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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家出版社提出再版《昆虫记》的愿望，介绍了他们的大致方案，还想听听我本人的意见。
我的意见很简单：决心不易，意义不凡，本色不可改。
在难免些许浮躁的“法布尔热”出版气候下，作再版的抉择需要清醒与冷静，须具备对自己版本的充
分信心，或曰，其版本应当经时间检验证明是真受欢迎的，切不可为“出版冲动”所左右。
所以说“决心不易”。
1992年，作家社率先秉持“直接译自原著”与“反映原著全貌”的原则，首次将译自十卷本原著的《
昆虫记》选译本纳入世界文学译丛。
译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意味着中国人凭着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独特见解，郑重其事地承认了法布
尔的“作家”地位。
作家社今天再版这个译本，说明十六年过去以后，他们没有动摇如上态度。
所以说“意义不凡”。
《昆虫记》作者以轻松、流畅、亲切、幽默的笔调，朴实自然地将昆虫学写出知识百科境界，学术报
告写出语言艺术境界，研究资料写出审美情趣境界，虫性探索写出人性反省境界。
殊不知，如此多姿多彩，其本质应归为“丰富”，而丰富与光怪陆离或稀奇古怪不可同日而语；如此
超凡脱俗，其气质尽在于“质朴”，而质朴与驾轻就熟或追风媚俗不可同日而语。
丰富的质朴，这就是法布尔《昆虫记》的本色，也应当是其译作乃至装帧、出版工作的本色。
所以说“本色不可改”。
法布尔（1823～1915）的影响力，早在达尔文时代就已超出法国疆界，那时候他还只是个中学教师。
丢掉教师“饭碗”后，他用五年时间撰写出版大约三十本科学知识教材和科普读物。
这之后的三十年，他完成了十卷本《昆虫记》的撰著出版工作。
《昆虫记》刚出版六卷，即有英国人率先在伦敦出版了书名为《昆虫生活》的英文选译本。
《昆虫记》十卷出齐不到两年，英国、美国、德国、瑞典便同时于1911年出版了各自语种的选译本。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人于1910年，德国人于1911年，分别出版了法布尔科普教科书《天空》的英文译
本和德文译本。
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不尽齐全的版本收藏可以知道：丹麦于1916年，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于1920年
，波兰于1925年，日本于1922年，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于1929年，苏联于1936年，阿根廷于1946年，罗
马尼亚于1960年，韩国于1977年，分别以（包括希伯来文在内的）各自民族语言，先后开始翻译出版
法布尔《昆虫记》详略不等的译本。
至于十卷原著的全译本，至少可知，意大利于1923-1926年问出齐意大利文全译本，阿根廷于1946-1950
年间出齐西班牙文全译本，日本于1989-1993年间出齐日文全译本。
据悉，日本人从2005年开始又在出版另一种日文全译本。
英、美没有出版过严格意义上的全译本，但英国人麦欧1911年选编翻译的单册本《昆虫世界的社会生
活》，至少在英、美两国都重印了十五次；美国人马托斯以昆虫类别为专题编译的《昆虫记》同一系
列十七个译本，分别重印了少则三次，多则十余次。
近百年来，英、美两国出版的《昆虫记》英文版选译本中，单册本大约五、六种，系列本大约四、五
种。
除《昆虫记》外，法布尔的科学知识读物在英、美和欧洲也不乏译作。
在日本，以“法布尔昆虫记”、“昆虫记”或其他字样为书名出版的《昆虫记》日文译本，除上文举
出的两个全译本外，八十余年来还有十余种成系列的或单册的选译本、选编本。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似乎从一开始就尽量求其全，他们大概是用美国人的分专题多卷选译本作蓝本
，将内容按原著十卷的顺序归位，译成十卷日文本。
这套译本的第一卷是由大杉荣（1865一1923）先生完成的，1922年即由藏文阁出版社出版。
但译本出版不久，大杉荣因参加所谓“无政府主义运动”而被捕，次年遭特务机关杀害。
椎名其二继续大杉荣未竟译事，至1926年先后完成第二、三、四卷的选译出版工作。
其后又有鹫尾猛、土井逸雄二位加入，终于使第五至第十卷译本于1929年全部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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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昆虫记》在世界范围传播的一个侧影，译本数量的统计亦难周全。
考察法布尔作品近百年在欧美诸国和东瀛日本流传的情况，得到这样两个印象：其一，英、美最先在
法国之外译介《昆虫记》，重视《昆虫记》提供的昆虫学知识和昆虫社会现象；日本是追踪欧美文化
最快最多的亚洲国家，但在引进《昆虫记》的过程中，日本人尤其着力于发掘《昆虫记》的科普价值
，加大向少年儿童介绍《昆虫记》的力度。
其二，欧美在翻译介绍《昆虫记》的同时，还大量翻译介绍了法布尔的其他科学知识作品；日本则更
重视法布尔的巨著《昆虫记》，而对其科学知识作品没有予以西方那样热情的关注。
《昆虫记》传入中国，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称得上直接倡导与推动者的，当是久居日本的鲁迅、周
作人二兄弟，他们正赶上大杉荣等的译著开始流行。
周作人1923年发表短文《法布耳昆虫记》，称法布尔为“科学的诗人”，并感慨说：“羡慕有这样好
书看的别国的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即使在现在的混乱秽恶之中。
”鲁迅从1924年起就在收集《昆虫记》的日文译本。
他1925年从日本寄来的一封信，谈中国的思想启蒙须从知识阶层做起，主张为年轻学生们提供可读之
书，为此提及法布尔：“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
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
1927年，上海出版了《昆虫记》的单册小型译本《昆虫故事》（林兰译），大概是根据日文译本改写
译出的，这是目前所知的《昆虫记》最早译本。
1933年上海又出版了单册译本《昆虫的故事》（王大文译），依据的是英国人根据《昆虫记》的其他
英文译本改写的一本书，这个中译本此后数度再版。
就在1933年，鲁迅指出：“虽是意在给人科学知识的书籍或文章，为要讲得有趣，也往往太说些‘人
话’。
这毛病，是连法布耳做的大名鼎鼎的《昆虫记》，也是在所不免的。
”1935年鲁迅又称：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
”接着便说：“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Fabre），也颇有这倾向。
”显然，周作人欣赏的是“科学的诗人”，以及借艺术化来表达的科学成果，但他觉得法布尔的巨著
是给“少年”们看的；鲁迅（周树人）则寄希望于“给人科学知识”，借以改造国民性，不赞赏昆虫
学家法布尔明显人性化的写法。
这绝不仅仅是二周个人的几番话语，应看作当时知识界初识法布尔与《昆虫记》后的不同感言和见解
。
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六十年间，在中国问世的《昆虫记》译本大约有六、七种，都是根
据日译本或英译本转译的单册本。
法布尔的名声因此而未断在中国人中间流传，只是《昆虫记》的真面目和总体风貌始终没有进一步全
面地展示在中国读者面前。
从九十年代开始，《昆虫记》在中国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法文十卷本原著直接选译的，能够
较为准确反映《昆虫记》巨著总体风貌的选译本诞生，不久便引起反响，各阶层、各年龄段的读者都
有人在谈《昆虫记》的读后感。
到了2001年，花城出版社推出了译自法文十卷本原著的全译本，至此，《昆虫记》全貌一览无余地展
现在广大中国读者面前。
（愿借此机会，向以梁守铿先生为首的翻译群体致以由衷敬意，他们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如此庞大翻译
工程，其中艰辛非常人所能想象。
）全译本问世后，《昆虫记》不同中译本的数量随之增多，至2007年已蔚为大观。
如果将转译自英、日、韩等文本的，以及重编、改写中文译本的版本加进去，《昆虫记》在中国的各
式各样版本已多达数十种，发行总量至少上百万册，直接读者累计千万以上。
本人无意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因为已经有几位“中国《昆虫记》翻译史”专家在认真做这项工作。
我所特别关注的是，这一局面毕竟可喜，它向世人证明，中国人对《昆虫记》的热情之高可谓首屈一
指。
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中国读者当中，有的将《昆虫记》当作案头书，有的将《昆虫记》当作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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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将《昆虫记》当作知识库，有的将《昆虫记》当作教材，有的将《昆虫记》当作范文，有的将
《昆虫记》当作共青团、少先队活动的主题，有的将《昆虫记》当作珍贵礼品，有的将《昆虫记》当
作自然科学史料，有的将《昆虫记》当作独特的文学名著，更多的人将《昆虫记》当作人生所需的一
份精神食粮。
一言以蔽之，《昆虫记》在当今中国掀起的热浪，波及之广，触动之深，为其他国度所未曾见，甚至
连法国人也惊讶不已。
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的“《昆虫记》热”显得格外有声势，有活力，有意味，非同一般地持久而且
深刻，正可谓与众不同。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由深厚文化底菹凝结而成的精神基因使中国人具备了非同一般
的悟性与理解力。
中国读者读《昆虫记》，其心智不仅透着《天工开物》与唐诗宋词般的聪敏灵睿，而且透着《周易》
与《诗经》般的浑厚幽深。
他们对《昆虫记》人文价值的理解，往往比某些天天口喊“人性”的人们来得更真切，更富于创见。
就中国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成果——《昆虫记》的历史而言，当今中国的“《昆虫记》热”无疑更普遍
，更深入，也更扎实，诚可谓前所未见。
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中国正经历君主既倒、民主未立的混战岁月，纵使日本民族得益于《昆虫记
》再多，按日本人的有益方式来作也难产生同样实效。
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且阶级斗争问题突出，《昆虫记》只能作充实“少年知识文库”之区区一册。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全面振兴，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优势得以发挥，中国人面对人类文明现实的
能力与日俱增；当此历史时期，《昆虫记》的内涵被中国人空前充分地发掘出来。
中国人不仅像西方人那样认识了《昆虫记》的自然科学知识价值，像日本人那样认识了《昆虫记》的
国民素质教育价值，而且认识到《昆虫记》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生态学价值，乃至生命哲学价值
。
《昆虫记》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或许尚未完结，甚至仍在深化。
读过《昆虫记》的人们，正以或热或温的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昆虫记》出
版热”是否与世界版权公约有关？
是否市场经济效应？
“《昆虫记》热”之高涨为何超出那么多世界名著热？
“绿螽斯”与“绿蝈蝈”是否一回事？
所谓“博物学家”是否就译作“自然学家”？
法布尔指出达尔文的某些论据有误，是否就是在反对达尔文进化论？
“达尔文进化论”是否就是“进化论”的全部内容？
中国人为什么不按概念原意将Evolutionism译作“演化论”而一定译成“进化论”？
为什么有些科学工作者不承认《昆虫记》的科学价值，有些文学工作者不承认《昆虫记》的文学价值
？
法布尔这样的人究竟可不可以拥有多重地位？
中国是否能够，是否有必要产生法布尔式的著作家7.科学与艺术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诸如此类或大或小的问题，无一不是够深刻的。
我们刻意咀嚼着的是原汁原味的法布尔式精神食粮，而自如表达出来的则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思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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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布尔是法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
他是第一位在自然环境中实地研究昆虫的科学家，他穷毕生之力深入昆虫世界，真实地刻录下各种昆
虫的本能与习性，写成《昆虫记》这部昆虫学巨著。
　　《昆虫记（修订版）》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自然与生命的宏伟诗
篇。
因此，《昆虫记》被誉为“昆虫的史诗”，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科学诗人”、“昆虫荷马”、“昆
虫世界的维吉尔”等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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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译者：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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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昆虫记》与中国卷首语 致儿子汝勒卷一圣甲虫登旺杜峰卷二荒石园动物能思考吗？
卷三肉体食粮与精神食粮三种垒筑蜂戳一下变形论辛劳的寄生虫卷四千条理论说道不如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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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圣甲虫筑窝造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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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比鸟类更趋多样化的昆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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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便于恍隐当中顿
悟到一种避免失误的理性。
母性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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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后代了，然而凭着母性预见力，它们对后代有着清醒的意识。
正由于心中装着自己的后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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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位当上泥瓦匠，建造水泥宅室和碎石块屋顶；那一位办起陶瓷作坊，用黏土捏塑精美
的尖底瓮，还有坛罐和大肚瓶；另一位则潜心于挖掘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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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解决未来的食物问题：它们制做蜜团，制做花粉糕，还有那巧为软化的野味罐头
。
这类以家庭未来为首要目的的工程，闪烁着由母性激发的各种最高形式的本能意志。
昆虫学范围的其他各类昆虫，母爱一般都显得很粗浅、草率。
它们把卵产在良好的地点之后，就靠幼虫自己去冒着失败的风险，面对丧生的威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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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库格巴艺术从他的斯巴达共和国里统统驱逐出去，他指责艺术使人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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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后代关怀备至的膜翅目昆虫，确实令我们赞叹。
相形之下，把后代推出去碰运气的种种昆虫，则令人很不感兴趣。
我们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昆虫，都是抛弃后代的虫类。
但据我所知，根据法国各种地方动物志的记载，像采蜜的虫类和埋野味篓的虫类那样，能够为家庭准
备食住的昆虫，还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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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昆虫记(修订版)》：你是一个爱好昆虫的人吗？
你仔细观察过身边的那些小动物吗？
蜜蜂、蚂蚁、螳螂、甲虫⋯⋯其实每一种昆虫都有它们各自的生活习性、兴趣爱好以及特殊的本领。
《昆虫记(修订版)》向你们展示的就是发生在昆虫界的这些小生灵身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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