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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的国度》

内容概要

本书从昆虫不同的生存环境，分类介绍一些美丽的物种，特别有助于读者结合不同的环境去认识和探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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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的国度》

作者简介

李元胜，男，作家，昆虫摄影家

Page 3



《昆虫的国度》

书籍目录

观察昆虫的必要准备理解昆虫的生境在不同环境里观察昆虫  市区篇  田野篇  静水篇  溪流篇  林间篇  
草地篇  雨林篇附：本书昆虫相关分类知识后记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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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的国度》

精彩短评

1、小神仙看完了，我翻了一下，不感兴趣，放一边去。
2、图画精美，昆虫神态动人。一如既往支持李元胜老师。不过，比起《昆虫之美》，感觉略有逊色
。尤其喜爱《昆虫之美》里的诗性语言。
3、图片比较清晰，图书质量不错，但文字性介绍、相关资料很少，内容不够丰富，想深入了解昆虫
，了解其习性的，不建议购买。只适合学前的儿童看图识物使用。
4、　　在这个时代，每天映入人们眼帘的，除了另外一些人的面容，还能有什么？用一句成语来形
容，真是“面面相觑”了，实在是有点审美疲劳。所以不难理解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观星、观鸟、
观虫、观草的活动之中。把“人类”的身份暂时抛掉，重新融入大自然之中，是现代人避免被过度异
化的最佳途径。
　　
　　在这里面，观察昆虫是既便利又有趣的一种方式。说到观察昆虫，自然会想起“昆虫的荷马”法
布尔。他用毕生精力写成的《昆虫记》中文版洋洋十卷，一直是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博物学爱好者的案
头必备书。八十多年前，同样耽读法布尔的周作人写道：“他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作(普通的昆虫学
里已经说的够了)，却用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实地的纪录昆虫的生活现象，本能和习性之不可思议的
神妙与愚蒙。”这的确道出了《昆虫记》的好处。
　　
　　不过法布尔毕竟是百多年前的古人了，《昆虫记》更适合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尤其对试图在实践
中对昆虫有进一步了解的人来说，若有一本带有彩色图片和简单分类的手册在手，既能增加兴趣，也
能加深认识。
　　
　　与市面上众多同类书籍不同，《昆虫的国度》可以当做两种用途来使用。一是精美的昆虫图册，
作者李元胜多年来在重庆、云南、广西、台湾、香港等地探访自然时拍下的数百幅昆虫照片呈现在大
开本上，即使你鼓不起劲去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昆虫的乐趣，手持这样一本图册，也足以去那个“小
世界”神游一番。
　　
　　二是实用的行动指南。《昆虫的国度》并非是以科目分类的结构来组织全书，而是用昆虫生活的
环境来进行分类，分为“市区篇”“田野篇”“静水篇”“溪流篇”“林间篇”“草地篇”“雨林篇
”。这样无疑对观察昆虫的爱好者更具有指导意义。
　　
　　比如在“市区篇”(对大部分初入此道的“城市动物”来说，这是最可能的观察场所)之中，作者
根据亲身经验说：“散发着香气的花卉上，总会吸引兴冲冲的访客：食蚜蝇、蜜蜂、蝴蝶、蛾类和部
分甲虫。在寻访昆虫时，最方便的地方，就是找到昆虫们喜好的蜜源植物。另外，野生的草丛，差不
多是直翅目的乐园，可以找到蝗虫、螽斯等等。”
　　
　　不要以为非要到深山野林才能从事观察昆虫的活动。在家里的阳台，如果那里种着植物，你照样
会很方便地看到一些四处闲逛的昆虫，只要你有发现的目光。实际上，另一本好玩的与昆虫有关的书
《东京昆虫物语》，就是在东京长大的泉麻人的都市观虫札记。他说：“昆虫爱好者有很多种，勉强
说起来，我可以算是‘讲究情调型’的吧。我最喜欢那些出现在街道或生活场景中的昆虫。”他的书
里写的都是“起居室里的螳螂”、“住宅区的凤蝶”和“灶马出现在厕所”之类的题目，别说市区，
简直就要把观察地域缩小到了自己家那小小的四帖半榻榻米上了。这虽然显示出日本人的某种趋于极
致的谨小细微，但是对那些嚷嚷着没时间也担忧到哪里去寻访昆虫的人来说，却是一个启示。
　　
　　为了引导更多有志于观虫事业的“菜鸟”入门，作者在书的前面还专门写了一节“观察昆虫的必
要准备”，介绍了观察所需的基础知识、入门读物、拍摄器材，以及提出了撰写观察记录的建议。在
我看来，这两页简明扼要的内容是这本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比如作者建议，“在条件适合的地方宿
营时，还可以使用灯诱的方式，吸引昆虫上灯。有一些趋光的昆虫会自行前来报到，这样，有助于你
观察到一些罕见的昆虫。灯诱，就需要准备电线、灯和白布。”虽然没有深入阐明，却是没有切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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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的国度》

验的人说不出的。
　　
　　而且，在处理一些属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科学伦理”问题上，作者流露出热爱自然的那一份
情感，也令人感动。小时候上自然课，老师还教我们怎么用蚊帐布做网兜来捕捉昆虫，怎么将捕捉到
的昆虫制成标本。但是作者非常明确地表明，他“个人倾向于支持有研究水平的专业人士和机构有限
地采集标本”。因为他在云南的橄榄坝看到，十多年前有无数蝴蝶飞舞的场面已经看不到了，主要原
因就是人们的滥捕。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把昆虫制成标本是昆虫给人类带来的唯一乐趣与用途
。但是在今天，我们或许必须改变以往的做法，将我们与昆虫的关系仅仅限于看与被看。这本书的责
任编辑吴兵在“编后记”里说：“看着这些生动的眼睛和真切的眼神，我既有欣喜，也有怜惜，还有
愧疚。”希望越来越多的观虫者不要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破坏了自然，希望这种愧疚能少起来。
　　
　　说到底，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观虫者，只要做到一点就够了。就像作者在后记里说的，“只要你对
大自然还保留着敬意和好奇，这就够了。”
　　
　　8 延伸阅读
　　
　　为了使观察更有方向，体验更有深度，最好的办法是阅读有关自然、物种和昆虫的书籍。作者向
入门者推荐了几本，我根据个人经验也补充了几本。当然，你也可以不需要任何知识，就像作者说的
，“只要你不把自己当做匆匆的路人，而是集中注意力，去观察这些微小的生命，你就会感到深深的
震惊”。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永远是认识自然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指南。
　　
　　《多彩的昆虫世界——中国600种昆虫生态图鉴》(赵梅君编，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00.00元)，适合在家里观赏。
　　
　　《常见昆虫野外识别手册》(张巍巍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22.00元)，一个小册子，
带在身上去野外，碰上不认识的昆虫就可以迅速查找。扉页还标注了刻度，便于观察者立即把昆虫的
体长记下来。
　　
　　法布尔的《昆虫记》，还是看花城出版社的十卷本吧。不用急着读完，闲时翻翻就好。
　　
　　《东京昆虫物语》((日)泉麻人文，安永一正图，黄瑾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19.80
元)，昆虫原来也寄托着怀念啊。
　　
5、很好！大人、孩子都合适！
6、一连看了李元胜老师的三本昆虫摄影，可以暂告段落了，的确是让人无法忘怀的美好体验和感受
啊~~~
7、让我认识了很多精巧的小生灵
8、实在很棒。
9、中华屏顶螳（螳螂目长颈螳科）极具观赏价值，也较为珍稀。其主要特征是三角形的头部有一隆
起的“角”，使它看上去像螳螂中的独角兽，奇异而又迷人。人们经常把它和双翅目的突眼蝇相提并
论，都是较有外星生物气质的昆虫种类。

10、图片很美,别无其他

Page 6



《昆虫的国度》

精彩书评

1、在这个时代，每天映入人们眼帘的，除了另外一些人的面容，还能有什么？用一句成语来形容，
真是“面面相觑”了，实在是有点审美疲劳。所以不难理解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观星、观鸟、观虫
、观草的活动之中。把“人类”的身份暂时抛掉，重新融入大自然之中，是现代人避免被过度异化的
最佳途径。在这里面，观察昆虫是既便利又有趣的一种方式。说到观察昆虫，自然会想起“昆虫的荷
马”法布尔。他用毕生精力写成的《昆虫记》中文版洋洋十卷，一直是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博物学爱好
者的案头必备书。八十多年前，同样耽读法布尔的周作人写道：“他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作(普通的
昆虫学里已经说的够了)，却用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实地的纪录昆虫的生活现象，本能和习性之不可
思议的神妙与愚蒙。”这的确道出了《昆虫记》的好处。不过法布尔毕竟是百多年前的古人了，《昆
虫记》更适合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尤其对试图在实践中对昆虫有进一步了解的人来说，若有一本带有
彩色图片和简单分类的手册在手，既能增加兴趣，也能加深认识。与市面上众多同类书籍不同，《昆
虫的国度》可以当做两种用途来使用。一是精美的昆虫图册，作者李元胜多年来在重庆、云南、广西
、台湾、香港等地探访自然时拍下的数百幅昆虫照片呈现在大开本上，即使你鼓不起劲去亲身体验近
距离观察昆虫的乐趣，手持这样一本图册，也足以去那个“小世界”神游一番。二是实用的行动指南
。《昆虫的国度》并非是以科目分类的结构来组织全书，而是用昆虫生活的环境来进行分类，分为“
市区篇”“田野篇”“静水篇”“溪流篇”“林间篇”“草地篇”“雨林篇”。这样无疑对观察昆虫
的爱好者更具有指导意义。比如在“市区篇”(对大部分初入此道的“城市动物”来说，这是最可能的
观察场所)之中，作者根据亲身经验说：“散发着香气的花卉上，总会吸引兴冲冲的访客：食蚜蝇、蜜
蜂、蝴蝶、蛾类和部分甲虫。在寻访昆虫时，最方便的地方，就是找到昆虫们喜好的蜜源植物。另外
，野生的草丛，差不多是直翅目的乐园，可以找到蝗虫、螽斯等等。”不要以为非要到深山野林才能
从事观察昆虫的活动。在家里的阳台，如果那里种着植物，你照样会很方便地看到一些四处闲逛的昆
虫，只要你有发现的目光。实际上，另一本好玩的与昆虫有关的书《东京昆虫物语》，就是在东京长
大的泉麻人的都市观虫札记。他说：“昆虫爱好者有很多种，勉强说起来，我可以算是‘讲究情调型
’的吧。我最喜欢那些出现在街道或生活场景中的昆虫。”他的书里写的都是“起居室里的螳螂”、
“住宅区的凤蝶”和“灶马出现在厕所”之类的题目，别说市区，简直就要把观察地域缩小到了自己
家那小小的四帖半榻榻米上了。这虽然显示出日本人的某种趋于极致的谨小细微，但是对那些嚷嚷着
没时间也担忧到哪里去寻访昆虫的人来说，却是一个启示。为了引导更多有志于观虫事业的“菜鸟”
入门，作者在书的前面还专门写了一节“观察昆虫的必要准备”，介绍了观察所需的基础知识、入门
读物、拍摄器材，以及提出了撰写观察记录的建议。在我看来，这两页简明扼要的内容是这本书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比如作者建议，“在条件适合的地方宿营时，还可以使用灯诱的方式，吸引昆虫上灯
。有一些趋光的昆虫会自行前来报到，这样，有助于你观察到一些罕见的昆虫。灯诱，就需要准备电
线、灯和白布。”虽然没有深入阐明，却是没有切实体验的人说不出的。而且，在处理一些属于人与
自然之间关系的“科学伦理”问题上，作者流露出热爱自然的那一份情感，也令人感动。小时候上自
然课，老师还教我们怎么用蚊帐布做网兜来捕捉昆虫，怎么将捕捉到的昆虫制成标本。但是作者非常
明确地表明，他“个人倾向于支持有研究水平的专业人士和机构有限地采集标本”。因为他在云南的
橄榄坝看到，十多年前有无数蝴蝶飞舞的场面已经看不到了，主要原因就是人们的滥捕。我相信在很
多人的观念中，把昆虫制成标本是昆虫给人类带来的唯一乐趣与用途。但是在今天，我们或许必须改
变以往的做法，将我们与昆虫的关系仅仅限于看与被看。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兵在“编后记”里说：
“看着这些生动的眼睛和真切的眼神，我既有欣喜，也有怜惜，还有愧疚。”希望越来越多的观虫者
不要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破坏了自然，希望这种愧疚能少起来。说到底，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观虫者，
只要做到一点就够了。就像作者在后记里说的，“只要你对大自然还保留着敬意和好奇，这就够了。
”8 延伸阅读为了使观察更有方向，体验更有深度，最好的办法是阅读有关自然、物种和昆虫的书籍
。作者向入门者推荐了几本，我根据个人经验也补充了几本。当然，你也可以不需要任何知识，就像
作者说的，“只要你不把自己当做匆匆的路人，而是集中注意力，去观察这些微小的生命，你就会感
到深深的震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永远是认识自然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指南。《多彩的昆
虫世界——中国600种昆虫生态图鉴》(赵梅君编，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5年1月版，100.00元)，适合
在家里观赏。《常见昆虫野外识别手册》(张巍巍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22.00元)，一个
小册子，带在身上去野外，碰上不认识的昆虫就可以迅速查找。扉页还标注了刻度，便于观察者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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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的国度》

把昆虫的体长记下来。法布尔的《昆虫记》，还是看花城出版社的十卷本吧。不用急着读完，闲时翻
翻就好。《东京昆虫物语》((日)泉麻人文，安永一正图，黄瑾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19.80元)，昆虫原来也寄托着怀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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