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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於螞蟻，大部分的人可能只會想到小小的、很討厭、會咬人，而且世界上只有

五百多位螞蟻學家，而本書的作者柏納‧韋伯運用了他深厚的昆蟲學背景以及豐

富的想像力，寫成這部具有真實科學根據的科幻小說。既然是科幻，就會存在一

些事實和虛擬，讀完本書之後，會開始針對於書中的某些情節設想其中的可能

性，有很多種發明都是先從幻想來的，在一本關於創意的書上說：「只要是人想

得到的，幾乎都可能成真。」基於這種理想，我想要以這本書的情節為架構，深

入探討螞蟻的社會型態以及行為。 
 
二、原著摘要 
 
從一件神秘的密室兇殺案開始，分成四種時空來描寫，交叉出現不同空間但相近

時間發生的事情，裡面的中心架構是螞蟻為了消滅人類而企圖發生戰爭，書中有

一台可以藉由分析螞蟻費洛蒙進而轉換成人類語言的機器，這讓螞蟻以及人類這

兩大文明之間可以互相交流，隨著接二連三的密室殺人案的明朗化，隱藏在背後

的動機竟是人類的自大所造成的慘案。 
三、正文 
 
這整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在敘述一隻能夠「感覺」的螞蟻發現了女王想要消滅人類

的計畫，並且加入了遠征軍隊討伐他們所說的「手指」（即人類）另一方面在人

類的世界也發生了離奇的兇殺案，似乎一切都是有關聯的。令人注意的是，書中

面有提到螞蟻利用費洛蒙儲存曾經發生過的歷史，裝在小小的容器中，這聽起來

很不可思議，螞蟻的確是會利用費洛蒙溝通，費洛蒙裡面有許多化學分子，經由

組合可以產生十到二十種不同但涵義相當模糊的「片語」，但是關於儲存記憶（而

且是在體外）對於較低等的生物來說，這只存在於科幻當中。（註一） 
 

上一段提到的「較低等的生物」是依據腦部的構造來定義。本書多次提到螞蟻對

於他們心目中的手指感到「恐懼」以及因為人類發明藥物而危及到螞蟻的生存所

展開的「報復行動」（即遠征計畫）我們可以從腦部的演化開始說起，剛開始，

只是一團神經從遠端聚集在脊椎突起來的一點，接下來開始產生對光、味道分子

產生反應的特殊模組，於是小腦發展出來了，這個時期叫做「爬蟲類的腦」是機

械性且沒有意識的，有意識並且有情緒的區塊則是哺乳類以後了，所以螞蟻是屬

於「爬蟲類的腦」當然不可能會有人類這種「報復」和「恐懼」等心智狀態了，

這只是身為人類的作者所賦予在螞蟻身上的幻想。（註二） 
 

當然以作者的知識背景來說，有許多都是從事實的科學衍生出來的幻想，例如遠

征軍隊。螞蟻究竟會不會遠征？答案是會的。只是它們的目的不是要消滅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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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因為食物以及本能。軍蟻是種群體掠食性的特殊種類，它們沒有蟻巢也沒有

固定居所，所以用自己的身體來保護卵和蟻后（蟻體巢），整個族群不斷的移動，

所經之處的資源都會被大量掠奪，所以通常它們都不會在同一個地方久留，除非

是蟻后要產卵的「靜止期」。（註三） 
 
本書還有一個最讓人驚奇也是最讓人感到興奮之處就是一台能和螞蟻溝通的「洛

賽特之石」機器，它透過分析螞蟻釋放出來的化學分子「費洛蒙」轉化成人類的

語言，於是人類和螞蟻這兩大文明即可產生交流，甚至利用透鏡原理讓螞蟻觀看

電視以了解我們的文化，這是有可能的嗎？螞蟻主要是用費洛蒙來傳達訊息（有

些時候會用到身體的接觸）它們高度的依賴嗅覺，視覺只是它們的輔助工具，就

算克服萬難把電視利用透鏡縮小，就憑著螞蟻的大腦結構，它們是不可能理解人

類的文明，因為它們只能靠外在刺激來激發它們的本能反應。當然這些充滿創造

力的幻想也是有科學根據的，我們的確可以分析螞蟻的化學成分，以及知道他們

所代表的大概意義，例如警戒狀態它們會先釋放乙醛提高大家注意力。前幾段有

提到，螞蟻所釋放出來的化學物質經過組合之後大概只有十幾種，但人類複雜的

語言豈是這十幾種可以詮釋的了。（註四） 
 
此書寫的精采之處就是螞蟻之間的戰爭了，在本書中螞蟻分成支持人類的「手指

派」叛亂軍以及想消滅人類的「反手指派」由蟻后領導的反手指派盡全力的想要

消滅手指派，但後來蟻后反悔了而跑到手指派的營地，以人類的角度來說，當然

會把敵方的大頭目殺死，而書中的蟻后就這樣被叛亂軍殺死，整個故事也接近尾

聲。我們知道，現實世界中的螞蟻是出了名的「社會性動物」整個王國的重心都

在於蟻后身上，一旦蟻后死亡，整個族群會陷入混亂直到最後一隻工蟻孤寂而

死，所以事實上，工蟻是不會做出殺害蟻后這種「自殺行為」的。（註五） 
 
四、結論 
 
幻想是科幻小說的動力，許許多多的發明也是由幻想而得來的，這本猶如史詩的

著作，在自裡行間隱含著豐富的昆蟲學知識，但由於是科幻小說，如果抱著學習

的心態閱讀，最好還是要帶有一些懷疑態度。創意是很吸引人的元素，但如果是

以科學事實的架構下的創造，則是更令人感到更為炫目的，畢竟這是借於事實與

非事實之間，關於螞蟻的生態即習性，藉由此書會得到初步的了解，因為是幻想

和科學，難免會有產生衝突之處，但是這種反差感正是科幻小說的魅力之一，如

果能夠從中得到一些創造發明的靈感的話，那就更為難得可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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