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 07-08 月 大自然的獵人 

1. 善於觀察： 

    除了兒時對大自然的熱愛觀察，對螞蟻等進行研究時所發揮的觀察力，之後

的一些機會也讓他善於觀察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如在 1953 年時，威爾森被

哈佛大學研究生獎助學會選為青年會員，受派到古巴與墨西哥做生物調查，開始

將螞蟻蒐集的工作擴展到美國以外的地方。後來前往南太平洋諸島、新幾內亞等

地從事調查與標本蒐集，成果豐碩。 

    觀察與好奇成了探索萬物的起點，用眼力也要用心力。 

 

2. 勤於寫作： 

威爾森傾注一生之力於生物學研究上，同時著作等身，然最令人激賞的是，

寫作的觸角不斷延伸，研究的領域如同大自然一樣，不斷演進。他的《社會生物

學：新綜合論》這本書讓學界在「社會生物學」的議題上引發了討論。除此，他

甚至研讀社會人文學科，在 1977 年出版了《論人性》(On Euman Natre），並獲得

普立茲獎。 

 

3. 成為螞蟻專家： 

   《螞蟻》是威爾森和霍德伯勒兩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合寫「有關螞蟻全部知

識」的巨著，獲得美國「普立茲獎」的殊榮。 

     不要追逐所謂的熱門研究題目，才能在研究上有更多發展的空間，是威爾

森對年輕科學家的提醒，看似不起眼的研究都可因深入研究，而成為潮流，這在

他身上獲得印證。微小而平凡無奇的螞蟻也有大學問，威爾森成為螞蟻專家，更

是一名傑出的田野生物學家。 

 

4. 不受先天條件限制: 

    威爾森的父母離異，成為破碎家庭下的寄養者，但他絲毫不受影響，童年時，

最美好的時光便是忘我的流連於大自然裡，後來即使他在釣魚時被一條兔齒鯛的

鰭刺刺傷右眼，因而失去一隻眼睛，在十幾歲時，又因遺傳上的缺陷而擁有不健

全的聽力，但這些不幸的事實並沒有讓他自暴自棄，十六歲時，威爾森決定成為

螞蟻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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