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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以生物知

識、生態認知為背景的動物小說。它是架構在對

鳥類生活背景有生態認識上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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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不會在乎你有多少知識，除非他們

能夠明白你對事情有多少關心。



043

天地不仁，以萬物為芻

狗。

我坐在花壇邊，抓起一把土，讓土由

我掌中滴落，心中充滿莫名的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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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

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

生……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

華實，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怒……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

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寧……冬三

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

晚起，必待日光，使志若伏若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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