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自然的獵人》挑戰任務     介壽國中 815羅永芙 

《大自然的獵人》是博物學家 E. O.威爾森的自傳。 

透過這本書，我們可以了解一位博物學家或是生物學家的養成，需要在許多方面努力不懈。

下面列出了 E. O.威爾森的幾項特質或成就，請從書中各舉一個例子說明之。 

 

1. 善於觀察： 

    博物學家威爾森曾說說：「每種生物不論大小，只要觀察他們、想到他們，或是可能的話，

將它們逮起來細細的看一次，對我他來說都是賞心樂事。」 

1936年夏天，當年七歲的威爾森，在天堂海灘外的淺灘低頭凝視，從水面上或用不同角

度端詳水中一隻大西洋海刺水母「賽弗柔安」。連續好幾個小時水母不游開，他也觀察水母身

體外觀和構造，看得津津有味。還有，威爾森八歲曾被寄養一年，在羅媽媽住家的周遭種種，

以及鄰近街坊，都是他熱切探索的目標，小小威爾森的童年就已善於觀察，發覺生物世界迷人

之至。 

2. 勤於寫作： 

    於小學五年級時，威爾森的老師便在給家長的信中稱讚威爾森的寫作天分，若是他把這種

天分和廣博的昆蟲知識結合起來，便會有極佳成果。威爾森曾寫過《昆蟲的社會》，傳達他對

社會性昆蟲的視野，他也在《社會生物學》著作中，從生物學角度來解釋人類的社會行為。威

爾森的擅長著述，從他曾提出和保育生態有關的「島嶼生物地理學」，是生物系學生必讀的理

論，還有另外兩本著作《論人性》和《螞蟻》兩度獲得普立茲獎，都可以得到證明。由此可以

知道作者具有勤於寫作的特質，也是一位受人喜愛的作家。   

3. 成為螞蟻專家： 

    威爾森小時候因為內心深處的探險家慾望，夢想成為昆蟲學家。威爾森會採集並研究所有

能抓到的螞蟻。他希望選出能讓他成為世界權威的昆蟲，於是選中了螞蟻。研究生布朗鼓勵他，

他便一頭栽進刺針家蟻的研究當中。 

    約於 1942年，威爾森迷上了一種外來的紅火蟻，《莫比爾紀事報》來詢問他有關於此種外

來火蟻的資料，並在報導上引用他的想法。1949年初，環境保育部邀請他進行有關螞蟻的研

究。而在阿拉巴馬大學修習碩士課程時，更進一步深入研究外來火蟻。哈佛大學後來也贊助他

去新幾內亞長期研究。他進入了溫帶林，裡頭有行軍蟻、火蟻、和北溫帶區山蟻屬的螞蟻，並

且找到了兩個山蟻屬的新物種螞蟻。威爾森多年來到世界各地從事田野工作，一生發現了 40

個以上不同的螞蟻物種，寫下了許多本關於螞蟻的著作，因此成為舉世聞名的螞蟻專家。 

4. 擁抱夢想，前進熱帶： 

    威爾森曾經幻想過熱帶的雨林，並稱其為「令人暈眩的美麗複雜世界」。他小時候還因為

迫不及待，而開始觀察住家附近與熱帶相似的地點。他在哈佛的學業起初有些落後，不過為了

完成夢想，他開始研究他的論文主題———螞蟻。因為資金有限，他三餐都只能吃罐頭食物。

不過正因他有超群的潛力，1953年獲選為哈佛大學研究生獎助會的青年會員，學會後來也送



他到古巴進行研究，一圓他前進熱帶的夢想。威爾森並在此行拜訪的布蘭可林地中，找到兩樣

螞蟻世界的寶貝，其中之一是世界上最罕見的螞蟻之一，只有在古巴才找得到。1954年也得

到哈佛大學研究生獎助學會及比較動物學博物館長期贊助的機會，前往新幾內亞人跡未至的熱

帶地區去採集螞蟻。威爾森不怕吃苦，不畏艱難，勇敢前進熱帶，始終朝著夢想之路不斷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