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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上菜》

内容概要

动物园的火烈鸟褪色了，这是怎么回事儿？
大熊猫不好好吃竹子，却成了小动物杀手？
企鹅先生原来还有“非必须不下水”的习惯？
穿山甲会流鼻涕，这是为什么？红毛猩猩为什么有洁癖，最爱打扫卫生？
史上最另类的动物行为学研究者、“青蛙巫婆”张东君，为你奉上一堂关于动物的魔法盛宴， 带你去
观察另类、新奇的动物朋友，见识五花八门的动物行为。这里描述的动物园都能见到的普通动物，但
是却讲述了你在动物园绝对学不到动物知识，听不到的动物行为故事。资深动物学家，为您揭秘动物
们吃喝玩乐的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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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上菜》

作者简介

【关于作者】 张东君
台大动物系硕士、日本京都大学理学研究科博士班结业。论文写到一半时电脑遭受“雷击”，震撼之
下以为受到天启，并回想曾被指导教授指出个人兴趣太多、不适合当学者，于是将专业从动物研究转
换到动物保护工作。平日里除了从事各种异想天开的动物科普推广活动外，还在网 络上以“青蛙巫婆
”之名传播各种动物的奇闻轶事。著有《动物勉强学堂》、《长颈鹿量身高》（曾获台湾“好书大家
读”年度最佳读物奖，并发行海外版本）等，另译著多本科普书籍，目前著译作叠起来的厚度约为身
高的1/3，目标是超过身高。现任台北市立动物园保护教育基金会秘书组组长。
【关于绘者】 唐唐
本名唐寿南，很多人看名字以为是个写书法的老伯伯而有诸多误解，故以“唐唐”之名发表作品，但
这回又被人误以为是女孩子⋯⋯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点是他真的画了很多各式各样有趣的图画。绘
本作品《喜欢你》、《短耳兔》和插画作品
《晴空小侍郎》，以温馨可爱的角色和充满巧思的构图，受到大小读者的热烈欢迎，并有多部作品发
行了海外版。唐唐的作品曾入选加泰隆尼亚插画双年展、获台湾金蝶奖插画类荣誉奖，还受到过亚洲
绘本原画双年展荣誉奖的肯定，并多次入选“台湾馆推荐画家”参与世界各地的童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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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上菜》

书籍目录

·动物吃吃喝喝——爱动物，就想和动物同化、一起吃喝！
·动物没事找事——动物和人都一样，一旦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过久了，问题可是会很严重哦
！
·动物五花八门——熟悉动物的叫声、气味、排遗，是解读动物的身体密码、行为暗号的最佳办法。
当然，偶尔也会有误解或意外⋯⋯
推荐序 这是一本亲历性的动物科普 乔轶伦
序一  期待台湾未来的杜瑞尔  刘小如
序二  动物、宠物一念间  李家维
序三  边读边吃的趣味动物观察  傅娟
自序  巫婆就是这样的
PART I  动物吃吃喝喝
01. 灵长类专用配方【人版猴米糕】
02. 巫婆是蝙蝠的奶妈【蝙蝠不宜姜汁撞奶】
03. 红鹳的发色剂【吃了就红美乃滋虾】
04. 王企鹅的家乡味【皇家独享酥炸冰鱼】
05. 树袋熊的副食品【只此一家苹果派】
06. 虎兔同笼【虎不理芝麻兔子包】
07. 营养失调的穿山甲【无齿之徒精力汤】
08. 不只吃竹子的大熊猫【头好壮壮牛奶粥】
09. 轰动武林的“白鼻心”【果子狸黄金鸡肉派】
10. 鸟为食亡【致命吸引力杨桃汁】
11. 粪金龟的“便当”【圣甲虫太阳巧克力】
PART II 动物没事找事
12. 大象的重量级玩具【迷你轮胎甜甜圈】
13. 会打扫的红毛猩猩【吉普赛酸奶水果沙拉】
14. 动物杀时间【恶作剧骑士蛋糕】
15. 猴来没事找事做【暗藏玄机马芬蛋糕】
16. 健康跑步机上的刺猬【刺猬西洋梨甜点】
17. 小兽体检保定板【魔术贴热狗派】
18. 无解的解药【健康为重八宝芋泥派】
19. 高人一等的长颈鹿宝宝【节节高升吐司串】
20. 马兰的药球【加料夹心巧克力】
21. 从天而降的黄金角蛙【美得冒泡角蛙果冻】
22. 短命的蝙蝠小列【超短虫虫意大利面】
23. 吃饱饱的领角鸮【圆滚滚猫头鹰刈包】
PART III 动物五花八门
24. 台北树蛙爱“爱爱”【珍珠卵泡舒芙蕾】
25. 千年寒潭的蛙与蛇洞【黑洞派皮汤】
26. 奢侈到嫌吵的诸罗树蛙【蚯蚓泥巴派】
27. 兽心兽术【一塌糊涂生菜鸽松】
28. 魔鬼太田【你死我活酒仙肋排】
29. 搭霸王车的动物们【迷魂香草磨牙棒】
30. 马来貘跳车记【四不像双色饼干】
31. 业余象夫初体验【天然尚好蔬果汁】
32. 大象表演这行饭不好吃【象夫专用竹筒饭】
33. 动物园的动物命名法【保证热门碗粿熊仔】
动物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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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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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上菜》

精彩短评

1、有趣，简单，太简单⋯⋯
2、动物园爱好者很喜欢
3、想做个昆虫学家或者动物学家，天天浸在虫子和动物中间
4、非常有趣的小书
5、只此一家苹果派、致命吸引力杨桃汁、吉普赛水果酸奶沙拉、恶作剧骑士蛋糕、暗藏玄机玛芬蛋
糕⋯一大波黑暗料理正在靠近
6、文鸟，鹦哥和仓鼠死掉的故事好可怕⋯⋯我有阴影⋯不过还是有些很有趣的部分可以给小朋友科
普⋯
7、作者的性格是不是跟漩涡鸣人比较像⋯动物行为部分写得很有意思，但是那些菜谱是不是有点不
健康⋯
8、插图加1星。读起来总感觉像是在读蹩脚的翻译本似的，诡异。。
9、为书而书。特别是食谱，真是竹子一般，基本无需求消化
10、一口气就读完，很有意思，不知道国内动物园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11、作者写的太可爱了！这么有童心的作者兼学者似乎只有台湾比较多。拿给小孩子当睡前科普不要
太合适~
12、挺好玩的。不过菜谱没什么用。
13、好玩
14、专业性不足，不过却是很棒的中小学幼儿科普读物了
15、了解了一下动物研究者研究动物的方法和趣事，那些菜其实有点为赋新词，我都忽略了。台北动
物园的创新奖不错，比如那块绑定板。不知动物园之间有没有新媒体公共平台可以交流经验的?人把动
物从野生变为圈养了之后，还得负责到底，想着法儿“丰富化”其行为。这也属于人的自作自受吧。
16、挺有趣的小故事
17、20160907～20160909，读读小故事就好了，那些非要跟动物扯上关系的菜谱（不能叫菜谱吧）都是
什么鬼～作者也是蛮作的呢
18、冲着里面的插画多给一颗星，说实话书真不咋地，菜谱更是无厘头。
19、和动物间有趣的故事呀～原来果子狸叫白鼻心，麋鹿被称为四不像，马来貘也叫五不像。还有树
袋熊、王企鹅、亚洲象、白腹刺猬、长颈鹿、红毛猩猩、大红鹤、黄金角蛙、大熊猫、蝙蝠、赤蛙的
故事。
20、这本书原来是甜点食谱⋯
21、15.04.15
15O作为科普文，娱乐有余，专业不足。更多的是在说人，动物行为方面的介绍实在太少，远不如介
绍吸引人，适合家长讲解给学龄前小朋友听。
22、插画很有爱。
23、故事还算有趣，科普干货较少，菜单就是噱头
24、上班摸鱼，一下午就看完了。对动物不了解，看看还挺有意思的，但是真的非常浅。
25、蛮有趣的也挺适合给孩子讲。
26、很有趣 很适合亲子阅读的一本书
27、食谱这部分比较鸡肋，动物的小故事比较有趣
28、关于动物园行为观察的小书；张女士这位搞怪“巫婆”实在是有趣的反差萌，角度奇特、文字诙
谐、插图温馨可爱，富有神经质的幽默感，让人读了还觉不过瘾
29、蛮有意思的，适合小朋友培养兴趣
30、萌物的日常
31、张东君，也就是本书作者，请问你真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吗？看到你书中的叙述：心情不爽，就把
路过的一条毒蛇“做”掉，真是好生怀疑你的所谓头衔！
32、很小资的一本书，讲述一个动物学家和动物打交道时候的各种小故事。适合小资女看，我这种大
妈，带嘎子上课，在闷热的小教室里，看的呵呵的笑，实在是有碍观瞻！
33、学到了好多关于动物的冷知识~！PS：虽然菜色有点无厘头，但是对小朋友加深记忆还是很有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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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上菜》

助的吧。
34、初读好玩，在读无味
35、芳同学送的礼物 算是开年第一本吧 看完觉得台湾人很用心很细腻 仅此 科普什么的还是算了 ⋯
36、从排版到内容都很轻松，给小孩儿看应该不错。
37、还不错，其实很适合青少年科普，翻很快，一晚上就读完了
38、还不错，期待更多
39、语言活泼，读起来不费力气。不过很想把书中的菜单都做一遍。感觉可以用这本书，设计一系列
逛动物园的课程。好好想想怎么设计吧。
40、动物科普文。有意思。
41、有种神经病的幽默感，然后后面那些菜，真的是⋯无力吐槽。不过要是家里有个对动物感兴趣的
小朋友，每天讲一个故事，然后做这些菜，应该效果不错。
42、虽说是关于动物园的圈养动物，也不能算是科普，就是趣闻轶事博客类型的文章，但是感觉作者
作为动物学家的确是很有活力和热情的人！对于搞科研的人什么样子还真是蛮感兴趣的
43、科普的部分看起来很欢乐...菜谱前两个，还可以忍....后面有种黑暗料理的感觉>_<
44、动物园里的轶事，有趣的科普，适合带小朋友去动物园前准备读物
45、很有意思的轻松读物，菜谱真的有些联想起来⋯⋯
46、角度新颖、内容有趣、文字诙谐的另类动物行为观察书。记录了关于动物的轶事，每篇配上一款
仿动物食物或仿动物形态的菜式，还有温馨可爱的彩色插图。感觉作者是个活泼幽默又富有想象力的
人。
47、参加丢书大作战随便选的，还以为是菜谱呢，不过动物科普也蛮有意思的嘛，给小朋友讲故事什
么的很合适。
48、同事推荐的书 很快看完了 菜谱真的很黑暗料理 内容也比较浅 不过看了之后很想看看蝙蝠啥样
49、三星半，还挺有意思的，比如青蛙骨折了什么的⋯⋯
50、感觉作者在一席的演讲比书更有意思。可能因为一直是睡觉前看，总是处于困倦的状态，看完对
其中内容并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内容很浅，但有趣，可以未来留给女儿初中看吧。里面的插画倒是
不错，文字的内容跃然纸上，很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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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上菜》

精彩书评

1、上周末和王小欠一起去书店加班的时候，顺手买了这本书，看封面就觉得会是我喜欢的类型，今
天上午看了，哈哈，爱不释手。而且非常想推荐出来。《巫婆上菜：动物行为学的另类观察》，这本
书的作者是张东君，绘者是唐唐。当然，买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听说过这两个人的名字。不过据我
上次买《采绿》的经验，我认为自然科学领域，是有相当一部分潜心研究又充满奇思妙想的学者认真
码字出书的。它就是类似于一种科普读物，但是充满了乐趣，我自己觉得适合小学生以上各年龄段的
读者，特别是家里有小孩放寒假的、喜欢下厨的、想要培养观察能力的、以及想要转换心情的人群。
总共33个故事（或者说纪事），33份菜谱（基本上甜品为主），故事精彩纷呈，说的都是观察动物的
一些小故事，而菜品恰好就是根据动物的餐点或者说故事的内容而创作的一些小食。因为确实比较有
创意，不好描述，所以我在此就摘录一部分，算是给大家试读试读，感兴趣的可以找我借书来看，也
可以自行购买哟~“当然，在动物园的展示场中，虽然有树，但并不会茂密到让长臂猿看不见下方。
而当看见下方有小麂走来走去时，它们会做些什么呢？这可是动物管理员们设计展场的一个成功实例
，因为动物们的确有互动呢！只要在展示场前面站得够久，一直盯着长臂猿看，你一定会看见长臂猿
在树枝间荡来荡去，而它那样做除了移动之外，也还别有所图哦。他会躲在树上，看看小麂是在哪里
吃草。然后，它就会尽量无声无息地攀或者荡到小麂所在位置的正上方，想要趁机放手好坐到小麂的
背上去。小麂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像小麂这类中小型哺乳动物，既然没什么攻击性，当然就得时时
提高警觉，以免自己被猎食者吃掉。因为小麂和长臂猿同居久了，知道长臂猿实际上不会对它造成什
么危害，所以也都气定神闲的，不会因为长臂猿已经离自己不远，就‘嗖’的一声，跑到远处去躲起
来。很绝的是，聪明机灵的小麂会等到长臂猿的手从树枝上放开的那一瞬间，立刻往旁边跨一步，让
满心以为‘这次可以得逞了’的长臂猿一屁股掉到递上去！可怜的长臂猿就算再不甘心，也不会对小
麂怎么样，只是爬回树上，再度窥伺下回‘骑’小麂的机会。”其实里面还有个故事，我读的时候，
把自己嘲笑了好一番。里面说的是作者的学弟坐小巴去阳明山进行老鼠种群研究的时候坐到了最后一
排，结果到了下一站，站门打开，上来一只猴子，猴子走到他面前，大概是想表达‘这个可是我的专
座呀’的意思，而男生则拿出手中的雨伞防御，谁知猴子执念太深，张口就把男生的肩膀咬了。看到
这里，我的职业病立刻就犯了，人身损害，这是意外还是嘛？脑海中已经拖出了一堆法律关系开始梳
理案情了，回神之后继续阅读，小男生去医院缝了几针，就回到研究室，而学姐学长们都在追问猴子
买车票没有，后续也是说那只猴子经常坐车，平时不咬人，都是因为学弟抢了它的座位云云。读到这
里，我忽然就觉得，本来读这本书是转换心情的，怎么又开始想工作了呢，很多事情，对别人来说，
其实根本没必要追究是谁该承担责任，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次足以在日后的聚会中与人分享的趣事而
已。
2、台湾人写东西就是这样，好像读者就坐她对面似的，动词、助词、形容词.....一通张罗，把严肃的
动物行为观察学絮叨成一盘盘有趣的科普料理。曾经想过当动物管理员（就像MIGHTY BUSHY），以
为是个好玩的职业，但事实证明——确实是个逗比的事——看这书就知道了~相比野生动物，动物园
中的动物生出各种奇怪的行为，管理员应对出各种花样招略，总之，有意思！
3、当初是被书名和目录吸引的，买来果然足够“另类”。科普书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和角度来跟读者
沟通、传递知识，非常棒，值得推荐。中国国家地理图书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书的设计与装帧，都
非常符合产品本身的特点。总之既娱乐又长知识，五星推荐！
4、好读好吃的动物科普拿到这本书，一下子就被封面上的插画吸引住了，戴着大帽子的巫婆用深邃
的眼神望着你，嘴角却弧度大开，下面的圆形洞洞里还有只不知是什么的小动物在吃面包，继续打开
封面和封底的折页，居然还藏着好几只可爱的动物，而且眼神都那么逗趣，令人不禁莞尔，更让我迫
不及待地认真读起来。书名《巫婆上菜》，起初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原来作者张东君网名即“巫婆”
，上菜呢，则是在书中每个小故事后面都会附上一道与前文内容相关的食谱。这种奇妙的想法简直令
人拍案叫绝，读过动物科普，也见过不少菜谱，但是把两者完美结合的还真是独一无二呢，实在太有
创意了。而且书中的食谱以甜品居多，步骤详细，操作性强，自己动手DIY做出类似动物所吃的食物
，或者动物造型的食物，借此体验动物们的吃吃喝喝，加深对动物知识的记忆和理解，最好的感同身
受莫过于此了，趣味性十足，还有味觉享受，真可谓一举两得。另外，书中食谱上有做好的食物照片
，自己尝试后不妨对照看看，而且书页一侧还有剪刀图案和虚线，沿此剪下，再装订成册，一本巫婆
私房动物料理食谱就到手啦！说远了，其实这本书的重点不是食谱啦，而是巫婆为我们娓娓道来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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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上菜》

些故事。巫婆果然人如其名，不仅能从“动物魔法厨房”中变出各式各样的美味料理，还能用生动有
趣的语言讲述动物们的奇闻异事，从吃吃喝喝到没事找事，还有五花八门，这么多好玩的故事，真是
太神奇了！一直觉得动物园是个神奇的地方，动物们到底怎么生活呢？读了这本书，巫婆算是揭开了
谜底，还爆料了很多动物们不为认知的另一面。原来大熊猫不只吃竹子，连小老鼠都会吃呢；原来经
过改造，旧水桶摇身一变就成了小刺猬的健康跑步机，而且还供不应求；原来封面上那只古灵精怪的
动物叫马来貘，它会自己跳下车，然后找了家面包店开始大快朵颐⋯⋯不能再剧透啦，你还是自己寻
找阅读的乐趣吧，反正我是一边看一边大笑不止。巫婆和她的小伙伴们从求学时期开始研究动物、保
护动物，还有动物科普工作，对他们真是充满羡慕和佩服。不禁想起《生活大爆炸》中的艾米，似乎
也是在做动物行为学的研究，片中有她往猩猩嘴里塞烟的镜头。和艾米相比，巫婆他们可有爱多了，
和动物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动物的喜爱和疼惜，这也深深感染着
读者。所以，读这本书，除了跟着巫婆一起大笑，在看到动物们生病或离世的时候还会有难过和遗憾
。但巫婆工作的台北市立动物园和书中提到的其他动物园、动物保护中心都竭尽所能地关爱动物、照
顾动物，充满人文关怀。不像我去过的一些动物园，少了人性化和人情味，动物被当做娱乐人类的工
具，着实可怜。最近还读过一本生态文学读物《逝者如渡渡》，和它比起来，《巫婆上菜》少了严肃
，多了轻松，少了伤感，多了欢乐，这样的科普方式或许更具亲和力，更能让读者，尤其是小读者在
不知不觉间走近动物，润物无声地传达出关于动物的知识。另外，唐唐的插图绝对为这本书增色不少
，每个故事都配有一幅，与内容相关，又栩栩如生，小眼神特别到位，让人爱不释手。这本书看得真
不过瘾，巫婆张东君的书大陆出版得很少，期待未来能继续读到她的作品！
5、初看到书名比较奇怪，巫婆上什么菜呢？看了内容才知道，原来是研究动物行为学的一位小女子
“巫婆”，书中除了她对动物行为的另类观察，还有该篇相关的一份菜谱，难怪叫作“巫婆上菜”了
。有趣的另类动物行为+个性菜谱，确实是一道好菜。
6、有关动物的科普文章时常有，但不是文笔枯燥乏味，就是知识艰涩难懂。总之，趣味性与科普性
合二为一的作品可遇而不可求。以至于每次经过书店里科普类书籍的展柜时，都想随便拿起7本，只
为了召唤一个好的科普作家，写出我家妹子能够坚持看下去的作品。但显然，这种以数量去博取质量
的做法是极其不科学的，所以至今没有成功。也许就是应了如我这般的读者的期许，一本由动物研究
科班出身的张东君执笔、温馨可爱系插画家唐唐跨刀相助的动物行为学科普作品《巫婆上菜》横空出
世了，而且据说在台湾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说实话，这是我与两位作者君以及他们的作品的第一次亲
密接触。要说感觉如何，“亲切无距离”五个字可以概括之。东君的文字真诚而充满对动物的爱，唐
唐的配图充满天真和童趣，两者相映成趣，也说不上谁为谁锦上添花了。本书原名《动物行为学的另
类观察》，听起来就是科普的路子，现在改成《巫婆上菜》之后，应该是为了贴合书里面出现的餐谱
。但在我看来，在处理科普与美食比例的关系上，因为作者文字与故事的突出——成也萧何败萧何—
—使得科普知识变成了大餐里的不受关注但提供主要营养的量少型主食，人与动物之间的有爱故事反
而上升为摆盘漂亮、深受儿童喜爱的美味餐前、餐后点心系列，多少有点宣兵夺主。果然，在处理鱼
（可看性、趣味性）与熊掌（科普性）的时候，不能贪心的兼得。这大概是我唯一能够从本书这个完
满的鸡蛋里挑出的小骨头啦，剩下的部分，都深得我心。令人印象最为时刻的是一以贯之、让人从心
底就觉得十分熨帖的“爱”这一字。本书作者张东君热爱动物，并把爱动物这件事当做自己的事业来
经营，专门从事各种动物保护、动物科普推广工作。在他笔下的动物也极尽可爱之能事，妙趣横生，
令人忍俊不禁。像每顿食量只有1毫升的小蝙蝠，偷吃鸭子饲料毛色变浅的红鹳，因为肠子短而不得
不每天花14小时吃竹子的熊猫，为了顺利排便而姿势不雅的舔肛门的猫猫狗狗，脖子和人一样只有7节
骨头但一出生就有1米8的长颈鹿，因为用皮肤呼吸而断了腿也不能打石膏的青蛙。而作为与动物互动
的人也可爱，研究乌龟的走得慢、研究鸟类的身姿轻快，为了动物身心健康而创造各种玩具作为行为
丰富化的道具的管理员，费劲心思、斗智斗勇给动物看病吃药的兽医。以上种种爱，让本书在科普之
外，更让读者感染了作者对动物的热爱，学会善待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动物。即作者希望通过本书
让大家在喊完“哇，好可爱”之后，不要忘记动物们出现在动物园里的原因，懂得真正的保护是让他
们有一天能够再度回到原本的栖息地去，自由自在的生活。此外，除了正面的爱之行动以外，不要弃
养宠物、不要随便引进外来物种、不要喂流浪动物等等禁止性的告诫同样容易被人忽视，同样需要我
们谨记在心。宋代严沁有词云：“花开花落总有时，总赖东君主。”在这里取巧一回，只把本书作者
东君比作动物的守护神吧。
7、说实话，这本书的名字很吸引人，再看副标题，哦原来是本对“动物行为” 观察的书。这是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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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上菜》

作视角很独特的书，作者在书中有着两个身份，一个是动物专家，在书中记述了许多自己在动物园观
察到的另类动物的行为现象；另一个是美食家，在每个动物故事后面配上一个与前面故事有关联的小
菜谱，比如：小刺猬形状的甜品、猴子吃的猴米糕等等。这是本记述内容很独特的书，它把眼光聚焦
在观察动物园里的动物，这群生活在人工饲养环境下的动物，因为丧失了某些野外生存的行为习惯，
而表现出了一些怪异的行为，虽然读者可能会看完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但是那不是本书的初
衷所在。巫婆上菜，既有趣味小菜谱的推荐，更有另外一盘意味深藏的菜要端送给我们，那就是动物
异常行为背后那些深层次的原因。一来是他们生存的野生栖息地遭到破坏，物种的生存遭到极大的威
胁，不得不通过人工饲养的方式，比如国宝大熊猫；二是，人类对于动物观赏的需要，把这些原本属
于大自然的生灵圈养在小小的空间里面，扼杀了他们的天性。人类与动物都是大自然的孩子，应该要
和谐共处，但是我们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了解到环保的重要性，然后有所行动！
8、刚看《巫婆上菜》的时候，竟以为这是一本动物食谱，那些坠在小吃前面的动物名称，莫名就让
人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本书讲述的是作者与动物们的小故事，菜谱则好像是免费赠送的纸
上饕餮大餐，动物才是《巫婆上菜》绝对的主角。与很多动物科普类书籍不同，《巫婆上菜》的主角
们不是非洲大草原的雄狮，也不是热带雨林里的珍奇异兽，都只是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动物园里大家
有机会见到的普通物种。相较那些长相奇特习性古怪的动物也许毫无特点的它们，在《巫婆上菜》中
却变得尤为可爱。譬如大象，谁能想到为了让它吃药可以不停地喂“巧克力”混淆味道？譬如马来猴
，谁能明白它每日搭车还要坐在喜欢位子上的执着？再比如粪金龟，谁又能轻易想到它们是解决澳大
利亚粪便问题的“秘密武器”？这些正是《巫婆上菜》最大的看点——让动物当主角。作者张东君和
朋友们是这些故事的亲历者也是见证者，是他们让这些故事多了一层人情味，读起来也更加的有趣。
不过可爱归可爱，这本书还是解开了很多深埋在我心中的疑惑。譬如为什么大象的养殖馆里会有轮胎
作为玩具？为什么有时候会在虎山里看到安然无恙的小动物？马戏团的大象是如何完整表演的等等，
其实就是一些很日常的问题，比起那些神秘濒危的动物问题也许不值一提，但仍让我感觉有所收获，
原因大概是我更喜欢本书边调侃边科普的写作方式，在晦涩和通俗间找到了平衡。而有关动物科普最
大的问题在于，度过儿童期的我们在翻起这本书的时候要怎样才会被文字吸引？最便捷的方法当然是
卖萌。只是无论是偷吃鸭饲料的红鹳还是跑步机上的刺猬，动物的萌蠢程度一旦以文字的方式呈现，
其效果势必大打折扣。那么这个重责大任就放在了作者个人的文笔上。在《巫婆上菜》中张东君放弃
了传统科普读物中专业的表达方式，转而以聊天般的沟通方式介绍动物知识，加入了诸如“呢”、“
呀”、“天哪”等一系列语助词，在弱化了本书的科普氛围的同时，一种台湾式的“吴侬软语”瞬间
让人好感倍增。而这样简单的表达方式，使即使作者讲到研究树蛙这种算不得热门的动物时，我也看
得津津有味。《巫婆上菜》这本书，其实很适合作为孩子的科普读物来看，篇幅不长而且通俗易懂。
唯一的问题就是，当孩子们看完书后，可能会要求家长按照食谱做好吃的“蚯蚓泥巴派”或者“夹心
巧克力”来吃，原本的动物之旅瞬间就可能转化为美食之旅。由虚拟走进现实，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烤
箱的距离。我想这个时候的“青蛙巫婆”张东君一定在书里偷笑吧？已发表，转载请告知。
9、装帧精美，拿到手之后颇为惊喜的感觉呢，摸着纸就开心~内容不剧透了，动物园里不为人知的各
种奇葩事情~ 还有各种小食谱，教你怎么做小动物喜欢吃的东西~ 只是 这个巫婆怎么不是架个大缸炼
长生不老药的呢 哈哈哈哈哈~
10、一开始在书店的动物学书架上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还以为是有谁不小心把书放错了位置⋯⋯好奇的
抽出来之后一下就被封面的马来貘萌到了~仔细看了内容之后才发现，原来这真的是一本讲动物园的
书~动物们平时都吃什么？生病了要怎么吃药？怎么让动物园的动物增加运动？⋯⋯书里介绍了好多
我们平时逛动物园所看不到的知识~看着这样的动物趣事，一下子就激发了我去动物园观赏动物的冲
动~然后再来说说这本书为什么叫“巫婆上菜”呢？原来这本书不仅讲了动物的知识，还是一本菜谱~
配合讲解每个动物的食性和生活习惯，书中还配了很多菜谱——不是动物吃的食物配方，而是真正的
美食菜谱~这些菜谱在其他的美食书中可是看不到的，因为都是古灵精怪的作者——青蛙巫婆自己发
明的哦~虽然有一些看起来不是那么让人有食欲（人版猴米糕、超短虫虫意大利面），但还是有很多
很有意思的食谱的（皇家独享酥炸冰鱼、迷你轮胎甜甜圈）~~不得不说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封面和
封底了~~在一般会被人忽略的地方（里封还是叫内封来着？）隐藏着排队用餐的动物们（没错就是封
面的马来貘和它的小伙伴们！）~~把讲动物的书和食谱组合起来【好像是有些怪】，就是这样的一本
《巫婆上菜》~
11、《巫婆上菜》是我2014年读过的最好笑的动物书，没有之一。异想天开的青蛙巫婆用手中的笔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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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上菜》

圈点点给我们描绘出了好一幅动物众生图，让我们了解到了动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感觉青蛙巫婆应
该是一个非常开朗可爱，认真执着的人。她和她的朋友们一起研究动物，为推广动物保护，普及动物
知识做着不懈的努力。青蛙巫婆是个大胆的女生，一般女生望而生畏的面包虫、蝙蝠、蜥蜴在她手中
都是小菜一碟，甚至各种蛇类也不在话下，这样的女生真是为动物而生的人，让我们这些胆小如鼠之
辈汗颜之至呀。青蛙巫婆还非常有爱心，不论是受伤的、生病的动物，能救一个是一个，每次绝对的
全力以付，为动物们殚精竭力，是非常善良的女汉子一名。把动物与美食联系在一起的人真是挺另类
的，巫婆可绝对不是把动物做成美食哈，而是把动物的某些特质与各种自创暗黑料理相结合，有的食
品卖像不错，有些就恶心的让人受不了了。比如超短虫虫意大利面，珍珠卵泡舒芙蕾和吐死人不偿命
的蚯蚓泥巴派，谁要有兴趣可以在聚会上做一做。也许光看着还不太恶心，如果给大家仔细讲解一番
之后，还能有人下的去叉子，那个人一定是个神。青蛙巫婆可真够后妈的，轻松让我对白汁意大利面
、舒芙蕾和泥巴派这类的东西再也无爱了。书中讲了很多动物园中及野外动物的另类生存情况，把如
何保护动物及很多科普知识融入了一个个幽默爆笑的小故事中。使我们在笑过之后可以感受到动物的
可爱有趣，可以感受到动物的聪明伶俐（有时是自作聪明），也可以感受到动物园的饲养人员对动物
的无私付出和无限的爱。这本书很适合给孩子阅读，但不太适合讲述。最好等孩子认识字了之后通过
的自己的阅读去感受青蛙巫婆的魅力。不得不提的是书中的插画，真是太萌太有趣了有木有。肉乎乎
圆滚滚的青蛙巫婆，呆萌呆萌的大小动物，真的是为本书添色不少。非常非常喜欢这本《巫婆上菜》
，更喜欢青蛙巫婆张东君和插画师唐唐，最喜欢的是自然界美丽可爱的动物，魅力无穷呀。青蛙巫婆
一定要加油再出新作，等不及要拜读呢。
12、好有趣的书，书中不但读得到动物的个性、喜好，还有可以“人兽共享”的食谱！本书内容亲切
幽默，充满惊奇欢笑；所有喜爱动物、勇于用嘴尝试新事物（例如猴米糕）的人，都不应该错过！作
者竟然能想那么多古灵精怪的菜谱，真是太有才了。要是能为一本写植物的就好了。 期待作者的下一
本书。
13、光是听书名，就会让人产生非常好奇的想法了，这难道是一本关于巫婆的童话故事吗？却原来，
这是一个有着巫婆一样搞怪心情的小女子带来的一盘大杂烩。食谱与稀奇古怪的动物故事为我们带来
一场温馨而有趣的精神与物质双享受，真是别出心裁。在此忽略食谱部分的介绍，还请读者自行学习
。只说每一道食谱前的故事，真真是让人觉得有趣而别有不同。作者张东君在台北市立动物园工作，
一提到动物，人们总会想到野生二字，但现在她给我们讲的是那些关于动物园背后真实的动物故事。
虽然说动物被关在笼中，但动物界的许多行为与规矩还是不会变，所以给大象特制的轮胎玩具，也要
等老大玩够了小弟才能去玩。这让我想起我们这里动物园中的猴子们，扔进去好吃的，大猴子总是一
把抓住，小猴子们却不敢越位来抢。为什么要给大象做轮胎玩具呢？因为关在笼子里的野生动物因为
不需要为食物操心一定会长胖，或者出现许多异常行为，故此动物园鼓励大家想出好点子来为动物们
排忧。比如为刺猬们建跑步机，为大熊安滴蜂蜜的榨汁机。看到这些忽然觉得台湾在观赏动物的关心
方面真的是肯下心思，动物们被关进动物园已是可怜，但至少要做到让它们能舒适一些吧。不知道我
们内地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因为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报道与书籍，不好乱说。有些动物可以生存在
一起，在一起还会有许多搞笑的事情。比如长臂猿总想占便宜坐在小鹿身上，而小鹿则故意突然一闪
，让猿不能得逞。而狮子有时并不会吃掉兔子，天敌之间居然也能相安无事地相处一个来月。这种现
象，可能只有常年工作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才能够了解这么多吧。因为本身做动物工作，看得出来，作
者对任何一种动物都怀有极大的爱心。自己家中养着小鸟，但小鸟太自由了，最后掉进滚烫的杯子里
不幸殒命。还替别人养过蝙蝠，听起来简直像是奇闻。但令我感触颇深的还是作者有一次搭公车，车
上居然上来一条金毛，她的同事说有一次被一只猴子咬伤，因为那猴子平时都是坐公交的，司机早已
习惯，但可能是那同事那天占了猴子的座位，结果被咬。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内地听起来应该是匪夷
所思并且绝对不可能发生吧。在此深深地感觉到台湾人的那种温和，对人对物皆是。应该说读这些故
事时，除了好笑，更多的还是思索。书中渗透着一种岛上文化的气息，说不清楚的温和。还有他们对
于动物保护方面的进步，实在是令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前一段时间还看到街头有耍猴卖艺的，那男人
丑陋凶恶的脸与叫声，让人颤栗，小时候只以为有趣，现在却觉得寒冷。三十年了，还有人在围观还
有人在笑。
14、谁能想到《巫婆上菜》原来是一本如此有趣又另类的动物科普书籍。刚看书名，还以为是菜谱，
当然，在书中每章节后，针对本章动物的特点，作者张东君也一一大秀了一番私房菜式，材料什么的
都没问题，就是拍的照片卖相太差了，让人没味口哦（建议东君多加练习啊）。说他另类，其实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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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东君笔下的动物世界，特别是对待动物们的这些动物学家、动物研究者、医生等等相关人士们太
“可爱”了。有没有见过，给灵长类动物吃“猴米糕”？没听过吧，这是台北市立动物们专门为园内
动物们配制的《动物饲料食谱》中一小部分。动物们在野外吃什么，动物园里吃什么，哪些动物有相
似的食物需求----书中一一分门别类，若是这些动物们是客户，是甲方，一定为这样用心的乙方感
动----考虑太周到了，服侍得太细致，太舒服了，就住你这里了，不走啦。有养过蝙蝠吗？恐怕都被
那些黑黢黢的山洞里，倒掉着的，或者扑面而来的家伙们吓着了吧。但是东君养过而且“遛过”蝙蝠
呀。虽然这些家伙完全不是想象中危险的模样：每只不到3CM，体重不过2.5克，四只小家伙一餐一共
只有1ML，就滴管滴一次。光从描述里看，好可爱啊。还有会和自己研究的动物同化的动物行为学专
业学生们，比如描述红颧求偶动作，唱作俱佳的鹤田；为了研究动物，深入寒潭的学姐青蛙公主；那
些不顾危险，探索寻找动物踪迹，结果被恶犬咬扑，结果，把这恶犬咬死，断了的肋骨自己裹裹继续
找蛙的太田。还有尽心尽力照顾或预防或医治或处理各种动物问题的医生们，以及为了动物们在园中
生活的身心健康问题，费了无数心血尝试与努力的动物工作者，他们也都特别让人佩服。因为有他们
，这里的动物也特别好玩，特别值得一探究竟，特别让人怜爱。因台风影响，桉树叶不多，而尝试给
树袋熊吃苹果的平川动物园。拣回被遗弃的各种动物们养的动物园。给大熊猫吃营养副食，而不光是
竹叶。给动物们制作娱乐工具：比如大象们重量级的轮胎圈，红毛猩猩的打扫工具，给聪明的猴子设
置竹筒藏食罐（得动脑筋才能把藏在竹筒里的食物摇出来），给小刺猬们设计跑步机，他们居然为了
玩这个，有的排队，有的急得插队，还有捣乱干扰的。。。这些动物观察日记，可真不是一天两天，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可以捣鼓得出来的呢。此外，一些动物的习性也非常让人爆笑，原来虎兔同笼
时，兔子最长可以活动一个多月----老虎在没有最喜欢的牛肉吃时，是宁缺毋烂，饿得受不了了才吃
兔子。怎么给动物拍X光片？又不扯去一身毛？怎么给大象打针？原来大象喜欢巧克力，为了巧克力
，可以忍受巧克力里饭一点苦药丸，哈，真是贪嘴呀。在爱动物的人们眼里，动物们总是充满了生命
原始的感动。在东君这些欢快热闹的动物幽默故事里，欢快地传达给我们生命与爱，就像当年看吉米
的《万物皆有灵》，因为“对所有的生命，都怀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真感情”，所以热爱生命并大声歌
唱生命，也特别感动人，同时，也让我们反思：保护动物，爱护动物，而不要轻易地遗弃他们。
15、从小到大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动物园，但从来都是隔着玻璃和笼子看着那些小动物。巫婆上菜这本
书描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小动物故事，让我们这些动物迷们收获了不少，也对下一次的动物园之旅充
满了期待。特别是还有小动物的食谱，非常有意思的感觉，有机会会做来看看。值得推荐。
16、青蛙巫婆张东君真是搞怪猛女，一本揭秘动物吃喝拉撒的书写得如此好玩，从头到尾一贯一致地
逗乐，好多段落让人笑到抽！抹抹眼角默默想，如果动物会读书了，看到自己在东君笔下的“春光乍
泄”，会不会激愤到投江？读了这本书，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奋起直追直奔动物专业去了。概括一下，
原因应该有以下几条：首先，人好玩。研究动物行为的人因为长期针对特定对象的“深入观察和研究
，往往就会有和自己的研究对象‘同化’的倾向”，久而久之，“研究乌龟的就走得慢，研究鸟的，
动作就显得很轻快”，书中叫鹤田的女生向大家描述红鹳的求偶行为时，“可真是唱作俱佳！只见她
一边拍打‘翅膀’（把手臂弯折到连做瑜伽的人都会羡慕的地步），一边把脖子前后伸缩，让听众怀
疑人脖子的伸展极限到底在哪里；有时她还会把脖子伸直、仰天长啸，学公红鹳的求偶行为，简直是
像到不行”，难怪“肃穆的教室里笑成一团”。尽心尽责解救动物苦痛的兽医也被东君授予光荣称号
——兽心兽术！最牛达人太田，在一个很黑很黑的晚上低头找蛙时，被大型猎狗扑咬，结果怎么着，
他把狗咬死了！断了肋骨自己裹吧裹吧，继续找蛙！其次，动物好玩。台北动物园最有趣的现象之一
，就是红鹳抢吃鸭子的饲料。结果，因为鸭子饲料中没有添加发色剂，所以干了坏事的家伙颜色会渐
渐变淡，完全不打自招！西贡动物园用活兔子当狮子和老虎的饲料，结果，狮子一见兔子直接灭掉，
而在老虎笼子里的兔子，还到处蹦跶着找草吃。原来老虎最喜欢的是牛肉，没有牛肉的时候宁缺毋滥
，反正在野外也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饿饿更健康。最长寿的兔子能在老虎笼子里呆一个月！人为财
死，台北动物园的粪金龟则为大粪球大打出“腿”，人家辛辛苦苦滚大了便便，就有不劳而获的同类
过来抢，办法是，用前脚把挑战者直接踢飞！台北动物园的很多食草动物是混养的，好处多多。互相
照应，动静相宜，更重要的是彼此解闷。长臂猿在树丛里窥探良久，小麂气定神闲在树下吃草，长臂
猿放手骑到小麂背上的后果常常是一屁股掉地上。第三，人和动物都好玩。台北动物园的管理员辛辛
苦苦教企鹅黑麻糬学游泳；人和鸟亲密得没了界限，鸟为食亡的惨剧上演；大鱼学姐起早贪黑跟踪野
外的猴子，还要当“拾粪队”研究猴子的便便，管理员在此基础上制作了椰刷喂食盘、竹筒藏食罐、
麻布袋，挖空心思增加猴子的觅食难度和觅食时间。给动物拍X光片怎么办？给大象喂药怎么办？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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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给大象排遣寂寞，怎样帮助刺猬运动？最让人由衷钦佩的是台北动物园为了鼓励员工想出对动物们
有益、对动物园有利、对环境很友善的主意，从1999年就开始举办的“创新奖”征选活动，首奖——
梅花鹿奖；第一名——企鹅奖；第二名——树袋熊奖；第三名——台湾黑熊奖，佳作名称则依据每年
生肖改变。大家绞尽脑汁让动物们生活愉快心情舒畅。多么有爱有情有心的动物园！会打扫的红毛猩
猩就是动物有趣、人有情的典型体现。一只年迈的婆婆级的红毛猩猩，抄起刷子刷墙刷地、把抹布沾
湿、拧干，擦自己的额头、擦墙、擦地，所有的人目瞪口呆！就冲以上三点，一大批忠实粉丝会朝东
君冲过去了！东君，你能接得住吗？欢笑之余，颔首沉思。当我们享受动物给人类带来的愉悦的时候
，真的应该好好想想，我们对动物做了些什么？我们还能为它们做些什么？对这本书唯一的意见就是
，那些菜完全不必上了。巫婆的魅力已经足够抵挡。看完动物再看菜谱，左右都觉得食不下咽，也许
，只是我一人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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