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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蝶志》

内容概要

★二〇〇〇年台北文学奖！“中央日报”十大好书！
★刘克襄、陈芳明一致推荐！
★特别收入作者蝴蝶摄影、手绘五十余幅！
★以恋爱的姿态结识每一只蝶，以文字、摄影、手绘交织出一种细腻诗意的生活情怀，一个小说家的
蝴蝶笔记。
迷蝶是迷走的蝴蝶，是谜样的蝴蝶，也是迷恋蝴蝶。
结识一只蝶，最昂贵的不是镜头或画具，而是某个安安静静的深夜，那些与她相遇的场景重被唤回的
安静的激动。没有人听得见你的笔触沙沙，没有人看到你伏案的神色，没有人知道此刻你拾起了什么
，愈疗了什么，思考了什么。
《迷蝶志》是台湾著名作家家吴明益自然书写的第一本散文创作，在十八篇配有摄影、手绘的蝴蝶散
文中，吴明益以伤感柔软的文字，为我们勾勒出蝴蝶梦般的翅膀，画出飞过天空时那一道诗意的弧线
。

作为研究者最感幸运而幸福的事，莫过于见证老作家的趋于年轻，新作家的趋于成熟。前者以余光中
为典范，后者以吴明益为代表。四十年来阅读余光中，十年来观察吴明益，深深感受到台湾文学的内
在爆发力。——陈芳明
《迷蝶志》的出版，俨然预知了自然写作另一成熟面相的可能。——刘克襄
多么高兴看到一本不是图鉴的蝴蝶书籍，而且写得如此不俗。本书看似单薄，实则不然。其真正力道
所在是文字。——王瑞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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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蝶志》

作者简介

吴明益，台湾桃园人，自然书写者，小说家。现任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教授。有时写作、画图、摄影
、旅行、谈论文学，副业是文学研究。
著有散文集《迷蝶志》《蝶道》《家离水边那么近》，短篇小说集《本日公休》《虎爷》《天桥上的
魔术师》，长篇小说《睡眠的航线》《复眼人》，论文“以书写解放自然系列”三册。另编有《台湾
自然写作选》，并与吴晟合编《湿地·石化·岛屿想象》。作品已售出英、美、法、日多国版权。
曾获台北文学奖、《联合报》小说大奖、台北国际书展小说大奖、《亚洲周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说、
“中央日报”出版与阅读十大好书、金石堂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书、博客来华文创作年度之最等，且四
度获得“中国时报”年度十大好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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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蝶志》

书籍目录

初版序 台湾特有种：一个自然写作的新面相
再版序一 《迷蝶志》再序
再版序二 死去的那些
Ⅰ
寄蝶
寂寞而死
十块凤蝶
界线
Ⅱ
死蛹
阴黯的华丽
忘川
学习睁开眼
野桐开放
Ⅲ
魔法
地图
活埋
国姓爷
放下捕虫网
Ⅳ
迷蝶
迷蝶 二
飞
时代
初版后记 飞翔的眼神
附录 谁说你不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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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蝶志》

精彩短评

1、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
2、总有痴人于无人旷野。
3、蝴蝶什么时候变成真实虚幻两交叠的迷离意象的呢？大抵是从漆园吏漫漫晓梦、幽幽忘己开始的
。十多年前，台湾小说家吴明益写下了这册风情万种的蝴蝶笔记。如今整本书，影影绰绰皆是蝴蝶的
迷踪，裸脊锁线装订也让人惊艳。文字加上设计感，真是好看的书！
4、中段读得较好，但整体仍偏刻意。外装帧设计有匠心在，但内文版式设计感觉有些勉为其难。昨
日路见一姑娘，发梢处渐染桃红，颇为惹眼。适午前刚读曙凤蝶一节，心下即刻暗想，这头长发岂不
恰似曙凤蝶所化？倘若平时，合该只想到火龙果之属矣。可知风雅浪漫之于屌丝吃货，也只在一念间
耳~~
5、想要像他这样做事、做人、写作啊
6、非常美的自然科普类图书。
7、平易近人的自然志，从生活细节写起，对蝴蝶品类浅谈辄止，更加注重对人类环保意识形态的唤
起。全书配图丰富，装帧是一大亮点。
8、蝴蝶很漂亮，万物有灵。
9、漂亮的书。
10、装帧意外地好。不过好奇怪，明明是更真实诚意的作品，却觉得比《天桥魔术师》矫情，散得确
实厉害，每一篇虽然围绕几种蝶，但不是像法布尔那样细致入微，从生到死，更像是旅行见闻，最后
总会略显生硬把重点拽回保护自然、人类自私等大主题上。如此这般，在博大与悲悯之间某个尴尬的
位置摇摆。反而是那些配图与照片，透着细腻。
11、没有长久用心的观察，真的很难写出这样的好书。
12、在梦境中，一只大桦斑蝶展开火红的蝶翼飞来。
13、很诚恳的自然笔记。边边角角都很精美。
14、文笔略青涩，胜在图片丰富装帧美
15、自然写作者都有着深沉的情怀啊
16、书是作者好些年前的旧作，然后加以修订，并加了新的配图。因为是年轻时写的东西，所以不可
避免有过于情绪化的地方，但对蝴蝶的爱也显得真切。书里贯穿始终的思考，是人类活动区域的无限
制扩大对蝴蝶生态系统的破坏。因为每一种蝴蝶作者都写出了它们寄生的植物，所以在看见那些植物
名字的时候，也觉得很亲切。最后附了一些吴明益新绘的蝴蝶标本（他坚持除专门的研究者外，爱好
者并不需要一个死去的朋友），黑白，很漂亮。
17、最难得把自身羽化在自然的飘飞中。
18、“一个文学喜好者，结识另一种生命的想法、感受和思维”，实在很符合我乌龟蜗牛的认知节奏
。台湾一直吸引我的貌似就是这种原生的vegetational appeal，是不是再不抓紧也就没得看了？
19、好想看更成熟的《蝶道》是什么写法！
20、是情感非常炽烈但又极其温柔的书，关于蝴蝶，自然，人类以及生命。
21、给我一个飞翔的眼神。
22、在翻看到最后的标本和正文头几页的时候心下诧异，这也叫自然笔记？往后看才知道是误会，常
常会随着作者的文字“眼角涌上来一阵酸楚”。立意上而言，是不可多得的现代版《昆虫记》。
23、人文气息很重，描画蝴蝶的科普散文。居然是写《天桥上的魔术师》的吴明益一手包办，撰文、
摄影、铅笔描画，简直是文理艺术多能手，简直是男版西西。
24、朝醉暮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
25、书是极好的，可是还是要吐槽台湾人的遣词造句，有些真的看不明白啊。。。。
26、吴老师不愧是自然系作家 站在非人物种的角度发声控诉人类对土地的占有侵犯。他说结识生命应
该以一种由陌生紧张到难以割舍的 近似恋爱的姿态 真正热爱蝶的人是不会用捕虫网去强制拉近他们
的距离的 我觉得这是本很有爱的书 作者也是很有爱的人。
27、四月2 不同角度出发的文学 有多久没亲近大自然了 还记得蝴蝶的样子吗
28、戳中泪点。化蝶归去。
29、台湾小说家写的自然散文，读起来像短篇小说集，也像章节各自相对独立的中长篇，更是献给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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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蝶志》

蝶的一首诗。其实平等关爱自然，也是关爱我们人类自身，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最终不应是征
服自然而是回归自然。
30、迷人的恋爱笔记，充满感情
31、至少给我一个飞翔的眼神
32、#2017年读书#第十四本：吴明益的迷蝶志。很非商业的文字，看起来容易犯困。确实，如今我们
习惯于面对人，不习惯于面对其他生命。上帝创造的自然里，直角是极少数，但在人类创造的文明里
，却对直角情有独钟。相比于蝴蝶，人类并非没有翅膀，而是萎缩。但至少至少可以，给我一个飞翔
的眼神吧。所以，在休假旅途中，当我们以最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欣赏”大自然和文明的时候，
比如用力自拍，拍海景，拍蓝天，拍建筑群，我们有没有忘记那自然生态里的植物和动物，那些和你
一样的生命。有趣。
33、乙未年第24本书。
34、虽然不是什么狂热爱好者，却格外爱看这些东西
35、总算在零碎的时间里将此书读完，还记得遇见这本书的那个上午，我骑了自行车去学校办校友银
行卡，然后去书店，展开后的书的封面，是一只蝴蝶，那么显眼，一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然后入手
这本书。而那天下午发生的，影响我之后人生的重要的小事，我又怎么会忘？本书主要讲的是作者在
不同地方发现蝴蝶的记录，书中透露出对自然被破坏的遗憾，也引发人们的思考，我们的世界到底是
变好了，还是变糟糕了。
36、我想正是这样的阅读，一点点拼凑了我的世界观
37、一个小说家的蝴蝶笔记。蝴蝶脆弱亦顽强，我终于知道人死以后为何以化蝶为美。
38、装帧蛮有趣的，图片也很好看。认识蝴蝶，“以恋爱的姿态”。
39、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样貌和内里都美得不像话。
40、确是透着青涩的初期作品，尝试的种种努力，或成功或生硬，都看得出痕迹，也因此可贵。
41、“你有多久没有见过翩翩起舞的蝴蝶了？”一边看着吴明益的《迷蝶志》，我一边问自己。是生
活太匆忙，没有留心观察周围；还是因为生活在水泥钢筋里太久，没有贴近自然。
42、装帧很美，图片很美，文字很美。
43、一个可以长久传承的生命观：不该是方圆之间，我涨彼消，而该是彼此包容，互相了解；不该是
简单加减，粗暴排除，而该接纳乘、除、括弧，综合求解。对于所有生命可能有的更好未来，多一份
觉醒，就更近答案。
44、蝴蝶每一次蜕变，挥动生命每一回重置，
花谢花开一场继而花朵伴季候相遇，
作舞翩翩点亮盏盏灵魂烛眼同生命舞池擦肩；
情作丝引蝶裳，文字之眼落定每一番起承转折，
或载歌载舞，或万籁俱寂；
流连之所每一缕灵动之韵皆携守望而停驻，
载载弥留不为挥洒，
伴影仰空之际便为蝶舞所勾勒一生圆满⋯⋯

45、因为心目中有评价这类散文更高的标准，也可以说我不太喜欢散文式的同情表达。
46、装帧美丽，诗一般的描述，牵引着自然、人与生命的关系。喜欢兰屿与忘川的故事。大白斑蝶细
蝶珠光凤蝶曙凤蝶（大）琉璃纹凤蝶大凤蝶紫蛇目蝶玉带荫蝶孔雀青蛱蝶黑星小灰蝶三星双尾燕蝶石
墙蝶纹白蝶小紫斑蝶黄蝶斯氏紫斑蝶雌红紫蛱蝶冲绳小灰蝶红拟豹斑蝶绿斑凤蝶玉带凤蝶红尾凤蝶环
纹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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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蝶志》

精彩书评

1、阳光之下，菜园田里，花圃中，成群的蝴蝶，像是从空中撒下来的五彩迷离的纸片似的，随风飘
来，又随风飘去。间或歇在一丛野花上，两只脆薄脆薄的翅膀带着生命的强度不时扇动着，那如网的
金色脉络熠熠闪光，那一对浅蓝的触须，纤细得像云锦，煞是动人。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
觉得身边少了一抹亮色丽影，即使在生机盎然的春日夏天，纵有群芳竞妒，百态花颜、千姿婀娜，却
再难看到那成群成群翩跹弄舞、追妍觅香的身影了。当然，出于对蝴蝶的迷恋与念想，偶或我会翻阅
一些关于蝴蝶的书籍。而《迷蝶志》是意外偶得，却被惊艳的无复可加，不仅仅被别致美貌的装帧折
服，更为作者那灵动隽秀、诗化清灵的文字所深深吸引。作为蝴蝶的研究者的吴明益，“他用两只眼
睛看蝴蝶，一直观察者的，一只诗人的。”全书十八篇散文记叙着十多年前他环绕台湾，穿行校园与
林间、山川海岛时，与大白斑蝶、琉璃带凤蝶、小紫斑蝶、紫蛇目蝶、玉带荫蝶等等不同蝴蝶不期而
遇的经历，每个篇章适得配以相关蝴蝶的精美照片、手绘，并附简短的蝶种学科介绍，让我们看到并
记住了这形形色色的蝴蝶别致不一美丽，体味着这些仿似无声无息的小生命的倔強与壮阔。如果这本
书就是这样简单美好的一本科普书，其实也是挺好的。但这不是他写这本书的真实目的，他说：“我
知道，这里所写的每一只蝴蝶，都必然已经死去很久，而我仍然希望，某些物事能一直存活下去。”
在惊叹这些精灵般的小生命的美丽同时，我们在他字里行间看到更多的是一种不容乐观的对未来的深
远优思，他为我们展示出这些小生命迎向不由自主的、抵着消失在这个世界的隐忧。只因为人的贪痴
、商业利欲，总想着将这些美丽的生灵据为己有，或化作最大的利益效应，很多人私心地捕杀蝴蝶，
将其制作成一个一个毫无生机的标本。可是这样的戮杀，除了无甚意义的作为装饰品装点家居场所，
满足人的虚荣心之外，却是蝴蝶走向灾难性的毁灭与死亡的厄途。“在汽车发明之前，人们不懂得什
么叫车祸，蛙、蛇、麋鹿、大琉璃纹凤蝶也不懂。”文明的原罪，很大程度来自于人们的过分贪婪和
摄取，对蝴蝶，更是对自然。对于蝴蝶，记忆中最深刻一次是，好容易盼来一场大型蝴蝶展在我这个
旮旯小镇里举办，兴高采烈就拉带着妹妹去了现场。入口处摆着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蝴蝶彩绘、描
画，绚灿彩翅映着洁白干净的墙体，瞬间迷乱了我眼，心里激动不已。这些都是远近闻名的蝴蝶：美
神闪蝶、月亮出山蝶、维纳斯闪蝶⋯⋯林林总总，眼花缭乱。不过，在这么多世界名蝶我却最钟情光
明女神蝶，它全身放着蓝宝石的光芒，深蓝色的一对小翅膀象一望无边的大海，湛蓝湛蓝的，一对浅
蓝大翅膀象长空万里的碧空一样蔚蓝蔚蓝的，四支翅膀中间有一条洁白的带子，象会跳舞的月亮船，
还象白雪公主的花边裙子一样漂亮。 就在我想象着她翩跹弄舞，活泼、灵秀舞动翅膀的样子时，一个
冰冷冰冷的标本猝不及防地映入眼帘，瞬即如坠冰窖。蝴蝶，本应该以优美的身姿，轻盈的体态，飘
舞于花丛之中，溪畔泉边，它以自身的斑蓝色彩，点缀着如诗如画的大自然。现在这一个一个活生生
的精灵就这么木然冷漠地被钉在了木片之上，再也挥不动翅膀，展不了翅傲天祥游。失去了生命的它
，翅翼上的流溢光彩仿佛也昭示着命运逃不开人欲念的血腥，光华的外表下是暗淡的灵魂。小小的木
片如同禁锢他们生命的刑具，我仿似看到人们正用杀伐的双手扼住了蝴蝶的命脉，挣扎、无奈、死亡
⋯⋯就像一场不沾带血的却让人无不感到血淋淋的无声无息的猎杀暴行肆意飞扬，千万头草泥马在心
头践踏飞奔！我落荒而逃，自此再没看过一次蝴蝶展。当满怀的期待着新生到来时，那饱含惊喜与紧
张却是源自一个早就没有了生命的死蛹时，人生何其可悲！文明，人的心中是否仅存下将生命价值转
换成货币的重量？蝴蝶飞不过沧海，却也逃不开人欲念的私杀，它们该当又魂归何处？当文明以灾难
为代价，当生命以无法选择为终结，命运的齿轮碾过的又何止是蝴蝶绚丽的飞行轨迹，而是整个自然
界、生物圈不可退避的灭顶之灾。这样的文明，你有什么值得骄傲？
2、“你有多久没有见过翩翩起舞的蝴蝶了？”一边看着吴明益的《迷蝶志》，我一边问自己。是生
活太匆忙，没有留心观察周围；还是因为生活在水泥钢筋里太久，没有贴近自然。迷蝶是迷走的蝴蝶
，是谜样的蝴蝶，也是迷恋蝴蝶。作者吴明益在一次蝴蝶展览会上，看到很多美丽的蝴蝶，人们参观
它们，为了跟它们拍照而不顾及蝴蝶死活。他意识到了人对蝴蝶的矛盾，总是喜欢蝴蝶的美好意象，
然而却从未把它们当成一种生命。从那之后，他开始迷恋蝴蝶。他以恋爱的姿态结识每一只蝴蝶，他
说：“蝴蝶在于我是一个多变的生命，而不是生‘物’。”别人对待蝴蝶，是把蝴蝶钉成标本，挂在
墙上，去欣赏它的美丽。而他，是去遇见，去感受它们鲜活的生命状态。整本书围绕着蝴蝶的故事，
在研究蝴蝶、寻找蝴蝶、保护蝴蝶的过程中遇见的事情，书中还有许多蝴蝶的图片，以及手绘。然而
这并不是一本单纯的蝴蝶图册，也不是自然科学的说明文。他以伤感柔软的文字，为我们勾勒出蝴蝶
梦般的翅膀，也画出飞过天空时那一道诗意的弧线。他在迷恋蝴蝶的过程重拾、疗愈、思考。“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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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小河边，总有许多的蜻蜓的飞扬，蝴蝶在起舞，几个小孩子站在桥上，跳跃起来企图抓住飞舞中
的精灵们。不远处是正在将晒谷场的谷子急忙忙收起来的大人们，蜻蜓飞舞预示着一场盛大的夏雨就
要来临了。“阅读完《迷蝶志》之后，这个画面时时刻刻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着。我便是其中一个小孩
子，那时候的笑声仍然在耳边回荡。后来去了城市，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聆听鸟儿站在枝头唱歌；不知
道有多久没有凝视蜗牛在叶上爬行；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停下来观察脚下的蚂蚁搬家。我们并不会注意
到这些与我们共栖这方土地，同吸这片空气的生命们在生殖、繁衍、死亡。我们不会为它们快乐，亦
不会为它们悲伤。我们的好奇心不知道在何时萎缩了，我们的观察力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颓糜了，大概
是在日复一日的庸碌生活里，在繁重的工作中，我们已经渐渐遗忘了去感知与人类不同的生命的力量
，也遗忘了去赞美生命的强大。不仅如此，我们还依仗着人类的聪明才智去野蛮掠夺同属于其它生命
的土地，去强制它们改变而适应人类日益改变的环境。它们那么渺小，无能为力。吴明益说他希望，
某些事物，能就此一直存活下去。我们也放慢脚步，对那些渺小的生命，多一些聆听，多一些感悟，
多一些赞美吧。
3、文/夏丽柠我小时候养过蚕蛹，后来贪玩忘记了。某天拉开抽屉，它嚯地飞出来，原来是化蝶了。
可惜，我只顾躲避，没来得及见识它的美丽。从此，便对蝴蝶有了情义，花丛中看见，会悄悄地走过
去捕捉。蝴蝶很笨，不擅飞翔，被捕到时总是一脸委屈。我会重新将它放回花间，然后离去。那是我
生活里见到的蝴蝶，扑了我一眼的美丽。台湾作家吴明益跟我一样爱蝴蝶，为了寻找它，足迹遍布山
野。台湾那么小的地方，却藏着那么多种蝴蝶。我不如他，他的迷恋令他写成了这本《迷蝶志》。说
到这本书，当从台湾的自然写作谈起。台湾史称美丽岛，由于工业带动经济高速发展必然破坏了这种
美丽。到了80年代，台湾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便产生了保护自然的情绪，之所以称为情绪是说这种动因
还不够成熟。刘克襄说，那时的台湾自然与生态相关的文学作品，仍只停留在浅层次上，对自然和生
态仍缺乏知识性的认识。可到了近2000年，台湾的自然写作进行了转型期，不再是疲惫的呐喊，而是
加入了“土地伦理、环境伦理的构建与思考”。我们今天读到的《迷蝶志》，不仅仅是一本观察蝴蝶
的知识类小书，而且涵盖了环境、伦理和美学的思考。就像吴明益在自序里所说：“毫无疑问，《迷
蝶志》里所写的每一只蝴蝶，都必然已经死去许久。而我仍然希望，某些事，能就此一直活下去。”
其实，天下所有的写作者，无论是表达哀鸣、愤怒、鼓励和喜悦，都是为了让 人类更好地活下去。这
其中，自然写作是最贴近人类，最温情的一种。我知道，从古自今，中国有一大批迷蝶者。从庄周晓
梦，到梁祝化蝶，再到只有曼陀罗花、橄榄树和玉蝴蝶的台湾诗人周梦蝶，蝴蝶在世人心里被赋予神
性的华丽。可在吴明益的自然笔记里，我们见识了它的痛苦、脆弱、无奈和悲情。望向身后墙上挂着
的友人从韩国带来送我的蝴蝶标本，我的脸 上瞬间写满了惭愧。而书中的《寄蝶》，写的是为了满足
孩童参观的愿意，展览馆的老板不得不让人在外捕捉蝴蝶闷在纸盒中寄来。大斑蝶不惧人类，可供家
长与孩子合影，被人们三抓两抓，翅膀残破再也飞不动了。这一次，大斑蝶用生命将惭愧写在了人类
脸 上。蝴蝶之死，与自然界里的万物之死一样，都像人类亲族的失去。断流的溪水、砍断的树木、兴
建的道路电厂和水坝，吴明益在书中呼喊：在做这些的时候，我们没有没问过蛙、蛇、麋鹿和大琉璃
纹凤蝶的意见？蝴蝶的今天，也许就是人类的明天。“怀着身孕的大凤蝶，在城市中搜寻可能延续生
命的叶脉，偶尔发现一株食草，该是兴奋得难以言喻罢。”吴明益特意用《死蛹》来阐述描述一只蝴
蝶生产的过程，让我们了解羽化是一个近乎于梦想或是坚持信念的过程。活与死无非就是幸运的比例
而已。大凤蝶的勇敢在于它有自己生存的伦理。然而，没有梦想的人类可能就不会顾及伦理了。吴明
益，不仅是自然写作者，还是出色的小说家。一本《天桥上的魔术师》，每每读来都令人惊艳。我觉
得他不仅爱蝶，还爱各种动物。否则，小说集里怎能写满狮子、大象、金鱼和鸟。他笔下的每一种动
物都充满人性，人和动物浑然一体。有时，会令人觉得做一只动物比人更惬意。所以，当他在《迷蝶
志》里写道：结识生命，应该更近于一种由陌生、紧张到难以割舍的，近似恋爱的姿态。我便知道他
对蝴蝶的爱恋，一点也不轻于爱一个人。这是一本具有“美感”的书，收集了各种手绘或是摄影的蝴
蝶图片。不管是黑白素描还是彩色图片，蝴蝶都美得艳丽。可吴明益配以的文字都隐藏不住淡淡的哀
愁，那是一种对于美丽生命的哀叹。他一直认为人类是由于翅膀萎缩而无法飞行，因为我们攒集了太
多的金钱而导致口袋太重。如果我们果真没有翅膀，他说，“至少至少，给我一个飞翔的眼神。”转
载请告知
4、触摸每一只蝴蝶的灵魂冯菲菲闲散午后，漫步于幽径树荫，偶然间，或有蝴蝶丛间飞出，扑闪梦
幻翅膀翩跹飞舞。欣然微笑。我们喜爱蝴蝶，大多出于对美丽事物的外在欣赏，而台湾自然文学作家
吴明益，迷蝶恋蝶，则是更深层次的生命彼此之间的交流和默契。兰屿岛上，吴明益将珠光凤蝶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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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告诉老板，一种黑色翅膀，后半部有着神秘金黄色珠光的蝶。老板点了点头，说：“到处都有，到
处都有。”他用极大的动作比着：“你知道他们的孩子吃什么吗？在树上，一种在树上的藤⋯⋯。”
吴明益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孩子”来指蝴蝶的幼虫。“孩子”的称呼，是一种原始本能的
爱，情感的自然流露。它无意之中打破了“人类自我中心”，以一种平等的姿态，看待人类以外的生
命。吴明益心境的转变，或许就是在这样简单的称呼中得到了羽化，因此他才会为之深深震撼。吴明
益循着蝴蝶的踪迹，走进自然，走进人群，真正让自然与人合二为一。当他书写《迷蝶誌》、他的第
一本散文创作时，他不曾料到这本书后来会荣获“台北文学奖”等诸项大奖，时隔十年之后，已经被
誉为台湾自然文学经典的《迷蝶誌》在中国大陆地区再版，同样赢得广泛喜爱。《寄蝶》，吴明益爱
蝶的缘起。蝴蝶展会的勤工俭学经历。脆弱美丽的蝴蝶，在人类爱的名义下，轻易地逝去。彼时，吴
明益内心挣扎。“这些问题，多年前被夹放在三角纸，闷在纸盒中邮寄了七个小时的大白斑蝶，已经
质问过我。”幸而，这种苦痛和烦忧，后来在他寻蝶的历程中，渐渐得以安慰和平复。吴明益想唤起
的，不是某种具有教化意义的环保主义激情，而是想与读者分享蝴蝶的审美，一些从细微之处所体验
到的感动。《死蛹》，I.K.说家里的四季桔树上发现了一个蝶蛹，这是那段时间里朋友之间的话题核
心，等到吴明益专程去拍摄化蛹成蝶的神奇时刻，方才发现那是一个死蛹，“她已经死了，在她生命
刚开始的不久就已决定。”吴明益在这里用了“她”而非“它”。生态学家阿什比曾说：“人与自然
之间该有我-您的关系，而非我-它的关系。”I.K.静静地看着手中的那只死蛹，“我还以为那个黑孔和
它周围的变色是她本来的斑纹咧。”语句清淡，读出的，却是几米漫画中，现代都市人的寂寞、等待
后的失落，还有不得不习惯的对无常的接受。吴明益在台湾各处走动，记录自己观察蝴蝶的心得，但
“这本书中没有写及珍奇难见的蝶种，也没有过于艰深的生态学识，都是每一个人在都市、郊外可能
遇见的蝶种，可以理解的常识。”吴明益聚焦日常，但不拘泥于自然志和生态常识。他在书写蝴蝶时
，常穿插了人的生活状态。《忘川》，他以朋友大熊的爱情烦恼开端，写玉带荫蝶、写提香、写欧罗
巴和宙斯。“我很想告诉他们关于欧罗巴和玉带荫蝶的故事。一个爱情操纵在他人之手的美丽女神，
与一种以女神为种名，以忘川为属名的蛇目蝶。”在吴明益高超的写作技巧下，具有了横向的生态习
性和环境变迁之叙述，兼有纵深的历史和自然志的延伸，而诗意化的语言让即使平淡的素材也有了更
动人的感染力。在古希腊神话中，女神“普赛克”是人类灵魂的化身。她通常以带有蝴蝶翅膀的少女
形象出现。古希腊人认为，蝴蝶在痛苦、漫长地净化后所拥有的美丽和轻灵，是人类灵魂的形象写照
，是一种精神或者更高层次的象征，以蝴蝶的生命意象，代表改变、蜕变，甚至是美丽的短暂、轻灵
的永恒。在《迷蝶誌》里，我们可以触摸到，每一只蝴蝶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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