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冊一世界Ｖ：
卡繆《瘟疫》主題書展系列活動

在成大總圖新空間啟用的同時，2020年本校第

89屆校慶的第5系列 	一冊一世界 	主題書展系

列活動也正式開跑！本次書展以「瘟疫文學」

為主題，並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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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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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為法國小

說家、哲學家、戲劇家，出生於非洲當時的法屬

阿爾及利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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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場以「封城」的圍困為主要概念，由古拉丁字

母轉化而成的四區域展現卡繆的小說中無辜的人

們在疫情肆虐的奧蘭城，隨著時間所經歷心理狀

態：「驚惶、猜疑、掩蓋」；「順從、接受、執

行措施、責備、抱怨、荒唐面對」；「習慣、冷

漠、麻木、疲乏、自我批判、質疑」；以及「等

待、理智、回憶、珍惜、反思、補償」。進入

展場，彷彿走進卡繆的小說中無從所知的奧蘭

城，四周以白色布幕圍起，好似醫院的病房，而

自己是被隔離者，成為被世界放逐的一座孤島。

360°的白幕上各投影著戴著口罩並不時眨眼的

人臉，形成一股壓抑、沉悶的氛圍，甚至令人難

以呼吸，讓人強烈感受到「疫情肆虐，死亡就伏

藏在我們的生活之中」的無形壓力，一切疫情是

如此靠近，如此真實。而展示櫃中陳列的許多醫

療器材，諸如醫用手套、針頭、藥罐、手術服，

亦更加強疫情帶來的生命威脅的膽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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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有別於傳統平面的展覽方式，本次展覽以布

幕及投影營造出展示空間，並利用動畫、音響等

影音媒介，更帶給觀者視覺及聽覺上的感染效

果。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展示方式是：以曬衣架

晾著卡繆的小說。策展者擷取《鼠疫》某些文本

片段，以晾衣服的形式將印出的文本分別夾在各

個木製曬衣架上，並將文中的一些文字挖去，讓

觀者自行填空，於此觀者將不完全侷限於小說情

節中，也能夠將自己對於現今疫情的感受置入於

文本，文本不再只屬於彼時，也能屬於現時。曬

衣架上文本的背面是一個個散落的中文詞彙，這

些詞彙是人們面對疫情的心理狀態或生活狀態，

如：驚恐、煎熬、發燒、傳染、權力⋯⋯，一百

年前面對疫情的恐慌、人性的荒謬，一百年後亦

是如此。看著這些文本隨風晃動，過去的故事彷

彿也吹進現今的疫情之中，災難始終再再反覆發

生，人性的考驗、面對疫情的考驗亦是。

展場不僅僅重現1940年代為疫情所困的奧蘭城，

亦對2020當今的疫情有所回應。「沒有發燒症

狀只是乾咳也可能患病，且具傳染性，應該要加

強宣導戴口罩，或是其他有效防疫方式。」「才

一個晚上就聽到時幾個該隔離卻不戴口罩亂跑

的，有去找朋友的，有去泡網咖的，還有去超商

取貨的，臺灣真的要疫情大爆發的時候才會緊張

嗎？」「可以將全部隔離患者戴電子腳銬嗎？」

電視螢幕以對話的形式播放著當今人們面對疫情

的各種想法及應對方式，當今人們對抗疫情的態

度及想法，就如同過去人們對抗疫情之時，戰勝

疫情的決心、隔絕隔離者的堅持不會隨時間有所

改變。展場一部分也展示著這陣子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記者會的文稿、關於新冠肺炎的科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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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入境檢疫系統」健康申報聲明書等等有關當

今疫情的資料，與《鼠疫》小說文本的相關展示相

呼應。

成大圖書館藉由這次「瘟疫文學」的展覽，讓歷史與

當代對話，讓文學與現實接軌。在疫情流行的當代，

我們正面對著《鼠疫》的處境，面對著奧蘭封城的命

運，感知著與小說市民相同的心理狀態。歷史不停

重演，因此我們必須以過去為鑑，才能預防災難，並

將可能帶來的傷害減至最低。封城將奧蘭市民綁在一

起，對抗瘟疫是群體共同的責任；反觀當今，疫情將

每一個人變成了孤立的單位，各國亦成了一座座孤

島，全球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各國須聯手保衛

自己的家園，同時也幫助其它地區的人民度過疫情。

《鼠疫》在書末寫道：「聽到城裡傳來歡呼聲，李

厄心裡想著，這樣的歡樂總是會受到威脅的。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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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興高采烈的人群看不見某事，但相關的書籍

已經告知我們：鼠疫的桿菌決不會就此絕滅或消

逝。它能潛伏在家具或衣櫥好幾十年，在房間、

地窖、旅行箱、手帕及廢紙堆裡耐心等候。也許

有那麼一天，鼠疫會喚醒鼠群。讓它們葬身在

某個幸福的城市，使人類再罹厄運，再度汲取教

訓。」1947年《鼠疫》的叮嚀，2020年的我們記

住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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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場這座絕望的奧蘭城中，觀者將跨越時

空，重新省思今日、明日，以及無限循環的人

性。成大圖書館精選「瘟疫文學」的圖書、紀

錄片及劇情片，並舉辦實體館藏的書展、影展

及專題演講，製作專屬網頁展示館藏，希冀以

知識的力量鑑往知來，以知識經典撫慰2020年

飽受COVID-19桎梏的我們。透過這次展覽，

也能讓常常僅專研在自身專業的成大學生，可

以有機會接觸到更多領域的知識，接觸到更與

自身生活息息相關的關鍵訊息，並思索當代所

面臨的重要課題！

◆  實體展覽展期為 2020/12/16∼2021/3/18

◆  專題演講共有4場：

	     12/16(三) 14:00∼16:00  吳錫德教授「當疫情漫延時-從卡繆的《鼠疫》談起」

	     12/17(四) 18:30∼20:30  陳恒安副教授「從歷史視角讀卡繆《瘟疫》」

	     12/18(五) 18:30∼20:30  蘇大成教授「面對COVID-19病毒肺炎大流行後的省思」

	     12/22(二) 18:30∼20:30  汪漢澄副教授「疫病史上的那些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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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展片單

	     12/23(三) 18:30-20:30  《瘟疫 Epidemic》

	     12/30(三) 18:30-20:30  《愛在瘟疫蔓延時 Love in the Time of Epidemic》

	     01/06(三) 18:30-20:30  《疫苗：希望與恐懼之戰 Fear of Vaccines: Why?》

	     01/13(三) 14:00-16:00  《全境感染 Operation Ragnarok》 

	     01/20(三) 14:00-16:00  《全境擴散 Contagion》 

	     01/27(三) 14:00-16:00  《屍速列車 Train to Busan》 

	     02/03(三) 14:00-16:00  《危機總動員 Outbreak》 

	     02/24(三) 18:30-20:30  《我是傳奇 I am Legend》 

	     03/03(三) 18:30-20:30  《末日之戰 World War Z》 

	     03/10(三) 18:30-20:30  《絕地救援 The Martian》 

	     03/17(三) 18:30-20:30  《猩球崛起 Dawn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地點：成大圖書館總館B1大團體視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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