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文豪氏赤蛙」相信大家都耳聞過，它名稱是為了紀念前英國在台領事

斯文豪而命名的，那斯文豪他是誰呢?他有甚麼偉大的事蹟嗎值得大家紀念他

呢? 

        斯文豪，19 世紀英國駐臺的首位領事，雖然他是位外交官，但他更像一位

生物學家，在臺期間把所見到、狩獵到的動植物記錄下來並與他國物種比對，

其遺留下來的文件紀錄更幫助後代了解臺灣生物演進與生態變化，更有三十多

種生物以他命名，被譽為台灣自然史研究第一人。 

       這本書分成三大章節，第一章以大航海時代為背景引出當時各個國家可望

獲得香料而積極投入航海事業，書中穿插著古地圖使讀者們了解到當時的航海

技術與西方國家對於東方的無知，並鋪陳斯文豪到訪臺灣的原因。第二章開始

描寫斯文豪在臺所見所聞，並引用當時的紀錄凸顯出現代鳥類逐漸消失的警

訊。第三章則以當代人的角度回頭看斯文豪的種種事蹟，強調斯文豪對於臺灣

物種研究的功不可沒。 

       這本書最大特點是結合了各種不同領域的知識，讓讀者在了解歷史之餘，

也增進地理與生物的知識，打破了大家以往對於分科學習的認知。書中的「補

充現今調查」更是透過統計圖表讓讀者了解到臺灣鳥類的生存近況並呼籲讀者

維護自然生態。 

       作者林大利把許多生硬的歷史、生物知識透過有趣的故事讓讀者在愉快的

閱讀過程中充分的吸收，是本非常適合對於台灣歷史、地理、生物有興趣的人

閱讀的科普書籍，相信讀完後會對以上的知識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