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與人的交流中，過多的行話和術語常常成為一道無形的牆，阻礙了有效的溝通和理

解。然而，在《斯文豪與福爾摩沙的奇幻動物》這本科普書籍中，我們不僅窺見了歷史背

後的故事，還感受到了作者想要打破的知識詛咒。透過作者幽默輕鬆的筆調，我們得以深

入探索大航海時代的奧秘，同時也對知識的普及和傳播有了嶄新的理解。讓我們一起探索

這段充滿魔幻與知識的旅程，並思考如何打破知識詛咒，讓知識的光芒照耀每一個角落。 

 

大航海時代對於臺灣的歷史意義重大，但從荷蘭人的角度來看，這段故事又會是怎樣的

呢？書中首先揭示了荷蘭人登陸臺灣的奇幻之旅，他們如何發現這片陌生的土地，以及他

們在這裡建立貿易據點的冒險故事。這些情節不僅讓人回味無窮，更引發了許多有趣的問

題：荷蘭人是如何應對當時的挑戰？他們如何與當地文化相適應？斯文豪被派到臺灣的原

因是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都藏在書中，等待著我們一一發現。而大航海時代的背景下，

歐洲人之所以對香料如此執著，又是出於什麼原因呢？喝茶總翹小指背後的原因居然跟香

料有關？這些問題在歷史中有著深刻的意義，同時也是《斯文豪與福爾摩沙的奇幻動物》

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希望大家找到這些問題對應的答案，也對大航海時代更加有興趣。 

 

在這段大航海時代的歷史中，斯文豪是一個令人欽佩的角色。作為一名外交官，他參與了

荷蘭人登陸臺灣的冒險，並協助解決了與當地人的語言障礙，甚至為英國皇家學會採集了

不少東方生物研究素材。像斯文豪這樣不苟言笑的偉人，如果是我來寫生平，肯定翻開一

頁就闔上書了。但是作者提出了一個在大航海時代胡說八道的先驅，這個人沒去過臺灣，

還假扮本地人譁眾取寵！這個人的存在，為歷史增添了玩笑的色彩，也更加襯托出斯文豪

的謹慎心態。如果對這件趣事起了一絲絲興趣，我都必須大力推薦去翻閱本書了解一下這

幾世紀前的八卦。 

 

斯文豪大大具體來說做了哪些事呢？我覺得最重要的三個貢獻是，一、身為外交官對臺灣

海岸線與合適港口的了解，二、身為權威官員兼生物學家對臺灣人民的鳥類科普，三、學

術上對於生物相的仔細觀察，生物地理區的劃分，以及對於冰河時期存在的猜想推敲。無

論你是對外交生意場上的知己知彼感興趣，或是被民間故事與科學普及的碰撞火花所吸

引，亦可能是對生物學及生態學深深著迷，都肯定會被斯文豪的魅力所折服。而我就是被

民間故事的想像力和荒謬絕倫所吸引，特別期待此時有個斯文豪這樣的專家出來闢謠，告

訴大家傳說中的比翼鳥——琵鷺，眼睛才不是長在頭頂上！ 

 

當我們的談話間存在過多的行話或術語，人與人之間就隔了一道無形的牆，你無法理解我

所想表達，而我沒意識到你無法理解的現況，這樣的情況就是知識詛咒。知識詛咒其實不

是書中的內容，卻是我感受到作者字裡行間想打破的第四面牆。看似輕鬆的閒聊，但偏偏

唯有親身下筆才能理解「淺顯易懂」四字有多難寫。期待我們共同努力，打破知識詛咒的

束縛，讓知識的寶藏得以被更多人所分享和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