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縣國民中小學 99年度 「閱讀桃花源」 

閱讀專題報告競賽報名表 

 

 

 
----------------------------接下頁開始書寫--------------------------- 

 

 

 

 

 

 

 

 

 

 

 

 

 

 

 

 

報  名  團  隊  學  生  資  料 

就讀學校 自編序號 指導老師 年 班 姓    名 

竹圍國中 01 吳睿娟 

7 2 陳韻涵 

7 2 童婉婷 

7 2 王秋雅 

聯絡電話 03-3835026#12 

承辦人 

核  章 
 

主  任 

核  章 
 

校  長 

核  章 
 



 1 

書名：《結伴同行》                    出版社：幼獅文化 

作者：沈石溪                          譯  者：無 

報告主題：由《結伴同行》探討其跨種族情感之互惠關係 

主題簡介：此書是由分屬不同物種的「狼」與「豺」因利益關係結合交織而

成的動人故事，因此我們想深入探討這種原屬生物學的互利共生

行為是否有其它例子，並嘗試揣摩其中跨種族的情感，並延伸討

論至人類社會中之互惠行為。 

 

報告內容： 

沈石溪，原名沈一鳴，1952年生於上海，八○年代初開始從事兒童文學創

作，所著動物小說將故事性、趣味性、和知識性融為一體，充滿哲理內涵，風格

獨特，深受青少年的喜愛。 

 

這次閱讀了沈石溪的動物小說《結伴同行》，主角是由一隻跛腳的母狼烏鳳

和一隻懷著身孕的母豺赤蓮所交織而成的，兩者從一開始的質疑到互相合作，爾

後經歷了一些風波，最後竟在不同物種間產生了友誼的一則故事，這則故事真是

顛覆了以往我們對豺和狼這兩種物種的想像，原來兩種都屬狡滑的物種之間，竟

也能發展出如此真摯而動人的情誼。 

 

而沈石溪對這兩種動物的看法原本也和我們一樣，創作此篇故事的動機是因

為他曾在滇北高原的香格里拉野生動物救護站發現了一隻母豺和一隻母狼被圈

在一個露天籠舍裡，而牠們竟彼此相安無事的在距離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曬著太

陽。藉由向管理員打聽才知道原來母狼的前爪受了傷，無法牢抓獵物，而母豺則

是嘴受了傷，嚴重影響其牙齒的噬咬能力，又因為野生動物救護站物種太多，只

好把習性相近的狼和豺關在一起了。一開始牠們互相咆哮，彼此仇視，但是幾天

後，情況竟不一樣了。 

 

因為兩者都受了傷，在進食時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母狼無法使用前爪，而母

豺則是無法用嘴將肉撕裂開來，於是也不知誰先發現這樣的方法，幾天後，母狼

和母豺便開始合作進食，母豺使用銳利的爪子抓住牛排，母狼使用犬牙負責撕

咬，就這樣，合作的關係展開了，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就越來越融洽了。 

 

這事件因此成為沈石溪創作的構想，也使我們瞭解到狼和豺並非如我們所想

的永遠都是敵人，若非得要互相殘殺才能獲得食物那麼永遠都不會有好的結果，

只有互惠才能讓彼此都獲得好的結果。而這樣一個互惠的模式也引起我們的興

趣，據沈石溪在《結伴同行》一書自序中指出，互惠即是「在給予你好處的同時，

我也從你身上得到了實惠。」，那麼這互惠的原則是否還存在於其它的物種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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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經過資料的搜查我們瞭解到互惠原則原是屬於「生物學」和「經濟學」的概

念。在生物學中將這樣的原則稱作「互利共生」，即是「在生物界中某兩物種間

的一種互相依賴、雙方獲利的共生關係」，這也代表在自然界中還有許多的物種

間亦存在著這樣的行為，因此引發我們對互利共生其它實例的研究興趣。 

 

而在本書中所舉的例子是野生動物狼、豺之間的故事，所能查到的實例也是

野生物種之間的互利行為，這也使我們更深入思考，不僅是在野生動物之間，那

麼在人類的世界中呢？雖然是同一物種，可是國籍、文化的不同，卻也讓我們產

生了不一樣的隔閤。世界中各個國家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自古到今便有著許

多戰事的發生，若要停止戰事，便需要國家之間的配合，如物質的交換，彼此利

益之間的交換，以換取世界的和平，到現在依然是如此，那麼，這也就是一種互

惠模式吧？ 

 

因此就本書中生物學的互利共生概念，為了滿足好奇心，我們另外找了幾個

實例，並嘗試加入國文寫作中之「擬人」情感，來使其它物種間互相依賴、依存

的例子能夠更為鮮明生動，以下便試舉三例： 

 

 

 

 

 

 

              

 

 

螞蟻和蚜蟲（圖片來源：新浪網） 

 

其一，螞蟻和蚜蟲。 

瓢蟲是蚜蟲的天敵，所以螞蟻不喜歡他，因為螞蟻和蚜蟲可是好麻卲，總是

黏在一起，彼此「互惠」。有蚜蟲在的地方，就經常會有螞蟻圍繞著，當蚜蟲所

棲息的地方缺糧時，螞蟻就會將牠搬家到食物充裕的地方，等蚜蟲飽餐一頓之

後，螞蟻就會不時用觸角輕輕拍打蚜蟲的屁股，蚜蟲就會乖乖的翹起屁股，分泌

一種乳白塊狀的蜜汁，因為蜜汁含有大量的糖分，螞蟻非常愛吃，所以就有人說：

「蚜蟲是螞蟻養的乳牛」。當蚜蟲遭遇到危險大喊「救命！」時，螞蟻保鏢就會

立刻挺身而出，對蚜蟲伸出援手!冷颼颼的冬天到了，蚜蟲的卵因為太小，很容

易會被這樣的天氣給凍死，螞蟻就會很熱心的幫忙把卵抬到自己家中，避免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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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遭受風寒。甚至有時後，螞蟻怕蚜蟲的卵會太潮溼，還把小寶寶們搬出去曬太

陽呢！等到小蚜蟲總算孵出來之後，螞蟻就會再將牠們搬到糧食充裕的地方去，

使蚜蟲都能夠長得頭好壯壯，而蚜蟲們再分泌那香甜的乳白色蜜汁以報答螞蟻對

牠們的付出喔！就這樣，蚜蟲提供螞蟻食物，螞蟻保護著蚜蟲安全，牠們之間的

互惠關係真是貼心得令人感動。 

 

 

       大赤啄木鳥（圖片來源：宜蘭縣野鳥學會鳥類圖鑑） 

 

其二，啄木鳥和樹木。 

啄木鳥，顧名思義，其姓名的來源就是因為牠經常對著樹木敲敲啄啄而來。

啄木鳥是鼎鼎有名的「樹木醫生」，牠有著很好的聽力，凡是昆蟲的咬食聲、螞

蟻在樹幹裡活動的聲音……都逃不過牠的耳朵。所以牠經常繞著樹木打轉，幫樹

木從頭到腳都敲敲打打一遍，好好的檢查一番。有一些昆蟲會住在樹皮下，鑽出

許多「四通八達」的小徑，但這對樹木可不是一件好事呀！可是啄木鳥的舌頭有

著特別的構造，牠的舌頭末端有一種黏性物質及倒刺，可以鑽進樹洞中把昆蟲拉

出來吃掉。遇到害蟲就把蟲吃掉，發現有蛀的蟲洞，就會幫樹木進行「手術」，

把裡面的蟲給揪出來。而躲在樹木中的這些害蟲一但除去了，樹木就能夠順暢且

自在的吸收土壤中的養份和水份，這也使得樹木生長得更健康、更強壯。有了啄

木鳥這「樹木醫生」的義診，樹木就可以有健健康康的身體，啄木鳥也可以找到

食物，飽食一頓。就這樣樹木提供啄木鳥昆蟲吃，啄木鳥則幫助樹木有更強健的

身體，彼此互相幫助，這就是他們互惠的方式。 

 

其三，寄居蟹和海葵。 

寄居蟹常常揹著海葵到處旅行，所以他們是共同旅行的好夥伴。寄居蟹是一

種節肢動物，牠的腹部缺乏甲殼的保護，非常害怕敵人的攻擊，所以牠只好「鳩

佔鵲巢」，把有螺殼的主人給吃掉，自己就住進螺殼裡，用這個殼來保護自己，

但是這樣的保護還不夠，被海洋生物吃掉的機率還是很大，於是，牠就去尋找合

適的海葵來幫牠增強防禦力。因為海葵的身上長有許多的觸手，上面有著許多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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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會分泌一種劇毒，用來嚇退敵人。海葵長得非常美麗，但是如同珊瑚一樣，

因為牠們自己不能移動，這樣很容易被細砂、海底生物的殘骸，甚至是自己的排

泄物給掩蓋，所以需要有流動的水，來幫牠清除掉這些防礙生長的雜質，這時後

寄居蟹的出現就是幫了海葵一個大忙。寄居蟹找到海葵來減少自己被天敵吃掉的

機會，海葵也利用寄居蟹這個「坐騎」，在大海中自由自在的旅行著，而且海葵

不但能因此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的，也可以因此而多捕捉到一些小蝦、小魚……

等等的生物。牠們就這樣一起四處遊蕩，一起共同覓食，一起生活，正所謂「有

福同享」不也就是如此嗎？這就是寄居蟹和海葵之間的互惠關係。 

 

 

  寄居蟹和海葵共生模式（圖片來源：中國數字科技館） 

 

    綜合以上所有的敘述，我們可以瞭解到「互利共生」這樣的互惠原則產生在

不同的物種之間，而這些物種有沒有辦法進行溝通我們並不能得知答案，可是從

他們的互動模式裡，都讓我們學習到一種待人處事的方法，只要我們願意為別人

付出，別人也會願意為我們付出，這是一種互相的概念，也是做人做事重要的「互

助合作」原則。 

 

但是觀看現今的人類社會，我們雖然都屬同一物種，但在國籍、居住地、膚

色、文化上卻有著很大的區別，從歷史上來看，不同國家的人有時後甚至互相仇

視、競爭、殘害著其它種族。在自然界中，不同的物種會互相仇視是容易理解的，

可是既然我們身為人類，有著一顆會思考的腦袋，為什麼不讓大家和平的共處

呢？ 

 

於是為了使大家和平共處，就發展出了「貿易」關係。我認為國與國的貿易

在某種性質上來說就像是自然界所說的互利共生一樣。像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是

世界上石油主要的產出國，所以大家都不會去攻擊它，因為石油資源在現代是很

重要的一項資源，需要沙烏地阿拉伯的供給交換。另外像鄭氏治台時期，台灣曾

與中國大陸進行走私貿易，由台灣提供稻米和蔗糖與中國換取絲和民生用品，不

只如此，台灣也曾和日本、呂宋和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國際貿易，進出品以蔗糖

和鹿皮最為重要，進口品則以軍火和紡織品為主，使當時的台灣國際貿易繁盛，

今日的台灣當然貿易伙伴也就更加的複雜，但是持續的流通、交換著。在這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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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合作下就能在無形中促進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情感。像是去年在我國發生的的

八八水災，台灣的外交國─索羅門群島便為台灣募集到一千索幣，為台灣盡一份

心力，也讓人瞭解到，在其它國家也是有許多關心我們的人。 

 

再由小一點的角度和觀點來看，在我們國家內也有許多的合作關係，例如都

市和鄉村的互補關係，由鄉村種植農作物外銷到都市，賺取金錢，鄉村也提供都

市人所沒有的遊憩地點，為鄉村帶來無限生機。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建教關係，每

一段時間就會召集各個學校的老師開研討大會，檢討各個學校的教學方式，互相

學習，讓學校的教學越來越完善。班級與班級的合作關係，一起打掃分配到的打

掃工作，為了自己也為了生活在這個學校的人，共同維護、整潔大家的校園。班

級裡同學與同學之間的學習關係，由成績好的去教功課較不好的人，讓那些人的

功課進步，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十全十美，有些時候雖然成績不好，但是知

道的知識說不定比其他人更多，這時候就要反過來去請求那些成績較不好的人幫

忙，所以在一個班級中每個人都可以當老師，每個人都能為其它人提供幫助，而

自己也有機會盡一己之力，這不就是所謂的「互惠」關係嗎？ 

 

    這本書讓我們深刻瞭解到，有時候光靠一個人是無法做好一件事，而有

困難時，儘管是世世代代的仇家也可以變成互相合作的好夥伴。也讓我們知

道國文閱讀原來不只是國文，從這當中所學到的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與生物之

間的合作，都和歷史、生物學有著緊密的連結，也因此激發我們更多的想像

力和好奇心，使我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有一個合作的對象，這樣遇到困難時，

還有一個人可以幫助你，至少不會是自己面對。自古便有許多合作相關的成

語及名言佳句，「集思廣益」、「眾志成城」、「三人同心，其利斷金」、「與自己

競爭，與別人合作」，在在鼓勵著我們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在這本書的印證之

下，讓人體會的更深刻，也將這待人處事的道理永遠牢記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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