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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外很多杰出的长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一致公认，在年轻的时候多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是构
建健全人格基础的一条捷径。
　　这是因为，世界文学名著是岁月和空间的凝炼，集中了智者对于人性和自然的最高感悟。
阅读它们，能够使年轻人摆脱平庸和狭隘，发现自己的精神依托和人生可能。
　　同时，世界文学名著又是一种珍贵的美学成果，亲近它们也就能领会美的法则和魅力。
美是一种超越功利、抑制物欲的圣洁理想，有幸在青少年时期充分接受过美的人，不管今后从事什么
专业，大多会长久地保持对于丑陋和恶俗的防范。
一个人的高雅素质，便与此有关。
　　然而，话虽这么说，这件事又面临着很多风险。
例如，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课程份量本已不轻，又少不了各种青春的聚会和游戏，真正留给课
余阅读的时间并不很多。
这一点点时间，还极有可能被流行风潮和任性癖好所席卷。
有些学生好一点，静得下心来认真阅读，但是，茫茫书海使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吞嚼了大量无聊的东
西，信息爆炸的时代使他们不幸成了爆炸的牺牲品。
　　为此，我总是一次次焦急地劝阻学生们，不要陷入滥读的泥淖。
我告诉他们：“当你占有了一本书，这本书也占有了你。
书有高下优劣，而你的生命不可重复。
”我又说：“你们的花苑还非常娇嫩，真不该让那么多野马来纵横践踏。
”学生们相信了我，但又都眼巴巴地向我提出了问题：“那么，我们该读一些什么书？
”　　这确实是广大学者、作家、教师和一切年长读书人都应该承担的一个使命。
为学生们选书，也就是为历史选择未来，为后代选择尊严。
　　这套“世界名著青少年必读丛书”，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项成果。
丛书在精选的书目上花了不少功夫，然后又由一批浸润文学已久的作者进行缩写。
这种缩写，既要忠实于原著，又要以浅显简洁的形态让广大兴趣各异的学生都能够轻松地阅读，快乐
地品赏。
有的学生读了这套丛书后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是其中哪几部，可以再进一步去寻找原著。
因此，精华的提炼，也就成了进一步深入的桥梁。
　　除了青少年读者之外，很多成年人也会喜欢这样的丛书。
他们在年轻时也可能陷入过盲目滥读的泥淖，也可能穿越过无书可读的旱地，因此需要补课。
即使在年轻时曾经读得不错的那些人，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丛书来进行轻快的重温。
由此，我可以想象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一种有趣的文学集结。
家长和子女在同一个屋顶下围绕着相同的作品获得了共同的人文话语，实在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特此推荐。
　　2007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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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昆虫记》这样一部作品，是件很幸运的事。
把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成果和经历用大部头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以人文精神统领自然科学的庞杂实
据，虫性、人性交融，使昆虫世界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文学形态，将区区小虫的
话题书写成多层次意味、全方位价值的巨制鸿篇，这样的作品在世界上诚属空前绝后。
没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况
且，那又是一个令群情共振的雨果、巴尔扎克、左拉文学时代，一个势不可当的拉马克、达尔文、魏
斯曼生物学时代。
若不是有位如此顽强的法布尔，我们的世界也就永远读不到一部《昆虫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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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法国昆虫学家，动物行文学家，作家
。
被世人称为“昆虫界的荷马，昆虫界的维吉儿”。
1823年出生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圣莱昂的一户农家。
此后的几年间，法布尔是在离该村不远的马拉瓦尔祖父母家中度过的，当时年幼的他已被乡间的蝴蝶
与蝈蝈儿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
　　1829年，法布尔回到圣雷恩开始上学，但那一段儿时岁月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
　　1833年，法布尔一家来到了罗德兹，其父靠经营一家咖啡馆维持生计。
　　1837年，一家人又移居到图卢兹。
法布尔进了图卢兹的神学院，但中途退学，出外谋生，曾在铁路上做过工，也在市集上卖过柠檬。
后来，他通过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的选拔考试，获得奖学金，并在三年的学习后获得了高等学校文凭
。
毕业后，时年十九岁的法布尔在卡本特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所教授的课程就是自然科学史。
　　1849年，他被任命为科西嘉岛阿雅克肖的物理教师。
岛上旖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物种，燃起了他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热情。
阿维尼翁的植物学家勒基安向他传授了自己的学识。
此后，他又跟随着莫坎-唐通四处采集花草标本，这位博学多才的良师为法布尔后来成为博物学家、走
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53年，法布尔重返法国大陆，受聘于阿维尼翁的一所学校，并举家迁进了圣-多米尼克街区的染
匠街一所简朴的住宅里。
　　1857年，他发表了《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昆虫学祖师莱昂·杜福尔的错
误观点，由此赢得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赞誉，被授予实验生理学奖。
这期间，法布尔还将精力投入到对天然染色剂茜草或茜素的研究中去，当时法国士兵军裤上的红色，
便来自于茜草粉末。
　　1860年，法布尔获得了此类研究的三项专利。
后来，法布尔应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的邀请，负责一个成人夜校的组织与教学工作，但其自
由的授课方式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
于是，他辞去了工作，携全家在奥朗日定居下来，并一住就是十余年。
在这这十余年里，法布尔完成了后来长达十卷的《昆虫记》中的第一卷。
期间，他多次与好友一同到万度山采集植物标本。
此外，他还结识了英国哲学家米尔，但米尔英年早逝，使两人先前酝酿的计划“沃克吕兹植被大观”
因此夭折。
同时，一大不幸降临到法布尔身上：他共有六个孩子，其中惟一与父亲兴趣相投、热爱观察大自然的
儿子儒勒年仅十六岁便离开了人世。
此后，法布尔将发现的几种植物献给了早逝的儒勒，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对真菌的研究一直是法布尔的爱好之一。
　　1878年，他曾以沃克吕兹的真菌为主题写下许多精彩的学术文章。
他对块菰的研究也十分详尽，并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它的香味，美食家们声称能从真正的块菰中品出他
笔下所描述的所有滋味。
　　1879年，法布尔买下了塞利尼昂的荒石园，并一直居住到逝世。
这是一块荒芜的不毛之地，但却是昆虫钟爱的土地，除了可供家人居住外，那儿还有他的书房、工作
室和试验场，能让他安静地集中精力思考，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观察与实验中去，可以说这是他一直
以来梦寐以求的天地。
就是在这儿，法布尔一边进行观察和实验，一边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实验记录和科学札
记，完成了《昆虫记》的后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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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所故居已经成为博物馆，静静地坐落在有着浓郁普罗旺斯风情的植物园中。
　　法布尔一生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业士学位、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
学位，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喜爱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和诗人维吉尔的作品。
他在绘画、水彩方面也几乎是自学成才，留下的许多精致的菌类图鉴曾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
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赞不绝口。
法布尔晚年时，《昆虫记》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昆虫界的荷马”以及“科学界诗人”的美名，他的成
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
法布尔虽然获得了许多科学头衔，但他仍然朴实如初，为人腼腆谦逊，过着清贫的生活。
他的才华受到当时文人学者的仰慕，其中包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
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德国作家荣格尔、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诗人马拉美、普罗旺斯文学家鲁玛尼耶等
。
由于《昆虫记》中精确地记录了法布尔进行的试验，揭开了昆虫生命与生活习惯中的许多秘密，达尔
文称法布尔为“无法效仿的观察家”。
当他居住在塞利尼昂时，不少学者、文学家们纷纷前去拜访他。
法布尔在自己的居所曾接待了巴斯德、英国哲学家米尔等学者，但与他们的通信并不频繁。
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将法布尔举荐给拿破仑三世，后者授予他荣誉勋位勋章。
法国政治家雷蒙·普恩加莱途经塞利尼昂，特意绕道荒石园向他致意。
 拥有多重身份的法布尔的作品种类繁多：作为博物学家，他留下了许多动植物学术论著，其中包括《
茜草：专利与论文》、《阿维尼翁的动物》、《块菰》、《橄榄树上的伞菌》、《葡萄根瘤蚜》等；
作为教师，他曾编写过多册化学物理课本；作为诗人，他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写下了许多诗歌，
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牛虻诗人”。
此外，他还将某些普罗旺斯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法语；闲暇之余，他还曾用自己的小口琴谱下一些小曲
。
然而，法布尔作品中篇幅最长、地位最重要、最为世人所知的仍是《昆虫记》。
这部作品不但展现了他科学观察研究方面的才能和文学才华，还向读者传达了他的人文精神以及对生
命的无比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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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遗传神秘的池塘会金蝉脱壳的石蚕勤劳的泥水匠蜂蜜蜂、猫和红蚂蚁善于治家的樵叶蜂装饰艺术大
师采棉蜂寄居的采脂蜂黄蜂玲珑的赤条蜂厨家的捕蝇蜂各种各样的寄生虫光明使者茧被管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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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和性格。
通常看起来好像都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但是要想真正去追究这些性格源于何处，又是一
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
　　比如，一个牧童无聊的时候常常低声数着一颗颗小石子，计算这些小石子的总数，把这当成一种
消遣，那么他长大后也许可以成为数学家；另一个孩子，他的年龄也不比别的小孩子们大多少，但当
别的孩子在玩耍打闹的时候，他却在整日幻想各种各样乐器的声音，甚至能够听到神秘的合奏曲，那
么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小孩很有音乐天分；第三个小孩，长得又瘦又小，年龄也不大，也许他吃早饭时
，还会不小心把面包和果酱涂到脸上，但他竟然有独自的爱好：喜欢用黏土雕塑各式各样的小模型。
如果这个小孩子运气好，他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名著名的雕刻家的。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和自然界的事物亲近。
但这不是遗传，因为我的祖先们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佬，他们唯一知道和关心的，就是自己养的
牛和羊。
如果要说到我曾经受过什么专门的训练，那就更谈不上了，从小就没有上过学，更没有指导者，而且
也经常无书可看。
不过，我只是朝着我眼前的一个目标不停地走，这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在昆虫的历史上，多少加上几
页我对昆虫的见解。
　　我现在还记得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的时候，第一次去寻找鸟巢和采集野菌的情
景。
当时那种高兴的心情难以忘怀。
　　我家附近有一座山，在这座山顶上，有一片很早就引起我浓厚兴趣的树林，我很早就想跑到那儿
去看一看了。
有那么一天，我决定独自去探个究竟。
那是一次漫长的爬山过程，我的速度十分缓慢，草坡十分陡峭，就跟屋顶一样。
　　忽然，我在脚下发现了一只十分可爱的小鸟。
随后，我就发现了这只小鸟的巢，而且里面还排列着六只蛋。
这些蛋具有美丽的纯蓝色，而且十分光亮。
这是我第一次找到鸟巢，简直高兴极了，于是我伏在草地上，十分认真地观察起来。
　　这时候，母鸟“塔克！
塔克！
”地叫着，十分焦急地在石上飞来飞去，表现出一种十分不安的样子。
可惜我当时实在太小，一点儿也不能理解它的痛苦。
我心里想出了一个计划，那就是拿走一只蓝色的蛋当做纪念品。
但当我带着蓝鸟蛋小心翼翼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却遇上了一位牧师。
　　他非常吃惊：“这是一只萨克锡柯拉鸟下的蛋！
你是从哪里捡到这只蛋的？
”　　我告诉他前前后后捡蛋的经历，并且说：“我打算再回去拿走其余的蛋，不过要等到新生的小
鸟们长出羽毛的时候。
”　　“哎，不许你那样做！
”牧师叫了起来，“你不可以那么残忍，去抢那可怜母鸟的孩子。
现在你要做一个好孩子，答应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要碰那个鸟巢。
”　　从这一番谈话当中，我懂得了两件事。
第一件，偷鸟蛋是件残忍的事。
第二件，鸟兽同人类一样，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
　　于是我问自己道：“在树林里的，在草原上的，我的许多朋友，它们叫什么名字呢？
‘萨克锡柯拉’的意思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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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以后。
我才晓得“萨克锡柯拉”的意思是“岩石中的居住者”，那种下蓝色蛋的鸟是一种被称为“石鸟”的
鸟儿。
　　一条小河沿着我们的村子旁边静静地流过，在河的对岸，有一座树林，全是光滑笔直的树木，地
上铺满了青苔。
　　在这座树林里，我第一次采集到了野菌。
野菌形状不一，颜色也各不相同。
有的形状长得像小铃儿，有的形状长得像灯泡，有的形状像茶杯。
还有些是破的，它们会流出像牛奶一样的泪；有些当我踩到它们的时候，就会变成蓝蓝的颜色。
其中，有一种最稀奇的，长得像梨一样，顶上有一个圆孔，大概是一种“烟筒”吧，我用指头在下面
一戳，会有一簇烟从烟筒里面喷出来。
我常常收集好一大袋子，心情好的时候，我就把它们弄得冒烟，直到它们缩成一种像火绒一样的东西
为止。
　　在这以后，我又好几次回到这片有趣的树林。
我在树林里，研究真菌学的初步学问，通过这种采集我学到了很多知识，都是待在房子里不可能获得
的。
　　我一边观察自然一边做试验，在这两种方法相结合的情况下，关于昆虫的所有功课，我差不多都
学过了。
从别人那里，我只学习了两种科学性质的功课，而且在我的一生中，也只有这两种：一种是解剖学，
一种是化学。
　　我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野外建立一个试验室。
当时我还处在为每天的面包问题而发愁的生活状况下，这真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情！
几乎四十年里我都怀抱有这样的梦想，想拥有一块小小的土地，在这里，我可以与我的朋友们，如猎
蜂手，用一种难解的语言相互问答。
其中会包含所有我渴望的观察与试验，同时也可以让我时时留意我的昆虫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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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知道法布尔写的《昆虫记》吗？
”我问一些自称知道有“法布尔”这么个人的人。
六十岁一代说：“可能是少儿读物吧。
”四十岁一代说：“好像是科普小品。
”二十岁一代说：“我们觉得是观察记录，法布尔他是个昆虫迷。
”这是八年前的事，当时我刚读完十卷本原著。
我怀疑人们真的读到了《昆虫记》，当然，这指的是忠实反映原著基本特征的中文译本。
就这样，我开始选译一本《昆虫记》。
三年过后，译本与读者见面。
读者意见传回来：有人说“是好书”；有人说“品位高，有意思”；有人说“会读的读得出意味”；
也有人说“法布尔这个人很不简单”。
远方读者来信索书，其中有位女大学生表达自己心情：时下校园中追逐物质成风，太缺乏这种纯洁的
精神食粮。
　　细想起来，以上事实起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读者不同时期对《昆虫记》的
认识。
看得出，人们越来越了解《昆虫记》的真面目，越来越深入这部杰作的精髓。
我想，如今这个经过修订、充实后再版的译本，会进一步准确地展现十卷本原著的特质和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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