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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邊開始的自然觀察手冊─《自然圖鑑》評介

我從小是童子軍，當年有一本小小的，

可以放在褲子口袋的冊子《童軍表解》，這

本小冊子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從童軍制度儀

典到自然觀察、野外求生，樣樣包括，長達

數十年，數十萬的童軍整天帶著它，幾乎碰

到什麼問題只要一翻閱，就可以找到答案，

內容雖然淺顯，但是好像也夠用了。

隨著時代變遷，科技進步，各種專業

技術的發展一日千里，這些年來有關自然觀

察的圖鑑分類也愈來愈精細，猛禽的觀察就

是厚厚的一大本，貓頭鷹、青蛙、蜥蜴、天

牛、鍬形蟲⋯⋯一本又一本鉅細靡遺、印刷

精美，又厚又重的觀察圖鑑不斷地出版，這

時候我反而懷念起一本走天下的古老時代。

因此，看到這本由日文翻譯的《自然

圖鑑》，又有了當年閱讀《童軍表解》的安

心感，會讓我們「放心」地去面對野外的一

切，因為這本圖鑑寫的是這麼簡單，我們很

容易就可以掌握到全貌。這種信心，或者，

從非常簡單的內容開始的引領方式是非常

重要的。甚至我會覺得我們將某種領域最

基本的知識與概念牢牢記住時，才能在腦

海中搭起一座條理井然的架構，有了這樣的

基礎之後，其他較複雜的資料或訊息才可以

有層次地依序擺進去。

這些年來，荒野保護協會訓練了許許

多多的自然解說員，我發現真正的超級解說

員並不是跟民眾灌輸許多的知識，而是能夠

很簡單清晰的講出一、兩個重點，因為我們

「辨識」任何東西時，大腦就是如此運作

的。事實上，當我們「看見」一樣東西時，

意思就是必須將其他東西變為「看不見」，

換句話說，當我們什麼東西都看到時，就等

於什麼東西也都看不見。

因此，這本圖鑑，或許就是陪伴我們行

走自然時，最實用的一本隨身圖鑑。我記得

在學生時代，因為參加許多社團活動，興趣

太多，活動之餘回家看的書也都是課外書，

但是對於學校的考試大致應付得還可以，原

因就是我每一個科目會找一本最簡單最薄的

參考書，反覆看，反覆練習，當牢牢記住這

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概念時，就可以很有信

心地去面對各種考題。

這些年偶爾也有機會寫童書或編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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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花的心力比為大人寫書困難多了，因為

只有真正把這個領域的知識完全消化與理解

之後，才有能力用最簡單的方式寫出重點，

了解這一點之後，當我必須接觸新的知識領

域時，通常會先去找相關的童書來看。

這本圖鑑當然不是童書，而是老少皆宜

的繪本，唯一的缺點，就是日本人寫的，期

盼不久的將來，會出現臺灣本土的《自然圖

鑑》。由於這本圖鑑是以位處溫帶地區的日

本為主，所以其中有少部分生物臺灣沒有，

不過除了辨認動植物之外，全書用非常淺顯

但又很精要的文字說明，介紹了如何作自然

觀察，以及要準備哪些工具。

其實臺灣居住的環境比日本還容易接近

大自然，因為臺灣多山又多雨，所以即便在

都市裏，在生活範圍二、三十分鐘路程裏都

可以找得到一片山林步道或溪流。

荒野保護協會這十多年來提倡的自然

觀察，會建議在住家陽臺、公園、上班的路

上、常去的荒郊野外⋯⋯等，選擇一塊目標

區，不限大小、以隨興、輕鬆的態度，對目

標區因四季的自然變化、人為干擾⋯⋯等，

定期所作的觀察記錄。它的對象，不僅是觀

察目標、也包含觀察者本身，除了事實描述

外，也記錄了觀察者與其相對應的心情。

因此它不會是一份科學記錄、也不全然

是個人日記，在此二者之間，它有著很多可

能的面貌，因此體材內容常因人而異。

你可以堅守純然客觀的態度，保持絕對

的理性；我們也贊成你們將自己化身為觀察

目標，融入自然。你應當要曉得，當你踏入

草叢裡，抓一隻小蟲、摘一朵小花，看似無

關緊要，你也要不時自問：有必要嗎？

記住！你面對的是有「生命」的個體，

當你介入的越多，你所產生的干擾也越多。

至於如何進行固定地點的觀察呢？建議

採取下面循序漸近的方式：

１.整體的角度：定點觀察的頭一段時

間，先讓自己對此地有一整體的觀點，如它

的交通、路線、環境及生物的種類有些許的

認識，讓自己可以很快的跟別人介紹自己的

觀察點，故此時可能以生物種類、名字或特

徵為主。

２.聚焦的角度：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定

點觀察後，或許會對內部的某種植物或動物

特別有興趣，於是建議此時以記錄此種生物

的一年週期或行為為主，對此生物詳加記錄

及觀察。

３.連結的角度：觀察了長時間的單一

種生物後，再細思為何生物會有你所觀察的

現象，如：牠吃何種生物？是何種生物的食

物？為何存活於此呢？在別處有相似的生態

嗎？對此地生態系中的食物網作一些深入的

觀察。

這種定點的自然觀察我們稱為「尋找自

己的秘密花園」，我們不但能了解園中的一

草一木，體驗各季節的不同景色，進一步更

能發現大自然之無窮無盡的新奇與奧妙。

因此，一個定點絕對不只是單獨一個

定點，它是一年四季呈現不同面貌的不同定

點，是不同心情不同時空中的不同定點，當

你的記憶一個一個疊上去，定點裏融入了你

私密的情緒，迴盪著你與伙伴們的音容面

貌，許多的笑聲與淚水，都將使得定點不再

只是一個定點。

這個時候，定點就在你心中，當你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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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了，有需要的時候，隨時可以召喚它。甚

至，在無形中，我們的內心會因為它而起一

些變化。

這種情境，就像美國西南部有個最大

的印第安人保留區，當地原住民納瓦荷人稱

這片土地為「四角之地」，由他們神話中的

四座聖山圍繞而成。納瓦荷的巫醫曾經這麼

說：「記住你眼前所見，把目光停在一處，

記住它的樣子。在下雪時觀察它，在青草初

長時觀察它，在下雨時觀察它。你得去感覺

它，記住它的氣味，來回走動探索山岩的觸

感。如此一來，這地方便永遠伴隨你。當你

遠走他鄉，你可以呼喚它，當你需要它時，

它就在那兒，在你心中。」

大自然提供了多元而豐富的寶藏，我們

在其間自在地探索悠遊，對不同的生命產生

好奇與驚異，進而在真實的接觸與體驗中有

了領悟，這對於身心靈整體的發展是非常重

要而不可或缺的過程。

因此，當我們拿著這本圖鑑做自然觀

察時要記著，除了自然知識的探索之外，還

有更重要的自然體驗部分。當然，認識瞭解

大自然並沒有錯，人類的食衣住行物質生活

的需求都來自於大自然，甚至我們也可以從

大自然中獲得源源不絕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但是，若是只看到這些太具體的「功效」，

就太可惜了，因為荒野大自然是萬物生命的

源頭，是人類古老的鄉愁，自然荒野可以更

新我們生命的能量，和一種與萬物合一的連

結，這種超覺經驗的體會，可以安定我們的

心靈，甚至領悟到生命的終極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