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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昆虫母性              代序    筑窝造巢，保护家庭，这是集中了各种本能特性的至高表现。
鸟类这灵巧的工程师，让我们领略到这一点；才能更趋多样化的昆虫，又让我们领略了这一点。
昆虫告诉我们：“母性是使本能具备创造性的灵感之源。
”母性是用以维持种的持久性的，这件事比保持个体的存在更要紧。
为此，母性唤醒最浑噩的智力，令其萌发远见卓识。
母性是三倍神圣的泉源，难以想象的心智灵光潜藏在那里；待其突然光芒四射，我们便于恍惚当中顿
悟到一种避免失误的理性。
母性愈显著，本能愈优越。
    在母性与本能的关系表现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膜翅目昆虫，它们身上凝聚着深厚的母爱。
一切得天独厚的本能才干，都被它们用来为后代谋求食宿。
它们的复眼将绝不可能看到自己的家族了，然而凭着母性预见力，它们对这家族有着清醒的意识。
正由于心中装着自己的家族，它们使自己成为身怀整套技艺的各种行家里手。
于是，在它们当中，有的成了棉织品或其他絮状材料缩绒制品的手工厂主；有的成了用细叶片编制篓
筐的篾匠；有的干起泥瓦匠，建造水泥宅室和碎石块屋顶；有的办起陶瓷作坊，用黏土捏塑精美的尖
底瓮，还有坛罐和大肚瓶；也有的潜心于挖掘技术，在闷热潮湿的工作条件下，掘造神秘的地下建筑
。
它们掌握许多与我们相仿的技艺；甚至连我们都仍感生疏的不少技艺，也已经在昆虫那里实际应用于
住宅建设了。
解决了住宅问题，还要解决未来的食物问题：它们制作蜜团，制作花粉糕，还有那巧为彰：化的野味
罐头。
这类以家庭未来为头等大计的工程，闪耀着由母性激发出来的那种最高本能的光辉。
    昆虫学范围内的其他各类昆虫，母爱一般都显得粗浅草率。
它们把卵产在良好的地点，这之后就靠幼虫自己，冒着失败的风险，面对丧生的威胁，去寻找栖身处
所和食物。
几乎绝大多数的昆虫，都是这样对待后代。
养育过程既然如此简单，智能也就无关紧要了。
里库格把艺术从他的斯巴达共和国里统统驱逐出去，他指责艺术使人委靡。
按斯巴达方式养育出的昆虫，自身那些最高级的本能灵性就这样消失泯灭了。
母亲从照料摇篮所需的诸种温柔细腻的操持中超脱出来，其一切特性中最为优越的智能特性便随之逐
渐削弱，直至最终消失。
所以，无论就动物而言，还是就人类而言，家庭都是产生对精益求精、尽善尽美追求的一种根源。
这一点千真万确。
                          J·H·法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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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散文作家法布尔的传世巨著。
世界一代又一代读者从中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哲理和思想。
　　我国法布尔研究专家，《昆虫记》翻译名家王光先生完成的这一选译本，既忠实于原著的特质和
整体风貌，又适合于中国最年轻一代读者的普遍情趣、知识结构和接受能力。
　　本书收入精选精译佳作五十篇，话题广泛，意味深长，是一份对儿童和青少年心灵心智十分有益
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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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法布尔 译者：王光1823年-1915年　　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
，法国昆虫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作家。
被世人称为“昆虫界的荷马，昆虫界的维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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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本段]法布尔一生大事记　　小时候的法布尔　　1823年12月21日出生于法国南部鲁那格山区的
古老村落——撒·雷旺，村中的利卡尔老师为他取名为约翰·安利。
父亲安东呢奥（生于1800年），母亲费克瓦尔（生于1805年）。
 　　1825年（两岁）弟弟弗朗提力克出生。
 　　1827年（3岁）由于母亲要照顾年幼的弟弟，所以他从3岁一直到6岁，都寄养在玛拉邦村的祖父
母家；这里是个大农家，有许多比他年长的小孩。
他是个好奇心重，记忆力强的孩子，曾自我证实光是由眼睛看到的，并追查出树叶里的鸣虫是露螽。
睡前最喜欢听祖母说故事，而寒冷的冬夜里则常抱着绵羊睡觉。
 　　1830年（6岁）回到撒·雷旺村，进入利卡尔老师开办的私塾就读，上课中，常有小猪、小鸡会
跑进教室觅食。
由动物图书记下A、B、C⋯⋯字母，对昆虫和草类产生兴趣，发现黑喉鸲的巢，取得巢中青蓝色的蛋
，经神父劝说，把鸟蛋归还原处，为增加家庭收入，帮忙照看小鸭，负责赶到沼泽放养，因而发现沼
泽中的生物和水晶，云母等矿石。
 　　1833年（9岁）全家搬到罗德斯镇，父亲以经营咖啡店为生，进入王立学院，担任望弥撤仪式助
手而免交学费。
在学校期间，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喜欢读古罗马诗人维尔基里斯的诗。
 　　1837年（13岁）父亲经营咖啡店失败，举家迁往托尔斯。
进入埃斯基尔神学院。
 　　1838年（14岁）父亲的生意再度失败，搬到蒙贝利市，又开了一间店，独自离家，以卖柠檬、做
铁路工人等自力更生。
曾用超过一日工资所得购买《鲁布尔诗集》，携至原野上阅读，以认识各种昆虫为最大乐事，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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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到欧洲云鳃金龟时，感到特别高兴。
 　　卡尔班托拉时代　　1839年（15岁）以公费生第一名考进亚威农师范学校。
在学校住宿。
由于上课内容太枯燥，常乘自习时间观察胡蜂的螫针、植物的果实或写诗，在雷·撒格尔的山丘上，
第一次看到神圣粪金龟努力推粪的情景，内心感动不己。
 　　1840年（16岁）因成绩退步被师长责骂而发愤图强，在两年内修完三年的学分，剩下的一年自由
学习博物学，拉丁语和希腊语。
 　　1842年（18岁）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卡尔班托拉小学的老师，年薪700法郎，因热心教学，深获
好评。
父亲经商失败，由蒙贝利市搬到波尔多镇。
 　　1843年（19岁）上野外测量实习课时，由学生处得知涂壁花蜂。
也由于这种蜂而开始阅读布兰歇、雷欧米尔等人著的《节肢动物志》，从此倾心“昆虫学”。
 　　1844年（20岁）和同事玛利·凡雅尔（23岁）结婚。
自己进修数学、物理、化学等。
父亲的咖啡店又关闭，暂时在卡尔班托拉税务署工作。
 　　1845年（21岁）长女艾莉沙贝特诞生。
 　　1846年（22岁）艾莉莎贝特夭折。
通过蒙贝利大学数学的入学资格考试。
弟弟弗郎提力克成为小学老师。
 　　1847年（23岁）取得蒙贝利大学数学学士。
长男约翰诞生。
 　　1848年（24岁）取得蒙贝利大学物理学学士。
 　　长男约翰夭折。
十分欣赏托斯内尔（法国文学家）有关鸟类的著述。
希望能到大学教书，但苦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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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昆虫记（上册）　昆虫母体（代序）　圣甲虫出世的关键条件　南美亮甲虫的精湛技艺　埋粪虫与环
境卫生　食尸虫埋肉　西绪福斯虫的父性本能　不吃蜜的蜜蜂婴儿　三齿蜂孵化室的出路　树蜂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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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致少年读者昆虫记（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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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一种环境卫生工作，需要在最短期限内把一切腐败物清除干净。
巴黎至今没有解决令人生畏的垃圾问题，这早晚要成为那座特大城市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人们甚至产生这样的疑虑：照此下去，会不会在某一天，土壤中的腐败物质已达到饱和程度，臭气散
发出来，将那座光明中心熄灭。
这样一座人口数百万，而且拥有财力智力宝库的大城市都一筹莫展的事，乡间小镇却无需花钱，甚至
不必经心，便轻而易举地办到了。
    大自然为农村清洁卫生倾注大量心血，对城市福利却不屑一顾，当然，这种无视并不是敌视。
大自然为田野安排了两类净化器，它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疲劳、报废。
第一类净化器包括苍蝇、蜣螂、葬尸虫、皮蠹和食尸虫类，它们被指派从事尸体解剖工作。
它们把尸体分割切碎，用嗉囊细细消化肉末，最后，将其再归还给生命。
    一只鼹鼠被耕作机具划破肚皮，已经发紫的肠肚脏腑玷污了田间小道；一条横卧草地的游蛇被路人
踩烂，此人还以为做了件大好事；一只没毛的雏鸟从树上的窝里掉下来，落在曾一直托举着它的大树
下，惨不忍睹地摔成了肉饼；成千上万的类似角色，出现在田野的各个角落。
如果谁都不去清理它们，污秽和臭气就要使环境遭到破坏。
然而你不必担心，这类尸体刚刚在哪儿出现一具，小小收尸工便蜂拥而至了。
它们处理尸体，掏空肉质，只剩骨头；至少，也可以把尸体制成风干的木乃伊。
不到二十四小时，鼹鼠、游蛇、雏鸟，一切都不见了，卫生状况着实令人满意。
    第二类净化器，工作热情同样高涨，以致村镇上几乎见不到有氨气刺鼻的茅厕。
这种净化器如果能在城市出现，我们的难言之苦也就顷刻之间消除了。
当农民忽然想独自一人待一会儿的时候，随便一道矮墙，不管是一排篱笆还是一排荆棘丛，都可以成
为他所急需的一处避人场所。
不言而喻，在这等无拘无束的地点，你会撞见什么东西。
陈年石堆上那些苔藓花饰、青苔靠垫和长生草吊穗儿以及其他那些美丽的装饰，吸引着你走过去，来
到一堵加固葡萄树根土的装饰墙前。
好家伙！
就在布置得如此优美的掩蔽所的墙脚一带，有一大摊可怕的东西！
你拔腿便走，什么苔藓、青苔、长生草，一切都再也吸引不住你。
不过，你明天再来。
当你再度光顾这里，那摊东西不见了，那块地方干干净净。
原来，食粪虫已经光顾过此地。
    对忘我工作的食粪虫类而言，防止屡屡出现的有碍观瞻的场面被人们撞见，这仅是次要职责；它们
还肩负着更崇高的使命。
科学证明，人类最可怕的灾祸，都在微生物中埋有自己的祸因。
这类微生物与霉菌相近，属于植物圈的最外缘生物。
流行病发病期内，病菌在动物的排泄物中迅速大量繁殖。
它们污染着空气和水，而这些都是生命的第一食粮；它们散布在人的脏衣物、着装和食品上，将传染
病传播开来。
为此，必须用火焚烧，用腐蚀剂消毒，凡是染上病菌的东西务必深埋于地下。
    为慎重起见，连垃圾也绝对不能积存在地面。
垃圾是否无害与是否有害?不管问题的结论如何，都以令其消失为上策。
古代人的头脑似乎已经领悟到应该这样做，他们所处的年代，远远早于细菌开始教导我们保持警惕的
年代。
比我们更易于受流行病威胁的东方人，早已在这方面认识到某些不容置疑的法则。
摩西显然是传播古埃及这方面科学的人，他在自己的人民游走阿拉伯大沙漠之际，便以法典形式，规
定了处置这种污染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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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产生自然而然的需要时，”摩西说道，“走出营地，带上一根尖头棍，在土中剜一个洞，完事
后，再用剜出的土把污秽之物掩盖起来。
”    正可谓，解决的是重大问题，采取的是天真对策。
可以相信，如果大规模朝觐克尔白圣庙期间，伊斯兰教也采取这项预防措施或类似措施，那么，麦加
就不再会年年发生霍乱，欧洲也无需再沿红海诸河设防，阻止从那里蔓延开来的瘟疫。
                            P28-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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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昆虫记》境界·法布尔理想                  ——致少年读者    明天是国际儿童节，首先替法布尔老人问候
中国小读者。
法布尔一贯重视儿童教育，保护儿童少年的创造精神，主张青少年应得到身与心的全面发展。
他珍视孩童特有的纯朴，将“天真”视为昆虫学工作者的“品质”。
如果此时法布尔得知，这样一本为孩子们选译的《昆虫记》即将在中国问世，他一定会借六一儿童节
到来之机，表达他一百年前就想向中国小朋友表达的深切思念和美好祝愿！
至于我本人，研读、翻译法布尔作品二十春秋，这是经过数年思考和准备之后，第一次决心为包括儿
童和青少年在内的中国少年读者选译一本《昆虫记》。
法布尔撰写《昆虫记》，“内容主干”是反映自己的科学成果和研究历程，学术性相当强。
换句话说、它的确不是什么“儿童读物”或“幼儿读物”。
可另一方面，这部巨著生着浸透人性的条条“精神支干”，长着富于艺术性的簇簇“言语枝叶”，具
有独特的气质与魅力，可以优化美化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如何做到使译作既忠实于原著的特质和整体风貌，又适合于中国少年读者的普遍情趣、知识结构和接
受能力，的确是件需要费尽琢磨的事。
如今，为中国小读者精心选译一本法布尔佳作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愿把这本书当作节日礼物，献给渴望精神食粮的最年轻一代中国人。
    《昆虫记》十大卷，原著书名为《昆虫学忆札》，也不妨译作《昆虫学记》；它还有一个副标题，
即“有关昆虫本能及习俗的研究”。
这部出自昆虫学家之手，汇集自然科学成就的巨著，独树一帜地采用了与众不同的写法。
关于这种写法，法布尔自己其实说过：撰写《昆虫记》是在“写作散文”。
法布尔将科学素材写成散文，其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散文化”。
他这种散文化的基本要领，择其要大致有如下几条：其一，讲究语言风格，笔调流畅、轻松、幽默、
亲切；其二，调动多种创作手法，记、述、描兼备，析、议、抒并举，正、倒、插叙皆宜；其三，“
我”随时进入文内书中，引来人言人行、人心人情，自然科学平添人文气象；其四，最大限度地运用
模糊虫、人界限的技巧，书写虫界精于“拟人”，关照人间长于“比虫”，既以人性观虫，又以虫性
鉴人。
昆虫学被写成高超的散文，科学价值没有丧失，因为其学科精髓依旧，只是冲淡些浓度而“散”于“
文”中了。
大量科研工作被如此撰写成文，公诸于世，昆虫学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无数普通人对昆虫学产
生兴趣，有所认识，抱以尊重。
    扼要介绍法布尔将科学研究及成果写成散文的方法，不仅仅是在做几点总结，更重要的是想鼓励小
读者们借此萌发志趣，树立志向。
也许将来某一天，你们当中会出现法布尔式的科学家作家，甚至能令人惊叹地写出了散文巨著《植物
记》。
不过，只掌握法布尔的写作方法还远远不够。
必须懂得，《昆虫记》之所以成为传世佳作，是因为它被写出了境界，一种相当高的境界。
作者使一部反映自然科学的著作得到了升华，而且是不只一个层面的升华。
法布尔笔下，昆虫学升华到知识百科境界，学术报告升华到言语艺术境界，研究资料升华到审美情趣
境界，虫性探究升华到人性反省境界。
一言以蔽之，科学升华到了文、学境界。
这是一种虫、人互映，人性、虫性交融的文学境界。
这种境界，就是我们所说的“《昆虫记》境界”。
正因为如此，世界上一代又一代读者，从法布尔的书中获取知识、趣味、美感、哲理和思想。
    包括少年朋友在内的广大读者领略《昆虫记》境界，心性得到某种陶冶，心灵得到某种净化。
领略人写的书，也应该领悟写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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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未曾研究作者的有关生平资料，精读细品《昆虫记》也可以悟出，写书的是一位执著追求的人。
家境贫寒，他要坚持读完初中；早年分享不到良好学校教育，他立志当一名能给人知识的老师；成为
一家之父，他希望自己的加倍辛勤能够让全家温饱；自感学历不深，他决心靠长期自学拿到博士学位
；城市没有研究条件，他盼望在乡村拥有一处昆虫学实验基地。
诸如此类经过艰苦奋斗可以实现的阶段性理想，锻造着他的意志品质。
此外，他主张人要正直、真诚，社会要公正、公平，人类要友爱、和平。
这类寄托了善良信仰的理想，涵养着他的道德情操。
与意志品质和道德情操相通，他将自身价值的重心落实在“真正”二字上：做真正的人，干真正的事
。
这一价值观具体转化为他的理想，那就是：做真正的科学家，以探求真相真理为天职的科学家；从事
真正的科学，以人类命运为意志的科学。
这是《昆虫记》作者为之奋斗不息、实践终生的至高理想，也是召唤得出更多具备人文精神的自然科
学家的“法布尔理想”。
亲爱的小读者们，眼下我们已不缺各式各样的《昆虫记》译本，也不缺或详或略的法布尔故事，但仍
感特别需要的正是《昆虫记》境界和法布尔理想，以及它们所昭示的信念——事做出境界，人追求理
想。
当然，有理想才有境界，有崇高理想的人才做得成有高尚境界的事。
这一点，千真万确，值得牢记。
   王光   2006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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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昆虫记》(上下)(美绘版)收入精选精译佳作五十篇，话题广泛，意味深长，是一份对儿童和青少年
心灵心智十分有益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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