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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豐富地站在一起
與其說是吃驚，不如說是茫然地看得入迷了

陳舜臣《青雲之軸》轉引谷崎潤一郎《細雪》

美即是醜，醜即是美 

莎士比亞《馬克白》

小說家陳舜臣在 《青雲之軸》談及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於《細雪》中描述天災的華麗文字。陳舜
臣寫道：「人類在遭遇到突發的劇變時，據說並不會先有倫理觀，反而是內心的美感會先做出反

應……也常常有人說，看到B29轟炸機銀色的機翼閃閃發亮，當下反射性地覺得真是美麗。」美國作
家蘇珊‧桑塔格年輕時也曾認為，當代充滿影像，「超飽和的世界，(讓) 我們應當關注之事對我們
的擊撞越來越少：我們已經麻木不仁。最後，這類影像只令我們變得冷漠。」她甚至表示：「現代

生活總是以暴力餵養我們，而我們不知不覺慢慢習慣而被腐化了。」不過，在經過多年思索之後，

桑塔格不再單純接受過多影像會造成人心麻痺的指控，她指出問題只在於，如何促成人們擔負起責

任去觀察並反省。

「過度豐富」(excess, over-abundance) 的影響與記憶究竟是浪費或者是機會？處於過度豐富世代的我
們，光與受難者站在一起便是道德的嗎？或者說「站在一起」只是起碼的要求？擁有歷史經驗的後

進者，是否更應該擔負起某種導向我們往未來前進的責任。若能如此，「過度豐富」或許能夠因為

提供了多元異質的案例，而有助拓展社會大眾的經驗視域，進而避免被麻痺心智的風險。

陳舜臣與桑塔格所談的觀看與凝視，背景都是二次世界大戰。然而當今，全球因疫情動員資源之

鉅、影響生活層面之廣，以及全球死亡人數之多，以致有人將之稱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無論戰

爭語言是隱喻或描述實質狀態，這段日子以來，在我們校園周遭的確出現了許多不尋常的事件與現

象。譬如，光復校區魯迅像與成功校區博物館前的石獅早已應景地戴上了口罩。路過除了會心一笑

之外，繼之而起的心情會是什麼？如果日日夜夜都見得著口罩、酒精、隔板、快篩站、防護罩、封

鎖線、梅花座、線上活動、QR code……，那麼我們還需要留下疫情期間的影像嗎？

留下疫情期間影像的作為，其實預設了我們在未來能「恢復正常」的想望。或許我們也可以說，以

影像寫歷史，與文字一樣都蘊含著對未來的期許。但是我們是否願意多花一點時間想想，我們期許

在未來恢復的正常究竟是些什麼？是因疫情所逐漸習慣的網路世界與各種鏈結，還是過往我們曾經

因相遇而建立起的各種摩擦與親密關係？

無論如何，留下疫情時期成大人努力的身影，絕非指向感官獵奇，而是期待所有成大人能有機會因暴

露於過度豐富之中，滿盈自身的情感與理智，再進一步移轉至關注支撐防疫生活模式背後所有行動者

的付出。過度豐富中的觀看與凝視必須學習，否則不免流於膚淺消費。成大271邀請所有成大人透過
影像再次認識周遭，之後，除了繼續扮演自己的角色之外，也別忘了我們還至少必須站在一起！

歡迎你，成大新鮮人！

今年，臺灣面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嚴峻挑戰，從5月升至三級警戒以來，首次以停課不
停學、線上畢業典禮、升學大考延期等，因應種種挑戰與壓力，造就本屆新生勇敢而

獨特的成長經驗。此刻，我們何其慶幸能在成大安全防疫的校園中，迎接各位到來！

成大作為一所國際化的綜合型大學，擁有教學醫院的充分支援，結合校內各領域師

生的專業知識、啟動各級防疫機制，從移動軌跡、建築物環境掃描紀錄，到結合AI
運算所發展的快速篩檢模式、研發智慧手環體溫預警系統，為貫徹防疫超前部署，

建立保護教職員生之防疫圍牆，展現大學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與防疫量能，打造成

大新生安心學習、安全生活的環境。

過去歷史的經驗提醒我們，疾病大流行對於人類發展進程，有著重大影響。在疫情

之下，雖須拉出安全社交距離，但透過社群交流、人際間的連結，相互支持的系統

卻更加緊密。大學生作為深受社會信賴期許的一份子，應積極思考如何建構專業的

素養及知識實現、跨域協作，系統性理解問題、結構性儲備知識，有層次、有步驟

性地發掘並解決未來課題，創新社會福祉、永續未來，懷抱改變社會的勇氣。

適逢成大90周年校慶，秉持「藏行顯光，成就共好」核心理念，期許各位在成大豐
厚的歷史底蘊裡獲得啟發，藉與來自不同國家、地區、文化背景的同儕互動中，開

拓國際視野、儲備外語能力，在成大校園成長、蛻變，看見更好的自己，聯結世界

「成大事」，成為勇於承擔的「成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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