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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土坂部落
百年不斷的 
人神之約

北美五大湖區
即將迎接 

不再冰凍的冬天

它們已經是社會中的 
新勞動力、社交幫手、運動教練 

智慧機器人將與我們 
展開全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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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像 故 事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上 下 四 方

目 錄 封面圖片
這隻柔軟的機械手是由德國
柏林工業大學的機器人學與
生物學實驗室所開發，由柔
韌的材料所製成的這隻手，
能更靈巧敏捷地抓握物品。
SPENCER LOWELL

捕獲新知

解開大腦電路之謎
透過這張精細的圖像，我
們得以看見果蠅腦部中上
千萬個神經連結。
撰文／泰瑞莎．馬凱莫

解碼自然

放電的行為
許多魚類都會使用電流溝
通和導航──但這些鰻魚
會利用電流狩獵以及保護
自己。
製圖、撰文／迪安娜．馬克斯

更多內容

•  在火山的陰影中回到過去
•  活生生的樹橋
•  動物園裡的人氣王
•  用「屁股呼吸」的烏龜

工具箱

檢測病毒
處理這些檢體需要使用特
殊工具。
撰文／小塔瑪斯．維特雷

大計畫

傷害自然的高昂代價
這篇文章說明了為什麼一
顆受傷的星球，無法好好
保護我們不受疾病侵襲。
撰文／安立克．薩拉

數據表

1918年流感 
如何壓平曲線？
這場歷史上致命的大流行
疫情，對當今受新冠病毒
所擾的世界仍有所啟發。
製圖／萊利．D．尚泮、迪安
娜．馬克斯

不尋常的光
為了探索人造光線呈現在
自然環境中的效果，這位
攝影師將攜帶光源的空拍
機飛行於地球上一些最壯
觀的地景之上。
攝影／吳鴻淋

2 0 2 0年 9月邁 步 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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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百年不斷的人神之約
五年祭是排灣族最隆重的
祭典，而自有紀錄以來不
曾中斷舉行的只有臺東縣
達仁鄉的土坂部落。是什
麼原因讓土坂部落將這項
祭儀傳統延續至今？五年
祭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為
何？隨著時代變遷，這項
傳統文化的維繫又面臨了
哪些挑戰？
撰文／居芮筠
攝影／何經泰
........................................P. 72

不再凍人的未來
冰的消失正改變五大湖地
區的經濟與文化，日益強
烈的失落感也隨之而來。
撰文／阿拉漢卓拉．伯倫達
攝影／艾米．薩卡
....................................... P. 88

 牠一點都不傻
忘掉那種呆傻的刻板印象
吧：在掠食者的世界裡，
鴕鳥可是機靈的生存者。
撰文／理查．康尼夫
攝影／克勞斯．尼格
...................................... P. 110

機器人就在你身邊
這種新形態的機器人不像
《星際大戰》的C-3PO
有名。它們完全不像人類
──但仍然很聰明、技術
熟練，而且移動自如。它
們是為了和人類一起「生
活」與工作所設計，而且
正持續移入我們的日常生
活，逐漸能處理從上架貨
物到插花等工作。
撰文／大衛．貝瑞比
攝影／史賓賽．羅威爾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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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理學會 是全球性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拓展探索的疆界，促進對地球的了解，使每個人都有能力提
出解決方案，創造更健康與永續的未來。

我們相信以科學、探索與說故事的力量來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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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機器人的關係相當複雜，一方

面我們期待機器人可以代替人類執行

危險與重複性的工作，有些行業找不

到年輕人願意從事辛勞的工作時，機

器人可以填補勞動力的缺口，它們不

需要休假也不需要醫療保險；另一方

面，我們卻因為機器人可能取代人類

而感到威脅與不安。

皮尤研究中心在 2017年進行的調
查結果發現，80%的美國人認為到
了 2050年機器人會取代多數人的工
作，而有 75%的人相信這會造成更
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然而今年春天開

始大流行的新冠肺炎又讓我們體會到

運用機器人來保持社交距離是個明智

的選擇。

近年來，技術上的突破正在加速創

造各種型態的機器人，機械零件變得

更輕、更便宜、更堅固，電子組件變

得更小、計算能力更強，數位通訊技

術讓工程師能把機器人的「腦」放在

不同的地方，科學家夢想中的機器人

是讓人類生活得更好，多數製造者也

正努力研發顧及人類觀感的機器人，

於是我們有了掃地機器人、工業生產

線上有了自動化機械手臂、農場上有

了自動採收系統，機器人可以扮演客

服人員或是醫療照護者，更可以化身

性愛娃娃甚至觀音菩薩來滿足我們身

心靈的需求，這一期封面故事〈機器

人就在你身邊〉的作者走訪了世界各

地的社會後發現，人們愈來愈倚賴這

些智能設備。

卡內基美隆大學的人工智慧機器

人學家曼維拉．維羅索說：「這些人

工生物將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這是必然的事實。當你開始接受

身邊有機器人，像人類和寵物之外的

第三類物種，你就會想要和它們建立

關係。」當我們已經開始和機器人產

生情感連結，或是投射更多的喜愛與

信賴，就會以為機器人的能力比實際

上所具備的更強大，不過，沒有一種

機器人可以比擬人體複雜又精密的設

計，也無法以人類一樣的心智完成多

種任務，特別是應付預料之外的狀

況，以及需要高度智能的工作，就像

你現在正在閱讀著這本雜誌。j

9月　 |　總編輯的話

機器人學

這支像人手一樣的機器人手臂
是由柏林工業大學設計，它有
「聰明的」氣動式手指，可以
膨脹到精準的大小，以穩定又
輕巧的方式抓握物體，未來，
具有這種手臂的機器人將能在
倉庫中取貨，或是在遊樂園擔
任接待員。

撰 文 ： 李 永 適  攝 影 ： 史 賓 賽 ． 羅 威 爾  S P E N C E R  L O W E L L

_zinio



N AT I O N A L  G E O G R A P H I C

影像故事

吳鴻淋使用裝在空拍機上的燈，戲劇
性地照亮祕魯布蘭卡山脈的帕斯托魯
尼冰河，創作出這幅影像。

從 
每一種 
可能的 
角度 
觀看地球

攝影：吳鴻淋

8 國家地理雜誌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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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國家地理雜誌

影像故事

吳鴻淋讓打光的空拍機在
猶他州延特高原的砂岩地
層上方盤旋，然後將數張
長曝光的照片結合成這張
影像。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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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家地理雜誌

影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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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年 9 月  13

要照亮北威爾斯的莫爾特
凡採石場，需要透過空拍
機的光線有技巧地「描
繪」，以突顯出岩壁的 
輪廓。_zinio



影像故事

故事背後
把人造光放進自然環境 

點亮了觀者心中的敬畏感。

地球上壯麗的風景能夠讓人屏息。
但對同時身為攝影師、視覺藝術家

和音樂製作人的吳鴻淋來說，這還

不夠。他認為地球上雄偉的山脈、

冰河與海灘，缺少了某樣東西。

確切來說，就是反常的光。

這個想法其實是來自一次失誤。

一天晚上在加州死亡谷附近，吳

鴻淋架好了相機要在黑暗中拍攝一

系列縮時攝影。此時一輛皮卡車駛

過，刺眼的前照燈讓這個場景過度

曝光。

吳鴻淋說，一開始「我真的很生

氣。但是當我看到那些影像，我著

迷了。那就是加入了人造光的自然

風景。」

這樣的並置激發他想要嘗試在其

他場景中加入不屬於那裡的光：

在湖面上、峽谷中、沙漠裡高大的

岩柱上。他讓攜帶光源的空拍機在

相機前方飛行，並進行長時間曝

光──長達 30秒。接著他把影像
疊加為合成照，並在部分影像的最

終版本中將空拍機修掉，只留下空

拍機投射的光線。

最後呈現出的是不協調的超凡景

象，每張都像是視覺謎題，激發觀

者琢磨這樣的場景是如何形成的。

吳鴻淋主要在他居住的美國拍

攝。但秉持著探索的精神，他說，

地球上的任何風景都可以拍出這類

作品──不論是任何場景、任何地

方，都可以拍攝出它平常所不會展

現的樣貌。

吳鴻淋希望這個系列讓人感到困

惑：這是自然？還是藝術？他說，

迷失方向能夠讓人敞開心胸，接受

另一種觀看方式。⸺D A N I E L  S T O N E

在玻利維亞南利佩斯省的愛德瓦多．阿瓦羅安地斯動物國家保護區的石頭樹附近，吳鴻淋在岩石結構上投射
另一種類型的光。_zinio



從小時候住在地中海畔開始，我就醉心於地球豐
富多樣的生命。我的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研

究海洋食物網，自然事件的規律就是體型微小的

生物會被體型愈來愈大的掠食者所吃，最後常

常結束在人類。不過科學家知道背後發生的事更

複雜，而看到我們人類的生活因微小的病毒而停

滯，令我感到自身的渺小。

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是在 2019年末在武漢的傳
統市場（販售現宰肉類和供作食材與藥材的活體

野生動物），透過野生動物傳播給人類。在幾個

月內，病毒就擊垮了數十萬名智人──地球最頂

端的掠食者。

為新書寫到這個主題時我深感難過：這個病毒

侵襲了我在歐洲和世界各地認識的人。但這場疫

情強而有力地證實了我深信不疑的觀點，那就

疫情證明了一件事：破壞地球的同時， 
我們也削弱了大自然保護我們對抗疾病的力量。

此單元包含

檢測病毒

1918年流感如何壓平曲線？

國家地理特別報導

N A T I O N A L  G E O G R A P H I C

新 型冠 狀病毒

撰 文：安 立 克．薩 拉

即使我們對大部分 

野生動物的作用 

不甚了解， 

但牠們全都肩負 

讓我們的生物圈 

持續運作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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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類群體較小且行動能力有限，或許因此讓疾病
限於一地。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讓病毒很容易就能
成功演化。我們大量聚集在都市地區並在全球各地移動，
沒有其他物種辦得到。我們將野生棲地變成城市、農田和
購物中心，塞滿的人口排擠了與我們共享這個星球的物
種。我們為現代瘟疫創造了完美條件。
新型冠狀病毒再次提醒我們，保育不是富裕國家的消遣

或是浪漫理想。生物圈是人類更大的家園，成為生物圈中
更負責任的一員才能確保人類的生存。—ES

保育 
不是 

一種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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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物多樣性對於人類健康乃至人類生存是絕

對必要的。

數千年來，人們不斷因為和野生動物接觸而沾染
有害的病毒和細菌。隨著人類持續侵入野生動物

的棲地、與牠們爭奪水、食物和地盤，更多的身

體接觸也隨之出現，產生了更多衝突──以及更

多傳染。

2020年有一項研究，探討帶有這類人畜共通
病毒的物種豐富度與病毒傳染給人類的可能性

之間的關聯。研究人員爬梳科學文獻，取得 142
種人畜共通病毒的資料，發現齧齒動物、靈長類

動物和蝙蝠比其他物種帶有更多這種病毒。研究

人員也發現，數量愈豐富的動物愈有可能將病毒

傳播給人類，因為這些動物已經適應了人類主導

的環境。

那麼海洋生物的傳播風險呢？海洋占地球面

積 70%以上，我們對海洋生物的利用是否也威

脅到人類健康？在探索太平洋中部一些偏遠島嶼

時，我發現了答案。

2005年，我規畫了前往京曼礁和鄰近島嶼的
第一次研究考察。京曼礁位在萊恩群島最北端，

萊恩群島由 11組珊瑚島和環礁組成，跨越赤道
綿延 2350公里，位在檀香山西南方 1720公里。
赤道以北的其中四座島嶼提供了完美的自然實驗

環境，可以比較人類對珊瑚礁不同程度的影響。

京曼礁無人居住。往南的下一座島嶼是帕邁拉

環礁，上面有 20個人駐守一座研究站和野生動
物保護區。再往南邊是吉里巴斯共和國的泰拉伊

納島（當時有 900人）、塔布阿埃蘭環礁（2500
人）和聖誕島（5100人）。這四個島嶼距離夠
近，擁有相同的海洋和氣候條件及動植物群。隨

著島嶼不同而改變的只有島上的人類數量。

我們的科學家團隊著手評估所有生物的多樣性

和豐富度──病毒、細菌、藻類、無脊椎動物和

魚類──並測量珊瑚礁生態系如何依人類干擾的

梯度而有所變化。在五週的潛水考察中，我們盡

可能計算及推估了所有物種的豐富度和生物量。

我們明顯發現：當人類開始捕魚，即使只有幾百

人，就會從頂端消耗食物網。隨著人類的數量從

零上升到僅僅數千，珊瑚礁生態系就會從有很多

鯊魚和珊瑚，變成沒有鯊魚但有很多小型魚類和

海藻。

不過，我們還有了另一個我沒料想到的發現，

那是關於珊瑚礁上最小的生物。

太平洋

萊恩群島
（吉里巴斯）

京曼礁
（美國）

赤
道

北美洲

澳洲

NGM MAPS. PHOTO: ENRIC SALA

海浪沖過京曼礁的礁脊，京曼礁
是美國太平洋偏遠島嶼海洋國家
保護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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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生態學家和海洋學家安立克．薩拉是國家
地理學會駐會探險家。本文取自他的著作《自然
的本質：為什麼我們需要荒野》（暫譯），這本
書由威爾斯親王查爾斯撰寫前言，生物學家愛德
華．威爾森撰寫緒論。

如果我們破壞棲地， 
動物將承受壓力並散布出更多病毒。

相反地，擁有多樣物種的棲地 
較不會有疾病存在。

荒野之必要

我實在慶幸邀請了我的好友佛瑞斯特．羅沃爾參
加這次考察。佛瑞斯特是傑出的病毒生態學家，

也是最早使用基因體技術研究海洋病毒和細菌

的人之一。那年在萊恩群島，佛瑞斯特和他的小

組收集了海水樣本，測量微生物豐富度與人類存

在的關係。他們發現聖誕島水中的細菌是京曼礁

的十倍。

不只微生物數量隨著人類數量而增加；細菌的

作用也產生劇烈變化。在京曼礁我們看到清澈的

海水，其中半數的微生物是非常小的細菌，例

如只要進行光合作用就能維持生命的原綠球藻。

相較之下，在聖誕島我們看到混濁的海水，其中

大約三分之一的細菌是病原體，包括數種葡萄球

菌、弧菌和大腸桿菌。

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弧菌，它會造成珊瑚的疾

病，導致原以珊瑚為主的礁體變成以海藻為主，

進而促使微生物繁生。弧菌也會引發對人體致命

的疾病，例如霍亂、腸胃炎、傷口感染和敗血

症。佛瑞斯特將這種生態系的改變──從成熟穩

定且充滿大型動物，轉變為不成熟且由小型生物

主導──稱為珊瑚礁的「微生物化」。

2009年 4月和 5月，我們進行了首次國家地
理原始海洋考察計畫，前往萊恩群島在赤道以南

的其中五個島嶼，這些島均無人居住。我們在那

裡所見正如同京曼礁：乾淨的海水和極高的魚類

生物量，包括許多鯊魚，還有以活珊瑚為主的礁

石。在千禧島環礁的潟湖中，我們為硨磲的數量

之多而讚歎──同樣的景象我們也曾在京曼礁的

潟湖中看到。

硨磲會透過身體過濾海水並從中捕捉微生物當

成食物，我們好奇牠們對維持水質乾淨有多少貢

獻。佛瑞斯特收集潟湖的水，裝到我們船上的實

驗水族箱：某些水族箱中放了活體硨磲，某些放

了空殼，某些只有水。接著他測量在不同時間中

細菌和病毒的豐富度。硨磲在 12小時內去除了
海水中大部分的細菌和病毒，而其他水族箱的水

則變得混濁且充滿微生物。佛瑞斯特接著從他帶

來考察行程的菌種中取出弧菌，加到每個水族箱

中。正如預期，實驗組水族箱中的硨磲大幅減少

了弧菌，而對照組水族箱中的弧菌則大量繁殖。

這是大自然控制病毒的另一種方式──將病毒

過濾出生態系──而我們現在才開始了解。太平

洋中多數礁石上的硨磲長期因為其肉和殼而遭

到捕撈，在很多地方幾乎都消失了。人類在不知

不覺中除掉了保護人類對抗疾病的天然過濾器。

我們和地球上的所有物種正共同經歷難關。所以
我們能做些什麼？全世界為新冠病毒爆發期間

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之際，我們或許也可以開始

思考如何預防未來的人畜共通疾病大流行。

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即使我們對大部分野生

動物的作用不甚了解，但牠們全都肩負讓我們的

生物圈持續運作的重要任務。如果要說對自然生

態系的研究讓我們學到什麼，能夠應用到近年這

些疫病上，那就是與其消滅野生動物以防止疾病

傳播給人類，不如倒過來：我們應該保護自然生

態系，也就是野生動物的家園，並在需要時透過

野化幫助生態系回歸完善。

若我們破壞棲地，動物將承受壓力並散布更多

病毒，而擁有多樣微生物和動植物物種的棲地則

較不會有疾病存在。生物多樣性可稀釋任何出現

的病毒，並提供阻止病原體傳播的天然防護。

嚴格管制野生動物非法貿易、終止森林濫伐、

保護原始生態系、讓人了解食用野生動物的風

險、改變人類生產食物的方式、逐步淘汰化石燃

料並轉變為循環經濟：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做而且

必須做的事。

健康的自然環境就是我們最好的病毒防護。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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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四方  | 動物本能

這些孵化後被稱為「便士龜」（編按：用來描述牠剛出生時如
硬幣般大小的背甲）或「寵物店龜」的烏龜，於 1960和 1970
年代在澳洲的商店販售。澳洲爬行類專家約翰．坎恩好幾年都

無法釐清這種烏龜的種類或來源，直到在牠們唯一的原生棲地

──昆士蘭州的瑪麗河──看見一隻。這只是關於隱龜（又稱

瑪麗河龜）的許多有趣發現中的第一個，這種烏龜被國際自然

保護聯盟和其他保育團體列為瀕危物種。

牠是澳洲最大的淡水龜之一，最大可達 8公斤、龜殼長 44
公分。一般認為牠是在大約 4000萬年前從其他物種分化而來，
而且是這個屬的唯一物種。牠大概能活到 100歲，而且直到
20歲才開始繁殖。而當隱龜繁殖時，雄性會將牠多功能的尾
巴的一部分展開；這條尾巴可用來排泄──以及呼吸，它像鰓

一樣的構造，使隱龜能夠待在水面下長達兩天半而不需要浮上 
水面。

「這種用屁股呼吸的特性引來很多關注。」保育人士瑪莉蓮．

康乃爾說。身為昆士蘭州泰羅區的瑪麗河龜保育計畫主持人，

康乃爾專注在保育這個物種，牠們的族群成員現在都偏高齡，

因為掠食者吃光了龜蛋和剛孵化的幼龜。在繁殖季（10月到
12月），計畫成員會在河岸巡邏查看，以保護瑪麗河龜的巢穴，
康乃爾說，這是為了讓牠們「可以維持經億萬年演化而來的生

活方式。」— P A T R I C I A  E D M O N D S

用「屁股呼吸」的烏龜
攝 影：喬．沙 托 瑞

渾然天成的 
龐克頭造型 
克里斯．范維克反對昆士蘭
州政府於2006年提出在瑪
麗河上建築水壩的計畫，擔
心它會破壞野生動物棲地和
原始的浮潛地點。為了提高
人們的意識，這位業餘攝影
師拍攝瀕危動物的照片，其
中包含瑪麗河龜，這種爬行
類由於長時間待在水下，因
此長出一頭蓬亂濃密的髮狀
藻類。「龐克頭烏龜」的照
片（如上圖）至今仍在網路
上瘋傳，它們也激起了對水
壩計畫的反對，政府最終在
2009年終止該計畫。范維
克說，這證明了「照片能改
變世界。」—PE 

這隻瑪麗河龜攝於澳洲昆士蘭的龍柏動物園。TOP PHOTO: CHRIS VAN WYK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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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類「高防護」實驗室是用來安全地處理致病原。無論是檢測病原體、
診斷疾病或分析微生物的分子結構，科學家都會極為謹慎地使用專業工

具。這間位於匈牙利佩奇大學贊特古特研究中心的實驗室，被評定為高生

物安全等級，代表在這裡處理的微生物若是傳播出去，可能會引發嚴重或

致命的疾病。攝影師是戴著技術人員的防護面罩和帶有呼吸閥的口罩在拍

攝這個工作空間。—TA M A S  V I T R AY,  J R .

1. 微量離心管
可透過這些管子分離微生物和
懸浮液。

2. 20至50微升的移液管

3. 100至1000微升的移液管
在整個實驗或處理過程中，這
些不同尺寸的設備被用來精準
轉移體積一致的材料。

4. 自動多道移液器
搭配微量盤（第10項），自
動多道移液器只需按一次，
就能透過八個管道注入精準
的液體量。

5.  內濾式移液管尖盒
盒內的過濾器是為了防止在轉
移傳染性氣溶膠時汙染移液管
的管柱。

6. 無菌採檢拭子
用它採集檢體，再移轉至裝著
培養液的試管（第9項）中。

7. 試管架
各種尺寸的試管都放置在這個
架子上。

8. 液體培養基
科學家使用它來維持細胞的生
命與生長。

9. 檢體採集管
這些試管被設計來保護檢體的
完整性並消除外洩的風險。

10. 96孔微量盤
這些孔的功能就像用來滴定的
小試管──也就是用來測量檢
體中病毒或抗體的濃度。

攝 影：拉 斯 洛．維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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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   | 特別報導

美國各城市採取了廣泛的防疫措
施──從關閉學校與禁止公眾聚
集，到強制隔離與檢疫──試圖
控制1918年流感大流行。這裡
顯示的每座城市都實施了至少一
項措施。

費城在該城市的死亡率開始攀升後八
天才禁止集會並關閉學校，它也是單
週死亡率最高的城市。

匹茲堡在24週的期間內死亡率最高，不僅是
因為該城市的防疫措施晚了七天，並且它還
是分開而非同時實行這些措施。

舊金山在放寬一開始控制住疫情的社交距
離措施後，經歷了第二波死亡潮。

聖路易有嚴格的社交距離措施且總死亡率低。
這座城市成功推遲了死亡人數的高峰，但在放
寬限制後卻面臨了死亡人數急遽增加。

紐約市早在死亡率攀升的11天前就開始採取隔離
措施。這座大都會的整體死亡率是美國東部沿海
地區最低的。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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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359

410 406

474

414451

494 482

592 574574 554559587

621 610 608631

807

710

734

實施所有社交距離措施
的期間

每週每10萬人口
死亡人數

24週的
每10萬人口
死亡人數

結果證明，實行社交距離措施的時
機和持續時間，是關乎一座城市死
亡率的重要因素。

製 圖 ： 萊 利 ． D ． 尚 泮 、 迪 安 娜 ． 馬 克 斯

SOURCES: HOWARD MARKEL AND J. ALEXANDER NAVARRO,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社交距離措施愈晚實施且持續時間愈短
的城市，死亡人數往往會急速上升，整
體死亡率也較高。

社交距離措施愈早實施且持續時間愈長
的城市，通常能減緩傳染速度，並降低
整體死亡率。

愈晚實施，疫情曲線愈陡峭

愈早實施，疫情曲線愈平緩

1918年流感大流行（又稱為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浩劫一直持續到
1920年，並且被冠上史上最致命大流行的惡名。2020年，隨著世界
上許多地方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而逐漸停擺，專家們轉而從這場百年前
爆發的疫情中尋找線索。當時針對遏止疫情在全美各城市擴散所做的
努力，以及得到的結果──有些令人沮喪，有些則振奮人心──至今
仍帶給我們啟發。

_zinio



IMAG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S JANELIA RESEARCH CAMPUS; GOOGLE; AND WELLCOME TRUST

捕獲新知

解開大腦電路之謎

這團透過上色以呈現對比的
神經束約有600個果蠅的神
經元，它使果蠅能整合感官
所蒐集到的資訊並採取行
動。來自珍利亞農場研究園
區和Google的科學家目前
繪製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果蠅
大腦，當中的2萬5000個神
經細胞之間存在大約2000
萬個神經連結。終極目標
是：繪製整個大腦和關鍵的
神經，進一步研究腦部區域
之間是如何連結的。— T H E -

R E S A  M A C H E M E R

照亮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難解之謎和神奇事物

N A T I O N A L  G E O G R A P H I C

上 下 四 方
此單元包含
在火山的陰影中回到過去

放電的行為

活生生的樹橋

動物園裡的人氣王

用「屁股呼吸」的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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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 (FROM TOP): DANIEL KRONAUER; ROBERT CLARK; ROY TOFT 

在倫蓋火山（Ol Doinyo Lengai ，意為「神之山」）以北14.5
公里處，國家地理學會贊助的研究人員記錄到一項罕見的發現：

人類在1萬9000到1萬年前蹣跚走過淤泥灘所留下的超過400個化
石足跡（上）。當地村民康戈．薩凱在坦尚尼亞納特龍湖沿岸所

發現的因格爾．瑟羅遺址，讓科學家「真正開始在我們智人的祖

先身上看見社會行為模式。」阿帕拉契州立大學的地質學家兼研

究團隊領導者辛迪亞．魯特克斯－皮爾斯說。一組足跡透露了有

17個人往西南方走去，其中14位可能是成年女性，這意味著這是
一個由女性領導的糧食搜尋小隊，是某些現代狩獵採集者所採取

的一種分工形式。為了保護因格爾．瑟羅遺址的足跡不被湖水侵

蝕，研究人員對它們進行3D掃描，並與地方政府合作建造防護圍
欄和工作站。與此同時，薩凱每天日出時就會從他的村莊走到因

格爾．瑟羅遺址，密切關注他所發現的足跡。—M I C H A E L  G R E S H KO

古人類學

在火山的陰影中
回到過去
一位坦尚尼亞的村民，發現了先人足跡這個珍貴的寶藏。

來自 
科學與創新的 
第一線報導

搭行軍蟻便車的甲蟲
當數十萬的行軍蟻軍團行進時，依賴這隻軍隊
的資源與成員維生的共生體也一路相伴。一種
在哥斯大黎加發現的共生體躲在一個明顯的地
方：這種甲蟲會用牠的上顎鉗住螞蟻身體的中
央部位，並騎在牠身上，看起來就像螞蟻有兩
個尾部。—PAT R I C I A  E D M O N D S

螞蟻尾部

甲蟲

動物行為

紅鶴交朋友

科學家最近發現，鳥類
世界中這種帶有標誌性
粉紅色羽毛的成員，會
建立長期、忠誠的友
誼。紅鶴建立關係的
方式有很多種，從每年
一起築巢並養育雛鳥的
繁殖伴侶，到同性朋友
或是一群群三到六隻的
親近夥伴。這種關係可
能會維持數十年，平時
的特徵是牠們會緊靠著
站在一起。紅鶴跟人類
一樣，會和牠們處得來
的夥伴交朋友，避開那
些會發生爭執的同伴。 
—V I R G I N I A  M O R E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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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

魚鰾

絕緣組織
細胞外空間

發電細胞

主發電器官

亨德式發電器官

用於游泳的肌肉

電鰻的發電器官是由數千個稱為發電細
胞的可興奮性細胞所組成。當發電細胞
被激活，細胞膜上的鈉離子通道會打
開。一股往內的離子流會使電鰻的皮膚
極化，並在周圍的水中創造出一個靜電
場。一隻電鰻可以產生的電壓，是所有
發電細胞所產生的小電荷的總和。

伏打電鰻曾被認為是獨居動物，但最近發現牠
們會組成多達100隻的群體，共同生活和狩
獵。牠們的集體狩獵策略與高電壓使牠們能征
服一群活躍的小型獵物。

電流會從電鰻的頭部流到尾部。科學家仍
不確定為什麼電鰻在釋放高電壓時會呈波
浪形。

成群休息
電鰻大部分時間都棲息在湖底。牠們透過部分發
電器官所發出的低電壓來溝通。

發電器官中的石赫氏器官和
尾部的亨德氏器官啟動中。

細胞電路

最強突擊隊

電鰻是所有動物中最強的生物電產生者，
這種罕見的魚類不僅利用牠們的電場溝通
和導航，同時也用來狩獵和防禦。牠們發
出一連串高壓電荷可以持續達三秒，將獵
物癱瘓。
製 圖 、 撰 文 ： 迪 安 娜 ． 馬 克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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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氏電鰻

120伏特

電鰻
伏打電鰻

480伏特
572伏特

860伏特

710萬年前
360萬年前

肝

腸

膽囊

心

最大體長：2.5公尺

主發電器官

亨德式發電器官

石赫氏發電器官

胃

生殖腺
(雌魚)

腎

這三種電鰻全都生活於南美洲熱帶地區。瓦式電鰻在水質
混濁、流速緩慢且富含礦物質的低地水域演化而成。電鰻
和伏打電鰻則適應於水質清澈且礦物質稀少的高地河流。
有些專家相信，電鰻和伏打電鰻是在亞馬遜河轉變成今日
的流向時分化成兩個物種。

所有的發電器官都啟動中。

排泄和繁殖用的開口

呼吸器官
鰻魚藉由每五到十分鐘
游到水面獲取所需氧氣
的80%；其餘的部分由
水提供。

頭和身體的細孔具有可以
偵測靜電場的感受器。

所有重要器官都集
中在頭部後方的這
個小區域內。

說到發電，這裡描繪的伏打電鰻占有絕對優勢。牠們
的電力可達美國家用插座的七倍。

三種發電器官占了身體的80%。

SOURCES: DAVID SANTANA,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DOUGLAS BASTOS, INPA; PHILIP STODDARD,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蓋亞那
蘇利南

法屬圭亞那

巴 西

亞 馬 遜

盆 地

哥倫比亞

厄瓜多

祕魯

電鰻出沒地點

500公里

安
地

斯
山

脈

在黎明和黃昏時移動
電鰻會在光照強度較低時游向水面，一天
兩次。牠們會移動到淺水的狩獵區。

電擊大餐
電鰻會將數千隻小魚趕成球狀，並輪流電擊牠
們。被電暈的魚會飛起來、掉回水中，然後被活
活吞掉。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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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四方  | 動身啟 程

行前數月

如何拍到照片

在進行這項計畫前，亞達夫
從沒造訪過一座活生生的樹
根橋，但他知道諾威特村附
近有這麼一座橋。許多遊客
在這裡拍攝過照片，亞達夫
希望他的影像能與眾不同。
「要把一棵植物拍出魅力很
困難。」他說。為了做好準
備，他諮詢了其他攝影師並
研究了風景畫。他決定在天
黑後拍攝。這很冒險：突如
其來的暴雨會引發暴洪，在
夜間尤其危險。

行前兩星期

行李清單

由於這是亞達夫第四次去這
個地區，他知道該帶什麼。
他將補給品刪減到只剩基本
幾樣，只為自己準備少量的
防水裝備，並優先保持相機
乾燥。

• 遮蓋攝影器材的雨傘
• 燕麥棒
• 閃光燈和一個LED平板燈
• 一盞強力頭燈
• 保護相機的橡膠殼
• 一支三腳架
•  一張用來遮鏡頭的消光黑
鋁箔紙

• 柔光設備

出發

用光「作畫」

亞達夫從他居住的邦加羅爾
出發，飛往古瓦哈提後搭計
程車前往諾威特，再從那裡
徒步30分後到達這座橋。在
停留的三個星期中，亞達夫
實驗在長時間曝光下用光 
「畫出」一部分的橋和周遭
環境。在讓這張影像曝光的
438秒裡，亞達夫在不同位
置間移動以對準他的光源。
隱藏在黑暗中的亞達夫，並
沒有出現在這張照片裡。

在印度東北部，豪雨侵蝕了公共建設。

「我想要它看起來就像是電影

《魔戒》中會出現的那種橋，

然後說『不，它們不是虛構

的，它們真的存在。』」 
—普拉森吉特．亞達夫

印度美加拉雅邦是世界上最潮溼的地方之一，在這裡，村民將活生生的橡膠樹根
編織成堅固的人行橋。在一項記錄這種傳統的任務中，普拉森吉特．亞達夫在一
年內拍攝了大約30座樹根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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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文 : 妮 娜 ． 斯 托 克 利 克  攝 影 : 普 拉 森 吉 特 ． 亞 達 夫

美加拉雅邦
被稱為「雲
居處」。

年
這座橋的估算年齡

毫米
美加拉雅邦的年均降雨量

美加拉雅邦裡大約的村莊數量

數字會說話

印度

美加拉雅邦

因此村民自己蓋了橋──用的是活生生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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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家地理雜誌

上下四方　 |　鏡頭之下

_zinio



2 0 2 0 年 9 月  33

在我們全家 1986年到華盛頓特區旅遊的幾乎每一
張照片裡，我都在驕傲地展示我從史密森尼國家

動物園禮品店買的紀念品──特大號長袖白棉T，
正面有發泡顏料彩繪的跳舞貓熊。當時我九歲，

覺得貓熊很酷。即使盛夏酷暑都無法阻擋我在整

趟旅行中穿著那件長 T。
對於那次旅行我沒什麼印象，只記得在動物

園看到大貓熊玲玲和興興時的興奮──牠們是

遊客最愛的吸睛焦點。隔年玲玲生下雙胞胎，

小貓熊沒有活下來，但我不記得小時候知道這

件事。

將近 30年後，我發現自己身在一群攝影記者
和錄影人員之中，擠在貓熊圍欄裡。貓熊寶寶

貝貝即將首度公開亮相，而我正為《國家地理》

雜誌進行報導。在我拍攝過的對象中，另一個

引發這等狂熱的，是有次到國家地理學會總部

參加活動的安潔莉娜．裘莉。

我承認童年時我對貓熊的喜愛並沒有持續下

去。後來我就住在華盛頓特區。貓熊只是我必

遊清單上的一個項目，而拍攝剛出生的貓熊寶

寶則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不過我也有孩子，而

就像華盛頓地區的多數父母一樣，我時常帶他

們去國家動物園。

我會加入大批居民及遊客的行列，沿著園內

永無止盡的那座山坡推著嬰兒車上行。等我們

到達貓熊區時，孩子難免又熱又渴，有時還會

大哭。我會努力跟我四歲大的女兒指說要看哪

裡，目光越過同樣渴望一窺知名黑白貓熊的人

群。動物園的行程總讓我精疲力盡。雖然我現

居城市裡的這座動物園讓人引以為豪，我卻告

訴孩子，我們可以等到爺爺奶奶來拜訪時再去。

不過在 2015年美香生了貝貝後，貓熊狂熱
橫掃華盛頓。編輯派我去報導貝貝的首次亮相。

身為《國家地理》雜誌的棚內攝影師，華盛頓

特區就像我們的後院，在這裡拍攝題材對我來

說稀鬆平常，但我絕稱不上野生動物攝影師。

有時我會開玩笑說我是像瑞士刀一樣的多功能

攝影師──拍攝主題從人物到器物都有。但貓

熊從未出現在拍攝清單上。

在貝貝的照片發表後，編輯提議問問動物園

能否讓我定期回去記錄貝貝第一年的生活。他

們說可以。

偶爾有人問我，拍攝某些主題時會不會很

興奮。老實說，我經常太專注在拍攝細節，

不是每次都能退一步從題材本身感受到驚

幾乎人人都愛貓熊。 
一位攝影師在拍攝貓熊寶寶一年後， 

想起自己也曾熱愛貓熊。

撰 文、攝 影：瑞 貝 卡．黑 爾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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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我的心思反而都在思考技術問題：我需要哪

些器材？如何在圍欄中打光？貓熊寶寶的動作有

多快？不過，走進一個地方，裡面有我即將首次

拍攝或會面的對象時，總是讓人興奮，如果那是

一個多數人無緣進入的地方更是如此。

因此，在拍攝貝貝的第一天，當動物園員工帶

我沿一條安靜的小路抵達貓熊區的後門時，我有

點興奮。貓熊飼養員在那裡等待。他們自我介紹

後，遞給我鞋套和口罩，帶我穿越一道道閘門，

最後終於看到貝貝。花了一、兩秒反應一隻真實

的貓熊就在我觸手可及之處以後，我展開工作。

很快地我開始定期前往動物園記錄小貓熊的轉

變。我穿著防護用的鞋套和口罩進入還沒開放大

眾參觀的貓熊圍欄，看著貝貝從一個順從的寶

寶，成長為充滿好奇心與活力的少年。如果我太

靠近，牠會向我的裝備撲來，提醒了我牠其實是

隻熊。牠會和飼養員玩，撲過去想要人幫他搔

背，或者從一個房間的牆緣探看飼養員是否在旁

邊的房間裡，玩著自己的捉迷藏。在圍欄內探索

時，貝貝會搖搖晃晃地伸長身體從一塊岩石跨到

另一塊上，就像在上一頁的照片中一樣，一位

女同事的小女兒稱這個動作為貓熊瑜珈。跟拍

牠的作息時，有天我在動物園的廚房待了一個

早上，看著飼養員調製貓熊冰棒，那是一大塊

冰凍的綜合水果，看起來好吃到我的孩子也會

認可。

我的孩子從沒像我在做貝貝專題時對我的工

作這麼感興趣，一直哀求要一起來。我不經意

地和朋友與鄰居提到這個計畫時，他們的臉都

亮起來了，是我從沒看過的樣子。「你需要助

手嗎？」他們會非常認真地問，渴望把他們的

律師、老師和父母職務暫時放下一天。原來，

大家都愛貓熊。我自己也開始萌生喜愛。

貝貝幾個月大的時候，動物園舉辦了正式的

開幕日讓大眾來看他。那天早上我很早就到了，

路過了正在測試燈光的本地電視臺工作人員；

路過了已經在圍欄入口排隊的隊伍；路過了戴

著貓熊帽子、來自聖路易的一對姊妹，排在她

們後面的三個女孩手勾著手跳起踢腿舞，唱著

獻給貝貝的歌。我和一位從 1982年開始每年都
到動物園報到看貓熊的女士聊天，她耳朵上的

貓熊耳環熱烈地搖動著。對，我告訴她，我住在

這裡。不，我不是來觀光或造訪，我是華盛頓居

民。沒錯，在自家城市後院就有動物園真是太棒

了。九歲時的我肯定也會覺得這很酷。j

「你需要助手嗎？」 
他們會非常認真地問， 
渴望把他們的律師、 
老師和父母職務 
暫時放下一天。

瑞貝卡．黑爾是《國家地理》雜誌專職攝影師。

貝貝從門口窺看華盛頓特區國家動物園大貓熊助理研究員羅莉．湯普森。_zinio



上下四方

創新者

她幫助原住民 
保護他們 
土地的神奇之美
1977年，當玻利維亞的保育生物
學家艾莉卡．奎雅．索多第一次看

到太陽在大查科地區升起時，她就

知道她所在的地方很特別。「大查

科地區很神奇，」她說：「我起床

走出帳篷時，外面到處都是足跡。」

大查科地區是橫跨玻利維亞、巴拉

圭、阿根廷和巴西邊界的低地森

林，野生動物遍布。這片人煙稀少

的半乾燥區域長久以來都是美洲

豹、犰狳、大食蟻獸和原駝（駱馬

的土色近親）的藏身處。然而在過

去數十年來，為了開闢農田、牧場、

天然氣井而摧毀了大片林地，使

得原生物種在牠們的立足點上掙扎 
求生。

為了保育大查科地區，奎雅招募

了原住民成為「類生物學家」。 奎
雅說，他們就像醫務輔助人員，不

過救助的是生態系。奎雅的訓練計

畫，幫助大查科地區的居民發展作

為專業保育生物學家所需的技能。

「對我來說，沒有其他可以達到長

期保育的方法。」她說。這些類生

物學家在維持生計的同時，也透過

控管野火與策略燒除、監測生物多

樣性、創造原駝保護區，以及傳授

他們所知來讓社區受益。

「我們正失去那些與大自然真正

連結的人的知識，」奎雅說：「你沒

辦法從大學裡獲得這些知識。」j

撰 文：安 妮．羅 斯  攝 影：馬 克．希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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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地理雜誌

伍茲在海地住過幾年，那裡有許多人沒有看過或

使用過電視或網路，但廣播無所不在。在萊凱市，

伍茲花了數月時間拍攝廣播節目主持人。最受歡迎

的主持人之一是梅拉妮絲．蓋布魯斯修女，她每天

在 FM 95.5羅馬天主教教區頻道播送一檔給予生
活忠告的節目。伍茲說一開始她很害羞，但當「我

告訴她，她的許多忠實聽眾會非常高興看到她的樣

子」時，她便擺好姿勢拍下這張 2013年的照片。

人物
保羅．伍茲是住在義大利的荷蘭
裔加拿大紀實攝影師

地點
位於海地西南方的萊凱市

器材
哈蘇中片幅底片相機搭配50mm
鏡頭

來自我們攝影師的作品

此頁刊出了國家地理Instagram帳號上的影像。我們是Instagram上最受歡迎的品牌之一，歡迎追蹤我
們：instagram.com/natgeo.media。

INSTAGRAM PAOLO W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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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攝影：何經泰

2 0 2 0年 9月
機器人就在你身邊 ............... P. 38

百年不斷的人神之約 ............ P. 72

不再凍人的未來 ................... P. 88

牠一點都不傻 ..................... P. 110

在排灣族的祭祀中  
經常使用小米和豬骨  
作為主要祭物。  
五年祭傳統  
已在土坂部落  
傳承百年之久，  
歷代頭目的堅持、  
祭儀文化  
與巫師制度的完整  
都是主要因素。

_zinio



隨著機器接手愈來愈多原本 

由人類完成的工作，機器人革命已經不遠。 

這場革命將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撰文：大衛．貝瑞比  D A V I D  B E R R E B Y

攝影：史賓賽．羅威爾  S P E N C E R  L O W E L L

機器人—就在—你—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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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工業大學的機器人學與
生物學實驗室裡，一條機器
人手臂用它的氣動式手指穩
穩而輕巧地拈著一朵花。近
年的進展讓機器人的能力比
以往更接近人類。

39_zinio



有些機器人學家打造出的機器人會細緻地模仿人類，例如「和諧」（右）就是具有表達力、會說話的一
顆頭，身體則是由鋼鐵和矽氧樹脂製成的性愛娃娃，由美國加州聖馬可斯的深淵創造公司所生產。有些
人則認為像Curi這樣的機器人（左）讓人比較自在，它來自喬治亞理工學院的社會智能機械實驗室。_zinio



他們說如果機器人太像人類，人類的接受度會因為「恐怖谷」效應而大幅降低。這個詞由森政弘發明，
指的是當機器人不像一個高效能機器，反而更像似人非人（或屍體）的模樣時，我們所產生的不安感。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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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讓機器人能夠處理
人類在工作中會碰到的持
續改變與不規則形體。RT
公司開發的協作機器人
Foodly靠著先進的視覺
技術、演算法，加上能抓
握物品的機器手，將雞肉
放到便當盒裡。

_zinio



今年1月某個多風明亮的日子，我在科羅拉多州和堪薩斯州邊界附

近的短草草原上見到一個機器人，當時和我在一起的是諾亞．瑞迪－

坎波。往南看去，風力發電機一路延伸到地平線。在我面前的一個大

洞，則即將成為另一座風力發電機的地基。

一臺336液壓挖土機正在挖掘這個直徑19公尺的大洞，洞壁的斜度

是34度，深約3公尺的洞穴底部則幾乎是水平的。挖土機把挖出來的

土堆在不會擋到它的地方。這臺37公噸重的機器每次降下挖土臂、挖

土、舉起機器手臂、迴轉、放土，都需要紮實的控制和精準判斷。在

北美洲，老練的挖土機司機一年最多可以賺10萬美元。

不過這臺挖土機的駕駛座是空的。真正的操縱者在駕駛室的屋頂

上。它沒有手，三條彎彎曲曲的黑色電纜線直接連接到挖土機的控制

系統。它也沒有眼睛或耳朵，而是靠著雷射、GPS、攝影機，以及類

似陀螺儀的感應器，估算物體在空間中的方位以監控機器運作。瑞

有些工人使用穿戴式機器人。結合感應器、電腦和馬達的外骨骼，能幫助人類進行耗
力的工作。薩爾科斯機器人公司的工程師弗萊徹．賈里森示範，帶勾子的機器手臂可
舉起高達90公斤的重量，或許能幫上機場的行李搬運工。

如果你和 
大多數人一樣， 
或許你 
從未見過機器人。
但是你即將見到。

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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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類一起工作的機器人
必備的技巧是能抓握與操
控物體。人類的手比任何
機器手都要敏感而靈巧，
不過機器人也在持續進
步。在柏林工業大學，這
個機器人以充入了壓縮空
氣以模擬人手輕柔觸感的
手指拿起蘋果。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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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氣壓
以彎曲手指

接觸表面

施力

柔軟、矽氧
樹脂製的
氣動致動器

橡膠和纖維

目標物體

氣囊

手掌的
伸縮囊

手指的
伸縮囊

拇指的
伸縮囊 柔軟手部的

接觸點
堅硬手部的
接觸點

空氣流入

空氣

氣
囊

橡膠

好幫手
革命性的第三代RBO Hand是由彈性材
料製成的柔軟機械手，它的設計師正努力

讓機械手具備與人手相似的觸覺。機械

手上有感應器，能夠經由電阻計算出形

變，並且應用內嵌的聲學裝置追蹤手指接

觸物體（或人類）的位置和施力大小。

從爪子
到觸手
人類的手並不適合進行所有手動工作。
許多機器手是為了完成特殊且通常是重
複性的工作而設計──有些機械手的設
計從動物世界汲取靈感。

1 .偵測 2 .抓握
攝影機感應到目標物體後將資料傳
輸到安裝在機器人「腦部」（一臺
桌上型電腦）的軟體，腦部再對機
械手下達指令。

透過壓縮機把空氣壓入後能啟動手
指，讓手指隨需求彎曲或伸直，並
且控制擠壓程度。手指會包住並抓
牢物體。

機器人辨識目標物
體的位置、方向與
體積。

吸力抓手
這種抓手會在柔軟狀態時包
裹物體，接著利用真空造成
吸力以抓取物體。

觸手握爪 
模仿章魚的觸手透過一排
排小吸盤裹住物體。

徑向排列的纖維能讓手
指在充氣時保持形狀。

_zinio



液態金屬
感應器

聲感測器
(麥克風)

可相對拇指

將拇指置於中央

放開

接觸

可控制

3 .操控

4 .互動

可彎曲的垂片
柔軟可彎曲又極輕的垂
片利用靜電力拾起脆弱
的物體。

類人形手
這種機器手具備極端敏銳的
觸覺感應器，活動方式很像
人手。

高速爪子
這個機器手能夠在500分之
1秒內抓住一個物體，為全
地球最快。

生物模擬手
這種機械手以人造的關
節囊、橡膠韌帶與肌腱
模仿人手。

柔軟具順應性的手和可相對拇指，讓機器人
能移動物體的位置以完成不同任務，例如更
牢地抓握物體或將物體傳遞出去。

感應器由充滿液態金屬
的矽氧樹脂管組成，會
改變電阻以傳達手指位
置的信號給電腦。

如同人類一樣的可相對拇
指，能夠朝不同方向施力
以實現靈活的操作。

手指氣囊中的麥克風能夠讓機
器人「聽到」手指與周遭環境
接觸的狀況。

比起堅硬的金屬機器人，柔軟的機器人可
以更安全地和人類一起工作。柔軟的材料
能減少可能傷害人類的任何衝擊或力道。

MONICA SERRANO, NGM STAFF; KELSEY NOWAKOWSKI. ART: INTERVOKE. SOURCES: OLIVER BROCK AND STEFFEN PUHLMANN, ROBOTICS 
AND BIOLOGY LABORATORY,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JACEK SZKOPEK, GDAŃSK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_zinio



50 國家地理雜誌

迪－坎波是舊金山人造機器人（Built Robo- 

tics）公司的共同創辦人，他爬上挖土機，掀

開駕駛室頂上一個行李箱的蓋子，裡面是該

公司的產品――一具90公斤的裝置，能完成

之前只有人類才能完成的工作。

「這裡就是人工智慧運作的地

方。」他指著機器說；那是由一堆

電路板、電線和金屬盒子組成的儀

器，包括讓它知道身在何處的感應

器、讓它能看見的攝影機、讓它將

指令傳達給挖土機的控制器、讓人

類能夠監控它的通訊設備，以及一

具處理器，裡面的人工智慧負責做

出人類駕駛員會做的決定。「這些

控制訊號會傳送到駕駛室裡通常以

搖桿和踏板控制的電腦。」

如今有數百萬臺工業機器人在生

產線上進行上螺栓、焊接、噴漆等

重複性工作。為了保護僅存的人類

工人安全，通常會有柵欄將機器人

隔開。

瑞迪－坎波的機器不是這樣，而

是一種新型態的機器人，雖然一點

都不像人類，但是聰明、技術熟練，而且移

動自如。這些裝置是為了和從未見過機器人

的人類一起「生活」與工作所設計，本來很

罕見，但如今正持續移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在2020年的現在，沃爾瑪超市已經在利用

機器人盤點庫存和掃地。在倉庫中，機器人

能夠把貨物上架，也能取出要郵寄出去的貨

物。機器人幫助自閉兒童學習社交，幫助中

風患者重新運用肢體。機器人會巡邏邊境，

以色列使用的無人飛機「哈洛普」能夠攻擊

認定為敵方的目標。

這些都還是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之前的事

了。突然之間，雖然民調顯示世上多數人並

不喜歡由機器人取代人類，但是這成了醫療

上明智的做法，甚至是必要的。

如今機器人會在英格蘭村莊米爾頓凱恩斯

遞送食物；在達拉斯的醫院中搬運裝備；在

中國和歐洲為病人的房間消毒。在新加坡，

機器人會在公園中巡邏，提醒行人保持社交

距離。

疾病大流行讓更多人了解到「自動化將會

成為工作的一部分，」瑞迪－坎波5月時告訴

我：「以前驅動自動化的因素是效率和產

能，但現在又多了一層對健康與安全的考

量。」

即使在新冠病毒的危機推波助瀾以前，技

術趨勢就已經在加速創造機器人。機械零件

變得更輕、更便宜、更堅固。電子組件變得

更小且計算能力更強。各種突破讓工程師能

夠把強大的數據運算工具放到機器人的身體

中。更好的數位通訊技術讓工程師能夠把機

器人的「腦」放在其他地方的電腦中。

不遠未來的工作環境「會是人類與機器人

共同合作以將工作效率提升到最高的生態

系。」阿提．海因拉說；他是「星艦科技」

機器人 
會清點庫存，
打掃大型商店，巡邏邊境， 

進行宗教儀式，

還能夠 
幫助 
自閉症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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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創辦人兼技術長，該公司的六輪自動駕

駛送貨機器人現在正在米爾頓凱恩斯以及歐

洲與美國的其他城市到處移動。

「我們已經習慣擁有能帶著走的機器智慧

了。」卡內基美隆大學人工智慧機器人學家

曼維拉．維羅索說，一邊拿起自己的智慧型

手機。「現在我們必須開始習慣擁有身體而

且不用我們就能四處移動的機器智慧。」

在她辦公室外面，她的團隊研發出來的協

作型機器人（cobot）在大廳中移動，引導來

客和遞送文件。它們看起來像放在附輪展示

架上的iPad。不過它們能夠自行移動，有必

要時甚至會搭電梯（這時它會在螢幕上禮貌

地請附近的人類幫忙按電梯按鈕）。

「這些機器，這些人工生物，將成為我們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是必然的事實。」維

羅索說。

「大家得理解，這不是科幻故事中的情

節，這不是20年後才會發生的事情，」維羅

索說：「而是現在已經開始發生了。」

達爾．裴瑞茲喜歡他的新工作夥伴。

今年34歲的他在加州薩立納斯的

泰勒農場工作。之前有七年時間他都

用一把長18公分的刀子收割萵苣。他一次又

一次彎下腰，每次割下一顆蘿蔓或是結球萵

苣，切掉有瑕疵的葉子，再拋到桶子裡。

不過自2016年起，收割萵苣的工作就交給

一臺機器人了。這臺長約8.5公尺的採收機器

人看起來就像曳引機，伴著水霧在成排的蔬

菜中穩穩移動，因為每當它的感應器偵測到

萵苣，便會用高壓水刀把它切下。切下來的

萵苣落在一條傾斜的輸送帶上，往上傳到採

收機的平臺上，由大約20名工人把萵苣分揀

到桶子中。

2019年6月某日清早，我在裴瑞茲休息時

和他見面。他正在一片9公頃的蘿蔓田裡工

作，產出的蘿蔓要供給泰勒農場的速食店和

生鮮超市客人。幾百公尺外，另一群萵苣採

收工人則在用沒有機器人時的老方法採收。

裴瑞茲說：「我這樣比較好，因為用刀切

萵苣比用這臺機器切累多了。」他待在機器

上，負責輪換輸送帶上的桶子。「有些人喜

歡保持原樣。有些人覺得站在機器上很無

聊，因為他們已經習慣在田裡持續移動。」

泰勒農場是加州最早投入農業機器人的大

型農業公司之一。「我們正在經歷……農業

的世代變化。」加州泰勒農場公司總裁馬

克．波爾曼說。老的工人離開後，年輕人不

願意從事這類辛勞工作。世界各國對跨國移

民的限制又因新冠病毒造成的恐懼而加劇，

對人手欠缺的情況無異雪上加霜。世界各地

的農業正逐步轉由機器人進行，波爾曼說：

「我們的生意在成長，勞動力卻在縮減，因

此機器人對我們雙方來說都代表新契機。」

去年我從農業、建築業、製造業和醫療照

護業者口中經常聽到類似的話：我們把工作

交給機器人，是因為找不到人來做。

在科羅拉多州的那座風力發電廠，我和摩

頓森公司的主管談話。這家公司的總部位於

明尼亞波利斯，自2018年起就租用人造機器

人公司的機器人。他們告訴我，風電產業的

技術工人嚴重短缺。這個風力發電廠有21座

地基是人造機器人公司的機器人挖的。

「作業員會說『看喔，工作殺手來了』之

類的話，」摩頓森公司的精實創新經理德瑞

克．史密斯說：「但是他們後來看到機器人

分擔了許多重複性工作，而自己依然有很多

事情可做時，態度很快就轉變了。」

挖土機器人挖好我們眼前的這個地基之

後，再由人類操作員駕駛推土機來整地建坡

道。「這個廠址有229座地基，規格基本上都

相同。」史密斯說：「我們想拿掉重複性高

的工作，這樣我們的操作員就能專注在更需

要技巧的地方。」

機器人製造商和使用者告訴我，疫情造成_zinio



設計師根據機器人的任務打造機器人⸺�但也會考慮到和機器人一起工作的人類需求。高182公分、重
101公斤的HRP-5P機器人（左）由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開發，具有手臂、雙腿和頭部，負責在建_zinio



築工地和造船廠這類場所搬運重物。相反地，保全機器人SQ-2（右）沒有四肢，行動安靜而外型低
調，高約130公分、重65公斤，裝配了360度攝影機、雷射測繪系統和一臺電腦，能夠自行巡邏。_zinio



在日本加須市的光榮公司
工廠，川田工業生產的機
器人「英鎊」正協助組裝
零錢兌換機。每個機器人
都隸屬於一個共同組裝產
品的人－機團隊。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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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夥伴有許多樣貌。在荷蘭愛因荷芬的流體儀器公司（Fluidics Instruments），一名員工和七
具機器手臂共同組裝燃油與燃氣器（左）。這些協作機器人和傳統的工廠機器人一樣，動作精準又高效
率，一個小時便可完成1000個噴嘴。但它們和舊機器人不同之處，在於能夠很快改變作業規格或是從_zinio



事新工作。在美國達拉斯的醫學城心臟醫院，護理師和機器人Moxi一起工作（右），它能夠學習並執
行會使護理師必須離開病人身邊的工作，例如拿取醫療用品、遞送檢體樣本、運走髒的床單枕頭套等。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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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業潮不會改變這樣的前景。「就算失業

率很高，你也無法在彈指間就補上需要高度

專門技術的職缺，因為我們缺乏受過這種訓

練的人。」薩爾科斯機器人公司（Sarcos Ro-

botics）的董事長兼執行長班恩．沃爾夫說。

這家位於猶他州的公司生產穿戴式機器

人，也稱為「外骨骼」，讓工人的動作多了

機器的力量和精確度。新冠病毒疫情重挫航

空業時，達美航空才正開始測試給飛機技師

使用的薩爾科斯裝置。

今年春天我連絡上沃爾夫時，他樂觀地

說：「現在有短期衰退，但我們預期長期來

說生意會增加。」

沃爾夫告訴我，自疫情爆發以來，薩爾科

斯收到的各方詢問變多了，有些來自出乎他

意料的企業，比如一家大型電子公司、一間

藥廠，還有一家肉品公司。電子公司和藥廠

希望以更少人力搬運重裝備。肉品公司想把

密集的工人分散開來。

在如今害怕與人接觸的世界中，照顧兒童

或長者的人手並不好找。南加州大學的電腦

科學家兼機器人學家瑪雅．馬塔瑞克開發了

「社交機器人」，這種機器人提供的不是勞

動而是社會支持。舉例來說，她實驗室的一

項計畫是讓機器人教練帶領長者完成一套運

動，然後鼓勵這些人類走到戶外散步。

「機器人會說：『我沒辦法到外面去，你

可以出門散個步告訴我外面的狀況嗎？』」

馬塔瑞克告訴我。機器人不過是一個白色的

塑膠頭、軀幹與手臂，裝在有輪子的金屬架

子上，但它的感應器和軟體能讓它做到一些

人類教練會做的事，例如在運動時說：「左

前臂再朝裡面彎一點。」或是運動完之後說

「很好！」

我問馬塔瑞克，會不會有人覺得讓機器人

照顧爺爺的想法很詭異。

「我們沒有要取代照護者，」她說：「只

是在填補空缺。已成年的孩子無法一直待在

年邁的雙親身邊。而在這個國家，照顧其他

人的工作薪資過低，而且不被重視。在這種

狀況改善之前，我們只得使用機器人。」

參觀馬塔瑞克的實驗室過了幾天之

後，在南方30公里處，數百名港口工

人參與了反對機器人的遊行。那裡是

洛杉磯的聖佩德羅區，貨櫃起重機高高聳立

在倉庫、船塢之上。這個社區關係緊密，居

民代代都在港區當工人。如今這一代工人不

歡迎在港口最大貨櫃中心設置貨物裝卸機器

人的計畫，即使這種機器如今在世界各地的

港口已很常見。

碼頭工人並不指望世界停止改變，洛杉磯

市議會的聖佩德羅區代表喬．布斯卡因諾

說。聖佩德羅不是沒經歷過經濟巨變，漁

業、罐頭製造業和造船業都在興盛後走向沒

落。布斯卡因諾告訴我，機器人的問題在於

雇主把它們引入工人生活的速度太快。

他說：「多年前我老爸看到漁業即將沒

落，所以找了麵包店的工作。他得以轉換跑

道，但自動化會讓工作一夜之間就沒了。」

經濟學家對於機器人對未來工作的影響會

多大或多快，看法差異甚大。但是許多專家

同意：有些工人將比較難以適應機器人。

「證據相當明顯，在採用了機器人的產業

中，藍領階級的製造工作和組裝工作大幅減

少，」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德隆．

阿西莫格魯說：「這不是說未來科技不能創

造新工作。但如果你說我們將全面採用自動

化技術，同時還能創造許多新工作，那就是

刻意誤導與錯誤幻想。」

儘管投資者、研究人員和新創企業家樂觀

洋溢，包括布斯卡因諾在內的許多人卻對充

滿機器人的未來感到憂心。他們擔心機器人

接手的不只會是繁重乏味的工作內容，而是

整份工作，或至少是一份工作具挑戰性、受

人尊敬――而且報酬高的部分。（後面這個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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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已經普遍到經濟學家為此發明了一個新

詞：「去技能化」。）

貝絲．古特力亞斯是都市計畫專家兼經濟

學家，研究倉儲產業，她告訴我有次她拜訪

了一家引入機器人的倉庫。機器人能夠快速

把貨物運來給人類包裝，讓工人省去很多來

回走動。但是機器人也讓工人覺得受到催

趕，不再有機會彼此交談。

雇主應該考慮到員工的這種壓力「是不健

康而且真實存在的，會影響勞工福祉。」唐

恩．卡斯提歐表示；她是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流行病學家，主

管職業機器人相關研究。

在聖佩德羅，布斯卡因諾於市議會表決中

成功擋下自動化計畫後，國際碼頭與倉儲工

會與經營貨櫃中心的丹麥快桅集團談判，達

成工會當地支部負責人稱為「苦樂參半」的

協議。碼頭工人同意停止反對機器人的抗

爭，以換取讓450名機械工人「技能升級」：

受訓維修機器人。另外450名工人會「再技能

化」：受訓從事技術相關的新工作。

布斯卡因諾表示，這些再訓練的成效如何

――特別是對中年工人而言――還有待觀察。

他有一個朋友是技工，由於擁有維修經驗而

有優勢，能再添一項維修機器人的

技能。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小舅

子多明尼克現在是碼頭工人，他對

如何維修機器人毫無頭緒。而他已

經56歲了。」

器人（Robot）一詞在今

年正好滿百歲。這個詞首見

於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

的劇本，這齣戲也為接下來100年關

於機器的夢想與夢魘定了調。那齣

劇《羅梭的萬能工人》中的機器

人，外貌和舉止都像人類，能完成

人類的所有工作，並且在故事落幕

前消滅了人類。

從此之後，從《魔鬼終結者》、

日本的《原子小金剛》，到《星際

大戰》想像出的類人形機器人，都

對機器人製造者產生了深遠的影

響，也形塑了大眾對於機器人本質與功能的

預想。

後藤典生是日本佛教禪宗臨濟宗的僧侶，

我和他在京都高臺寺一個房間中見面，該寺

於17世紀建成，他是該寺的住持，多年來一

直有機器人夢。自從在幾十年前讀到人工智

慧的報導後，他便想用矽氧樹脂、塑膠和金

屬複製佛陀。他說有了仿生版的聖賢後，佛

教徒就能「直接聽到他們的教誨」。

然而和大阪大學的機器人學家合作後，他

了解到「就現存的人工智慧科技而言，不可

能產生人類智能，遑論那些獲得證悟的人

物。」但是他和許多機器人學家一樣，沒有

放棄，而是接受現有科技能做到的地步。

「這不是 
科幻故事中 
的情節，
也不是20年後 

才會生的事情。

而是已經
開始發生的事。」

   —卡內基美隆大學人工智慧機器人學家維羅索

_zinio



在華盛頓州格蘭維的一處果
園 中 ， 豐 盛 機 器 人 公 司
（Abundant Robotics）
開發的採收機器人正在利用
吸力摘取蘋果。隨著機器人
的能力增強，如今它們能做
到過去只有人類靈巧精準的
雙手才能完成的農務。這對
於人手日益短缺的農場來說
是個福音。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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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普德羅延的瓦爾奇茲苗圃園中，ISO集團（ISO Group）製造的三臺機器人每小時種下1萬8000
株剛長出來的花苗，僅由一名人類工人監督（左）。在荷蘭卡特沃德的亨利威利農場（右），一頭母牛
走入Lely Astronaut A4機器人中。母牛走進來時，機器人會掃描牠的項圈，如果牠確實到了需要擠_zinio



奶的時候，機器就會給牠一些飼料（如果不需要就會讓母牛直接通過，也不會給牠飼料）。這臺機器能
夠自動擠奶。農場工人經由觸控板監看產量並對機器人下達指令。_zinio



遠端操作
自動化
人工智慧

機器人的自主性

1960 1970

1950

愈來 
愈聰明
20世紀中葉最早期的
一些機器人，有的是

主要需由人類在一旁

控制的裝置，不然就

是只能執行有限工作

的簡單工具。

核能工業是機器人發展的重要
推手。遠端操作的機械手臂用
來處理危險的核材料。

瓦爾多
人類控制的機器手
臂，能夠處理核材料

火蜂
至今仍是使用最廣泛
的軍用無人靶機

年代標誌的是商業化或大量使
用的時間。圖形未按比例繪製。

Unimate
第一架工業
機器人

Lightning Bug

搭載成像感測器，在
越戰中用於監視

Shakey
第一臺能夠偵測到物
體並且繞開的人工智
慧機器人

太空競賽促成人工智慧興起。
美國航太總署（NASA）利用
移動式機器人（探測車）在其
他行星上探索並收集資料。

 核能用途  行動用途

它佇立於寺中一間白色牆壁的房內一端：

那是一尊由金屬和矽氧樹脂化身而成，在佛

教中代表慈悲的觀音菩薩。數個世紀以來，

寺廟或神社常以雕像吸引信徒，讓他們專注

於佛陀的教誨。後藤說：「如今，第一次有

了會動的雕像。」

這尊機器人名為Mindar，可以用不太像人

類的有力女性聲音，發出事先錄好的講經內

容，同時輕緩移動雙臂，頭部也能左右轉動

掃視觀眾。Mindar沒有配備人工智慧。後藤

希望這點會隨時間改變，讓這尊活動雕像能

夠和人對話，回答宗教問題。

太平洋另一端，我在聖地牙哥一棟房屋中

和一名男子碰面，他想提供與機器人的另一

種親密接觸。藝術家邁特．麥克馬倫是深淵

創造公司（Abyss Creations）執行長，這間

公司生產真人大小的擬真性愛娃娃。麥克馬

倫領導一群由程式設計師、機器人專家、特

效專家、工程師和藝術家組成的團隊，共同

打造對身心靈都具有吸引力的機器人伴侶。

這間公司生產RealDoll（「真娃娃」）已

有十多年了。具有矽氧樹脂皮膚和鋼鐵骨架

的RealDoll要價約4000美元。不過，最近如

果再加8000美元，顧客還會多收到一個機器

人頭部，裡面有電子設備，能夠做出臉部表

情、發出聲音，還有可用智慧型手機app編程

的人工智慧。

這個娃娃的人工智慧就如同Siri或Alexa，

透過使用者的指令和問題逐漸熟悉使用者。

目前，這個機器人在脖子以下的地方仍只是

娃娃，要使用者操作才會移動手臂和腿部。

「我們現在沒有類似人類心智的人工智

慧，」麥克馬倫坦言：「但我想將來會有

的。我覺得這是必然的。」

們已經開始和長得不像人類的機器產

生情感連結了。

軍事單位會為在任務中被炸毀的除

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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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or（掠奪者）
具即時影片直播功能的遙控
飛行器，在伊拉克戰爭期間
武器化

Quadcopters 

價格低廉的無人機，可供
消費者、公共安全與工業
用途使用

Roomba
這臺吸塵器是最早
商業化的人工智慧
機器人

亞馬遜機器人公司
這間公司開始大量製造
在倉庫中工作的機器人

火星探測車
旅居者號是最早的火星
探測車，在1997年9月
登上火星

SCARA
應用於商業生產
線的高速機器
手臂

工業工程師讓生產線自動化，
用設定好的機器人快速進行重
複性工作，促進大量生產。

無人機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作為練習用的活動標靶使
用。現在的無人機用於軍事、
商業和娛樂用途。

 工業用途  無人機

爆機器人舉行葬禮，醫院的護士會跟機器人

同事開玩笑。當機器人愈來愈栩栩如生，人

類可能也會對它們投射更多喜愛與信賴――

或許太多了。在幻想出來的機器人影響下，

人類會以為今天真實存在的機器人，能力遠

比其實際所具備的強大。

機器人能在經過編程或訓練後，將定義明

確的工作――例如挖地基、收割萵苣――完

成得比人類好，或至少是品質更一致。但沒

有機器人擁有等同人類的心智能力，能完成

許多不同工作，特別是預期外的工作。也還

沒有一個機器人具備常識。

今天的機器人也比不上人類的雙手，奇

可．馬克斯說；他是速霸陸汽車公司在印第

安納州拉法葉一座自動工廠的製造工程經

理。這間工廠和其他的汽車工廠一樣，在幾

十年前便採用了標準的工業機器人。如今這

間工廠逐漸增加新型的工業機器人，例如能

夠把零件送到工廠各區的自動導航搬運車。

馬克斯讓我看了一束電線，這束電線將會裝

入一輛組裝中的汽車後門附近一段彎曲的車

體裡。

「在汽車裡安裝線束並不適合自動化，」

馬克斯說：「需要人腦和觸覺回饋才能知道

電線的位置正確並連接好了。」

機器人的雙腿也沒有比較好。1996年，維

羅索加入一項挑戰，要在2050年以前打造出

足球踢得比人類好的機器人。她與一群研究

者在那年發起機器人世界盃以促進這個領域

的進展。現在這項比賽已經成為深受各大洲

工程師喜愛的傳統，但沒有人認為在踢足球

方面機器人能很快超過人類。

「人類的身體就如同機器一樣複雜到不

行，」她說：「我們很擅長應付重力，處理

走路時不同的作用力，在身體被推動前行時

保持平衡。雙足機器人還要許多年才能像人

類一樣走路。」

機器人不會是人造人。我們需要適應機器

_zinio



機器人ANYmal能夠爬樓
梯、靈巧地跨過地上雜
物，或在狹窄的空間爬
行。照片中，ANYmal在
它的製造商ANYbotics
位於瑞士蘇黎士的辦公室
附 近 街 道 漫 步 。 像
ANYmal這樣不使用輪子
而是用腳移動的裝置，幾
乎能到所有人類能到的地
方⸺�還有人類不能去的
地方，例如受到放射性或
化學廢棄物汙染的地區。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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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ar是佛教中代表慈
悲的觀音菩薩的機器化
身，與它面對面的後藤典
生是日本京都高臺寺的僧
侶。大阪大學機器人學家
石黑浩帶領團隊打造了這
個能夠朗讀佛陀教誨的機
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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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多數製造者也正努力研發顧及人類觀

感的機器人。

機器人上線工作後，改變的不只是人類。

波爾曼告訴我，泰勒農場正在研發燈泡狀的

萵苣。這種萵苣底下的莖比較長，這種形狀

只為了方便機器人採收。

巴薩諾瓦機器人公司（B o s s a 

Nova Robotics）生產的一種機器人

見於北美數千家商店中，能在貨架

間移動並掃描追蹤庫存量。該公司

工程師針對機器人的外表應該要多

友善親切而進行討論，最後做出的

機器人像一臺移動式冷氣機，上面

裝了一根2公尺高的潛望鏡，沒有臉

也沒有眼睛。

「那就是個工具。」薩旬．史卡

夫解釋；他是巴薩諾瓦機器人公司

的共同創辦人兼技術長。他和其他

工程師希望顧客和工作人員對這臺

機器的喜歡程度剛好就好。如果長

得太工業風或奇特，客人會避開。

如果太友善，大家就會和機器人說

話玩耍，妨礙它工作。史卡夫告訴

我，長久下來機器人和人類會建立

起「一套共同的人類－機器人互動守則，」

但目前機器人製造商和一般人都只是在緩慢

摸索前進。

光榮公司（Glory）專門製造貨幣處理機，

造訪他們在東京市郊的工廠時，我在一個工

作檯邊停下，一共九個成員的團隊正在組裝

硬幣兌換機。

其中四臺白得發亮的雙臂機器人，每個都

以不同的貨幣命名。我看著團隊迅速把零件

加裝到硬幣兌換機上，名為「美元」的機器

人幾度需要幫忙，這時旁邊的人會馬上離開

生產線上自己的位置，過來解決問題。

美元的「手腕」上有攝影機，但它也有一

顆頭，眼睛是兩個攝影機。「概念上它是人

形機器人，」工廠經理小林俊文解釋：「所

以它有顆頭。」

這種小小的調整並沒有馬上讓真正的人類

信服，赤坂翔太說；這位32歲笑臉常開的大

男孩是該團隊的領班。「我先前真的沒把握

它是否能勝任人類的工作，不確定它是否會

上螺絲，」他說：「看到螺絲好好地拴進去

時，我了解到新時代來臨了。」

東京東北部的一間會議室中，我體驗

到和機器人共事最密切的方式：把它

們穿在身上。

這具外骨骼由日本公司賽博達因（Cyber-

dyne）製造，穿上時兩根相連有弧度的白色

管子橫過我的下背，腰部有腰帶，兩條帶子

綁在大腿上，感覺像是繫上了降落傘或扣入

遊樂設施中。我彎腰拿起一個容器，裡面裝

著重18公斤的水，這應該會讓我閃到腰的。

但是管子中的電腦藉由位置的改變推算出我

機器人能夠 
完成定義明確 
的工作，
但是沒有一個機器人 

能掌握人類的多工能力

或是 
具備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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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東西，這時馬達就啟動來幫忙了。（更

進階的使用者會戴著電極，讓機器偵測大腦

下達給肌肉的訊號。）

這臺機器是專門設計來幫助背部肌肉的；

當我蹲下以腿部用力時（想當然是這樣），

這臺機器就沒幫上什麼忙。儘管如此，當它

發揮功能時就好像變魔術一樣――我先是感

覺到重量，然後就沒感覺了。

賽博達因公司看好醫療復健領域的龐大商

機。他們也生產下肢外骨骼，幫助人重獲雙

腿功能。以該公司的許多產品而言，「另一

個市場會是針對工人，讓他們可以工作得更

久，而且沒有受傷風險。」該公司的發言人

片見雄大表示。

另一間生產外骨格的薩爾科斯機器人公司

也有類似想法。執行長沃爾夫說，他研發這

些機器的目標之一是「讓人類的生產力增

加，以便跟得上機器實現自動化的腳步。」

我們適應機器的程度，會比機器需要適應

我們的程度更多嗎？我們有可能不得不如

此。機器人學家夢想中的機器會讓人類的生

活更好，但是企業因為各種誘因而採用的機

器人有時候並不會讓人類的生活更好。畢

竟，機器人不需要有薪假期或醫療保險。此

外，許多國家從工人身上獲得大筆稅收，卻

又同時以減稅和其他獎勵措施鼓勵自動化。

這使得企業可透過裁減員工並且增加機器人

而節省開支。

「加裝設備能得到許多補助，特別是加裝

數位設備和機器人，」阿西莫格魯說：「因

此這會鼓勵公司採用機器而非人類，即使用

機器不會比較好。」此外，比起人類，機器

人就是更讓人興奮期待。

「在許多科技人員與經理人之間，有一種

特屬於這個時代的想法：人類好麻煩。」阿

西莫格魯說。他們有種感覺是「不需要人

類。人類會犯錯。人類有許多要求。不如選

擇自動化吧。」

亞．瑞迪－坎波決定投身打造建築機

器人之後，他的父親史考特．坎波在

一次長途車程中，花了三個多小時婉

轉地問他，這真的好嗎？老坎波之前從事建

築業，現在是佛蒙特州議會的聖約翰柏立鎮

代表。他告訴我他自己很快就轉而肯定兒子

投身的工作，但是他的選民對機器人心存憂

慮，而且不全然是經濟問題。或許有一天人

類所有的工作都可以交給機器人――包括神

職甚至是「性工作」。但坎波的選民希望有

些事情還是可以留給人類：那些讓人類感到

自我價值的工作。

「重要的不是我們從工作中獲得什麼，而

是透過工作我們成為了誰，」坎波說：「我

覺得真的就是這樣。這才是關於工作最重要

的事情。」

機器人首次在舞臺上被幻想出來的一個世

紀之後，真實的機器人讓某些人的生活更輕

鬆、更安全。它們也讓生活變得更像機器。

對許多的公司來說，這正是機器人的吸引力

之一。

「現在每個建築工地都不同，每個機器駕

駛員都像個藝術家。」人造機器人公司的策

略與營運暨財務副總裁格拉夫．奇卡尼說。

駕駛員喜歡變化，但雇主不喜歡。一個工作

若每次都能以相同方式完成，不需仰賴個人

決定，能為雇主省下時間和金錢。雖然建築

工地總是有些任務需要人類的應變力和創意

才能完成，但是「透過機器人，我們看到了

讓流程標準化，同時為適合機器人的工作提

升效率的機會。」奇卡尼說。

碰到需要有人決定誰的偏好比較重要時，

科技本身並沒有答案。不論機器人有多進

步，有個任務它們永遠無法幫我們解決：決

定該如何、在何時與在哪裡使用機器人。j

大衛．貝瑞比為2018年4月號的種族專題撰寫了〈那
些把我們分開的事情〉。史賓賽．羅威爾曾為NASA
拍攝火星探測車好奇號的建造過程。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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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祭是排灣族最隆重的祭典， 
而自有紀錄以來不曾中斷舉行的 

只有臺東的土坂部落。 
只是這個古老的文化，還能維繫多久？

撰文：居芮筠

攝影：何經泰

土坂部落最大家族包家的前頭目（ma-
mazangiljan）包秀美，一向堅持傳

統，帶領包家、古家與陳家三大家族進
行各項祭儀。她於去年5月因病過世。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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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秀美的女兒包惠玲 
是包家的首席女巫 

（k a d r a r i n g a n）、 
土坂部落的巫師之首（左）。 
她率領巫師群執行部落祭典， 

以及擔任族人與神靈溝通的媒介。 
首席女巫還具有 
傳授巫術的資格。 

在五年祭祭儀開始時， 
女巫會點燃小米梗（ s i n g i l j）， 
產生的煙被視為上達天界的訊息， 
用來引領祖靈降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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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紀實攝影師何經泰取出一疊肖像照，談起他在這個人口

約一千出頭的東排灣村落參與最隆重祭典盛事的過程。「土

坂村的五年祭典保持得非常完整，而且他們沒有間斷過，所

以也將整個〔祭祀〕系統保留下來。」五年後的10月，何經

泰開著一輛改裝成暗房的小貨車，再度前往緊鄰大武山的土

坂村，為這些維繫部落傳統的族人留下獨特的影像紀錄。

目前所知與五年祭有關的文獻紀錄，最早可追溯至清代的

《番社采風圖》與《番社采風圖考》，裡面描繪了1744至

1747年臺灣原住民的生活。《圖考》中對於「戲毬」的描

述，即十分類似於五年祭重要儀式「刺球」的動作，由此可

以推斷，五年祭至少在18世紀時就已存在。

關於五年祭出現年代的另一個佐證，則和排灣族的遷徙有

關。根據族人的傳說，祖先過世後，靈魂回到了大武山，之

後每五年會以大武山為起點，沿中央山脈西側由北向南、東

側由河流上游至下游，依序巡視後代所創建的村落，各村落

則先後舉行五年祭迎接祖靈，並向祂們祈福。臺東大學南島

文化中心主任蔣斌說：「〔口傳文化中〕祖靈巡視的路線，

跟排灣族的遷移路線一致。」

他進一步解釋，排灣族的建社過程是自大武山周圍向外拓

殖，而現今排灣族的七十幾個部落，絕大多數在〈荷蘭時代

的臺灣番社戶口表〉中都已有記載，表示他們的遷移在大約

17世紀中已經完成。當時是否有舉行五年祭雖不可考，但至

少在時序上符合18世紀出現正式文獻紀錄的脈絡。

「七年前， 

我第一次去土坂， 

第一次看五年祭， 

覺得非常特別。」

在刺球儀式中，族人代
表手持十多公尺長的竹
竿爭相刺球。每顆祭球
代表的意義與福禍運勢
不同，各家將視刺中的
藤球來決定未來五年的
命運。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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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董豐山是包家耆老，有豐富的部落口傳歷史 
及傳統祭儀知識（左）。 

廖正春是包家的祕書／發言人（q e z i q e z i p e n）， 
負責傳達頭目指令， 

並為頭目提供部落的農事 
與獵物等各項訊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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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日治時期，關於五年祭儀式才有了系統性的記

載。包括五年祭這個名稱，也是從日本時代的文獻中開

始使用。它的排灣語maljeveq本身並沒有五或五年的意

思，而是「我們在做ljeveq（指祭儀）這件事」，只是當

時經調查後計算出這個祭典大約每五年舉行一次，因此

稱之為五年祭。

然而，蔣斌說，日治時期記錄祭典的《番族慣習調查

報告書》，都是委託在地警察、小學老師或派駐當地的

公務員進行調查，因此有些較詳細、有些很簡陋，以至

於如今無論是透過文獻或是耆老的口述，能追溯出從未

中斷過五年祭的只有臺東縣達仁鄉的土坂部落了。

土坂部落現任首席女巫包惠玲曾撰寫一份探討五年祭

持續因素的研究，內容提到在日本政府強制禁止下，各

部落紛紛不再舉行五年祭；後又因西方宗教傳入，族人

陳家女巫師（p u l i n -
g a w）林陳湘瑜現年 
2 0歲，為最年輕的巫
師，自小便決心成巫，
希望傳承自己的文化 
（左）。祖靈屋是排灣
族舉行五年祭等各項祈
福儀式的重要場所。祭
祀者會在祖靈屋祭告、
獻祭與誦經，向祖先請
求祭祀權力，並為部落
增強神力。右上圖為陳
家的祖靈屋。_zinio



古家男祭司（p a r a k a l j a y）古明勇， 
負責古家祭儀與召集男子處理事務。 

男祭司一般也負責執行部落的大型祭典與意外死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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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在祭祀中會使用豬骨， 
象徵持續與永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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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家牲醴師（m u l u s u） 
謝藍保是頭目的家臣之一， 

負責協助巫師宰殺取用祭典用的牲畜（左）。 
陳家男祭司謝慧光，負責陳家祭儀 
與召集男子處理事務（上）。 
男祭司一般也負責執行部落的 
大型祭典與意外死亡事宜。

_zinio



_zinio



百年不斷的人神之約  87

信仰改變，多數部落逐漸廢棄這項傳統。如今僅有屏東

古樓村和臺東土坂村辦得較有規模，而土坂村能不間斷

地舉行五年祭，除了頭目的堅持、祭儀文化的完整，在

1935年接手擔任頭目的包春琴，更是不遺餘力地維護排

灣族傳統文化，並且堅持保有頭目、巫師制度與祭儀。

完整的五年祭祭儀過程繁複，共分為前祭、主祭和後祭
三個階段，需嚴格遵守儀式的程序與禁忌，以防範惡靈

入侵。主祭中的刺球儀式是整個祭典的核心，數十個人

在事先搭建好的刺球場圍成一圈，手持十幾公尺長自行

削製的竹竿。儀式開始時，女巫會唸誦經文，並用燃燒

小米梗的煙召請所有祖先，接著依次拋出十顆藤球，每

一顆都被賦予不同的意義，有的代表好運、有的代表惡

運，而各家將視刺中的藤球來決定未來五年的命運。

由於藤球代表的福禍只有女巫知道，因此也為五年祭

增添了神祕性與解釋上的彈性。蔣斌以人類學的角度來

解讀，認為這是一個為不幸事件找到歸因的機制。「我

們人對於不幸的事情，最難過的就是沒辦法解釋。」他

說：「因此所有人類社會對於壞運氣都要有一些解釋的

方法。」在他看來，五年祭除了象徵與神靈相會和祈福

淨化之外，倘若在過程中觸犯禁忌、未聽從祭司指令、

或者刺中惡運的藤球，那麼未來人生中發生意外時就能

用來提供解釋。

近年來，文化復振意識紛紛在原住民部落中興起，部

分部落也開始嘗試恢復辦理五年祭。不過，包惠玲在她

的研究中指出：「語言是文化傳承的首要條件。」族群

若失去語言，祭典文化恐將面臨失傳。她認為若沒有專

精訓練與過人毅力，很難理解祭儀的意涵。

蔣斌也提醒，女巫的養成必須花好幾年的時間學習古

語、經文、祭祀的知識與技術，如今則多半只能用短期

培訓的方式，甚至願意接受這種訓練的人也愈來愈少。

反倒刺球是比較熱鬧壯觀且容易模仿的活動，但若缺乏

相關知識的支撐，也令人擔心會逐漸流於形式。這或許

是繼日本政府禁止、西方宗教削弱傳統信仰後，五年祭

能否存續的新一項隱憂。j

攝影師何經泰使用溼版攝影這項古典工藝，為恪守五年祭傳統的土坂
部落留下紀錄。溼版攝影需在溼潤狀態下完成感光、曝光、顯影、
定影及水洗，容易失敗的環節很多，例如在水洗時不小心就留下痕
跡。然而這些手作的意外，最終反倒成為攝影師希望獲得的效果。

古家祕書柯秀雄，主要
工作是為頭目傳達指
令，並提供部落各項事
務的訊息給頭目，使頭
目了解部落情形。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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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阿拉漢卓拉．伯倫達  A L E J A N D R A  B O R U N D A

攝影：艾米．薩卡  A M Y  S A C K A

五大湖區的文化與經濟是由冰冷的冬季所塑造。

然而，氣候暖化將傳統化為雪泥之際，

日益強烈的失落感也隨之而來。_zinio



2020年1月8日
伊利湖
隆冬1月的某一天，伊利
湖普雷斯克島州立公園無
冰的水面延伸至遠方，正
是大湖區冬季日益變暖的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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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8日
休倫湖

在密西根州的奧斯科達，
伊蓮娜．麥肯錫從她的一
棟出租度假小屋審視著休
倫湖。湖邊厚厚的冰層通
常能保護湖岸不受風暴侵
襲，但去年冬天很暖，湖
浪侵蝕了岸邊的房產，造
成數千美元的損失。

去年冬天，
五大湖
僅有19.5% 
的湖面

有冰覆蓋，
幾乎是 

創紀錄地低。

湖水溫度必須降到攝氏零度以下
才會結冰──氣溫則須更低。空
氣會吸收水的熱能，使水冷卻到
足以結凍。凍度日（FDD，指溫
度低於冰點的天數）要累積好幾
天才會結凍。凍度日若太少，湖
水就不會結凍，或是無法維持結
凍狀態。

天
1973-2019
平均

天
2019-2020
冬季

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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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水在冬天
冷卻得
不夠，
到了

春天和夏天
就會

更快變暖。

2020年1月7日
伊利湖 

伊利湖最深處只有64公
尺，相對來說比較淺，一
旦天氣變冷就會快速冷
卻。不過，今年伊利湖幾
乎沒有結冰。這對情侶在
俄亥俄州日內瓦的一個公
園遛狗時，湖上幾乎沒有
冰──去年冬天基本上都
是如此。

天
1973-2019
平均

天
2019-2020
冬季

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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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湖的
結冰季
平均一年
約縮短
半天。

2020年1月26日
安大略湖 
亞力士．惠特洛克躍入安
大略湖，準備衝浪。通常
到了這個時節，大約13%
的湖面會結冰，但今年只
有2%結凍。安大略湖岸邊
以往固定出現的冰如今正
逐漸消失，夏季的水溫也
緩緩上升。

天
1973-2019
平均

天
2019-2020
冬季

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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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絲蒂．拉維特停下車，關掉隆

隆作響的全地形車引擎，此時天

還是黑的，溫度也在冰點以下。

有那麼一會兒，萬籟俱寂，只有

風掃過冰雪時微弱的颯颯聲。海軍藍的天空

開始變亮，冰冷的空氣在她的肺裡燃燒。

這裡是密西根上半島的繆納斯孔湖，拉維

特跳下駕駛座，踩在覆蓋著湖面這一隅的半

公尺厚湖冰上，腳上的靴子踩在一層薄薄的

雪上嘎吱作響，她開始為她最愛的一項活動

做例行準備：冰釣。

拉維特是全美將近200萬名冰釣客之一，

整年都在引頸期盼寒冷的冬天到來。如同五

大湖區的其他許多人一樣，她也仰賴冷冽的

天氣維生。她協助管理家族在湖邊的觀光小

屋和釣餌店，這些生意也仰賴冰釣與雪上摩

托車季節為主要收入。

但那個2月天拉維特所做的事，在去年冬天

的五大湖一帶卻不常見。長期以來，蘇必略

湖、密西根湖、伊利湖、休倫湖和安大略湖

這五座湖泊的平均覆冰量是54%；去年冬天

卻僅有19.5%的湖面有冰覆蓋，幾乎是創紀

錄地低。

這一帶有些湖泊根本沒有結凍，有些則只

在湖岸邊有些微的冰，或只是暫時結冰。拉

維特去冰釣前的那個週末，該地區的氣溫衝

上了攝氏4.5度，冰釣客是穿著T恤在雪泥中

行走。

一次溫暖過頭的冬季，不見得就預示了未

來必定是如此。然而科學家也愈來愈能從五

大湖各地散亂的變化紀錄中看出模式，而這

些模式全都指向一個令人警醒的結論：只有

少許湖冰的2019至2020年冬季，可能只是讓

人提早體驗未來。

由氣候界定的歷史
五大湖總共占了地表淡水的20%。

這些湖的地理足跡難以測量，它們的表面

積總和涵蓋超過24萬3000平方公里，差不多

有英國那麼大。五座湖的湖岸線總長度，比

美國本土的太平洋海岸線或大西洋海岸線都

還多出幾千公里。

這一大片水體的出現，是地球氣候長期的

自然變化所造成。但現在這幾座湖卻面臨了

前所未見的變化――這次則是人類所造成。

從1880年代以來，地球的氣溫已經平均上

升了將近攝氏1度。五大湖區的變化也跟全球

趨勢一致：和20世紀的前60年相比，這片流

域內的氣溫已經平均上升了攝氏0.9度。這些

2019年12月28日
蘇必略湖 
密西根州上半島部分地區
在2019至2020年的凍度
日比平時多，然而湖上還
是沒有多少冰。有些地區
還是會有感覺很正常的 
冬季，即使周遭地區並非 
如此。

天
1973-2019
平均

天
2019-2020
冬季

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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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6日
伊利湖 
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 
13歲的葛瑞絲．伊澤爾沿
著伊利湖畔散步──穿著
短褲。她說一點都沒有冷
到要穿長褲。在她的人生
中，溫暖的冬季可能會愈
來愈常見。科學家預測，
到了2050年，五大湖流
域 最 低 溫 度 高 於 冰 點 
的日子，每年會多出21至 
25天。

天
1973-2019
平均

天
2019-2020
冬季

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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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灣

馬奎特

芝加哥

密爾瓦基

桑德貝

瓦瓦

杜魯司

蘭辛

蓋瑞

蘇聖馬
利

羅伊
爾島

南哈芬

懷特非什灣

密
西

根

湖

蘇
必 略 湖

綠

灣

安大略省

威斯康辛州

密西根州

愛荷華州 伊利諾州

明尼蘇達州

印第安納州

加拿大
美國

密西根州

冰

冰

冰

冰

雲

湖岸線

蘇必略湖
深度：平均149公尺；最深406公尺
上一個冬季最大覆冰量：23% 
1973-2019年平均最大覆冰量：62% 
覆冰量最高的一年：1996（100%）
覆冰量最低的一年：2012（8%）

密西根湖
85公尺；281公尺
2020年最大量：17% 
平均最大量：40% 
最高：1977、2014（93%）
最低：2002（12%）

2020年
最大覆冰量

23%

2020年
每日最大覆冰量

17%

2月21日

2月17日
0

20

40

60

11月 1月 5月

覆
冰
量
（
百
分
比
）

1973-2019年
平均日最大覆冰量

MARTIN GAMACHE, NGM STAFF
SOURCES: JAMES KESSLER AND LACEY MASON, NOAA  
GREAT LAKE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ABORATORY 

放大區域

太平洋

大西洋美國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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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

多倫多

底特律

水牛城

克利夫蘭

洛契斯特

托雷多

薩尼亞

溫莎

漢米頓

京斯頓

尼加拉瀑布

日內瓦

多佛港

科堡

開斯維

阿模斯特堡

普雷斯克島
州立公園

奧斯科達

伊

利

湖

安
大

略 湖

休

倫

湖

聖克萊湖

喬治亞灣

沙
吉
諾
灣

北方水道

尼
加
拉

河

安大略省

俄亥俄州

賓州

安大略省

加
拿
大美
國

紐約州

雲

雲

雲

冰

休倫湖
59公尺；229公尺
2020年最大量：32% 
平均最大量：65% 
最高：1996（98%）
最低：2012（23%）

安大略湖
86公尺；244公尺
2020年最大量：11% 
平均最大量：30%  
最高：1979（86%）
最低：2012（2%）

伊利湖
19公尺；64公尺
2020年最大量：16% 
平均最大量：83% 
最高：1978、1979、1996（100%）
最低：2012（14%）

16%

11%

32%

3月1日

2月29日

2月11日

大湖無冰
氣候變遷在五大湖造成結冰季大幅縮短。各種因素的複雜組合──
其中之一是聖嬰現象──每年都對天氣造成影響。所以有些冬季還
是又冷又結冰，但長期看來，較暖、較短的冬季愈來愈常見。這張
幾乎無雲的罕見衛星影像攝於2020年2月23日，影像中的五大湖幾
乎都沒有冰。即使是最淺的伊利湖也幾乎看不到冰。

長期冰況
五大湖長期的最大覆冰量
平均是54%。然而去年冬
天覆冰量最大的時期，僅
19.5%的湖面有冰覆蓋。

1973-2019年
平均54%

趨勢

覆
冰
量
（
百
分
比
）

1973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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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與五大湖的
面積比較

243,609
平方公里

244,106
平方公里

英國

五大湖

200公里

50  公里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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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降水量
增加，
今年
五大湖的
水位
創下
新高紀錄。

2020年1月9日
伊利湖
來自安大略省多佛港的卡
爾文．奈克特，站在伊利
湖附近的自家餐廳前。堆
好的沙包是為了防止建築
物淹水。在拍下這張照片
後，該湖的水位便打破了
在1987年創下的2月分高
水位紀錄。

天
1973-2019
平均

天
2019-2020
冬季

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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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國家地理雜誌

暖化大部分都集中在冬季那幾個月，不斷把

湖冰推向不結凍的臨界點。

「湖冰是神奇的氣候指標。」多倫多約克

大學的湖泊生態學家莎普納．夏瑪說。它們

是「氣候變遷的明確指標――而且人類一直

在記錄，某些情況下甚至記錄了好幾個世

紀。」

在日本，有座神社的神主針對湖泊完全結

凍的時刻，保存了將近600年的紀錄。從這個

紀錄就能看出自然的氣候循環――跟最近幾

十年來由人類造成並對地球產生嚴重影響的

暖化相比，真的是小巫見大巫。利用芬蘭的

托爾尼奧河進行貿易的商人，則追蹤了自

1693年以來每年河冰破裂的日期。

在蘇必略湖，船運公司保留了自1857年以

來冰形成與破裂的紀錄。這些紀錄顯示，天

氣冷的年分早早就會結冰並維持很久，溫暖

年分的冰則比較少。但整體來說，這些都是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造成暖化的明確跡象。

「在五大湖區發生的狀況，只是大環境中

的一小部分。」明尼蘇達大學艾塔斯加生物

研究站的湖泊專家萊絲莉．諾爾說；她研究

的是人類與冰凍湖泊之間的文化關係。

對恬靜冬季儀式的威脅
對38歲的拉維特來說，冰一直都是能讓生活
更聚焦的地方。

當她們一家人從密西根州南部開車去拜訪

當時經營湖邊營地的祖父母時，拉維特會穿

上層層保暖衣物，從釣餌店收集滿滿一個冷

藏箱的鯉科小魚，然後走到外面的冰上，能

走多遠就走多遠。她會轉動自己那把手動螺

旋鑽，在厚厚的冰層中鑽出一個洞，打開一

個進入寧靜水下世界的入口。

彼時，在拉維特還是孩子的時候，這是件

單純的事。她會把自己僅有的那一點點裝備

帶上冰凍的湖面，然後坐在倒置的20公升水

桶上，一待好幾個小時，同時上下輕點竿

尖。她釣不到多少魚，但是那種感覺成為冬

天的精髓，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中。

拉維特並非唯一有這種感受的人。冰為所

有來到這裡的人提供了重要的東西。對某些

人而言是喘息的機會，對其他人來說則是珍

愛的休閒活動，或是食物和更多其他東西。

雪和冰也是美國五大湖區地方經濟的重要組

成：最近一項估計指出，冬季的滑雪與雪上

摩托車活動創造了約35億美元的產值。光是

一場冰釣錦標賽，就能為當地社區注入數十

萬美元的收入。

然而在蘇必略湖部分地區，過去數十年來

的結冰季以平均一年減少近一天的速度持續

縮短。也就是說，在拉維特出生那年，冬天

時蘇必略湖上有冰覆蓋的日子，比今日長了

一個多月。蘇必略湖也是除了瑞典的浮列森

湖以外，全世界暖化速度最快的大型湖泊。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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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與下

2020年1月10日
伊利湖
左起：柯克．威廉斯、柯
爾．威廉斯、李．史比斯
基和梅爾．賴爾在安大略
省的阿模斯特堡附近獵鴨
子。他們原本希望能隨季
節從打獵換成騎雪上摩托
車，但天氣不夠冷。「以
前這裡每個人都會騎雪上
摩托車，」柯克．威廉斯
說：「過去雪很多，現在
只能維持短短一段時間。
冬天已經沒了。」 

天
1973-2019
平均

天
2019-2020
冬季

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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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糟糕的
暖化
情境中，
北半球
可能會有
超過20萬座
湖泊
面臨更多
無冰年。

2020年1月29日
安大略湖
冰釣原本是冬季的常態活
動，但是在注入安大略湖
的尼加拉河上，釣客現在
必須搭船才行。水比空氣
更快變暖，而自1900年以
來，氣溫已經上升了至少
攝氏0.9度。

天
1973-2019
平均

天
2019-2020
冬季

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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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休閒活動
為大湖區的
地方經濟
挹注了
數百萬
美元。

2020年2月15日
休倫湖
在密西根開斯維的第28屆
棚屋節上，一名「北極熊
跳」活動的參與者勇敢挑
戰休倫湖冰冷的湖水。這
項盛事原本在冰上舉行，
但現在大部分活動都移至
岸上，因為湖冰的厚度不
夠安全。

天
1973-2019
平均

天
2019-2020
冬季

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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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國家地理雜誌

其他幾座大湖的結冰季也在縮短，平均一

年約縮短半天。這種變化可能聽來不多且無

害，但對於結冰與不結冰、下雪或下雨僅一

線之隔的地方，這卻掩蓋了更關鍵的變化。

專門研究五大湖區覆冰量的美國海洋暨大

氣總署氣候學家王佳說，在某些情況中，要

清楚看出這個變化很困難，因為每一年的差

異都很大。雖然這片地區距離大海有幾百公

里遠，但這些湖泊卻同時受到太平洋與大西

洋的氣候影響，並將這些氣候模式融入自己

的氣候模式中。

因此，儘管某一年可能比前一年熱，但最

近也有幾個冬天冰寒刺骨。在2013至2014年

間，極地渦旋把北極的寒冷空氣帶到了美國

本土，這股寒氣綿延至五大湖遙遠的南方。

五大湖的總覆冰量超過90%，有些地方的冰

厚到連冰釣客用的螺旋鑽都無法鑽到水下。

更棘手的是，每年冬季湖冰的出現與增

加，都會造成一連串複雜事件。也許天氣夠

冷，初冬就會開始結冰，但若有股寒風持續

擾動湖面，就會比較晚才開始結冰。也許之

前的夏天特別暖，在湖水中灌注的額外熱能

多到讓湖水需要更長時間冷卻與降至可結冰

的溫度。也許在冬季初期下了幾場雪，從上

面隔絕了冰層，而雖然有違我們的直覺，但

這會讓湖冰就算在低溫下也無法迅速增厚。

2020年3月1日
密西根湖 

一名女子和她的狗在未結
凍的密西根湖泥濘的岸邊
散步，在2019至2020年
的冬天，湖冰覆蓋量從未
超過20%。

天
1973-2019
平均

天
2019-2020
冬季

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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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凍人的未來  109

有些因素則沒有那麼複雜。空氣愈來愈

暖；水也是，在許多地方甚至暖化得比空氣

還快。在北半球，有將近1萬5000座原本固定

結冰的湖泊，現在只會斷斷續續地結冰，有

時甚至不結冰。

冬季是五大湖區的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
月中的溫暖日子令密西根人感到不安。

在上半島住了一輩子的凱西．史賓賽說：

「當天氣冷的時候，我們很哀怨――但我們

也是真的很開心，你知道嗎？如果碰到真的

很溫暖的冬天，那種感覺就是不太對勁。」

未來有的東西會變多、有的會變少。空氣

裡的熱會更多，因為被人類持續灌入大氣的

溫室氣體困住了。氣候專家預測，五大湖流

域的氣溫到2045年會再上升半度左右，到

2100年則會上升大約3到5.5度。漫長炎熱的

夏季也會把更多熱灌進水裡。

然而，有些科學家預測，到了2030年代末

期，五大湖流域最低溫低於冰點的日子會減

少15至16天，到了2050年代還會再少個幾

天。科學家說，到本世紀末，每年低於冰點

的日子可能會減少27至42天，視我們採取氣

候行動的強度與積極程度而定。

在2015年簽署《巴黎氣候協定》的195個

國家，同意嘗試將地球氣溫升幅控制在與工

業化前水準相比攝氏2度以內。夏瑪估計，就

算達成那些目標，北半球也可能會有超過3萬

5000座湖泊失去固定出現的冬冰。在最糟糕

的暖化情境中，可能會有超過20萬座湖泊面

臨更多無冰年。

如果水在冬天冷卻得不夠，到了春天和夏

天就會更快變暖。長時間下來，尤其隨著氣

候無可抵擋地持續變暖，這個系統也可能會

愈纏愈緊――這是個自我強化的循環。

「到了某個時間點，這些可能有時有冰、

有時無冰的地區，就會變成完全無冰。」諾

爾說：「當那些水域再也不結冰時，人們要

怎麼跟它們互動？他們該如何調適？他們的

生活又會有什麼變化？」

拉維特談起未來時有點猶豫。她眼中看到

的還是一個冰封世界，每一年都還有機會享

受寒冷。但有些擔憂三不五時也會冒出來。

「有時候我就是不知道，」她在設置工具準

備釣魚時說道，熱切的臉龐上沾著幾縷髮

絲，「當我70歲時，這一切還會在嗎？」j

本刊撰述阿拉漢卓拉．伯倫達主要報導環境議題。艾
米．薩卡是底特律的紀實攝影師，她關注五大湖的人、
文化與環境。

「感覺就是不太對勁」

_zinio



撰 文：理 查．康 尼 夫  R I C H A R D  C O N N I F F

攝 影：克 勞 斯．尼 格  K L A U S  N I G G E

忘掉那種呆傻的刻板印象吧：
在掠食者的世界裡，

鴕鳥是機靈的生存者。

110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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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公鴕鳥昂首站在非洲
的南端，環顧好望角附近
的海岸。這種地球上最大
的鳥類可以長到2.75公尺
高和135公斤重，多數人
對牠們的印象都是瘦長且
滑稽──但是這種鳥可不
是敵人容易下手的目標。

_zinio



坦尚尼亞的塔蘭吉雷國家
公園裡，三隻母駝鳥（黃
褐色羽毛）、三隻公駝鳥
（黑色羽毛）和42隻幼鳥
密切留意是否有胡狼與其
他掠食者出沒。在共同的
巢裡孵化的幼鳥會待在一
起長達一、兩年。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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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國家地理雜誌

鴕鳥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
兩足動物，曾被記錄到以
近70公里時速衝刺，長距
離的奔跑也可達時速48公
里。牠們跑這麼快有何祕
訣？巨大的腿肌、精瘦的
長腿、富彈性的肌腱，以
及能夠提供良好抓地力的
特大號腳爪。

於是在我們各種各樣的刻板印象中，鴕鳥就

成了典型的呆傻動物。

頭埋進沙裡已是老掉牙的說法，從2000年

前的羅馬自然學家、有時會傳播無稽之談的

老普林尼流傳至今。認真想想：鴕鳥有骨感

的長腿，雙腿之上的身軀像是由肌肉和羽毛

構成的大型浮筏，頸部像潛望鏡，頂端有楔

形的頭部，眼睛比大象還大，身高可達2.75
公尺。這種體格不太可能埋頭吧。

鴕鳥確實經常把頭貼近地面（而非伸入地

底），為的是攝取植物或照顧鳥巢。但牠們

的頸部既輕且有彈性，共有17節頸椎（我們

是7節），很容易上下、左右、前後移動。而

且巨大的眼睛能夠幫助牠們密切地觀察周遭

世界。

關於鴕鳥，

多數人都樂於接受

一種卡通般的概念：

牠們是大型鳥類，

遇到危機時

會把頭埋進沙裡，

大概認為

只要看不見危險，

危險就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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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國家地理雜誌

鴕鳥要保持警戒是有原因

的。首先，牠們基本上是特大

號的雞，居住在飢餓的獅子、

豹、鬣狗、非洲野狗和獵豹分

布的棲地上。儘管成年鴕鳥並

不是好惹的獵捕對象――牠們

可以踢斷骨頭、令敵人開腸破

肚――牠們卻比較擅長逃跑而

非打鬥，最快的逃跑速度幾乎

高達時速70公里。

讓牠們保持警戒的還有子代

所面臨的危險。鴕鳥在沒有遮

蔽的空地上築巢，隨便一隻粗

魯的大象就可能把鴕鳥蛋踩

碎，更別提飢餓的掠食者。孵

化成功需要不可思議的好運。

這種地球上最大的鳥，從產下第一批蛋到孵

化為止，必須在兩個多月的期間讓巢位不被

發現，或隨時準備好捍衛它。失敗是常態，

因此催生了巧妙的共同營巢行為。

坦尚尼亞北部的塔蘭吉雷國家公園是觀察

鴕鳥的好地方，乾燥丘陵和草原在占地2850
平方公里的公園裡沿著塔蘭吉雷河分布。此

處散布著一批批龐大的象群，還有數以千計

的斑馬和牛羚。鴕鳥也很普遍，但是當我與

三蘭港大學的野生動物生態學家暨鴕鳥行為

專家芙蘿拉．強安．馬蓋格一起尋找鳥巢

時，我們的第一個發現就是一個毀壞的巢。

九顆蛋散落在灌叢裡一片直徑大約25公尺

的地面上。馬蓋格像是警探調查凶案現場般

檢視著這個區域。她指出原本巢位所在的泥

土上有道模糊的刮痕，而旁邊就有土豚剛挖

的洞穴。無罪，她這樣推定。四散的蛋比較

有可能是某隻飢餓掠食者的傑作，但不是大

型動物，因為所有的蛋都還完整無缺。那麼

也許是胡狼？無論答案是什麼，公母鴕鳥都

已棄巢，當巢受到干擾時牠們經常這麼做。

牠們有可能再次一起築巢。

公母鳥都與多個對象來往。

從演化觀點來看，到處留情是

盡可能讓更多巢增加DNA多樣

性的一種方式，以彌補大多數

的巢孵化失敗的事實。

於是某天早上10點半，我們

看到一對鴕鳥在公園主要道路

外大約500公尺處交配。牠們

分開後，公鳥繼續走，牠剛交

配完的女伴和另外兩隻母鳥緊

隨在後。其中一隻很快就開始

誘惑牠，母鳥展開翅膀，像揮

舞啦啦隊彩球一樣抖動雙翅。

在繁殖季，母鳥每兩天可產下

一顆蛋。但公鳥的數量通常沒

那麼多，或許是因為牠們為了

獨占交配機會而嚴密捍衛自己的領域，迫使

一些公鴕鳥移居出去。

公鳥不理母鳥。牠們繼續前行，以迂迴的

路徑行經高大蔓延的金合歡樹與矮壯的猢猻

麵包樹。到了路邊，母鳥再次嘗試，翅膀抖

個不停。公鳥繼續前行。母鳥不屈不撓，藉

故走到公鳥前方，壓低翅膀不斷顫動。

「但牠不感興趣。」馬蓋格說。

這番引誘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牠們一路往

下走到塔蘭吉雷河的沙岸。眼看母鳥準備走

開，公鳥跪坐到地上，終於臣服。接著公鳥

展開全套的交配前求偶展示，活像個用力甩

頭的空氣吉他手：翅膀不斷上下擺動，身體

劇烈左右搖晃，頭大力往後甩，碰到肋骨再

彈回來，甩到一邊發出「咔－砰」一聲，另

一邊又「咔－砰」一聲。

母鳥此時在一旁漫步，顯得無動於衷。但

最後牠們在乾河床上在一起了。公鳥在母鳥

身上扭動了一、兩分鐘，母鳥則像獅身人面

像那樣莊嚴蹲坐著，頭直挺挺地舉在空中。

事後，那幾隻鳥在河邊喝水與覓食一陣

子，像是某種鴕鳥野餐。當我們停下來回頭

鴕鳥基本上是

特大號的雞，

居住在

飢餓的獅子、

豹、鬣狗和獵豹

分布的地區。

但牠們可以

踢斷骨頭，

奔跑速度

幾乎可達

時速7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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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族群數量減少，科學家很難確定今日鴕鳥
的分布範圍。1960年代，鴕鳥有個亞種因為獵
捕和棲地流失而滅絕。如今有些專家說，索馬
利鴕鳥的分布範圍已經縮小到僅剩非洲之角。

雄性

鴕鳥身高
可達2.75公尺

雌性 蛋

鴕鳥（Struthio camelus）

索馬利鴕鳥（Struthio molybdophanes）

北非鴕鳥（S.c. camelus）

東非鴕鳥（S.c. massaicus）

南非鴕鳥（S.c. australis）

看最後一眼時，三隻母鳥全都走向公鳥，並

且伸出翅膀微微抖動。

我們跟著這群鴕鳥，期待牠們會帶我們找到
巢，但即使你知道鴕鳥巢的確切位置，也很

難觀察得到。公鳥通常在夜間坐巢，牠會把

頭舉高，小心戒備。白天則由母鳥接手，牠

會讓身體緊貼地面，把尾羽往後向下壓、長

頸往前伸，看起來就像個年代已久的白蟻丘

或樹木殘幹。有時候，要找到鳥巢最簡單的

方式是坐等另一隻鴕鳥來訪，意外的是，這

還經常發生。

一天下午，我們在一大片開闊的平原上選

定位置，並且很快就發現那是塊欣欣向榮的

鴕鳥領域。我們前方某處有隻母鳥坐在牠的

巢上，築巢的公鳥在左方數百公尺處吃草，

似乎不太關心。然而當另一隻公鳥在大約750
公尺遠的地方出現時，牠就開始果決地走向

那隻公鳥，接著用跑的。這隻築巢的公鳥企

圖獨占牠伴侶的交配機會，這意味著要把競

爭的公鳥趕走。

更令人驚訝的是築巢的那對鴕鳥對來訪母

鳥的反應。其他物種已經演化出複雜的防禦

行為，以遏止「托卵寄生」，意思是某些鳥

會悄悄在其他鳥的巢裡產卵，試圖逃避冗長

乏味的育雛工作。鴕鳥則不同。若有其他母

鳥靠近，築巢的母鳥通常會起身讓開，允許

訪客在牠自己的蛋旁邊產卵。根據一些研究

顯示，在築巢母鳥成功孵化的19至20顆蛋當

中，通常只有大約一半是牠親生的，其餘則

是由幾隻地位較低的母鳥所貢獻。這不是托

卵寄生，而是共同營巢，而就像雜交一樣，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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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排起由左至右

現在是塔蘭吉雷國家公園
裡的鴕鳥繁殖季。公鳥的
頸部和雙腿發紅且腫脹，
表示他正在尋覓伴侶。

公鳥表演了一段精采的求
偶舞蹈，不斷揮動翅膀並
炫耀自己華麗的羽毛，然
後就開始與母鳥交配。鴕
鳥與多數的鳥類不同，公
鳥有陰莖，讓母鳥在體內
受精。

母鳥將蛋產在地上，其他
母鳥會在這些蛋旁邊產下
自己的蛋，這種策略稱為
共同營巢，但只有築巢的
母鳥和牠的伴侶會守護和
孵化這些蛋。

蛋的孵育期為42天，但只
有大約10%的巢能成功孵
化出幼雛。活下來的幼鳥
經過一、兩年後就會獨立
生活。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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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鴕鳥為了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成功繁殖

所採取的方法。

倒不是說鴕鳥之間全是姊妹情誼與幸福和

諧。1979年最早詳細描述共同營巢行為的生

物學家布萊恩．貝爾川認為，築巢的母鳥或

許沒有太多選擇。牠若是拒絕來訪的母鳥，

可能會導致衝突，引來獅子和其他掠食者。

牠也可能會把蛋弄破（多半是牠自己的），

產生的氣味可能會吸引鬣狗或胡狼。況且，

來訪母鳥通常都高聳於常駐母鳥之上。貝爾

川觀察到一隻築巢母鳥想要維持坐姿，於是

訪客就站在那兒啄牠的頭，「力道相當輕」

卻也持續了20分鐘，直到築巢母鳥終於受不

了站起來，讓到一旁。

貝爾川說，共同營巢能為築巢的那對鴕鳥

提供一些利於牠們的好處。對公鳥來說，牠

在鄰近地區處處留情，表示由附近母鳥下在

牠巢裡的蛋，大約有三分之一可能是牠的

種。而對築巢母鳥來說，巢裡有額外的蛋可

以分散風險。沒人知道牠如何分辨差異，但

牠通常會把自己的蛋維持在巢中央，而把其

他母鳥的蛋撥到貝爾川口中「在劫難逃的外_zinio



牠一點都不傻  121

圈」。孵化後的幼鳥總數較多，也能讓牠自

己的幼鳥比較不會遭掠食者叼走。

除了體型之外，鴕鳥另一個讓我覺得最特別
之處是即使站定不動，也感覺在動。母鳥尤

其如此，因為牠的黃褐色羽毛在飄動時格外

明顯。公母鴕鳥的羽毛都異常豐滿且長，尤

其是在翅膀和尾巴的部位。牠們的羽毛也少

了多數其他鳥類都有、會將羽毛勾合在一起

的羽小枝。這使得牠們的羽毛擁有在微風中

起伏飄動的迷人特質，而且這是有功能的：

鴕鳥能鬆開羽毛，幫助身體散熱，或者收緊

羽毛以保存熱能。也正是這種蓬鬆的特質，

讓駝鳥羽毛在人類時尚潮流中幾度興衰。

通往鴕鳥交易中心的路，穿越南非西開普

省斯瓦特山一道狹窄的紅色岩石隘口。在那

道天然裂口下方，拼布般的農田散布在一片

半乾旱的高原上，周圍環繞著崎嶇的山脈。

小克魯這個地方遺世而獨立，很難想像英國

阿斯科特的賽馬觀眾和美國拉斯維加斯秀場

女郎那些華麗的羽毛服飾竟源自這裡。不

過，超過150年來，這個以奧次胡恩鎮為中心

的地區就是全球鴕鳥貿易的中心。

1860年代，羽毛貿易已經造成部分地區的

鴕鳥走向滅絕，於是這裡的農民率先展開了

圈養繁殖。鴕鳥具有群體性，這或許讓牠們

比較能適應圈養生活；不能飛行或跳躍也是

原因之一。由及胸高的鐵絲圍籬圈住的飼養

場（或「拘留營」），如今容納了數千隻看

似相處融洽的鴕鳥。

繁殖季期間，農場工人會每天巡視飼養場

並收集鴕鳥蛋，再送去商業孵化設備：每個

架子上有112顆蛋，每組設備共1008顆，慢

慢地在36度的溫度中旋轉。「到第42天，」

當地傑出農友薩格．強克說：「雛鳥會刺破

蛋裡的氣室，吸氣，然後獲得力氣，破殼而

出。」如果是為了取肉或製成皮革，一隻鴕

鳥會養一年；如果是為了取羽毛則會養到15
年，大約每隔九個月採羽一次。

鴕鳥貿易向來是一門很難預測的生意，價

格隨著國際時尚的喜好而劇烈波動。此時正

處於景氣向下循環的時刻，強克與他的妻子

海瑟滿懷希望地聊著英國凱特王妃對鴕鳥羽

毛帽的喜好，以及路易．威登什麼時候會回

頭用鴕鳥皮製作提包。

用駝鳥羽毛妝點時髦女性帽子的需求，在

大約1870年開啟了鴕鳥貿易與奧次胡恩鎮的

黃金年代。那個時代的「羽毛豪宅」至今仍

矗立在奧次胡恩，以其塔樓、山形牆、環繞

在肯亞的馬賽馬拉國家保
護區，斑點鬣狗大啖鴕鳥
蛋。世界上最大的鳥產下
的蛋也是世上最大──大
得像成熟的哈密瓜，分量
相當於24顆雞蛋。為了敲
開強韌的蛋殼，掠食者要
很有創意。胡狼有時候會
滾動一顆蛋去撞另一顆；
白兀鷲則是朝蛋扔石頭。
CHRISTINE AND MICHEL DENIS-HUOT, 
NATURE PICTUR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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鴕鳥是唯一有兩個膝蓋骨
的動物，這個奇特的構造
原因不明，也許有助於牠
們跑得比較快。但是這麼
巨大又醒目的鳥類能躲避
非洲稀樹草原上的危險事
物，靠的並不只是速度。
牠們也具備所有陸生動物
中最大的眼睛，而且視力
非常銳利，在開闊的平原
上可以看到將近3公里外
的掠食者。
RICHARD DU TOIT,  
NATURE PICTURE LIBRARY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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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門廊以及精美花邊雕飾為街道增色添

光。1912年，鐵達尼號上最有價值的貨物不

是鑽石或黃金，而是12箱鴕鳥羽毛，換算成

今日貨幣相當於230萬美元。然而那一切終止

於1914年，突然之間，戰爭和敞篷汽車讓大

大的羽毛帽退了流行。

一天早晨在鎮上，我巧遇莫里斯．菲許，

他是退休的鴕鳥飼養場主，也是曾經從奧次

胡恩主導全球鴕鳥貿易的猶太社群少數僅存

的成員。由於在歐洲受到政治和經濟壓迫，

猶太移民在19世紀末時開始抵達此地，「而

荷裔南非人敞開雙臂歡迎他們。」菲許說。

早期移民多半成為小販；但隨後的移民往

往經營商品和服飾貿易，由於猶太人離散至

世界各地，他們因而與倫敦、紐約和其他大

城市中經營相同貿易的移民社群能互通有

無。奧次胡恩的羽毛產業主要就是透過這些

人脈發展起來，這個貿易網絡涵蓋了說著意

第緒語、穿梭在各個飼養場的羽毛買家，製

造鴕鳥羽毛產品的工匠，以及販售這些產品

的零售商。貿易鼎盛時期，有數百個猶太家

庭住在奧次胡恩。_zi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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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許翻開一本講述當地歷史的書，指著他

祖父的照片。「他曾是全世界最大的鴕鳥飼

養場主，」菲許說：「當他在1936年過世

時，名下有35座飼養場。」他建造的羽毛豪

宅「蒙塔哥宅邸」裡有宴會廳、酒窖以及容

量1500公升的浴缸，裡面鋪著義大利卡拉拉

大理石。

如今宅邸依然屹立，不過分割成餐廳、商

店、住宅和診所各一。鴕鳥貿易掌握在沒有

宗教色彩的合作社手中，猶太家庭的數量也

減少到寥寥無幾。在飼養鴕鳥50年後，菲許

也離開了這一行，並說自己樂得輕鬆。菲許

說，鴕鳥是「蠢鳥，只是有美麗的羽毛。」

我沒問他鴕鳥的育雛技巧如何，但不久後

我自己有機會弄清楚。一天早上在非洲南端

的德胡普自然保護區，我看著一隻公鴕鳥和

一隻母鴕鳥正在覓食。牠們也看著我，但一

會兒後便鬆懈下來，而九隻幼雛則像是收到

信號一般，從藏身處鑽了出來。一到兩週大

的雛鳥胖嘟嘟的，很像度度鳥，頸部是斑駁

的黃褐色，身上是短而硬的絨毛。牠們開始

覓食，緊隨在後的父母也是。

過沒多久，三隻殺氣騰騰的狒狒越過原野

而來。公鴕鳥怒目而視，接著向前衝去，把

牠們撞開。狒狒一再回來，但每一次公鳥都

擋住牠們去路。接著有一大群狒狒晃出來，

走到空地上。幼鳥緊張地擠成一團，兩隻成

鳥則昂然而立，瞪著那些入侵者。那群狒狒

小心翼翼地從旁經過，眼望別處，彷彿牠們

壓根兒沒打算吃鴕鳥肉。

狒狒才剛離去就開始下雨，是那種海岸常

有、雨水被風吹得斜斜的猛烈暴雨。公母鳥

立刻蹲坐下來，舉起翅膀，幼鳥趕緊跑進去

躲雨。那麼多隻幼鳥埋頭簇擁在爸爸左邊的

翅膀底下，使牠們看起來很像疊聚在母豬身

上的小豬。接著成鳥將翅膀放下，幼鳥便消

失在視線中，完全不受外頭冰冷的雨水侵

襲。等到傾盆大雨終於停歇，有隻幼鳥從翅

膀羽毛間探出頭來查看四周，真的把父母當

成了雨衣。這實在跟「把頭埋進沙裡」的印

象完全相反。看到雨停了，牠溜了出來，渾

身依然乾爽暖和，再次進入這個世界。

或許你不會稱這樣的行為為智慧，但它代

表了鴕鳥有某種生存的天賦。我離開時心

想，我們都應該成為這麼好的父母。j

德國一處鴕鳥飼養場上，
一隻幼鳥躲在不知道是爸
爸還是媽媽的巨大雙腳之
間。18世紀時，鴕鳥羽毛
在歐洲風行一時，大肆獵
捕導致鴕鳥在多數分布區
域的數量都下降了。南非
在1860年代開始馴養鴕
鳥，如今全世界都有人飼
養，以獲取牠們的羽毛、
肉和柔軟的皮革。

作者理查．康尼夫所寫的野生動物書籍包括《與正在覓
食的食人魚共游》（Swimming with Piranhas at 
Feeding Time）。克勞斯．尼格成為野生動物攝影記
者之前，是學有專精的生物學家。_zin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