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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我随福建终身教育促进会

考察团赴台考察台湾社区教育与有机农业，

每到一处，我们先听取台湾方面的专题报告，

然后边参观，边就感兴趣的问题展开热烈讨

论，亲身体验加上深层次的沟通，我深切感受

到台湾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方面的扎

实举措，以及发展生态旅游的细腻独到之处，

台湾经验值得我们仿效与借鉴。

1 蜻蜓、蛱蝶飞桃米
赴台考察团进农村的第一站就是南投县

埔里镇桃米社区，据桃米社区的社区发展协

会总干事钟云暖介绍：“ 9·21”大地震

（1999年）之前，桃米社区就像大多数的农村

一样，主要靠出售初级农产品 （竹笋） 为生，

尽管面临青年人外流带来的乡村凋敝，社区

生活还基本平和安定。而 1999 年 9 月 21 日

发生的大地震打破了乡村的宁静，面对一片

废墟，是从此离乡背井，还是重建家园？坚

强的桃米人选择从危机中寻找转机，重新思

考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政府的以工代

赈让村民的生活得以继续，而社区大学教授

的宣传与推介让桃米人看到社区重生的优势

所在，那就是桃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桃

米是个弹丸之地，却有 23种青蛙 （占全岛的

67.7%）；56 种蜻蜓 （占全岛的 39.16%），此

外还有 56种鸟类以及壮观的萤火虫聚会 （萤

河）。在有关学者与社区大学教授的帮助下，

桃米人将社区重建的目标定义为“居民生活

生态化，生态产业经济化”，桃米社区通过植

物相的营造与湿地生态的保护，开发昆虫

（蝴蝶、萤火虫、蜻蜓） 生态旅游。村民栽种

原生种蜜源植物，引来蝴蝶蹁跹；树立萤火

虫、蝴蝶、青蛙等科普标牌，以图文并茂的

方式介绍昆虫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知识；建立

萤火虫观赏点，便于游人观赏拍摄萤火虫的

盛大聚会；在小湖上建起蜻蜓滑车，供游人

嬉戏赏玩。在村口，在山边的驳坎以及村落

的转角处，处处可见“青蛙”、“蜻蜓”、

“螳螂”的立体雕塑与卡通造型，太阳能热水

胶管也缠绕成蜻蜓与青蛙的造型。在社区会

所的两面墙上，用木块镶嵌出巨大蜻蜓与青

蛙图案，用竹篾编出蜻蜓“雕塑”，再配以杨

万里的 《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

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

头”；范成大的 《四时田园杂兴》，“梅子金

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

过，唯有蜻蜓蛱蝶飞”；以及辛弃疾的 《西江

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

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当我们体验了昆虫旅游的精彩，再来

重温这些隽永的昆虫诗歌，一种对神奇自然

的慨叹，对蝴蝶、蜻蜓、萤火虫的爱怜之情

不禁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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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借鉴与反思
2.1挖掘昆虫的生态旅游价值

当今社会，旅游休闲的文化需求日渐凸

显，集经济、生态、教育、文化功能为一体的

生态旅游也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自然是

一个多样化的现象的统一，是千差万别、千姿

百态的有机体和谐的结合，是充满生机的一个

伟大整体” （德国地理学家洪堡）。自然不仅

给我们提供了休憩、观光、度假、娱乐的空

间，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天然绿色的环保“大课

堂”，生态旅游可以让更多民众“多识鸟兽草

木之名”，了解自然生态的物种形态、群落结

构、和谐共生的自然演化规律，生发与环境和

谐共存的生态理念。

昆虫体型较小，具备隐蔽性，有明显的生

境与季节特征。所以，相对于高山峻岭、流泉

飞瀑、人文遗迹等大型景观，昆虫应该属于隐

性的旅游资源，加上在公众普遍的认知中，昆

虫或许就是害虫的代名词。如果没有基本的昆

虫知识，很容易对这些“卑微的生命”视而不

见，听而不闻。因此，要实现昆虫的旅游价

值，一方面，必须通过适当的旅游规划与文化

创意，促使隐性价值显性化，让游客得以见微

知著，以小观大，在品赏昆虫的过程中，感受

生态的奥秘与自然的神奇；另一方面，还必须

注重生发昆虫旅游的生态教育与科普价值，以

延展和彰显昆虫旅游的衍生价值，衍生价值的

实现正是生态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与保障[1]。
2.2回归农业的生态价值理性

农业可谓是地球上最为古老与沧桑的产

业，马克思曾经指出：“农业生产的基本特

点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有机结合。”

而我们通常仅仅从农产品的经济价值来衡量

农业的价值，殊不知，农作物的生态价值与

人文价值要远远高于其经济价值。农业的生

态价值是指农业不仅具有提供农副产品的功

能，而且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 （社会协调、

政治稳定、文化传承、经济发展） 方面具有

重要功能，农业的自然生态功能与文化生态

功能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并相互促进，形成

一个有机系统。

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跃进到 80 年代的

粗放式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从推广石油农业到

近些年的污染企业的“上山下乡”，这一切的

直接后果是广袤的田畴变成面污染源，既污染

了农作物，也污染了人的心灵。因此，农业要

可持续发展必定要从单纯的工具理性回归到

人文价值理性与生态价值理性。

台湾也曾经历过工业化时代的乡村凋零，

而台湾农业之所以有现在的活力与生机，取决

于农业生态价值的回归，并在回归的基础上谋

求超越。桃米社区将乡村再造与产业结合，引

入生态伦理与方法激活桃米的生态产业。在政

府相关政策支持下，大学教授深入社区，给村

民授课，经过培训的村民成为乡村生态导游，

他们对桃米的资源如数家珍，他们可以凭叫声

判断青蛙的种类，瞥一眼就知道蜻蜓是公是

母。让桃米人自豪的是：桃米还有盛大的萤火

虫聚会 （萤河），有生机盎然的生态湿地，有

新鲜绿色的美味佳肴，这一切自然吸引了众多

的游客，桃米的产业也随之跃升，从出售竹

笋—农产品加工—有机休闲农业—乡村再造

与产业结合，成为兼具经济、生态、文化、生

活、观光的本土生态新社区。通过开发昆虫旅

游等生态休闲产业，弹丸之地的桃米社区，

2012年游客人数达到 75万人次，创造产值约

1 亿 2 千万新台币，创造 160 多个就业岗位，

其中回乡青年 36 人。在获得可观经济效益的

同时，社区居民的生态意识也得到切实的提

升，用钟云暖的话说：“生态是我们的祖宗牌

位。”

以桃米社区为代表的台湾农业蝶变之路基

本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高农产

品产量，提高农民的收入；第二阶段是注重提

高农产品质量，大力发展高经济价值的农产

品，提升农业的经济效益；第三阶段是通过延

伸产业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第四阶段是通过文化创意，生发农业

的生态价值，如休闲农业、乐活农业与精致农

业，其核心是“深耕文化”，推出具有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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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验、休闲、娱乐多元价值的乡村旅游

产品，获取农业综合效益。桃米社区就是台湾

开发农业综合价值的生动范例。

3 启示与思路
3.1深耕经典，焕发传统的现代意义

桃米的实践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台湾在传

承与践行传统文化的细腻独到之处，更体会

到昆虫诗歌的魅力所在。《诗纬》中说，“诗

者，天地之心”， 《乐记》 中有“大乐与天地

同和”。中华诗歌不仅体现了生态审美之意境，

也蕴涵朴素的生命哲学与生态伦理。正如美国

哲学家桑塔耶那所言：“诗像哲学一样，是人

类感知世界的最高形式，伟大的诗也像哲学一

样，是对宇宙间最深刻关系的把握。”中华诗

歌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醇香四溢，历久弥

新，是因为它符合天人之道，契合中华民族的

心理流程与审美需求，因而具备强大的渗透力

与感召力。因此，现代生态科普要获得更大的

渗透力与穿透力，就必须借助经典，深耕经

典，焕发传统文化的生态教育意义。

“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蛉伴绿螳螂”，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生动

体现了害虫天敌对水稻丰收的重要意义，揭

示了物种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

现如今，农业害虫每年给全世界造成数十亿

美元的损失，而防治害虫的经济与环境成本逐

年提升，而农业害虫日益猖獗的最深刻原因就

是人为因素：大面积、长时间的农药使用，在

暂时消灭害虫的同时，也杀灭了螳螂、青蛙等

害虫天敌，反而，给害虫抗药性与再增猖獗创

造了前提条件，许多害虫体内产生的抗药性足

以应付敌杀死、映喃丹等速效高毒农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生

动地体现了循环农业的理念。工业化以来，石

油农业 （依赖化肥、农业与农机具） 高歌猛

进，随着传统农业被现代农业所代替，土地

也面临着严峻的威胁。首先是人类对土地的

严重干扰。现代大机器耕作和化肥的使用，打

破了植物腐殖质回归土壤的正常循环，持续的

耕作使土地肥力丧失，大规模垦荒造田，超负

荷耕种，导致土壤酸化板结，地力下降。没有

健康的土壤，健康的农作物就成为无本之木。

台湾农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活力，与重视土壤

的保育与休闲，大力推广循环农业与有机耕种

密不可分。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给

我们描绘出一幅诗情画意、生机盎然的田园

风光，实际上也是在告诉我们林业是农业之

母的生态哲学。“山上多种树，等于造水

库”，丰富的山顶植被，为农作物提供了良好

的生态环境，为害虫天敌提供栖息场所，有

利于减少病虫害肆虐，与此同时，农民还可

以利用林下空间套种经济作物 （如金线莲）

发展多种经营，林农协调，农经并举，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

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有一名句：“绿

满窗前草不除，观天地生物气象。”又有“离

离原上草”，“天涯何处无芳草”，等等。

“草”总给人带来天地之间的自然“生意”。

然而，在二元对立的思维导向中，杂草被当

成庄稼的天敌，从而催生了蓬勃的除草剂工

业。果树是典型的人工林，依照传统的做法，

往往将果园的杂草当成争夺土壤养分的敌人。

或者力图斩草除根，或者用除草剂一杀了之，

既破坏了果园生态，又耗费高昂的经济成本

与环境代价。如果以共生的生态思维，在果

园行间或全园套种矮秆豆科植物 (白三叶、大

豆、豌豆等)，建立果园人工植被，就能达到

稳定、持久的“以草治草”的目的。推广以

草治草，除了有效控制草害外，还有利于改

良土壤，防止水土流失、防涝抗旱、改善果

茶园生态环境。如四川省在柑橘园种植霍香

蓟，给捕食螨提供了良好的栖境，因而控制

了叶螨的发生 [2]。此外，在茶园边栽种灌木护

栏，有利于引来螳螂取食害虫；西瓜搭配葱

可以减少瓜类病害；玉米、四季豆与南瓜

“三姐妹”共生可以相互促进，共生共荣 [3]；

总之，善用和谐思维，充分借助自然与生物

的力量，才能达到生态与经济共赢，让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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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出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综上所述：中国传

统经典中蕴涵着博大精深的农业生态科普资

源，等待我们去挖掘，去深耕，并付诸行动。

3.2见微知著，科普从感性体验到理性认知

民众的共识与参与决定着生态保护事业

的成败，因而生态科普对当下的生态建设意

义重大，与此同时，生态科普本身也是一种朝

阳绿色产业，是生态、文化、经济多赢的民生

事业。借助昆虫旅游等生态体验型项目让科普

教育具象化、情境化，从而改变传统以人类为

中心的思想；通过人与昆虫的近距离接触和深

度体验，重新审视人、自然、昆虫复合生态系

统，培养人与昆虫（自然）和谐相处，科学理

性的生态世界观。以小观大，见微知著，“寓

教于乐”，赋予生态科普强大的渗透功能。

事实上，萤火虫、蝴蝶、蜻蜓等昆虫不仅

对季候极其敏感，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十分敏

感，因此，蝶类早已被科学界公认为生态环境

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指示物种，也是保护生物

学的首选研究物种，许多保护生物学理论，尤

其是集合种群理论都来自对蝴蝶的研究 [4]。英

国、荷兰等欧洲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

就陆续建立了蝴蝶种群监测体系，科学家通

过监测气候变化对蝴蝶生物多样性，生活习性

等多方面的影响来评估气候变暖对昆虫以及

生态群落变迁的影响 [5]。而萤火虫、蜻蜓这些

半水栖昆虫对水环境极为敏感，丰富的萤火

虫、蜻蜓即是生态环境（特别是水体生态）优

越的代名词 [6]，因此，蝴蝶、蜻蜓、萤火虫等

环境敏感昆虫不仅是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对象

种群，而且也是一种潜力巨大的生态旅游资

源。台湾桃米社区通过文化创意与产业重构

彰显其丰富的蜻蜓、蝴蝶、萤火虫的资源，从

而达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

然而，当今普遍意义上的旅游在很大程

度上仍然停留在“走马观花”与“游山玩水”

的消费经济层面，特别是生态旅游的科普与

生态教育价值没能得到应有的彰显，在旅游

景点开发与运营中，更多是重视道路、造景

盖楼等硬件建设，而忽视科学与文化的交融，

忽视生态导游的培训。生态导游通过生态解

说系统将科学解释与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让

游客在欣赏生态之美的同时感受到维护自然

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性。因此，生态科普需要

沟通文化教育与科学教育，文理兼容科普人

才的培养亟待加强。

总之，生态学以一种整体的系统的思维方

式，揭示了生命主体间辩证统一、共生共荣之

道。生态不仅是自然之道，也是社会可持续发

展之道。生态科普是提升民众生态理念的重要

路径，而文化感召与生态体验就是生态科普的

一双翅膀，借助这一双飞天翅膀，生态科普必

将深入人心，从而激发全社会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巨大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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