地跳下公車，來看看這個活動有多神奇? 真的令我們
永生難忘，想去臺灣了!」

這一切有賴於我們的團隊組織，事前超過三個月縝密而有條理的規劃和調查，

並且一步一步從田調、場勘、規劃與採購、與當地廠商談合作，攜手串聯起一

場場精彩的臺灣夜市與後續活動。

我們的團隊來自臺灣、印尼、芬蘭、日本、烏茲別克斯坦、韓國、中國、法國

等來自世界各地夥伴們，經過初步的team building讓彼此了解「臺灣夜市」
活動的初心，並注入多元文化的核心價值(因臺灣本身就是融合多元價值的島
國)，一起透過臺灣特色美食、遊戲及傳統文化療癒刺骨的北歐冬夜，以下將詳
細介紹我們的活動內容及成效:

Taiwanese Night Market in Finland 

【臺灣夜市在芬蘭】全體工作人員及當地學生會夥伴 P3



一、臺灣夜市在芬蘭!
                事前準備、行銷與宣傳:一起來療心療美食

1.田野調查，並舉辦試吃大會:

我們向身邊同學與路人隨機介紹臺灣夜市，擁有多元文化的美食

與療癒遊戲，搭配圖片與影片解說，調查當地人與國際學生對哪

些經典的臺灣小吃有興趣，並且介紹臺灣的籤詩、廟宇與夜市小

遊戲的文化，讓他們體驗試玩。最終選出最受歡迎的五種臺灣夜

市美食(珍珠奶茶、糖葫蘆、蔥油餅、地瓜球、印尼炒泡麵)與五種
夜市小遊戲(撈金魚、射氣球、套圈圈、彈珠檯、擲筊求籤)。

2.社群行銷，宣傳影片破千點閱率:

透過網路社群行銷，我們臺灣

夜市的宣傳影片發布三天便破

千點閱，並且定期發布相關活

動貼文，擁有穩定的受眾點

讚、互動，並協助分享後續活

動。當地學生與社區組織也參

與轉發，讓我們的永續專案持

續在芬蘭與網路世界被更多人

看到，甚至傳回臺灣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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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夜市在芬蘭!
場地布置也貫徹永續精神、宣傳結合芬蘭在地特色

1.利用回收紙箱，重新創造成充滿臺味的夜市招牌:

在討論到如何製作招牌時，夥

伴們決定貫徹我們的永續精

神，利用環保的回收紙箱，而

不是向廠商直接訂製商品。

於是在冰天雪地中，大家像螞

蟻般一箱箱扛回宿舍，賦予舊

物新生，創造出充滿台灣味的

夜市招牌，並放在網路宣傳文

章中，網友們表示很佩服臺灣

人的創意與毅力，並在活動現

場紛紛搶著與我們的活動招牌

合照!

2.結合芬蘭Patches文化，吸引更多當地學子參加活動:

在芬蘭辦活動，絕對不能沒有Patches，那是芬蘭大學生的行
動履歷，只要把參加過的活動勳章(Patches)縫在工作褲上，就
能讓人一目了然你是什麼樣的人、喜歡哪些議題、親身投入哪

些活動?  所以我們也特別為臺灣夜市設計了專屬Patch，提前發
佈在限時動態上，臺灣夜市特色勳章馬上被入場民眾秒殺。 P5



一、臺灣夜市在芬蘭!
闖關活動卡結合臺灣味小物，讓參與者收穫特色回憶

1.美食與結合台灣人的童年回憶，讓來自各國的參與者流連忘返:

在前往芬蘭之前，我就四處收集了許多特色的臺灣小物:全臺美食地圖明信片、太空泡
泡、彩虹筆、創意紅包袋、芷茄袋吊飾、臺灣貼紙.......扛了一整箱的行李到芬蘭。在活
動當天，甚至有參與者問能不能跟我們購買每一張的特色明信片。大家一邊吃著我們親

手製作的夜市小吃、玩著臺灣人熟悉的夜市遊戲，帶著滿滿的臺灣回憶離開。

最後關門前，有一位越南爸爸牽著女兒問我們:「能不能每個禮拜都舉辦一場?」，兩位芬
蘭與法國人立即轉頭說:「你們每個禮拜都辦、我們就每個禮拜都來土庫參加!」 P6



一、臺灣夜市在芬蘭!
                 療心療美食的現場活動照片分享
1.體驗台灣的籤詩文化，讓宇宙為你的內心解答~

2.趣味又刺激的撈金魚體驗，一掃冬季的憂鬱與孤獨，撈出水中的驚喜吧!

3.看似簡單卻充滿挑戰的套圈圈

全場為投中頭獎幸運兒大聲歡呼!

5.射氣球療癒的爆破聲，成為排隊大熱門

4.大家努力擊出手中的彈珠，希望能獲得來自臺灣的可愛小物 P7



2.日韓朋友特別喜歡糖葫蘆與地瓜球，甜而不膩、令人回味再三。

一、臺灣夜市在芬蘭!
                 療心療美食的現場活動照片分享
1.珍珠奶茶毫無意外榮登大家最愛的臺灣美食!

3.香辣的印尼炒泡麵以及酥脆的臺式蔥油餅，讓參與者來廚房跟我們要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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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夜市在芬蘭!
                 療心療美食的現場活動照片分享

大家把快樂的夜市回憶與溫暖的祝福留在牆上，我們下場活動再見啦~

當天人潮絡繹不絕，許多

參與者都留下了email讓我
們在辦下場活動時能夠通

知他們，並表示願意帶更

多家人朋友來參與我們用

臺灣文化療癒北歐冬夜的

文化暖爐行動。學生會也

因為這次的成功，決定幫

我們連結中華文化社團，

共創更多有意義的行動。

海納各種語言的許願祝福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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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學校走進社區
              (不)定期舉辦文化交流活動，創造在地連結

1.文化大包廂

我們常常在當地國際學生宿舍，或是芬蘭人

家裡舉辦文化交流活動。其中文化大包廂是

我最喜歡的行動之一，我們邀請各國朋友帶

來自己國家獨特的家鄉菜，例如有一次我帶

領大家一起手做地瓜球，無論大人小孩都超

級喜歡!
此外，也邀請每位夥伴準備一首與自身文化

有關的歌曲或舞蹈，起初有點擔心大家會太

害羞不好意思上台，沒想到大家都表演慾爆

棚!日本朋友帶來他們拿手的演歌和沖繩傳統
舞蹈、烏茲別克斯坦朋友秀出柔美身段、印

度和埃及朋友一起高歌合唱.......。
在美妙的歌聲與熱情的舞蹈中，我們互訴家

鄉的美麗與思念的哀愁，交換彼此國家的獨

特文化與故事，慢慢更深入了解彼此、化解

隔閡，害羞的芬蘭朋友分享:「其實我一直都
很想了解你們，原來我們是如此相同，卻也

這麼不一樣。」

常常聚在一起唱著彼此的歌，分享對方熱愛

的食物，我們的心越來越靠近，也慶幸能在

遙遠的異鄉，遇見一群像家人的摯友們。

P10



二、從學校走進社區
              (不)定期舉辦文化交流活動，創造在地連結

除了不定期舉辦大活動之外，我們也與當地的語言交流圈合作，定期舉辦工作坊。

上學期每週三、下學期每週五在咖啡廳、當地人家或是校園交誼廳，進行每週不同

主題的臺灣文化體驗活動。

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寫春聯跟書法體驗了，有夥伴分享，平常他們在芬蘭紓壓的方

式就是去做桑拿或是走進森林採採香菇或莓果，但是書法帶給了他們全新的體驗!因
為繁體字每個「形狀」幾乎都有其意義，他們學到部首、學到象形文字，並且在一

筆一劃中進入了心流體驗，有參與者表示太神奇了，甚至我們有夥伴因此決定交換

到臺灣學習繁體中文。

透過每週的交流體驗，我們將自身的臺灣文化分享出去，讓當地人發現更多療癒的

新可能，也因此讓其他國家的人更認識我們，讓我深刻體會，越在地、越國際。

身為學校老師，我深刻明白臺灣政府積極推廣雙語政策的重要性，但同時也反思，

除了提升國際語言能力，更重要且根本的是:深刻地認識自己是誰。
我們來自哪裡?什麼是臺灣?臺灣的文化如何影響著我們與世界的關係?這些都是在裝
備英語能力之前，更需要深入學習的在地認同與知能。因為當我們走出臺灣，走向

世界站在國際舞台，如果空有語文能力卻不知道自己是誰、有什麼樣的文化特色，

別人也無法了解你，你所希望發揮的影響力會顯得平庸而受限。

因此我非常感謝有這次走出臺灣的機會，一面向國外的朋友介紹美麗的家鄉特色，

一面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回饋，原來我們是如此獨特、且充滿力量。我們可以深深

地為自己來自臺灣而感到驕傲，也體會到臺灣作為地球村一份子、充滿溫度的影響

力。

2.與當地的語言圈合作，定期舉辦臺灣文化體驗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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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學校走進社區
              (不)定期舉辦文化交流活動，創造在地連結

另外一個非常熱門的活動就是「臺灣零食大賞」!
甚至有夥伴在社群媒體上看到消息，特地從赫爾辛

基搭乘兩個多小時的火車趕來參加。

臺灣的朋友協助將最在地的零食寄來芬蘭，包含義

美小泡芙、王子麵、阿婆鐵蛋、蛋捲、鳳梨酥......
等等臺灣人的童年美味，完全融化了芬蘭人和這塊

土地上異鄉遊子的心。

一邊品嘗著療癒小吃，一邊玩著彈珠台和套圈圈，

當地朋友告訴我們:「臺灣怎麼可以這麼有趣?你們
都過著怎樣的生活!」
沒有這些交流機會，不會發現以前在國內的日常能

帶給我們許多微小而確切的幸福；走進芬蘭人的家

裡，我們將一種新的享受生活的方式帶入了他們的

日常，這便是舉辦每一場臺灣文化交流活動最重要

的初衷--化隔閡為理解，讓彼此的心更暖更靠近。

3.臺灣零食大賞、鳳梨酥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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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芬蘭走向世界

        ——西��臺灣展
              
1.事前準備--芬蘭與西班牙連線

我們在芬蘭舉行大大小小的「文化暖爐行動」進

行到中後期，慢慢在各個地方打出名聲，甚至傳

到了3000公里以外的西班牙!有一天在我們臺灣
夜市的專頁私訊中，看到了一條來自遠方的陌生

訊息:「你們在芬蘭辦夜市也太酷了!我們是一群
住在西班牙的交換學生，我們也想做些跟臺灣有

關且有意義的事。」

2.與當地臺灣店家合作，

分享最道地的珍珠奶茶

P13

由於芬蘭比較少手搖店，店家製作的珍珠

奶茶並不道地，所以在芬蘭辦活動時，我

們自己從臺灣採購珍珠與相關原物料自己

烹煮、製作，讓參與民眾能體驗到最道地

的臺灣味。相對來說，西班牙的手搖飲市

場已經相對成熟，也有許多臺灣商家進

駐，因此西班牙臺灣展的夥伴是選擇與店

家合作，得到了數十杯的珍珠奶茶贊助。

於是我們的行動從芬蘭延伸到了更遠的地方，開始和西班牙的交換學生一連串的接

洽，傾囊分享了所有我們舉辦臺灣文化交流的經驗，他們慢慢構思出了心目中的理想

行動--舉辦一場臺灣文化特展。在來回交流之中，我決定帶著臺灣夜市大受歡迎的籤
詩、筊與臺灣特色小物前往馬德里，以更實體的行動支援這場有意義的文化交流。

透過數個月充分溝通，訂定了大家的職務分工，確認芬蘭這邊能夠支援的器材與經驗

知識，我在2024年四月拾起背包，訂了機票並前往馬德里與這群充滿熱血的年輕人會
合，將臺灣文化體驗拓展到更遙遠的地方，我發現同樣都是推廣家鄉文化，但因為在

實行活動的國家不同，儘管核心價值不變，但是因地制宜調整宣傳手法與活動方式非

常重要，找對方式可以吸引到更多當地客群願意前來參與。



三、從芬蘭走向世界

        ——西��臺灣展
              
3.一起用臺灣味連結多元夥伴

這場特展製作了許多海報介紹臺灣的名人、美

食、名勝以及傳統文化特色........。參與者組成有
更多來自香港與中國的夥伴，透過深度交流，與

我們自身微妙的關係與視角，讓西方國家的夥伴

能更明白我們的不同立場、掙扎與互相理解，這

是我在特展中非常難忘的體驗。

創造多元的夥伴關係，並不一定只來自彼此認

同，反而是更多的互相感受與尊重，即使立場不

一樣，我們也能發揮臺灣特有的「共融」精神，

好好傾聽對方，同理心情，給予清晰的回應。

於是這場活動，大家圍繞著海報、打著臺式麻

將、站在飄揚的中華民國旗幟前，用西班牙文、

英文、普通話、廣東話、法語......自在無壓地交
流彼此內心的真實想法，不用相同立場也能靠得

很近，一邊吸著珍珠、吞下臺式泡麵，我們對彼

此需要共創的未來也有了更清晰的想像。最後大

家站在國旗前一一錄下這場活動的心得，溫暖而

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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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舉辦活動的臺灣交換學生，也給了很

真實的回饋:「我從來沒想過，我們也能像
芬蘭的夥伴做出這一切，將自己熱愛的臺

灣文化分享出去給更多人認識，甚至療癒

彼此。」

聽著第一次認識臺灣文化的各國朋友，是

如何被感動，小小的島國上，有這麼多共

融的文化，彼此支持與發光，反思到自身

的國家，以及我們各國之間的關係，往後

可以如何互相和合作，打造更理想的地球

村......都是我們意想不到的美好收穫。

4.越在地，越國際

三、從芬蘭走向世界

        ——西��臺灣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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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北歐長夜的文化暖爐行動，起因於我在研究芬蘭當地真正待被解

決的問題時，搜尋分析了許多文獻與田調，發現「季節性憂鬱症」與

「色盲種族主義(種族歧視)」是當地兩個積極被討論的議題。
兩個看似不相關的主題，背後卻都傳遞了相同的重要訊息──在芬蘭

的社會中，更多的文化交流與社會連結是亟需的。而來自海島國家的

我，發現熱情的台灣夜市文化──多元、互動、有趣、文化交流，正

可以填補想在芬蘭快樂生活的人，內心的渴望 ! 人們在體驗異國文化
的過程中，能更理解彼此，也透過連結，找回身心健康之福祉。

於是我開啟了大膽的想像並付諸行動，以臺灣夜市模式作為文化交流

的平台，結合亞洲各種療癒身心的日常方式，透過夜市的小遊戲，把

我們所熟悉的亞洲文化，與芬蘭民眾分享。並且在當地積極找尋有意

願加入的異國夥伴，透過國際合作，延續相關系列行動，創建可以相

互緊密連結的療癒社群，溫暖芬蘭的寒冬。

P16

活動形式

行動一

夜市療美食

行動二

   夜市療心事

行動三

文化大包廂

共享暖胃百家菜

用音樂唱出各國心聲

體驗異國療癒日常



一、臺灣夜市在芬蘭

二、由夜市衍生出不定期的百家菜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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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行動的過程中，經由真正與當地民眾、各國夥伴、潛在合作組

織來回溝通與調整，我們的時程與內容因地制宜做了修正，以符合當

地實際情況(如氣候、風俗民情、可取得素材......等等)，但是活動核
心價值與本質不變，而每次行動的成功，都創造了更多後續擴大交流

的機會，衍伸出意料之外有意義的活動與連結，是我們所料未及的巨

大收穫，以下將反思我們實行活動的過程與調整:

我們結合了行動一和行動二，將美食與遊戲結合在一起，讓當地人能

更體驗到真正道地的夜市模式。因為攤位數量提升，需要找的夥伴就

要更多，於是我到處與芬蘭當地相關組織做簡報，積極介紹我們活動

的核心，終於招募到來自各國多位夥伴加入，讓我們的活動更豐富、

實行起來更充裕，並使參與者可以得到高品質的活動體驗。

臺灣夜市的重頭戲，就是集結了各國的療癒美食! 所以繼臺灣的珍珠
奶茶和印尼的炒泡麵之後，其他國家的朋友們也想要大顯身手，我們

不定期舉辦百家菜聚會，邀請大家一起端出家鄉的拿手好菜，例如:韓
國的辣炒年糕、日本的壽司、印度的咖哩......，搭配分享彼此的故鄉
故事，在寒冷的冬夜一起暖胃，讓身心更靠近。



三、文化大包廂

音樂，是人們抒發心情的美好形式，那些說不出口的，就用唱的吧 !
我們邀請身處芬蘭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們，每個人準備一首歌、一段

舞蹈或是表演，讓彼此用滿載情感的旋律與歌詞，以不同的語言互相

傾訴。

當那一首首來自家鄉的代表歌曲，搭配一張照片、一個屬於自己的故

事，娓娓道來，就這樣直達彼此的靈魂深處。其實我們不一樣，也都

一樣。

四、由文化大包廂衍伸而來的語言圈小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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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夥伴們所舉辦的溫暖文化活動一傳十、十傳百，原本十幾人的小

群組，在口耳相傳下幾乎要破百人，於是我們定期舉辦語言圈小聚和

家庭相關聚會，繼續分享臺灣的故事、文字以及傳統活動，並邀請參

與者也一起將家鄉特色介紹給彼此認識。這個冬天，讓長期生活在芬

蘭的臺灣工程師何珮瑜感嘆:「交換生來來去去這麼多屆，我從來沒有
看過像妳Clara和妳朋友這麼熱血的臺灣交換生!可以在這一年搞這麼
多活動，讓當地人與其他國際居留者一來再來、甚至推薦他們的親朋

好友一起參加，太瘋狂了可是超有意義!」



遇到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完美的計畫最怕的就是與現實情況不符，所以我們一整年的「療癒北歐

的文化暖爐行動」依據當地真實需求，不斷地滾動式修正持續優化:
1.初期難以尋找合作夥伴   當我隻身落地赫爾辛基機場，抱著滿腔熱血
和永續計畫，期待這一年可以真的做些什麼幫助到我所身處的社會，卻

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到一起付諸行動的人。於是我捧著筆電，在大學的交

誼廳、路口的店家、學生會的辦公室，挨家挨戶地介紹我的永續計畫，

終於找到一群願意一起實踐夢想的夥伴，並且不斷壯大社群!
2.社群行銷歷經撞牆期   一開始我們都在熟悉的管道，如學校社團、學
生會與當地店家宣傳。起初參與者漲幅很大，到中期便都是熟客難以有

新血加入，於是我們請在地人幫忙加入當地社群，在特定的芬蘭粉專分

享，中後期湧入大量的鄰近社區居民，讓文化暖爐行動被更多人知道。

創造實質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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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芬蘭面對季節性憂鬱的方式，大部分是滑雪、做桑拿、酗酒或待

在家什麼也不做，兀自等待寒冷的冬季降臨與離開。

今年，我們做了一些全新的嘗試——透過以臺灣為底蘊的「文化暖爐行

動」，提供民眾沉浸式參與有趣的異國文化療癒身心，以輕鬆的方式開

啟交流新契機，也讓世界更認識我們這個獨特且共融的國家。

我們得到參與者的回饋，這些活動確實能有效緩解北歐有時不看膚色的

隱形歧視問題，讓民眾可以更深入認識來自不同國家居留者的文化背

景，正視彼此的異同而做出更適合的互動；也藉由邀請大家體驗熱情的

南島與亞洲文化，學習到面對孤寂冬夜的新可能。

比起忽視差異的齊頭式平等，學會擁抱彼此的不同，更能富足我們的身

心，進而創造更優質的連結。 P19



可以傳承下去的計畫亮點 未來能調整至更好的地方

1.建立更完善的參與者名單，
   傳承給學弟妹接續行動。

2.確認攝影團隊紀錄活動的專
   業能力，要求維持好的畫質
   與運鏡，讓影像資料的質感
   更好。

3.將臺灣夜市模式，更系統
   化地傳承給當地人及其他
   國際人士，鼓勵他們在各
   自的城市發起文化暖爐行
   動，擴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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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臺灣文化為基底:發揮我們
特有的共融精神，讓當地人體驗

多元的療癒方式建立連結、彼此

理解。

2.創造活動永續性:從三大行動衍
生出了超過30場大大小小的實體
活動。結合美食、文化遊戲與音

樂，舉辦在校園內及週邊社區，

實體總參與人數累積近千人。

3.建立社群，延續連結:我們成立
專頁並設計表單讓大家加入，不

定時推播最新消息，鼓舞更多在

地與外籍人士投入後續的文化交

流行動，讓漫漫長夜有更深刻的

寄託，在日光缺乏的冬季，成為

彼此的和煦暖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