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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一個說法，說台灣街頭的店有三多：小吃店、理髮店跟藥店。日前，常去的寵物店關

了門，原本一片惶恐，想說家中的魚從此就要變成孤兒了，急忙四處找尋，才發現自己是

杞人憂天，原來曾幾何時，居家附近竟陸續已經開了多達十幾家的寵物店，裡面從魚、蝦、

螺、鳥、龜、蛙、蛇、鼠、貓、狗、蜥蜴，甚至於螞蟻、菌類都有，幾乎是天上飛的、地

上爬的、水裏遊的，乃至於土裏鑽的幾乎都到齊了，沒有想到，寵物店儼然就快要變成台

灣店面奇觀的第四多了。 

    今日閱讀報載外來物種侵入台灣所造成的種種衝擊跟問題，才知道我們飼養小寵物或種

植花木，竟成為外來物種侵入的間接幫凶。這是個有需求就會有人供應（或者是有供就有

需）的社會，人類對於扮演萬物之靈這個角色已經不再滿足了，現在竟然兼做起上帝的工

作，開始介入其他物種的生命，管起他（牠、它）們的生活方式，甚至接手他們的繁殖：

於是乎野外美好的花草，會被帶到室內，種在花盆裡；可愛的動物，會被帶入都市，養在

籠裡、盒裡、瓶裡、缸裡。以抗生素或人工肥料、飼料，把他們養得看起來頭好壯壯。插

枝、嫁接、人工孵化、受孕、養殖，甚至於雜交的情形比比皆是。他們共同的特性就是失

去了原本生存的環境，開始要仰”人”鼻息，當人類忘記或是過渡澆水、施肥、餵食時，就

會有枯萎、飢餓或是傷病發生，美其名我們提供了一個遮風避雨檔太陽的屋簷，但大自然

自有其定律，大部分的物種往往都是在日曬風雨中茁壯，失去了這些，也就失去了他們的

一片天，失去了他們物競天擇的本能，不禁令人深思，長久以來，人類是不是也是如此？ 

   原本被我養剩的一條魚，獨居一年多，變得有地盤性，每次變動牠的環境，牠會張嘴對

我作叫罵狀，有時撩撥牠，氣極了，會氣得一直發抖；但一旦餓了，還是會對你搖頭擺尾

地乞食。已有報導說研究發現有些動物的智慧遠超過我們的認知；是否有許多的寵物，礙

於生存所需，強顏博取主人的歡欣？我們有什麼權力，去拘禁他們，拿走他們的生活空間，

甚至於決定他們的生死？外國人對其他物種的尊重，往往讓人感動，所以有米蘭大教堂前

跟你亦步亦趨的鴿子，密德湖裡圍在步道旁對你伸頭的碩大鯉魚，舊金山灣裡盤據碼頭成

群曬太陽的海狗及跟著遊船幾乎是同步飄在你頭上的海鷗。而當你正陶醉著各種物種在此

可以平等相處時，卻聽到旁邊的歐巴桑用台語在熱烈討論著這個是紅燒比較好吃、還是那



個糖醋比較好吃。中國人真的是把古人『民以食為天』的精神發揮到了淋漓盡致！有沒有

發現？外國人很少吃整隻的動物，所以會將葷食弄成牛排、羊排、雞塊或是魚排，至少要

看不出那曾經是一隻動物，尤其是魚。這雖有一點自欺欺人，但總是有一點的尊重在裡面。

而我們呢？尤其是對『非我族類』完全沒有絲毫的尊重及平等對待的觀念，完全忽視大自

然終將會反噬的力量，到時候，我們失去的將會不僅是鐵蘇、曲腰魚，或農夫赤腳下田的

權力而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