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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年前，當我第一次上學時，在校園小灌木上發現了鮮綠色的花蕊。奇怪的是當我

用手觸摸它時，它會搖擺身體。當時我以為是會動的花蕊，期望有一天它能夠開出一朵會動

的花。過了幾天後的早上，當我蹲下來看它時，隨著來自它發出的輕輕聲響，它裂開了，當

然開不出會動的花，卻爬出了一隻很醜的小蟲子，我失望地想把牠打下來時，在牠身上那又

小又皺的翅膀像一把扇子打開來了，美麗的色彩、漂亮的花紋，依序出現成就了一隻很美很

美的蝴蝶。當我感動地想要伸手觸摸牠時，牠展開了翅膀飛向天空。那不僅僅是會動的花，

而是一朵自由自在翱翔天際的美麗花朵。 

從此我對蝴蝶產生了濃厚的興趣與情感，慶幸的是我在中小學求學的過程中，遇到了熱

心的老師一步一步把我帶進了蝴蝶的世界，使我和蝴蝶結下了不解之緣。七十多年來，蝴蝶

不斷地給我驚喜和快樂，我也為了蝴蝶保育獻上了我的一生。 

半世紀以前，故鄉台灣是出了名的蝴蝶王國。因為台灣地處亞熱帶，且擁有叢山峻嶺，

構成了很複雜的生態系統，因而孕育了各種生物，還包括了四百多種蝴蝶。當年人們不必進

入深山幽谷，只要春夏季一到，即使是在台北市區可以欣賞到各種蝴蝶美麗的舞姿。 

可惜的是隨著我的成長，其實是隨著台灣經濟的起飛，山野的開墾，蝴蝶王國的蝴蝶族

群開始銳減。蝴蝶被迫退到深山幽谷，從此，平地再也看不見滿街飛舞的蝶姿蝶影。 

我在傷心之餘，1960 年向天發誓，將以有生之年推展蝴蝶保育工作。然而，那時的政府

與民眾都不重視生態保育，許多人處處捕鳥殺虎以換取金錢，我身為一介教師，如何能夠實

現理想呢？經過深慮，我認為應該向社會釋出有關蝴蝶美麗有趣的資訊，讓人們先認識蝴蝶，

對蝴蝶發生興趣，才能夠讓人們關心蝴蝶、萌發保育觀念。於是，我整理了多年的研究資料，

透過各種傳播媒體向社會散佈。為此，我也寫了五十多本著作，拍攝了我國第一部蝴蝶生態

影片，也以個人收藏的標本為基礎，創設了成功高中昆蟲博物館。 

於是，在 1970 年代開始，人們才發現故鄉擁有豐富而奇特的蝴蝶資源。包括 50 種台灣

特有種以及世界罕見的三種不同類型蝴蝶谷。除了數十處蝶道型蝴蝶谷外，紫蝶幽谷更是和

北美帝王蝶谷並列成全世界僅此兩例的大規模越冬型蝴蝶谷。不僅如此，屬於生態系型蝴蝶

谷的黃蝶翠谷是全世界獨一無二、奇妙無比的半人造蝴蝶谷。藉此，也讓人們更肯定了台灣

的原始蝴蝶資源，在人類導引下也可以轉化為經濟、教育及觀光資源。 

其中蝴蝶經濟資源在半世紀以前已有商人開發，它對還未脫離農業社會，人們只為溫飽

奮鬥的當時，對台灣有不少的貢獻。那時，在山區，成千上萬的山區住民，人人手持捕蟲網，

沒命地追逐蝴蝶，並不斷地發揮想像力，自創了世界獨一無二、有創意、有趣而高效率的食

餌陷阱採蝶法。如此，就算是兒童，一天也可採集數千隻蝴蝶。更有人深夜摸進紫蝶谷，一

夜採集數萬隻，以點燈後擊樹的方式，迫使沒有趨光性的蝴蝶聚集在燈光處後再捕捉，最後

創下了一人一夜採集到 12 萬隻成蝶的不可思議的世界記錄。 



這些被捕捉採集的蝴蝶，送進蝴蝶加工廠後，被做成各式各樣的裝飾品、文具、手工藝

品，輸出至全世界各角落的已開發國家，換回當年被認為很難得到的珍貴外匯。其中最有特

色的是：將那易碎的蝶翅剪成點和線代替染料，組合黏貼成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蝴蝶剪貼圖這

種民間藝術。我收集了這些商品在舊昆蟲博物館設立了一間使用多達一萬六千隻蝴蝶、昆蟲

裝飾而成的「昆蟲宮殿」。 

這個違反動物保育觀念的作品，在今天是不能做、不可以做、沒辦法做，它是遠在四十

年前，台灣還在貧困中掙扎，蝴蝶加工業創造巔峰時的創作。那一個年代，每年被殘殺的蝴

蝶不下千萬隻。那是件慘不忍睹的野蠻行為，然而，當時的時代背景與現在截然不同。 

當年政府為了反共抗俄、收復大陸，一切資源、時間、精神，全部投入運動與經濟發展。

完全不照顧偏遠山區民眾之生活，任由他們在吃不飽、餓不死的邊緣掙扎。這時候無數蝴蝶

以牠們的生命為代價，使山地民情穩定，政府有機會和能力發展經濟。因此，被犧牲的億萬

隻蝴蝶並沒有白死，牠們是台灣經濟起飛基礎的一小塊堅硬基石。今天台灣已經非常富有，

我們有義務回饋蝴蝶的子孫，使已退居深山幽谷的蝴蝶有永續生存下去的家。後來，當台灣

蝴蝶族群銳減時，許多人認為是被人們捉光了。其實不然，靠陷阱大量被採集的多為雄性個

體，因為蝴蝶的繁殖力很強，只要生態環境依舊，少數的雄蝶與雌蝶在短時間內便可以使子

代以幾何級數增加，經研究，山野開墾及環境污染才是元兇。 

台北市成功高中舊昆蟲館博物館在 1971 年成立時，開始推展的蝴蝶保育計劃，經過三十

多年的努力以及政府有力人士的熱心參與下，逐年有了顯著的成果。蝴蝶保育觀念由城市擴

展至深山。國家公園、生態保育區已對尚存的蝴蝶主要繁殖地展開了有效的保護傘，對瀕臨

絕種的珍貴蝴蝶也指定為保育類物種，更對特定蝶種，例如珠光鳳蝶、寬尾鳳蝶，政府也積

極進行復育工作。今天不僅如此，不少地方社區、學校也自動地展開小規模的蝴蝶復育工作，

並以蝴蝶保育成果為基礎，成功地將故鄉的蝴蝶原始資源轉換成教育及觀光資源。 

目前在台灣已有三十多座不同規模、形式的蝴蝶博物館、蝴蝶園營運，使人們不必進入

深山幽谷，就在交通便利的地方欣賞蝴蝶舞姿、觀察生態。成功高中舊昆蟲博物館也重新遷

建，將擴大規模改名為「蝴蝶宮—昆蟲科學博物館」，重新開幕，它將是全世界規模最大、最

現代化且具有強烈蝴蝶民俗博物館的特色，也成為蝴蝶王國的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