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城特輯－外籍學生的哀愁與孤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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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匱乏、孤軍奮戰、與人群疏離所帶來的壓力、無法返鄉與

家人團聚的孤寂…對前來法國就學的青年學子而言，這場疫情所帶

來的影響顯得更加複雜、嚴峻。 

自 3 月 17 日法國實施全國封城以來，伊涅斯(Inès)的生活空間

就侷限在約三坪大、位於巴黎市中心的宿舍裡。一張單人床、洗手

台、塞滿補給品的架子、晾著襪子的暖氣，以及每天在其上度過大

半時間的書桌，以上就是她封城新生活的全貌。 

學校課程完全停擺，在宛如風景明信片般的塞納河畔閒逛的巴

黎留學生活已不復見。健身房、交誼廳、學校餐廳等公共場所也全

面關閉。「為了挪出更大的空間，我們重新擺放廚房裡的桌椅。我

們也試著讓每個人固定使用相同的衛浴設施，減少病毒傳播的風

險。」來自突尼西亞、去年九月才到法國就讀永續發展管理碩士的

伊涅斯說。 

短短幾天之內，她所住的學生宿舍幾乎人去樓空，120 名學生

中只剩下 43人。法國學生大多都返鄉，而來自墨西哥、俄羅斯、烏

克蘭、摩洛哥、義大利等地的外籍學生則留了下來。這就是目前全

國大學宿舍的縮影。 

「對外籍學生來說，這場疫情顯得特別嚴峻。」巴黎國際大學

城 (Cité internationale universitaire de Paris)總代表瑪莉詠 (Laurence 

Marion)指出。對於在宿舍度過封城期的學生來說，挑戰之一就是在

無法外出和公共設施皆關閉的情況下，忍受狹小的生活空間；而宿

舍中僅存的群體生活又會產生對病毒傳播某種程度上的恐慌。 

對於十多名學生因出現症狀而遭到隔離，大學城住民皆憂心忡

忡。對此，瑪莉詠稍早也透過臉書直播做出回應：「我們已建立將

食物送至患者房間門口的機制。我們也採取相關措施，力求最大程

度防止病毒傳播。例如，每次同時使用廚房的人數限制為三人，再

多就不行。」 

 

 

 



 

 

去留兩難 

 

然而，對於從世界各地前來法國求學、現在又要在離鄉背井的

情形下度過此次重大危機的 34萬外籍學生而言，適應新的生活模式

並不是唯一的挑戰。他們首先面臨的是一個困難的決定：離開法國

或是留下？如何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氛圍中作出抉擇呢？ 

高等教育部於 3月 19日下令：「在就讀學校關閉的前提下，我

們建議國際學生，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返回自己的國家。」 

若有些人選擇了離開，另一些人卻沒有作出這樣選擇的本錢，

此肇因於邊界封閉、機票太過昂貴、學業限制、擔心返國後還需接

受隔離等問題。…去年九月抵法，在里昂就學的羅馬尼亞籍學生達

妮莎(Denisa)雖想與家人團聚，卻不得不放棄。「許多航班被取消不

説，現在所有從法國回去的人都會被隔離，我真的不想去那些隔離

場所。而且我在羅馬尼亞也沒有醫療保險。」她說。 

巴黎國際大學城提供住宿的對象以外國學生為主，至今仍有超

過一半－約 4,500 名學生－留宿其中。「已經離開的學生大多是美

國人和加拿大人，因為他們很早就接到嚴格的返國命令。…還有一

些歐洲學生也離開了。」瑪莉詠表示。 

在南特大學攻讀比較文學的土耳其籍學生庫薩特(Kusat)也放棄

購買返回伊斯坦堡的機票：「假如我是無症狀的患者，我不想冒著

把病毒帶回自己國家的風險。」「最令人焦慮的是，我不知道自己

何時才能再見到在薩丁尼亞(Sardaigne)的家人。」同樣在南特就學，

來自義大利的愛麗歐諾拉(Eleonora)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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