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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作品名稱 難忘的 2020 

 

    PGY是怎麼產生的？還記得多年前還在醫學院的我，聽著台上的老師對著台下的學生

們講古，講述多年前 SARS戰爭中醫護人員的犧牲，以及疫情過後醫界的大改革。PGY，這

個特別的職位就此誕生。 

對我來說，這些事就像是聽歷史故事一樣，遙遠且荒誕。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在

這個隨時都可以上網傳達訊息的年代，就算有傳染疾病傳播，全世界的專家肯定能藉由社

群網路第一時間就得知，並且將這些疾病遏止在搖籃之中。 

當時的我是如此真切的相信，而今，回首看幾年前的我，簡直是愚蠢而渺小。 

    我是去年八月進入醫院正式擔任 PGY，我們這梯次的 PGY與過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

兩年期的 PGY，很多師長們覺得這一屆很特別，因為不同學制的 PGY一起上工，比較能激

盪出與過往不同的火花。 

    今年一月的時候，我在外院輪訓社區兒科，也許是年節將近，也可能是因為當時身處

非醫學中心，心思隨著春節日漸逼近而飛盪：忘年會的活動、過年假期的安排……等。渾

然不知一場世紀災難早已展開。 

    一月二十四日是除夕。大多數的患者都不希望在醫院過年，而各家醫院在過年時期人

力也會因年假而縮減，所以大多醫院會在過年前有計畫性地清床。社區兒科的病房時常住

滿病患，但很明顯地，一月二十日的周一，本來印滿兩頁的病患清單，連半頁都印不滿。

那時候，台灣媒體開始談論起新冠肺炎的疫情，剛開始，大家對於這樣的資訊還是有點懷

疑有點不確定，畢竟二十一世紀的疫情雖然不少，但由於全世界衛生及醫療的進步，很多

可能在古時候會造成大流行的疾病都被遏止在襁褓中。 

    我與幾個主治醫師都注意到了這樣的新聞，雖然擔憂新興疾病的產生卻沒有真正放在

心上，儘管病毒突變的機率很大，但大多數的病毒還是能透過人體自身的免毅力對抗。何

況年假就要到了，要去哪裡放假散心，悄悄地成了當時心頭最關切的議題，畢竟一整年的

辛苦真的需要一個可以放假充電的假期。 

    然而，疾病不會因為過年就停止傳播，疫情就在當時的不注意中逐漸擴散。 

    歡樂的年假很快就結束，但恐怖的疾病卻持續蔓延。隨著時間的進行，越來越多的疫

情相關新聞塞入我們的世界。二月的我輪訓家庭醫學科，當時我們常要到社區進行衛教和

篩檢，醫護人員對於疾病，尤其是這種恐怖且未知的傳染性疾病警覺心很高，但當時，許

多民眾防疫相關的知識還是很薄弱。我還記得二月初我有機會到非市區的衛生所幫忙癌症

篩檢，原先我心想疫情肆虐，來癌篩的病患量應該大減，沒想到，當天篩檢的人數還是一

如往常地多，更恐怖的是，許多民眾沒有穿戴口罩的習慣。身為一個醫師，我能做到的就

是苦口婆心地在幫民眾篩檢時多跟他們衛生教育，提醒大家戴口罩及洗手的重要。另一方

面，我也嚴格要求衛生所的同仁一起協助民眾保持適當的距離，並且讓有上呼吸道感染相

關症狀的民眾先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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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台灣的防疫宣導非常到位！說到這裡，我真的想跟所有防疫團隊以及積極參與

宣傳的媒體鼓掌。透過鋪天蓋地的宣導，二月初還一派樂天的民眾也開始感受到我們醫護

人員心中的焦慮，我所在的醫院也築起嚴格地分流措施，一開始還有患者抱怨我們這些規

定造成他們不便，但經過溝通及宣導，在二月底，民眾幾乎都很自覺地口罩不離身，也願

意配合醫院相關的防疫政策。 

    今年三月，我在醫學中心的兒科輪訓。這個時候，全台灣甚至全世界都感受到新冠病

毒的來勢洶洶。我們醫院不只減少開會聚集的次數，也把醫師和護理人員做分流管理：加

護病房醫師就專責顧加護病房，一般病房的醫師也絕不會跑到加護病房增加傳染的風險。

而我分配在兒科感染科醫師團隊中，我跟兒科感染科潘醫師，要肩負起照顧全院確診或疑

似的兒科患者的重責大任。 

聽到這消息時，我第一時間不是擔心自己的安危，我只害怕家中兩個幼兒是否會被我

感染。潘醫師了解我家中的情況，她也是兩個小孩的母親，因此她詢問我：「學弟，你會

害怕嗎？如果你真的擔心感染的話，我可以跟科部溝通調整人力，不要有心理壓力，我們

都能諒解。」說不怕是騙人的，當下我心中真的有一絲退卻。但這樣的緊張我選擇坦白地

面對：「潘醫師，給我一天的時間跟老婆還有小孩說明，我明天一定給你答覆。」 

還記得我在晚餐時跟老婆提到這樣的安排，她問我：「你能不能跟醫院說你有兩個學

齡前的小孩，跟其他人交換啊？」她知道我是一個責任感很強的人，因此試圖說服我改變

這樣的決定。我用了一個晚上，跟她說明我的想法，她也是讀醫的，所以更能瞭解我所面

對的風險，以及我們身上背負的使命感。很多時候，就是會面臨這樣的兩難，儘管我們在

臨床上時常面臨這樣的情景，但關乎自己的時候，心仍不免顫動一下。經過一夜的討論，

我們回憶了以前解剖學拜訪大體老師家屬的情境，我們回憶了初入醫院受袍的光景，也回

憶了當時舉手在台上與同學們一起讀誦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時刻。 

我決定接受這樣的任務安排，同時，我也跟她承諾每天到醫院一定做到最充分地防護

準備，我也承諾我一定會在回家前把自己清潔乾淨，如果有任何異狀，我也絕對不隱瞞。 

    進入三月，各家醫院分艙分流的措施已然開始。我與潘醫師每天早上都在感染科劃分

出來的兒科專區討論相關病情。每次到感染科病房時，我們在醫院指定的區域穿戴合適的

服裝：我們必須先把外衣褪下，穿上醫院準備的隔離衣，戴上專屬的護目鏡，以及當時最

珍貴的 N95口罩，套上手套後，我們還要互相檢查對方的裝備是否齊全，一切都穿戴完整

後才得以查房。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每天都帶兩套衣服到醫院，下班前把身上的髒衣服收拾好並且在

醫院完成梳洗才回家。沒錯，那幾個月不只我的衣物清洗都與小孩分開，我連一般的洗澡

都不敢回家，深怕身上沾染任何的病菌。我不願我的小孩冒著任何一絲風險，這也是我在

我能力範圍內，能做到一個父親能給小孩最大的保護，這也是我的責任。 

    我們都希望風平浪靜，但老天總要考驗著我們。 

    一如往常，我一早就到感染科病房觀看手中病患的資料與影像。「急診室黃色訊號！

急診室黃色訊號！」這幾個月，只要有黃色訊號的廣播響起，我們的心就揪一下，在我們

醫院，這意謂著有疑似的個案報到，相關的防疫團隊就要啟動：醫師要立刻著裝穿戴相關

防護設備：穿上大家從新聞中都可以看到的「兔寶寶」裝，戴上在此刻格外珍貴地 N95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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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 

    接到通知，這是一個兒童疑似案例，我熟練的穿上相關裝備，儘管已經多次穿戴，每

次的窒息感都還是很難熬。電腦中的資料顯示你的爸爸在對岸工作，經過隔離後你們就一

起生活，你的父親雖然沒有明顯上呼吸道感染症狀，但是你今天清晨已經有點微燒，早上

更是燒到 39度以上，同時合併咳嗽等症狀…… 

    透過檢疫站的壓克力板，我看著一張青澀的臉孔帶著些許恐慌，也許是這樣的大陣仗

讓小小年紀的你受驚，也可能是最近的風聲鶴唳讓你充滿擔憂。我盡可能地讓自己語氣輕

鬆一點減少你的焦慮：陳小弟，等一下張開嘴巴大聲說阿，叔叔檢查一下喉嚨，很快就好

了喔！ 

    要求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在這樣的壓力之下乖乖配合檢查確實很困難，我看著你那搜尋

媽媽求救的眼神以及眼眶逐漸醞釀的淚珠，於是再用溫柔的語氣提醒一句：如果害怕的話

就閉上眼睛，給我三秒鐘，三秒鐘就好。相信我好嗎？ 

    也許是我的誠懇感動了你，你強忍著淚滴閉眼張嘴。我迅速地在咽喉處完成採檢，完

成相關採檢手續。離開前，我看到你那驚魂未定的慌張，安慰你這只是例行性的檢查，如

果你有哪裡不舒服一定要跟我們說喔。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按照規定進行應該有的檢查，委屈你在專屬的兒童感染病房忍受

短暫的孤寂，幸好在相關藥物治療之下，發燒與咳嗽症狀獲得改善，而衛生局回傳的結果

也是令人欣喜的陰性。 

    我用短短幾字就帶過這段時間的煎熬，但我相信對你和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段時間簡

直度日如年，每天心驚膽顫深怕陽性反應出現。上面所說的陳小弟是我採檢的第一個個

案，接下來的幾天，陸續有不同的患者前來就醫採檢。整個三月，數不出有多少疑似個案

的病童在我們手中接受治療，也算不盡他們滴下幾顆斗大的淚滴。幸好上天眷顧這些小

孩，我們團隊照顧的疑似個案都非確診個案。對照國外失控的疫情，看著認識的朋友從世

界各地傳來的醫療實況，我真心感謝我們生活在這塊土地。 

    結束瘋狂三月，當下，我心中沒有一絲欣喜，我知道，只要疫情持續下去，這場戰鬥

就沒有終止的一天。 

    有人會問，那段時間一定很累吧？我承認每天的上班都是風險，但最大的困難卻是人

心。雖然沒有明講，但我能感受到社區中對我們這些在大醫院工作的醫師有些許逃避，我

能從他們的行為動作感受到這些害怕：看到我會急忙拉上口罩再跟我打招呼、聊天時問我

現在醫院的情況、問我有沒有遇到相關病患……。我能理解他們的擔憂，也因此，我常選

擇獨自一人搭電梯，但更多的時候，我上下班都是走樓梯，避免與大家接觸。 

    雖然有這些經驗，但同樣地，台灣也是一個充滿溫暖的地方。三、四月疫情最顛峰

時，許多民間善心人士和公司都主動提供打氣小物給我們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舉凡飲料美

食到護膚用品，甚至許多飯店業者也提供醫護人員的專屬優惠。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我

無法抽出時間帶家人出遊(當然那時候也不敢遠行)，但那些飲料與食物，不論是民眾自主

送來的還是企業主動提供，我們都感受到你們的溫暖。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陳小弟同

學們寫的卡片。大多數的人會對這樣的情況感到擔心害怕，但是陳小弟的老師與同學不但

沒有因此而抗拒陳小弟，反而在陳小弟出院後全體寫了一張大卡片感謝我們醫護團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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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弟。我對發生的這一切感到深深地感謝。 

台灣真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我們的血液裡留著像草一樣堅韌的不服輸個性，面

對許多重大災難：921地震、SARS、八仙塵爆，到 2020年的新冠病毒，醫護人員在這些

事件中展現我們的專業與使命感，而這個社會也同樣給予我們最大的支持後盾。 

    一轉眼，年初的風暴一就在旁虎視眈眈，世界各地的災情依舊頻傳，眾人翹首期盼的

疫苗仍尚未正式問世，我們經歷了如此多的風雨，但我相信我們，不只是台灣，全世界都

會堅強地度過這場上天給世人的考驗。度過這個難忘地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