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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抗煞　淡江人應嚴陣以待　接受考驗 
專題報導

 

編者按：SARS疫情蔓延，本校亦遭受波及，目前雖稍緩，但仍不可輕忽，校長張

紘炬認為抗煞將是長期工作，宏觀未來，不可掉以輕心，特接受記者訪問，分析如何

因應病毒之道。

 

 

 

 

 

文\林美山

 

 

 

　記者問：身為淡大跨世紀領導人，除了面對近年來台灣大專院校激增，帶領淡江迎

接競爭熱烈的挑戰外，近日史無前例的SARS病毒席捲台灣，人心不安，在此前提下

，擔任將近三萬名教職員生的淡大校長，遇此非常事件，是以何種心情和準備，迎接

嚴酷的疫情考驗？

 

 

 

　校長答：和其他的大專院校競爭，我們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是在「知己知彼」的

情況下求勝。但和SARS病毒對抗，對人類是前所未有的經驗，不知敵人在那裡？打的

是一場「知己不知彼」的戰爭。

 

 

 

　這兩個月來，台灣抗疫的行動在摸索中前進，步履艱難，看到優秀的醫護人員接二

連三犧牲，罹病者相繼死亡，悲劇不斷上演，心情覺得非常沉重，這場劫難對台灣在

各方面的傷害難以估計。

 

 

 

　淡江雖然未設醫學方面的系所，但防疫工作早在三月疫情初曝時，即在不驚動師生

的前提下，悄悄展開全校性的消毒。外在環境我們無法掌握，但校內務以高標準要求



，保持絕對的安全和乾淨，不能掉以輕心，因為任何疏漏，都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

和遺憾。

 

 

 

　身為校長，對疫情要徹底的了解和預防，以確保數萬人的活動空間不出狀況，讓大

家能夠安心自在的求學和工作，這是我的責任。但SARS病毒透過飛沫和接觸，無孔不

入，到處傳染，所以除了學校的防疫小組滴水不漏維護校園外，來自各地的淡江師生

，在日常生活方面，個人也要提高警覺，多一份防範，少一份風險，不管是站在愛己

愛人或道德責任的層面上，防範未然都是必要的。

 

 

 

　大家平日常說「全球化」、「生命共同體」，但實際行動往往趕不上口號，只見政

治人物，樂在鬥爭，自我設限。這次SARS帶來的衝擊和體驗，對國人是很好的啟示

，人類唯有團結互愛、擴大心胸、人我一體、真誠相待，才能化解危難。從對抗

SARS的醫學研究、防範、治療、善後等等棘手問題，無不需要打破國界框框，結合群

體的智慧力量，走出陰霾，尋找出路。

 

 

 

　問: 許多人因這波SARS來襲，生活做了某些調整，請問校長近日的生活有何改變？

 

 

 

　答: 以前花很多時間主持會議，參加校內外活動，現在因應疫情擴大，學校取消大

型會議和各項交流。但活動雖然減少，思考卻更忙碌，面對SARA強大的威脅，時時刻

刻思慮的是如何維護學校整體的安全？身為校長，在這關鍵時刻，必須妥善因應

，拿出對策，安定大家的心。

 

 

 

　目前只能在政府所頒定的辦法下，盡我們的能力去做，雖然有時會受到不少的干預

，雖免有困擾和壓力，但事在人為，多一些用心，就會多一層保障。所以這些日子來

，心思雖然隨著疫情蔓延緊繃，憂心這場「世紀病毒」之戰要打到何時？但在規劃有

關校園各方面的安全措施時，則用冷靜的心情思考，希望能夠面面俱到。古人說「定



、靜、安、慮、得」，愈是在危險的時刻，愈需要保持冷靜理智，慌亂恐懼只會造成

問題更嚴重。

 

 

 

　防疫抗SARS是攸關生死的大事，不僅涉及醫療領域，更是行政和管理的問題，淡江

長久以來推動「全面品質管制」，在此關鍵時刻，就顯現出效能來。我們成立的抗疫

團隊陣容堅強，以作戰的心情，推演各種可能的情況，因應情勢變化，隨時採取精準

有效的管理作為。

 

 

 

 

 

參與校長聯署聲明　希望政府統籌抗煞

 

 

 

　問：校長除了忙於校內抗疫之外，也參與了廿多位大學校長的聯合聲明，籲請政府

重視抗疫管理制度，速成立高層級的指揮中心，此事得到大眾的共鳴，請校長談一談

連署這份聲明的心情？

 

 

 

　答：當時是懷抱著憂心和焦慮的心情參加聯署，俗云「救人如救火」，是分秒必爭

的事。但眼看SARS在台灣產生病例已超過一個半月，但政府的處理卻未見章法，各單

位雖有行動，但因各自為政，事後補救多於事前規劃，導致人民極度恐慌，如果人心

累積了太多痛苦和不安，國家就會大亂。

 

 

 

　基於對台灣的責任和感情，覺得有必要挺身建言。陳總統說抗煞視同作戰，我們知

道戰爭的勝利，繫於統一的指揮和健全的統御，擬定正確的戰略，貫徹公權力。因此

我和台大等其他廿六位校長要求政府盡速成立高層級的抗SARS指揮中心，由行政院院

長或副院長擔任指揮，設立全國性的管理情報系統，廿四小時值班，統一事權，完備

資訊，中央和地方密切合作，建立標準的作業程序。就像每次颱風來襲，中央政府馬



上成立防颱中心。以美國為例，九一一事件發生，白宮即成立臨時國土安全辦公室

，他們平常雖是各州非常重視自治權力的國家，但遇到緊急狀況，大家的共識還是讓

聯邦層級負責，非常時期要有非常時期的手段和措施，不能有一點失誤，否則要付出

很大的代價。

 

 

 

　當前SARS疫情嚴峻，衝擊是全面性的，防不勝防，牽涉的層面廣闊，面對如此頑強

的敵人，如果還以多頭馬車的方式應戰，僅忙於補破網，政策混亂，沒有跨部會的統

一窗口，未見強而有力和透明的中央指揮體系，好好整合醫療資源，讓人民知道政府

在做什麼？有所遵循，產生信心。政府如不「預見未來」、「先知先覺」的話，那麼

這場戰爭將會打的慘烈，折磨醫護人員，苦了百姓，禍害台灣。

 

 

 

　所以我由衷的希望政府能耳聰目明，聽進忠言，快速建立旗幟鮮明的指揮中心，上

情下達，同心協力，不玩人事拼圖，精準的發出號令。

 

 

 

　問：可以感受到校長非常關心大環境，請問經過大學校長們的苦心呼籲，也提出七

項具體的建議，但至今疫情更熾，張校長覺得政府是否聽取建言？積極應變改善？

 

 

 

　答：政府的執行力和大家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瘟疫不僅照見一個民族的集體心理

狀態，也檢驗執政者的能力。這次抗SARS，民間已經全力迎戰，多少醫護人員在第一

線不顧自身安危，以不全的裝備打最艱難的戰爭，是誰讓他們冒如此大的風險？政府

的責任是提出戰略方向，領導國家，但我們看到的是在最急迫的時候，口罩缺貨，卻

堆積在海關，政府提供的防護衣也不合標準。病患不知到何處就醫，蜂湧至綜合教學

醫院，形成交叉感染，使台大和長庚相繼不保。現在院內感染還在擴散，南部更有疑

似SARS病患被當人球，種種亂象，令人憂心。

 

 

 

　距離大學校長們呼籲成立指揮中心，健全情報管理系統，已經超過半個月了，政府



也宣告指揮中心早已成立，但為什麼連病患送往何處都未上軌道？這是攸關人民身家

性命的戰爭，指揮中心是要發揮統御力，有效運作，讓所有資源用在戰事上，不是只

忙著開會討論，做些紙上談兵的事。

 

 

 

　最近我經常在想，政治雖不免講權謀，但掌握權柄，應勤修政治功德，三國志上說

「爭天下當以大德為準」，政府擁有最高的權力，最多的資源，善加運用，則造福百

姓，心懷私欲，必禍害眾生，或敗就在一念之間。

 

 

 

　目前當務之急是盡速成立SARS專責醫院，讓罹患者集中看病，匯集醫療資源，使醫

護人員擁有安全防備，不能要他們上戰場不給武器，那是很不人道的。

 

 

 

　政府應該廣納忠言，展現膽識效能，給民眾信心和希望。因為擺在我們眼前的不僅

是現在的考驗，還有未來的艱難，將來SARS肆虐結束了，一連串經濟衰退、失業潮、

心理復建等問題，需要一個大有為的政府和英明的領導者來帶領大家，衝破困境，共

渡難關。但看目前執政團隊的左支右絀，習於操短線的作風，要求他們肩負重大責任

是太沉重了一點。

 

 

 

　政治人物最念念不忘的是選票，其實國難當前，是爭取選票的最佳時機，只要懷抱

「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高尚情操，認真做事，交出好成績，選票自

然「無求而自得」，否則反其道而行，政客拼選票辛苦，人民拼生活更苦。

 

 

 

　現階段個人最大的希望是萬事莫如防煞急，但願政府發揮治國能力，讓民眾有免於

恐懼的自由。

 

 

 



 

 

病毒猖狂　關心同學健康與安全

 

 

 

　問：依目前發展的情勢看來，抗煞是長期的戰爭，可能成為國人生活的一部份，面

對這樣的新生態，校長有什麼特別的話要淡江同學們奉行？

 

 

 

　答：雖然現在許多人反映大學生的水準今不如昔，但我並不如此悲觀，聖經上說「

好樹結好果」，從歷年淡大畢業生深獲外界肯定和歡迎，我們同學整體水準是很好的

。

 

 

 

　我想有這樣的成果，這與我們長期以來重視物質和精神，科學和人文均衡發展的校

園文化有關。SARS入侵雖然帶來不幸和慌亂，但藉此機會我們可以反省自己的生活有

那些需要調整改善？並思考人生的諸般問題。災難遲早會過去，大家從這場百年僅見

的苦難中學習到什麼？如今生活的四周，每天活生生的呈現高貴或卑劣的眾生相，這

都是同學們很好的生活教材。我希望淡江學子們擁有一顆敏銳的心，在現實生活中見

賢思齊，見不賢警惕，不斷提升自我內在層次，讓自己成為一位成熟進步的人。

 

 

 

　這次我們看到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不顧隔離禁令趴趴走，讓李遠哲說出「有高水

準學歷，不一定有高水準人格」的重話，這就是學術地位與個人修養不平衡所致，同

學應引以為戒。平日生活務必嚴守個人自由不能侵害公共安全，尤其在瘟疫盛行的時

刻，微小的疏忽可能帶來滔天大禍，千萬不能心存僥倖。

 

 

 

　在這段病毒猖狂的時刻，身為校長最關心的是同學的健康和安全，外在環境我們無

法掌控，所以個人在生活上就要加強防範。為避免感染，勤洗手、戴口罩、維持居家

清潔，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少進出密閉公共場所，充足睡眠，適量運動等防疫守則



，我們在校園網路和時報上已充分宣導，這些都是很基本的常識，應該是輕易可以做

到的。

 

 

 

　病毒雖然是人類的天敵，但這位天敵卻怕我們身體的免疫力。免疫力強的人，感染

的機率低，不幸的是現代人的生活飲食習慣不良，以致普遍免疫力弱，一受感染便快

速發病，甚至死亡，可說是毫無招架之力。

 

 

 

　所以同學日常生活要加強自己的免疫力，飲食方面注意維他命C的補充，優良蛋白

質的攝取，以提升白血球抗毒能力。同時多喝水，少吃油煎炸類的食物，保持良好的

運動習慣及不操勞熬夜等，該讀書的時候讀書，應休息的時候休息，時間善加運用

，注意身體保養，才能擁有好體力及敏銳的頭腦。

 

 

 

　人是由有形的身體和無形的心靈構成，所以保健不能忽略心靈層面，生活作息不正

常、緊湊和物質化，最易導致心情緊張，壓力過大，造成交感神經失調，生理混亂

，疾病不請自來。

 

 

 

　世上許多疾病是心理影響生理引起，所以追求健康的身體，首應改善現代人焦躁、

緊張、崇尚物慾的生活，放下不必要的執著和追求，時時審視自己的內心，排除不良

的思想意念，保持和諧光明的心境。以寬容、樂觀、真誠、慈悲的態度待人，心靈美

善了，不但「相由心生」，提升外在氣質，更「身隨心轉」，增添精神能量，加強體

能，疾病不易入侵。

 

 

 

　在此時刻，審視淡江「沒有圍牆」的校園設計和「樸實剛毅」的校訓，覺得別有一

番深意。「沒有圍牆」彰顯的是包容萬有的心境，「樸實剛毅」則是一種真誠自然的

生活態度，如果行走人生路上，能秉持這種開闊美好的淡江精神，那麼同學們將擁有

健康的身、心、靈，提高生活的品質。



 

 

 

　 問：淡江是推動「未來化」不遺餘力的學府，站在「研究未來」的觀點，校長認

為我們迎接後SARS還要注意那些課題？

 

 

 

　 答：緊繃了二個月之後，最近SARS病例首度出現負成長，雖然令人振奮，但不可

因此而掉以輕心。因不僅國內有些病例感染源尚未解開謎底，不久前宣佈抗煞成功的

加拿大多倫多等地，又再傳出第二波疫情，國外科學家研究也發現，SARS不排除隨時

復發的機率，所以我們要引以為戒。

 

 

 

　 經歷這次慘重的疫情教訓，在後SARS時代，政府要盡速全面整頓公衛體系，因為

那是社會安全機制，台灣要「拼經濟」，吸引外資或盼優秀的人才進駐，必須健全公

衛體系及提升醫療水準，讓大家對台灣有信心。

 

 

 

　 從這次SARS高峰期醫療體系出現的錯亂，我們刻不容緩需擬定一套「大量病患重

大疫情防範措施」，成立緊急醫療應變系統，建立周全防疫醫療網，以作為台灣健康

的最後一道防線。

 

 

 

　 傳染病的流行，與國人的生活習慣和擁有的保健知識有關。如果民眾能在國民教

育階段打好衛生教育基礎，有健全的疾病基本知識，將影響成人後的健康行為與信念

。但目前教育部未將健康教育內容納入基本學力測驗範圍，在一向「考試領導教學」

的風氣下，學生對自己身體、心理健康知識難免忽略，我想這一方面教育單位要檢討

衛生教育的缺失，需加強健康教育的教學和內容。因為社會公共衛生的宣導，也需有

學校健康教育課程先備知識作基礎，才能發揮良好效果。SARS帶來的衝擊和影響是廣

大的，雖然各國科學家努力研發抑制病毒的疫苗，但在新藥問世之前，我們還有很長

時間與病毒共存。在這段期間，我們看到台灣倚重的國際貿易與投資和觀光旅遊雪上

加霜，所以政府要拼經濟，需思考如何化危機為轉機？尋找產業轉型之路，另謀經濟



發展之道。

 

 

 

台灣是硬體資訊產品的生產大國，電信和網路發達，在SARS陰影下，人與人需減少直

接接觸，各行業可考慮運用上述優勢發展新的商務運作模式，研發新產品，讓資訊和

人際關懷不隔離，對網路、影像電話、遠距教學或視訊會議等產業充滿發展新契機。

同時，在SARS持續威脅下，許多企業尋求建立異地備援系統，資訊設備的採購量擴大

，無異潛藏許多商機。總之，「拼經濟」要能預見未來，才能在危機中見到新希望。

 

 

 

 

 

防疫大作戰是最好的未來學教材

 

 

 

　 問：政府在宣佈「防疫視同作戰」的抗煞過程中，校長認為有那些能「預見未來

」，可作為「未來學」的參考教材？

 

 

 

　 答：我們常自稱是醫療先進的國家，但在這場戰役中，醫護人員在準備不足情況

下上戰場，悲劇接二連三發生，政府要負很大責任。

 

 

 

　 SARS疫情襲台並非毫無預警，廣東、香港、新加坡、北京都有例在先，但政府未

能防範未然，被動的跟著疫情跑。首先是衛生署輕忽誤判，毫無應變規劃，加上主政

者遲疑猶豫，緩急失度，執行力跟不上號令。面對的是救人如救火的大事，但卻未能

提供執行政策必要的資源，所以造成人心惶惶，整個社會陷入不安。

 

 

 

　 打戰講求的是「制敵機先」，所謂「善戰者制先」，「戰敗者善後」，由於未能



掌握先機，致使付出極為慘重的社會代價，應該記取這次教訓，作為未來遇到同樣事

情防患未然的參考。

 

 

 

　 問：置身疫情肆虐，不確實而高風險的社會中，浮現的是一椿椿等待學習的課題

，校長對這些日子所見所聞，相信感受良多，請談一談個人深刻的感受？那些可以作

為我們生活借鏡？

 

 

 

　 答：許多人說SARS是看不見的敵人，事實上在顯微鏡下它形似美麗的玫瑰，雖無

法用肉眼看見，但它毒性強，又多變，威力無窮。經歷這次驚心動魄的交戰，人類應

該懷著敬畏，謙卑的心態，學習謹慎與合作共同面對大自然和人生的逆境。

 

 

 

　 從這次全民恐懼中，發現大多數人其實是脆弱的，在不安全的環境中，信心喪失

，無不希望SARS早日過去，以恢復正常的生活。但放眼看人生，除了經常有各種自然

災害之外，更多的是人禍，整個地球環境其實充滿危險，人生有太多變數，所以平日

要有居安思危的準備，當意外發生時，才不致慌亂失措。愈處在惡劣的環境，則需臨

危不亂，從容鎮定，才能降低危險。

 

 

 

　 這段時間眼看許多生命轉瞬消失，許多人感嘆人生無常。如果只是感嘆，沒有因

此而有所警惕並改進自已的話，那是消極的態度。愈看到人生的無常，我們不僅愈要

珍惜和善用自己的生命，也要同樣的珍視別人的生命，善待一切眾生。有生之年多多

與人為善，不要讓人生有遺憾。

 

 

 

　 問：歷史上出現戰爭和瘟疫，往往是人類道德走向傾圮敗壞之際，校長對此有何

看法？您對我們的社會有何建言？

 

 



 

　 答：SARS對台灣的衝擊，除了威脅每個人的生命安全外，我們過去自豪的經濟成

就和政治民主，其內涵都受到考驗。這次危機顯示高所得不等同一個能自治的公民社

會，在以選舉競爭為主導的民主經驗中，民眾的公共責任，社區參與被簡化為選舉時

的投票行為，我們有熱情崇拜政客的選民，但欠缺能夠自律深耕社會共同體意義，充

分認知群我關係和自身權利義務的公民。

 

 

 

　 這次通過SARS檢驗，一些民眾不守法、沒有公德心等陋習一一顯露。除了醫院隱

匿病情，有些醫護人員陣前棄職不顧專業外，不服隔離規定的民眾目無法紀趴趴走

，商人囤積口罩，哄抬物價等情事公然上演，我們只有民主的表象沒有法治精神，只

有自我價值不顧群體利益，人心物質掛帥、向功利看齊，結果我們的自由和秩序不成

比例，培養的是享權利不盡義務的國民，從這個角度檢驗台灣的民主成就，體質是相

當虛弱的。

 

 

 

　 SARS攻擊的不僅人身，更是公共道德與組織的弱點，所以政府和人民在拼抗煞、

拼生活之餘，更要拼公民意識的抬頭，將防役轉化為善良社會網路和公民權利義務理

念為依歸，讓紀律成為一種生活態度，肯於犧牲若干自我，勇於接受為群體利益而制

定的規範，因為有紀律才能讓社會的基本價值得到共同的尊敬。

 

 

 

　 我們不僅對內要有公民意識，對地球村也要有公民意識，不能將控制病例移出

，掉以輕心，這是一種主觀的訴求，制止欠缺公德心者釀禍，為台灣塑造地球村好公

民的形象。

 

 

 

 

 

人類要從大自然學習生命價值

 

 



 

　 問：任何災難遲早會成為過去，SARS也不例外，難纏疫情除了給我們教訓外，校

長認為國人還應該做那些反省？

 

 

 

　 答：同樣是人口密集的亞洲國家，許多地區受到SARS攻擊，但日本一直未傳出感

染擴散的報導，可見他們嚴密控制外，也與國民教育水準和社會道德素養有關，這值

得我們借鏡。再如新加坡政府對抗SARS的果斷政策，配合高科技很快將疫情控制，相

較於台灣的紛紛嚷嚷，令人感慨。

 

 

 

　 另有些媒體在國難當頭不忘泛政治化，淪為政治工具，造成公權力不彰。又有些

醫療人員在抗煞期間只重私利，罔顧他人的不當行為，這些都存在很大的反省空間。

不管是醫生或政治人物，從事的工作影響民眾福祉，所以都應懷抱「但願眾生得離苦

，不為自己求安樂」的胸懷。

 

 

 

　 SARS讓我們親身體驗到地球生態絲絲相扣，世上每一個生命，每一件事都息息相

關，人類以自大心態、恣意破壞自然法則的結果，依熱力學「能量不滅」定律，我們

加諸地球的負面能量一旦累積爆發，生態浩劫將無可避免。所以趁此機會。人類要從

大自然學習生命價值，重新調整人與大自然、人與科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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