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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

前言

　　要描述蚂蚁，很难避免使用夸诞的形容词。　　蚂蚁迷对它们推崇备至，虽然这与蚂蚁渺小的个
头完全不成比例。他们认定蚂蚁是拥有许多“至最”的昆虫：最聪明、最有组织、最勤劳、数量最多
、繁殖力最强、最有优势；它们比人类更古老、更好斗、更乐于合作、更爱交流。这些比较常常近乎
怪异。有个儿童网站断言：“蚂蚁的大脑在昆虫中是最大的·据估计，蚂蚁的脑力与苹果公
司MacintoshⅡ电脑的处理能力相当。”　　至少，这一切就是蚁学家（专门研究蚂蚁的人）要我们相
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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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

内容概要

《蚂蚁》探讨了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们对蚂蚁及其错综复杂的微型社会的各种反应，并阐明其背
后隐藏的文化缘由。《蚂蚁》翔实的资料与丰富的图像集益浓缩，并假以时或机敏风趣、时或庄重敦
厚的文字，将之贯穿一气，于是缤纷纸页间，扑面而来的是充盈的人文气息与令人愉悦的多样性。蚂
蚁是浩浩荡荡的大军：目前已知的蚂蚁种类达11006种，它们生活在全世界除极地冰冠以外的所有地方
；据估计，全部蚂蚁的重量为现存昆虫总重量的一半。蚂蚁被塑造成幻想中的微型军队，高尚行为的
典范、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以及介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生物：1977年，英国电信公司曾雇用蚂蚁专
家帮助解决其庞大的信息网络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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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

作者简介

夏洛特·斯莱(Charlotte Sleigh)，任教于英国坎特伯雷肯特大学历史学院。从科学史、文化史，到人类
与自然的关系史，她的写作在微型的主题下为读者生动开启了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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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

书籍目录

前言1  作为下属的蚂蚁2  作为模范的蚂蚁3  外敌4  内敌5  作为机器的蚂蚁6  暖昧的蚂蚁蚂蚁年代表征引
文献及注释参考书目相关协会相关网站作者致谢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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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

章节摘录

　　很少有人有机会指挥军队，但每个人都可以梦想自己站在队前发号施令的过程。因此，这就是一
队玩具士兵带来的乐趣，那是真正古希腊意义上的现代密耳弥多涅斯军营。幻想蚂蚁帝国受自己统治
也能达到大致相同的效果。相对而言，这种幻想者就是自己世界中的巨人，一个在屋里被人欺凌的孩
子，可以走进花园，找到一个王国，而自己在那里就显得巨大无比，如同神灵。　　幼年的奥古斯特
福勒尔就是这样的孩子。他1848年生于瑞士洛桑附近乡村的一个名门望族。奥古斯特最终将成为影响
深远的精神病学家，也是国际公认的蚂蚁专家。不过，童年时的奥占斯特腼腆、多病、孤独而可怜。
他讨厌母亲的陪伴，因为身为加尔文教徒的母亲对他过度保护且神经质。他后来写道：“除了拜访祖
父母．我被剥夺了所有人际交流。我母亲甚至不允许我独自踏进花园。”奥古斯特在蚂蚁中找到解脱
，自六岁起就开始对蚂蚁的社会生活着迷。他观察自家住宅周围的三种蚁群，“亲切地⋯？用面包、
糖等等”喂它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奥古斯特热爱自己的蚂蚁。当一队红蚁劫掠了自己最爱的蚁
窝后，他深感绝望，愤怒地将滚水浇在人侵者身上，却根本无济于事。不久，在学习了一些古典文学
之后，他开始写一部荷马史诗式的作品：“蚂蚁战争”，一部“《蚁力亚特》”，其中，建造蚁丘的
草地蚁扮演希腊人的角色，而血红色的盗贼蚂蚁凹唇蚁刚是狡的特洛伊人。福勒尔跌小记笔记，里面
满是素描、注解和编号的手迹，全都表现了他怎样专注地沉浸于蚂蚁的小王国，以此逃避他的母亲，
逃避“《圣经》和宗教教义持续而过度的说教”。他在蚂蚁帝国中找到了传统社会生活主题的缩影，
在他看来，蚂蚁属于但又独立于更大的世界。那是自治的乌托邦，而他则自封为它们的君主。　　福
勒尔从蚂蚁身上获得慰藉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EO威尔逊，幼时跟随分居的父母
到处漫游。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让他像福勒尔一样孤独而渴望社交。如今，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蚁学
家，威尔逊提出：“优美环境中的孤独或许是造就⋯⋯野外生物学家的良好方式，虽然有些冒险。⋯
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威尔逊没有在人类中交到朋友，却在小蚂蚁神话般的军队中找到同志。“我拯救
了少量松萝状风梨它们是我的朋友⋯我在床下的一罐沙子里养了些收获蚁我发现了童话故事⋯⋯”　
　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有本童书《拉迪斯和蚂蚁》（LadisandtheAnt），简直是以小说笔法记录的福
勒尔或威尔逊的童年。它刻画了一群蚂蚁，作为故事中那位不幸的主人公的救星。8岁的小男孩拉迪
斯因为健康欠佳而被送到乡下避暑。他带着自己的腼腆和自卑感来到那里，就像所罗门王的蚂蚁那样
，在书中第一段他就被描述为“不够强壮”。只有当一位友好的王后用魔法将拉迪斯变得跟蚂蚁大小
相当，并熟悉了蚁窝内部之后，他才学会轻松地生活，健康状况也开始改善。蚂蚁就像驯服的马儿那
样驮着他，并焦虑地告诉他：“你会突然冒出个念头，让自己在蚁匠内长大，将我们全部毁掉。”拉
迪斯学会和蚂蚁争斗，而且发现自己一旦抓住它们的触角就能将它们击败。甚至拉迪斯在回到人类世
界后，也继续保持了自己新发现的力量感和自信感：“他多么幸运，能够在任何时候随心所欲地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拉迪斯曾拥有个人军队，这段回忆支撑着他。　　因此，个体蚂蚁虽然渺小，但其
强大的群体力量却是弱者的希望之源。此外，很多地方的文化都分享这种有关蚂蚁的幻想。越南有句
谚语，叫“conkiencongconvua”，意思是小蚂蚁齐心协力就能抬起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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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

精彩短评

1、蚂蚁的书必看。很有意思
2、这书应该叫作《关于蚂蚁的社会科学》，是在说教吗？
3、好像一部蚂蚁的编年史，很有意思。
4、只冲着书名购回，和新音乐春天的那十大金歌基本能成套。的确有点荒谬，但书不错，尚未看，
这话有阿谀之嫌，那就奉承一下，没有音乐的冬天，读书取暖。
5、看到了蚂蚁的社会生活，很不简单，很规律还有好多不为人知的新鲜事
6、keyi
7、原来是本社会学读物～
8、结合社会思潮分析蚂蚁在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方面的表现。
9、我写我写我写
10、超乎我想像的内容
11、多角度了解蚂蚁社会
12、书超好看 发货超快~~~顶个~
13、这本书太残酷
14、对蚂蚁的人文属性介绍较多，自然属性介绍较少。
15、人类的榜样
16、很深该,也很有趣.
17、是原来在中央台一个栏目看到介绍蚂蚁，所以就买了，回来后翻了几页，就撂下了。
最近才看完，还行吧
18、此系列总计有7本，这是第一本。
蛮不错的，值得推荐。
19、这是非常好的书！ 
这是社会生物-----人类、蚂蚁、蜜蜂。。。中，最伟大之一。
人类研究和学习的榜样。
20、还以为会是自然科学
21、内容延伸的很深刻，不光儿子喜欢，我也喜欢看！
22、三联确实不错
23、《文学作品中的蚂蚁形象》。。这种书也就是去个冷门杂志上灌个水的价值！
24、了解蚂蚁的知识。
25、这个标题不知道是否恰当，但是对我而言就是这样。还是，生物学为基础，人类文化视角为主。
读起来很流畅，是很不错的成人科普读物：）
26、动物系列之《猫》
27、假如有一天我们人类做到了蚂蚁一样，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的多么美好
28、三联新出的动物系列的一本。之前只在报刊、杂志或电视节目上零星了解些蚂蚁的知识。通过在
这本书，可以系统认识蚂蚁这一我们司空见惯的小昆虫。惊叹于它们的智慧和组织能力。本书译文通
达流畅，适合多个年龄段的人们进行阅读。既可做知识性的收藏，也可消遣之用。
29、比那本老虎好多了。勤劳，服从，互相传递口水，最快捷的路。
30、蛮有意思地探讨了蚂蚁生物学特征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对威尔逊和戈登两个蚁学家的对比也独具
一格，对《小蚁雄兵》的分析可说是不错的影评
31、蚂蚁是我最喜欢的生物。书是非常好的书，书的长宽犹如蚂蚁的大小似的，小巧精致。翻译的很
不错。刚到的书，读了一章节，翻译的文字非常朴实，或许这就是作者写出来的深意吧。
32、信息量好大，从德托罗到GEB，仿佛看到马姨的灵感来源，顺便向吵架的戈登和威尔逊问好（多
大仇）
33、蚂蚁群是个大社会！人类怎么了？
34、可能是自己知识积累不够，不大适应这种博物学家随笔式的科普书籍，常常跟不上作者。但内容
泛泛介绍的东西还有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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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

35、小册子一本，就是贵了点儿。对于发展中国家平民12块钱更合适。内容好但就是有点跑题还是爱
看，全家我妈妈，我夫人，都爱。希望儿子过两年也爱看
36、学习蚂蚁，学习他们的生活哲学。
37、给弟弟买的，他就对蚂蚁感兴趣呢，呵呵
38、改变了我对生命的看法。
39、我在央视的读书节目中了解了此书，扩大了知识面。
40、　　       所谓政治无非是人类在社会化生存和演进过程中谋求的一种自治秩序。诸如蚂蚁等社会性
昆虫也有一定的群居秩序，但更多是来源于动物本能产生的自发秩序，而非通过理性思考、斗争、谈
判和妥协导致的公共秩序。但是在两者间做一价值判断，并不能因为人类占有灵性和理性就获得某种
优越地位。
　　       事实上，社会性昆虫的自发秩序更像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乌托邦。就蚂蚁来说，其社会化分工
程度之高，每个个体工作之勤勉，让人类自愧不如。正是秩序的基础性作用支撑起这一数量庞大族群
的生存和发展，让其享誉最高效率“共产主义者”的殊荣。书中估计，所有活着蚂蚁的总重量占现存
昆虫重量的一半，而他们11006种的细类却仅占昆虫所有种类的1.5%。除了极地他们无处不在，栖息地
如此之广，数量如此庞大，秩序在荷负生存时表现出的实用主义功能不可谓不明显。
　　       另一方面，教条式的秩序之中也蕴藏着惊人的生存智慧，抽离于个体的循规蹈矩在集体和系
统的层面上实现了近乎理性的价值。p156的图显示了上世纪80年代对蚂蚁觅食所做的实验，结果表明
，实验开始8分钟后大多数蚂蚁决定走最短的觅食线路。在此过程中，没有一只蚂蚁能洞察全局，也
没有群体内的自治和管理，但当每个个体都墨守简单的规则行动后，集体行为就能做出高效的理性选
择。我们可爱的小昆虫用极其简单的秩序就完成了复杂的任务，而人类复杂得难以置信的系统，消耗
了巨量的资源和财富，却只能做非常简单的事情。
　　       蚂蚁的秩序是与生俱来的，在造物主的眷顾下他们把生存法则内化为生物本能，无需教育和
学习就能代代相传。难怪柏拉图和斐多如此赞美蚂蚁，那些不借助哲学，按照习俗或仅凭勤勉就能过
上文明生活的人，其灵魂来自蚂蚁，死后会再次变成蚂蚁。但是人类政治远非如此幸运，为了建构一
种公共生活中的秩序我们不断尝试各类手段，包括理性谈判、流血斗争、欺瞒诈谀，无所不用其极。
其中有高尚也有卑鄙，有正信也有迷信，几千年演进下来尚且不能及蚂蚁王国稳定、公平和实效，万
物之灵长情何以堪。
　　
41、以前看了电视上推荐买的，看了看确实科学性不强，说的都是些蚂蚁和人类文化，社会方面的东
西。   不是我想要的。
42、这个系列读下来，还是《虎》写的好
43、前言还可以，后面有些杂乱，偏向人文方面的内容了。
44、有点后悔没有早一点读
45、写得有点枯燥。
46、一本集知识性、趣味性一身的好书！
47、对蚂蚁的人类文化观察史叙述。人如何扩展自己的认识界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
48、闲暇的时候读了这本书，就是一种蚂蚁文化，并不是十分惊讶...
49、我想回家玩蚂蚁
50、很喜欢科普类的
51、整个动物系列写得都比较有趣
52、这套书断断续续买了七八本，有机会的话想要收集全。
53、动物糖罐上的文化谈。
54、内敌那部分没看明白
55、内容丰富，对蚂蚁的研究非常深刻，有科普性，也有人文性，有研究价值。
56、有些道理深奥 不说单纯介绍蚂蚁的习性的
57、本来是买给儿子的，他翻了一下就放下了。我翻了翻，也放下了
58、好好好，儿子从5岁就喜欢上了蚂蚁，现在已经11岁了，他说长大要当一个蚂蚁学家。我们家还用
瓶子装着土和蚂蚁，蚂蚁已经往出来了蚂蚁洞。顶顶顶！！！！！
59、看电视上推荐这本书，就想是买给女儿，可知识性太强，她有点不喜欢，应该更适合成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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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

60、是通过研究蚂蚁的生物学特性折射不同时代人的社会学观念，蚂蚁生物挺有意思的，这本书就没
意思了
61、我只能说自己脑筋太不够用，读这本书杀死了我很多脑细胞。
62、“要描述蚂蚁，很难避免使用荒诞的形容词。”蚂蚁的渺小、作为集体的力量、常见但不可忽视
，这些特性使蚂蚁不仅及本身连带其象征意义都在人类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喜欢、讨厌还是恐惧
，这种经常被拟人化的动物身上多少带有人类自身的缩影。
63、还算好玩
64、收到书有点郁闷，书背和封面之间被撕开了2cm，封面与扉页完全脱胶，几十页内页上方边角有
折皱。一本内容精致的新书尚未使用就成了破损之物。对当当的配送很不满意。
说说书的内容
选购此书的初衷是受央视关于蚂蚁的科普节目吸引，希望通过阅读获知更多关于蚁巢结构，蚂蚁自然
习性及个体、群体动物行为机制 方面的知识。但此书在这点上又让我有点失望，从书后的出版后记可
见一斑“三联书店此次所精选引进英国“瑞克图书”的这套“动物系列”，不仅着笔于动物的自然习
性与生存环境，更对动物在神话、宗教、文学艺术乃至古今文明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扎实的探
讨。”。实际上此书绝大部分篇幅采用对影视、文学作品及他人研究成果的引述及评论来着重描写蚂
蚁在神话、宗教、文学艺术和古今文明中扮演的角色，涉及动物学、动物行为学的内容少得可怜。并
且由于此类著作——我将它理解成综述性著作——难以避免的特点，其内容多相互分离缺少紧凑递进
的阅读快感而模糊了读者的关注焦点。从这一点来讲，这本书难以成为引人入胜的趣味读物，也因为
其关注主题的原因不适合称之为一本科普读物。
本书当然也有可取之处（配图丰富，引述的出处确切），不管怎样，作者的确是在认真写一本书，只
是我这个读者的需求难以从中得以满足。
但是之但是，当当难道就不能给我发一本崭新的吗！这破缺的样子作为收藏也让人看着颇为不爽！不
满意。
65、收获没细看，应该比较适合9-15岁的男娃看
66、地铁上阅读。蚂蚁背后隐藏的文化缘由，机敏风趣的文字，充盈的人文气息，令人愉悦。涉及的
书中只看过拜厄特和卡尔维诺，想看电影《小蚁雄兵》
67、儿童读物
68、昆虫中最符号化的种族。
69、以为是一本描写蚂蚁的书，翻开来傻眼了，压根看不懂
70、此书在开头间断而有趣的科普介绍之后，就开始急转直下的开始探讨各种各样形而上的内容，其
实从开头科普段落中没有指明各种典型行为的蚂蚁学名中就初露端倪。所以整个阅读过程就是从前言
的如获至宝一般到第一章让人昏昏欲睡，变化之极端，令人汗颜。
71、很佩服国外人的做学问的精神，一个小小的蚂蚁还探究其文化内涵。
72、小时候最喜欢杀蚂蚁
73、任何蚂蚁是有共同点的，不过有时人并不如蚂蚁做的好！要像蚂蚁学习！
74、讲了一些有关蚂蚁的生活习性之类，图文并茂，还行吧。
75、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我印象中的螞蟻總是成群排排走在泥土中 那是屬於他們的道路 那時我還不知
道他們其實是在認真工作 蟻族也被化分為各種職位 蟻后在繁殖完就要剝落那段蟻翅 從此就只能在小
窩裡撫養後代 不正是和人類的習慣造作相符合 螞蟻們從來不會炫耀 他們永遠是屬於勤奮的一代 
76、所有活着蚂蚁的总重量占现存昆虫的一半。
77、风趣幽默睿智
78、没买找英文的，先买中文的让孩子补充蚂蚁知识，讲的内容很全，读起来还得假以时日！只是书
有些标价太贵，而且字不够大！虽科普算专业但对儿童来说不够专业！
79、蚂蚁虽小，可有一种集体的力量和个人顽强的精神
80、讲蚂蚁的习性和生活。这书我很喜欢，但没看完，哈哈。
81、看了没觉得涨多少知识⋯体系凌乱了些
82、我以为是儿童读物才看的。。。从头到尾都扯那么高端 谈什么文化，就没趣了。参考文献你都列
出164篇！
83、增长了很多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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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从小就喜欢蹲地上看蚂蚁搬家。大爱animal这一系列，这一本比虎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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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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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蚂蚁》的笔记-第8页

        它们是人类之外唯一拥有葬礼的动物。
这个对不对啊，大象，海豚⋯⋯

2、《蚂蚁》的笔记-第76页

        掌权者对于一直推崇的蚂蚁是蚁后掌权感到恐慌，然后进行贬低。真是呵呵了。

3、《蚂蚁》的笔记-第80页

        把蚁后交配到组建蚁巢的过程比作女人结婚后进行的义务和保守，呵呵呵呵呵呵呵。

4、《蚂蚁》的笔记-第16页

        　　据一些研究者说，蚂蚁的集体行为证明，蚁穴本身要经历一个成熟过程。蚁穴在建成之初的
”胆怯“阶段后，会进入侵略期，总是跟邻居找碴生事，也许是为了扩张势力。更成熟的蚁窝会与附
近的蚁窝和平共存，谨遵自己的觅食路线，避免冲突。

5、《蚂蚁》的笔记-第18页

        　　某些种类的蚂蚁不仅会为了食物发生直接冲突，而且还会从其他蚁窝掳掠蚂蚁充当奴隶（当
代蚁学家称之为”奴役现象“【其他动物？】。）许多蚂蚁都窃取蚁蛹而非成虫，蛹会染上主人巢穴
的气味，它们羽化后的行为就仿佛是在为同类工作。有些蓄奴的蚂蚁完全依靠引入的外来者维持生存
，它们甚至都没有工蚁，无法养活自己。一种名叫”红牧蚁“（Polyergus rufescens）的红蚁及其黑色
受害者”暗褐山蚁“（Formica fusca）的奴役关系是最常见的之一【神马语法水平】，让19世纪的许多
作家不由自主地称后者为”黑鬼蚂蚁“。而其他作家则认为动物世界中存在奴隶制的想法可憎【为什
么】，就像皮埃尔·于贝（Pierre Huber）早在1810年指出的那样，他们坚称外来蚂蚁不是”奴隶“，
而是”外援“。亚伯拉罕·林肯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人类应该超越蚂蚁的道德（虽然也认为黑奴拥有
原始智力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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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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