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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国留学生：

据美国《侨报》报道，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加重影响，全美高校几近全部停课，中国留学生的去留成为他们眼下最纠结的难题之一。多位在美中国留学

生表示，尽管疫情发展迅速，但他们大多能结合自身情况研判形势，理性应对。

疫情之下的澳洲留学生：

张芊然没想到，回到墨尔

本后还要面对第三轮的隔离。

刚得知同学何思的好友被

确诊的当晚，张芊然和朋友们

都慌了。几天前，她们刚刚在

一起聚会，与准备回国的何思

道别。虽然确诊患者没有参加

聚会，但何思从 3 月以来，与

这位好友一直有接触。3 月 11

日，张芊然从国内回到墨尔

本，和往常一样与何思一起上

课吃饭。

此前，澳洲多地已经出现

确诊患者，所以她们并没有选

择去饭店，而是把地点定在张

芊然家。只是当时怎么也没想

到，在她们当中已经有人接触

过患者。聚会两天后，她们得知

了何思好友被确诊的消息。

因为是间接接触确诊患

者，她们还达不到做核酸检测

的标准，也没有被要求强制隔

离。刚刚经历国内抗疫过后，这

个消息还是让她们感到害怕，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感染者。

“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确

实挺崩溃的，这里没有和国内

一样类似社区的机构，这种情

况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

敢告诉父母，害怕他们担心。”

张芊然给医院打过电话，要求

做检测，可是因为暂时没有出

现明显的症状遭到了拒绝。

“我们想了很多种办法，但

最终决定等待。我想现在除了

等待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因为不是强制隔离，张芊

然在做好严密防护措施的前提

下，还是会定期去补给一些生

活用品。只是在 14 天的隔离期

结束前，每一天她都过得小心

翼翼。

2月初，澳大利亚总理莫里

森宣布对华旅行禁令。当时张芊

然和母亲正在海南的酒店里隔

离，突如其来的消息打乱了她们

所有的旅行计划。“听到这个禁

令的第一反应是，这会不会影响

到我们这个学期的课程。”

3月 2 日，是她所在大学原

定的开学日期，归期却因疫情

一再推迟。在她看来，当时墨尔

本的疫情并不严重，更多的是

对学业的担心。“对国外形势也

不是没有顾虑，也和父母商讨

过要不要回墨尔本，只是学业

的压力，还有这段时间在墨尔

本仍然要付高昂的房租都让我

们很犹豫。”

只能等待的日子每天都充

满焦虑：耽误开学、重修、延期

毕业……这可能带来的连锁反

应都意味着要增加很大的成本

和开销。

在留学圈里，很多学生决

定采用“曲线入境”的方法———

即从第三方国家中转，下飞机

后在中转地隔离 14 天，再飞墨

尔本。某社交平台上，2月下旬

便有人专门贴出“曲线返澳”的

全攻略。

“这已经是当时最快回到澳

洲的办法，虽然机票价格每天

都在增长，而且澳洲的入境政

策随时都可能会改变。”权衡之

下，张芊然最终决定从泰国中

转，并在泰国隔离 14 天。

几经周折，张芊然终于在 3

月中旬回到了墨尔本。

因为补课，时雨从去年 11

月起就一直呆在墨尔本。1 月，

得知国内疫情爆发，时雨在第

一时间去最近药店买了能买到

的所有口罩。

“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买完

的两个小时后一包口罩的价格

已经从 28 刀涨到了近 50 刀”，

不过尽管如此，两周以前，除了

零星几个戴口罩的华人，她还

是察觉不到已经在国内蔓延的

病毒给这里的生活带来太多的

影响。

转折出现在三月初，澳洲出

现第一例新冠病毒患者的死亡。

当地人开始抢购，厕纸、大

米、矿泉水等被抢空，各种速食

冷冻食品同样成了热门，杀毒

洗手液、清洁用品、口罩等防疫

物资处于售罄状态。

3 月 13 日，澳大利亚内政

部长彼德·达顿被确任感染新

冠肺炎。当地再次上演了抢购

潮。但此时，超市大多数的货架

上都已经空了，人们从最初的

抢购卫生纸、粮油和防疫用品，

转向囤积果蔬和肉类。

澳洲政府随即颁布了史上

最严禁令。3月 19 日，总理莫里

森宣布即将对所有非澳大利亚

公民和非永久居民执行旅行禁

令。外国人被彻底禁止入境。

此时，包括时雨在内生活

在当地的人，才渐渐意识到，年

初发生在国内的情况，很可能

要在这里重新上演。陆续有学

校开始停课。

不过除了囤物资之外，一

向乐天的墨尔本人似乎没有考

虑过其他的防疫措施。尽管政

府再三呼吁少出门，也并不影

响当地人的出行。

因为经历过疫情在国内早

期的局面，张芊然和身边的华

人都更早开始戴口罩，陆续囤

积物资。

对于戴口罩，张芊然也是

有顾虑的。“生病才要戴口罩”，

是当地人的共识。她担心这会

引来歧视，对个人的歧视，甚至

对种族歧视。“你知道的，从年

初中国发生疫情开始，这里确

实发生过几起这样的事。”

尽管澳大利亚各界均明确

表示反对因疫情针对华人的歧

视言行，但事情还是发生了：3

月 19 日，两名塔斯马尼亚大学

中国留学生在街头遭遇涉新冠

肺炎疫情歧视性辱骂，其中一

人被殴打。

国内疫情基本平稳，而国

外开始蔓延的形势，让张芊然

不得不再次考虑要不要回国。

“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和代价

才回来的，我真的不想再折腾

了，更别提路上还有交叉感染

的风险。”张芊然的声音听起来

有点疲惫。

与张芊然相比，时雨的顾

虑更简单直接。“这段时间，我

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国内很多

报道留学生回国的新闻，也看

到了很多谩骂。我知道，回去

的留学生中确实有一些人让

大家感到不悦。不过那毕竟是

少数。在最近的新闻里我看到

很多像是‘千里投毒’、‘回国

添乱’这样的词，说实话，我看

着挺难受的。所以我有时候也

在想，现在这种时候要不就别

回去添乱了吧。”

虽然暂时决定留在墨尔

本，时雨仍会时不时地查看回

国的机票。她和同学们都在担

心，如果疫情在短时间内无法

结束，到底要不要回国。毕竟在

这里，房租和生活都是一笔不

小的开销。“可是如果真的回去

了，那我真的不什么时候才能

回来继续上课。”

最终，张芊然还是决定呆在

墨尔本。“回不去，就留下来做个

见证者吧。”她和朋友们每天在

微信群里交流最新的身体情况，

不过方法仅限于量体温和不断

观察是否出现新的症状。

好消息是，目前为止，她们

均未出现疑似症状。

（文中皆为化名）

（据《大公网》报道）

俄勒冈州波特兰州立大学

已经停课，春假后全部改为网上教

学。该校有300多名中国学生，目

前绝大多数都没有回中国。

两周前，该校电气工程学

终身教授李斧曾接受记者采

访，当时俄勒冈州尚有确诊病

例 15 例，而截至 3 月 23 日晚

间，该州确诊病例已经倍增至

191 例。俄勒冈州长和波特兰市

长要求市民在家隔离，日常生

活秩序和供应较好。

兼任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

谊会导师，李斧不敢有丝毫松

懈，每天都督促学生减少不必

要的外出，做好防护，同时通过

学联会公号发布最新的疫情信

息和防疫科普文章。除了交换

与合作项目的中国留学生比较

集中，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居住分

散，李斧和学联会干部都很着

急，每天都在了解和抽查中国学

生状态。“主要是担心学生考完

试出去玩，前两天发现几个原定

去拉斯维加斯的，都当面要他们

把飞机票退掉。”李斧告诉记者，

“有些比较乖的孩子，已经开始

预习下学期课程。”

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斧正

在帮助一位感冒、咳嗽的中国

留学生，联系有关检查和医疗

事宜。对此，校方和俄勒冈州卫

生部以及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

早有详细预案。学生可以向总

领馆报告，然后联系学校学生

诊所，即便是周末也有值班护

士。如果认为有疑似，会转去专

门医院测试。如果学生联系不

上学校，可以拨打免费电话，了

解附近医院情况。俄勒冈州卫

生部门还专门印发了多篇不同

类型的中文资料，供华裔和留

学生对照参考。所幸该名留学

生只是普通感冒，目前还在继

续观察中。

与该校大部分中国留学生

一致，波特兰州立大学金融学

大四学生林坤选择留在美国。

“大部分同学害怕在飞机上感

染，我也是，家人有同样的担

忧。”部分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

美国，也考虑签证问题，担心回

中国，后续能否顺利返美。

再有两个学期，林坤就要

毕业了，他告诉记者，下学期学

校也是全面网课。尽管学校没

有完全关闭，但是已经限制入

校时间。“现在也不用到学校上

课，在家待着还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决定不回(中国)去了。”

居家隔离需要自己做饭，

对一些动手能力较差的中国留

学生，则主要依靠外卖。外出购

物，除了厕纸和消毒用品已经

脱销，粮食、蔬菜和肉蛋鱼类等

均保持正常供应。此外，林坤告

诉记者，旧金山中国领事馆承

诺为留学生提供经费支持，统

一采购口罩和消毒液，也让留

学生更加心有所依。

受疫情影响，在华盛顿留

学的王姓同学所在的学校将春

假延长一周，春假结束后于 3

月 23 日开始网上教学。

对于是否返回中国，他和

家人纠结了很久，最终决定踏

踏实实留在美国上网课，尽量

不出门。“我们最开始讨论不回

(中) 国的原因，是因为需要转

机，接触人会非常多，可能会意

外感染。而我待在家里，不会有

什么问题。”

“主要是少接触人，勤洗

手，戴口罩，只要做到这些就可

以。”尽管做好防护，但王同学

坦言他仍有些紧张。

尽管平日不是特别喜欢

户外活动，也很少和朋友一起

出去游玩，但彻底不能出门

后，王同学表示，身体上还是

有些难受，“闲得慌，闲得难

受”。

王同学住在一位华裔寄宿

家庭里，其寄宿家长是一名阿

姨，因为身体状况不佳，一度十

分紧张，因此防护措施也相当

到位。此前，王同学和寄宿家长

一直在关注中国入境政策，但

随着客观冷静的思考，他们都

选择留在美国。前几天，寄宿家

长还给附近医院捐赠了 300 个

口罩。

与王同学同住的，还有一

位来自广东佛山的中国留学

生，已经决定 3月底回中国。王

同学告诉记者，室友马上要毕

业，受疫情影响，继续留在美国

也难以找到实习和工作的机

会，所以选择回中国。

(罗海兵)

居家隔离理性应对

研判形势科学防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