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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研究專題·
主持人語:
動物的命運與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然而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也發展出對動物的不同認知和態

度。 人類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雖然主要在人類社會內部發展起來,卻不可避免地受到環境的影

響,同時又反過來介入到環境變化之中,並深刻地影響了動物的命運。 在南亞地區,古代文獻留下

了有關動物的豐富記載,從中可以看出動物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以及人類對動物世界的認知,南亞

次大陸三面環海的環境使得人類與海洋動物的接觸機會較多,因為南亞古代文獻也留下了有關海

洋動物的一些印記。 雖然南亞的古代文獻帶有很強的宗教色彩,但其背後卻體現出當地經濟生活

特別是農業生產中動物所扮演的角色。 而在當代生活中,麻雀雖然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型動物,卻曾

在人類政治和經濟中登上歷史舞台,成為萬眾矚目的動物。 而人類對待麻雀的簡單粗暴的態度和

行為曾在歷史上造成嚴重的生態困局。 本專欄這次收入的兩篇文章所探討的對象都不是動物研究

領域備受重視的大型哺乳動物,而主要是魚類和鳥類,體現出當代動物研究不斷走向更為廣闊的天

地,而青年學者也能在這一領域不斷提出新見,提升我們對動物、環境、人文相互關係的認識。
張幸對《魚往世書》(或《摩蹉往世書》)的研究試圖通過分析這一古代南亞文獻中對動物的描

述來理解古代南亞的地理環境和動物及其與人類社會生活的關係。 古代南亞的往世書雖然主要是

宗教文獻,但卻對當時南亞的環境、水文頗有涉及,並留下了對動物的詳盡描述。
 

《魚往世書》的特

別在於,其中提到各式各樣的動物參與了人類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作者註意

到它們生存的地理環境空間與氣候水文的關係,從而結合現代科學對這些動物習性的研究,將它們

還原到可能生活的地域範圍之內。 比如往世書中提及一些熱帶動物如火烈鳥,可能出自拉賈斯坦

等地。 而文中也特別注意到鯨魚和鯊魚的描述則與南亞周邊的海洋環境有關。
耿金的《近代以來“麻雀問題”的全球化與滅雀運動》非常有特色,將所謂“麻雀問題”放到宏

觀的全球視野中進行考察,細緻系統地梳理了“除四害”運動中轟轟烈烈的滅雀運動。 該文首先回

顧了歐美地區對麻雀的認知歷程以及相關的滅雀運動,並指出其背後的排他性政治話語,然後再從

醫療和飲食史的脈絡簡述了麻雀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地位和作用。 文章的重點是 1950 年代中國的

滅雀運動,充分利用豐富的公開發表的報章資料,細緻地考察了滅雀運動的來龍去脈,特別提示了

政府高層的指示,鳥類專家的參與,人民群眾的動員,青少年的角色,提供了很多非常生動的細節。
最後作者回到 20 世紀全球化背景,將中國與歐美和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的滅雀運動和農業發展

狀況進行比較,揭示了當時人對滅雀運動與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增產之間的關係,認為這一方面是

動物種群繁殖與農業生產集約化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是外來生物物種的入侵導致生態變化,從而

形成滅雀運動。 但隨著對糧食問題的重新認識,麻雀被摘去“害鳥”的帽子,滅雀運動終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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