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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有一些毫不

起眼的小昆蟲，這些昆蟲其實常常可

以看見，但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卻在刻

板的印象下，用錯誤而籠統的名詞來稱

呼它們，或是揮手驅趕，甚至用一腳踩死的

方式來對待它們。其中原因是我們並不真正的認識它們、更不瞭解它們，那又怎麼可能會去欣

賞它們呢？但是朋友中也總會有幾個有意思的人，會去親近這些昆蟲，並且情有獨鍾的針對一

兩種昆蟲，用一輩子的創作生命去守護他們，細細的分類整理、觀察並且紀錄。我們要感謝這

些朋友，因為我們這些平凡的人就透過他們非凡的努力成果，才能夠看見造物主奇妙的功夫，

也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臺灣本土昆蟲的生態觀察紀錄者邱承宗先生，最新力作《池上池下》圖畫書出版了，在書

中他觀察紀錄了麻斑晏蜓的生態，且呈現臺灣本土池沼中多彩多姿的世界。同時標示出公元兩

千年後，臺灣兒童閱讀的另一個新方向。我們將不只提供圖鑑式的昆蟲百科，而是更進一步呈

現昆蟲的生命紀錄，用繪圖呈現小池塘在水面下的世界，讓小讀者可以完整關照昆蟲的一生和

環境的關係。

臺灣是個寶島，更是世界上自然生態學界認為「在這麼小的地方就能看到這麼多物種」

的寶地。邱承宗先生用一個小池塘中蜻蜓的生命循環，為小讀者們導覽一個水面之隔的生態舞

臺，藉著蜻蜓由卵、孵化、水蠆、羽化到成蟲的一生，引領讀者由潛入水底世界開始，最後飛

翔到天空。在畫面上除了可以看到主角麻班晏蜓的精彩演出之外，在小池塘裡的其他「住民」

也有自己的生命舞臺，一個小池塘就像一個大千世界，昆蟲們在書中交織歡唱著生命之歌。

邱承宗先生善於昆蟲的精密描寫，先以尖細的鉛筆勾線，再用壓克力顏料薄彩上色，層層

相疊，漸漸使得原圖的彩度飽和、層次分明，在這本書中還有些地方為了表現特寫的動作而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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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留白。書中每一幅圖稿完成，前期的觀察紀錄和構思不算，光是上色也要花費不少時間。

故事由春天的雨水注滿池塘開始，畫面中美麗的蜻蜓飛舞，但是故事的主角麻斑晏蜓這時

卻還只是一些小卵而已。隨著遠方飛近的小白鷺，讀者們也將注目焦點對到水面下的生物，就

在小白鷺伸嘴啄食水底的泥鰍的時候，同時讀者的視角也由池面上被帶到到池面底下了。這個

水面下的世界在一陣騷動之後，漸漸平息下來，也由這個特殊的角度，我們可以看見遠去的小

白鷺和水底下生物們繼續平靜的討生活。這幅由水底往上仰視的畫面是圖畫書中少見的構圖，

也讓這本《池上池下》像一部平面的生態紀錄片。

池中的水蠆隨著時間的流逝，也一次次的蛻了十三、四次的外皮，在仲夏的黃昏它沿著可

以攀附的枯枝，悄悄地把頭露出水面，等待著羽化成蟲的時機。在書中我們能看見因為季節和

時間不同而產生的光影變化，原本留白的背景和天空，出現黃昏和夜晚的景像，讀者的目光隨

著麻班晏蜓爬上枯枝，接下來就是水蠆生命中最奇妙的蛻變了，水蠆將會倒掛在枯枝頭羽化成

蜻蜓。整個約一個小時半至兩小時的過程，作者用八個分解步驟和詩意的構圖來構成，背景的

色帶象徵著這是一個連續不可中斷的工作，一氣呵成。就畫面的佈局、動作切割和整個流程的

說明，都可算是知識類圖畫書中的佳作。

生命是一個循環，生命短者朝生暮死、較長者可以活數十年甚至上百歲，蜻蜓這種在遠古

時代和恐龍一起生活過的生物，經過代代的演化，到今日才能適應現代的環境，然而蜻蜓的生

命史中也還有許多行為不為人所觀察記錄，正期待有興趣的人去發掘，本書的作者在文末也有

這樣的期許。

一個自然生態的觀察紀錄者在工作態度上，是應該要忠實呈現生態的樣貌，減低並避免人

為因素的干擾或擬人手法的描述，在《池上池下》這本書中，作者邱承宗基本上都按照這個原

則來創作，雖然在臺灣己經很難找到一個沒有人為干擾的池塘了，例如放生外來物種、廢棄物

傾倒、造景等等問題。邱承宗略去了上面所列出的這些干擾物，還原一個「理想的」池塘，這

或許是他的理想，也是他想為本土的昆蟲請命的心願吧。其實這本書中也安排了一些小小的伏

筆，請小讀者們細看書中一些兩棲類年幼時的表情，在弱肉強食的世界裡，出生在兇惡水蠆環

侍的水池中，也真是只能一臉無奈啊。這些並不是不專業的脫稿演出，而是作者隱藏住的趣味

表現，希望發現的讀者能想像一下，而能有會心的一笑。雖然小蝌蚪是水蠆的食物，但是等到

兩個都成長後，蜻蜓反而會變成青蛙的美食，這樣的結果會不會正是造物主「公平」的安排？

還是只是牠開的玩笑呢？

做自然生態的觀察記錄工作，心理上就要有極大的耐心和能耐寂寞的專注力，而體能上更

要能忍受日曬雨淋、蚊蟲叮咬。能做這個工作的人大概有兩種特性：若不是有高度的興趣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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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感，要不就是個孤僻的「龜毛」人物，我想邱承宗先生應該兩種都有吧。另外，要做這個工

作也要有些真正的「能耐」，能收集到樣本和營造培養場所的能耐，先從水邊帶回附有蜻蜓卵

的草葉或小枝子，或是撈得的水蠆；在家中用小水族箱佈置水塘的環境，讓卵孵化後，再來養

殖水蠆。為了養殖水蠆，還得煞費苦心的一隻一隻的分開餵食，就連為水蠆找到適合的食物都

是經過數次試驗才成功的。守候紀錄這些水蠆的成長和三更半夜的蛻變過程，更是要有能長時

間不計報酬投入的能耐，而這些都得要家人的體諒和支持才可以。

整體來說，完成這樣的一本書是要用「年」來計算的，所以這般功夫完成的作品，怪不得

邱承宗先生的作品能「出國比賽」了。他曾兩度入選義大利波隆納國際插畫展非文學類項目，

光是這項就已經是臺灣第一了，作品更幾度受邀遠赴德國展出。想想看，外國人都想要且懂得

欣賞臺灣寶島的美麗生態，而我們豈能不好好珍愛疼惜自己的土地和生態環境。今天，我們高

舉著「愛本土、愛臺灣」的旗幟，又希望臺灣能走向國際之時，我們能拿著什麼走出去？當口

號喊得震天價響，到底我們對臺灣又瞭解多少？反過來說，我們歡迎國際友人來臺灣時，我們

又能拿出什麼東西來？告訴來訪的客人，這足以代表我們臺灣！

沒錯，就是要這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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