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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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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爾森是一位極富觀察力的博物學家，至於為何這麼說，其中一點是：他能夠發現各式各樣

的生物，我相信在大自然中有需多生物式帶有保護色的。這表示 威爾森有辦法全神貫注地

發先不同樹林或草叢裡接進「隱形」的生物。在發現各式各樣的動植物後，他有辦法在相似

的物種中發現他們構造或顏色的差異，進而分辨他是哪一個「種」，像是他發現的其中一種

叫斑馬紋指鳳蝶的蝴蝶，一般人是無法具體說出這隻昆蟲的具體名稱的。 

 

2. 勤於寫作： 

威爾森勤於寫作的原因非常簡單，他能寫出這本「自傳」就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我相信就

算我們聰明如威爾森，我們也無法把這一生中大大小小的觀察紀錄、實驗過程、找過誰一起

研究等等一一記下。所以這可以證明他平時是有在寫日記類型的寫作文章。另一方面，在寫

論文或報告時期是用詞構句都是很重要的，若平常不經過練習，會無法完整表達自己的意

思。(他也曾經獲得文學獎項：普立茲獎等) 

 

3. 成為螞蟻專家： 

威爾遜在成為螞蟻專家這方面，基本是無人能及的。至於為何這麼說，在他那時的年代背景

下，對螞蟻的各種研究並沒有很多，他可以算是螞蟻研究的發起者。就因為數據不多，大部

分的螞蟻的行為都是在反覆實驗與假設中慢慢浮出水面的: 不管是發現何種腺體與氣味會對

工蟻造成何種行為上的改變、如何築巢和巢的性質與特色等等。在研究同時，他也展現出了

在實驗中努力不懈、越挫越勇的核心精神。 

 

4. 從「專業」到「共生共存」： 

威爾遜提出了許許多多影響著二十與二十一世紀的理論，例如: 社會生物學 等等。 研究螞

蟻、觀察動植物的一切都與他的志向和興趣有關，然而他在書中的最後提到了「保育」這一

件攸關著人類存亡或甚至是自然中各類物種滅絕的關鍵處理措施。對於一位已經拿到聲譽、

學位、權威的威爾遜而言，他大可以從此退休或去做些他想做的事情，因為要到世界毀滅的

那一天，威爾遜大概也經歷不到。但他反其道而行，他到處撰寫論文和演講就是希望社會可

以多放一些心思在大自然中的各種生物和人類後代子孫身上。的確，人類的每一次極細微的

濫墾濫伐，都是對生態系和物種多樣性的影響。事到如今，還是有著許許多多為了利益而放

棄自然保育的企業家或政治人物。自從威爾遜和其他科學家提出這些警訊後，未來人們如何

去達成共識，解決生態問題，便是威爾森和其他科學家希望他們能對這世界的生物們所盡的

最後一份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