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炙熱的五月天，空氣中除了瀰漫著高溫，還有許多不安的氛圍。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把雙北從5月15日升至三級警戒，全國則於5月19日
升到三級警戒，一時之間，臺灣整個社會彷彿按下了慢動作鍵，出門

的人少了，路上的車也少了，餐廳不准內用，口罩已成為每個人外出

的標準服裝，在疫情籠罩下，大學校園又呈現什麼樣的面貌？

全國三級警戒校園防疫全記錄 撰文 陳宏瑞

量體溫，掃QR	CODE是疫情下生活的日常。

宿舍外搭設帳棚，讓家長方便接送學生，但避免進入宿舍。

左）學生餐廳內早已設立了隔版，卻暫時用不到。

右）學生餐廳正常營業但停止內用。

全國疫情在5月19日警戒升到三級，成大各處室隨即採取一連串措施因
應，5月19日起實施校園門禁，禁止校外人、車入校措施，校園僅開放
11個出入口，教職員工生出入須出示教職員工生證件，109學年度第2
學期課程至學期結束，全面線上授課、線上評量，線上教學為正式課

程，不另行補課。

進入建築物、搭電梯都需要量

體溫，校警隊派員隨時協助。

成大全校教職員工生每日必須填寫健康關懷問卷調查及體溫、症狀紀

錄，總務處因應居家辦公演練，也以Webex防疫雲端辦公室辦理公務及
訪客服務，各單位員工可安裝NCKU Teams，作為防疫期間同仁橫向溝
通連繫方式，以避免群聚接觸，行政大樓東西棟B1、B2裝設酒精量溫
一體機，方便員工量測體溫及手部消毒，隨時注意自身健康，進出大

樓也必須先掃QR CODE，以確保人員的掌握。

國立成功大學因應疫情發展，從三級警戒開始就推出線上畢業典禮、

實施校園門禁、宿舍加強管制、全面線上授課、線上評量等一系列應

變措施，成大圖書館推出防疫服務，成大醫院也迅速召集應變中心防

疫團隊，依據科學證據訂定醫院的防疫政策，全校總動員，希望一起

度過疫情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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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警戒提升三級，學生住宿防疫成為矚目焦點，學校在每一個宿舍

都設置紅外線顯像儀，讓學生進出宿舍時可以迅速的掌握體溫，比去

年採人工量體溫更有效率，學生盡量採取不移動的原則，如果不得不

移動或返家時，家住中部（彰化）以北的學生回到宿舍時，則需自費

500元做PCR檢測，或者可以選擇集中住在一人一室的勝三宿舍，進行
14天的加強自主健康管理，以保障絕大部分沒有移動的學生。

民以食為天，三級警戒後，儘管學生餐廳的營業額下降，部分業者向

學校申請調整營業時間甚至暫時停業，為了體恤學生可能外食不易，

學生餐廳的自助餐和便利商店都維持最基本的營業，但禁止內用，並

做好實聯制和保持社交距離。

因應疫情警戒提升至第三級，成大圖書館調整服務內容，致力提供豐

富的教學及研究資源，圖書館館長王涵青表示，服務以透過網路、遠

距線上為主，搭配符合防疫策略的實體服務，持續提供不斷電的圖書

館資源，包括：提供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以及紙本期刊

文獻掃瞄服務與email傳送；同時也推出線上諮詢會議室、館藏資源利
用線上課程及學術研究分析服務等，大大縮短師生在疫情當下與圖書

館資源間的距離。

疫情期間，總圖、醫圖以開放預約取書方式，滿足讀者紙本圖書所

需。讀者只需事先上網預約，約一個工作天左右即可接受email通知，
就可到館取書（實際取書時程須看當時的取書量與人力），學生取完

書以後也可透過紫外線UV消毒機進行消毒，還書則可以透過還書箱，
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原本 24 小時營業的超商調整營業

時間。

餐廳的地板標誌線提醒維持社交距離。

學生繳費在辦公室外辦理。

學生繳費在辦公室外，辦公室內則以塑膠隔屏隔開防疫空間。

676 6

個人疫見



 劉姿佑 攝

上）塑膠隔屏成為辦公室的特殊景象。	 中）圖書館的紫外線殺菌箱。

下）圖書館櫃臺也是以塑膠屏幕隔開社交距離，學生可預約取書。

2020年12月，成大圖書館「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以「瘟疫文學」為主題，由「卡繆」
（Albert Camus）的作品《鼠疫》（亦翻作《瘟疫》；英：「The Plague」； 法：「La 
Peste」）為基礎出發，呈現過去時代人們面對疫情的態度、反抗、人性與生命尊嚴。歷史
上鼠疫有三次大流行，第一次大流行發生於6世紀，起源於埃及的西奈半島；第二次發生
於14世紀，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即為致使歐洲人口少了一半的黑死病；第三次發生於19
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於廣東爆發，經過航海交通，最終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陸。法國
存在主義作家卡繆1947年的作品《鼠疫》，以1940年代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境內一座小
城奧蘭（Oran）為背景，寫下圍城之下的人民在鼠疫這種傳染病背景之下的種種表現。
在現今飽受新冠肺炎COVID-19折騰的當代，重讀卡繆的《鼠疫》，無疑能夠帶給我們更
多的省思，甚至有助於我們找到因應之道。

走讀經典—卡繆《瘟疫》 撰文 黃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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