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现代，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开始有了观赏全国、世界
各地植物，甚至建造人工景观园林的
愿望。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还没
有世界旅行的经济能力，因此集全国
以至全世界植物和景观的人工园林便应
运而生。

最初出现的是微缩景区，例如 1992
年我在在深圳看到的“锦绣中华”“中
国民俗文化村”，后来 1994 年在北京看
到的世界公园，再发展到 1999 年的昆
明世界园艺博览会 （世园会），以及后
来的西安、青岛、唐山等世园会，直到
2013 年北京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 （园博
会）。还有 2019 年 4~10 月在北京延庆举
行的，由中国政府主办、北京市承办的
2019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北京世园
会），面积更是巨达 960 公顷之多，野
外景点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了。

因为公园中景观主要是植物，而
植物一般仅适应当地气候。因此把它
们从全国，以至全世界集中到某一个
公园来展览，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一般来说，气象要素对植物的影
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气温，例如温
带的北京不能生长南方热带、亚热带
植物。二是空气相对湿度，例如干燥
气候下只能生长沙漠类型植物，等等。

上述气温方面影响的例子，如北
京的世界公园 （微缩景区） 中意大利
台 地 园 景 点 ， 原 是 亚 热 带 地 中 海 气
候，冬季温暖湿润，一片翠绿，但北
京冬季却严寒干燥，大地一片枯黄。
因此虽然用温带常绿植物如松柏、冬
青铺了点绿，但大自然根本不可能有
这样的景观。再如世界公园中的扬州

亚热带“清音境”景点中，也根本找
不到一株亚热带树木。

到本世纪初前后，人工景观公园
中发展到室内用空调来控制气温，例
如可以在温带制造室内亚热带气候，
但规模仍受到经费、技术和能源等限
制，如在 2013 年北京园博会中也仅限
于其中主展馆和中国园林博物馆两个
部分。其余数十个省市地方园则仍几
乎都是露天的。

有意思的是，地方园中广东省政府
大力打造的露天的岭南园可称创造了奇
迹。园中 60%植物是广东本地物种，在
两个共约百平米的“荫棚”中更是集中
了十几种热带、亚热带的树木，如菠萝
蜜、板根樟树、大 （香） 蕉、红棉等。
而椰树类十余米高的乔木则分布在园门
内外，用一片热带风光迎接游人。当
然，他们为此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例如
2012 年 7 月开工建设后，当年冬季施工
中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低温仍冻死了
园中大量岭南植物。

所以，温带人工景观园林成功展出
热带植物的办法，主要还是通过选择展

期。例如2013年北京园博会是5月18日
到 11 月 18 日，这就避开了严寒的冬
季。但是选择的展期还是偏后了些，因
为 11 月已进北京霜冻期。所以 2019 年
北京世园会，4 月 29 日到 10 月 7 日，便
都可在北京无霜期之内安全展出了。

在 2019 年北京世园会中虽然气温
相对安全，但我国华南和国际园中的
许多热带园内，可能因为吸取了 2013
年 北 京 园 博 会 的 教 训 ， 热 带 树 木 少
（尤少热带高树） 而热带花草多。2019
年 9 月参观世园会时，我发现热带乔木
仍“不服水土”而生长不良，可能也
因空气湿度偏低，稀叶现象明显。热
带花草方面，其中赤道国家新加坡园
最为突出，全园几十米 S 形弯廊两侧方
格架上全是热带花草，每个方格约 60~
70 厘米见方上下叠有 5~6 层，因此方
格 数 粗 略 计 算 上 千 ， 且 由 于 摆 放 艺
术，似少有重复。

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北京园博
会中的室内园中即使使用空调，也只
是调温而不调湿。例如苏州园林原景
地 中 由 于 年 平 均 空 气 相 对 湿 度 高 达

80%，植物茂密且苍翠欲滴，假山上的
苔藓很厚，甚至外向生长达好几个毫
米。可是北京园博会中不用说露天的
诸多南方园，即使其中中国园林博物
馆 中 有 空 调 的 苏 州 园 假 山 石 上 也 都

“干干净净”。北京世界公园中荷兰风
车景点，有一片荷兰国花郁金香，原
景地气候湿润，但在春旱中的北京，
因室外无法调湿，再怎么浇水也长不
好，有的叶片都焦了。

有趣的是，在 2019 年北京世园会
上，对于湿度极敏感或需特别施肥的
热带花草，台湾园除了一般浇水外还
想出一个奇招，就是用类似大的医用
注射器，针头直接插入土壤中补水。
储水的针管高出花卉数十厘米，密处
远看有点像刺猬一般。

但也有相反情况，例如北京世界
公园中的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原
地铜像在 1886 年建成，经过百余年咸
湿的海风和大气污染造成的酸雨的严
重腐蚀，不得不在上世纪末予以重新
修复。而北京世界公园内的自由女神
像虽也用铜铸成，但塑像表面的“铜
绿”是制造厂家按公园要求加工出来
的。不过北京因为雨季短，又没有海
风侵蚀，且因北京土壤呈碱性，空气
中飞扬的碱性尘土粉末大量中和了雨
雪的酸性，所以女神像在北京的日子
反而比原景地纽约要“好过多了”。

（上）
（作者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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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杂谈

漫 谈 人 工 景 观 园 林 中 的 气 象 问 题
□ 林之光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地球生命史上的
里程碑事件，涌现了当今几乎所有的门级
生物祖先。从此，具有骨骼的两侧对称后
生生物优势替代了前寒武纪生物群，成为
显生宙以来占有主导地位的演化现象。

然而，尽管生命演化是一个漫长的
几经起伏的历程，但由于埋藏原因，化
石的发现有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有些
关键的化石总是在科学家长期野外考察
中不期而遇，令人无比惊喜。近来在三
峡地区发现的夷陵虫就是一例。它之所
以引起科学界很大的关注，在于它带来
了对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突破性认知。

科学界对于寒武纪生物呈爆发式涌
现的十分罕有的现象，曾感到非常惊
讶，但在充分认识到寒武纪与前寒武纪
生物面貌存在巨大差异这一事实的同
时，也在求解一个重要的疑惑，那就是
寒武纪生物的祖先是否可以追溯到更为
久远的前寒武纪呢？

上世纪初，加拿大寒武纪布尔吉斯生
物群的发现，使达尔文曾为此困惑的寒武
纪复杂生物突然出现的问题显得更加突
出，多姿多彩的生命现象进一步放大了寒
武纪时代生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上世纪50年代，随着澳大利亚前寒武
纪埃迪卡拉生物群的发现，虽然首次佐证
了前寒武纪就已出现多细胞生物，从而证
明多细胞生物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前寒
武纪，但是，由于埃迪卡拉生物群具有与
显生宙生物群完全不同的身体结构、形态
造型和生活方式，而且几乎没有物种延续
到显生宙。它表明这是一群适应于浅海低
氧环境的失败了的演化实验品，因此，它
不仅没有解决寒武纪生物与前寒武纪生物
的关联，反而留下了更多的谜团。

所幸的是，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陈哲等研究人员，不断有
新发现和新成果发表，它对于我们解困上
述所提的疑惑带来了有益的重大启示。
2018 年，他们在美国 《科学》 杂志子刊

《科学进展》在线报道了中国湖北省三峡
地区埃迪卡拉纪距今5.6亿年前地层发现
了具有附肢的两侧对称后生动物所形成的
足迹，这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足迹化
石！2019年9月，他们又在英国《自然》
杂志发表文章称：中国三峡地区大约5.5
亿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一类特殊保存的新
的动物化石，精彩的是该动物的遗体和它
最后行进的拖痕（印迹）同时保留在一块
岩石上。这一新的化石证据表明在埃迪卡
拉纪已出现了具有运动能力，并且身体分
节的两侧对称后生动物。

科学家研究发现，这是一类全新的动物化石，在地质
历史时期和现代都没有出现与它形态相同的动物，推测它
可能是环节动物或节肢动物。这条被命名为夷陵虫（Yilin-
gia，新属）的动物，其身体呈长条形，具两侧对称，三叶
形，有明显的身体分节，也具有了前后和背腹的区别。更
加奇特的是，部分标本中动物的实体与它的遗迹同时保存
在一起，再现了一条行进中的虫子的“最后高光时刻”。

长期以来，科学界一直以为埃迪卡拉生物群曾是身
体没有真正分节、缺乏运动能力、走向演化盲端的生物
类群。但是，夷陵虫的发现突破了这一传统观念，带来
了全新的认知。它表明埃迪卡拉生物群已经出现了具有
分节、对称和运动“全套装备”和功能的动物了。身体
两侧对称和分节现象的产生是动物演化史上极为重要的
事件，因为分节意味着身体的结构有了分区，必然导致
功能上的分工。更重要的是，这一寒武纪生物普遍出现
的特征显然在埃迪卡拉生物中就已出现了。

对夷陵虫的研究还表明，埃迪卡拉生物群并非全是
“树桩式”的固着生活，业已出现如夷陵虫那样能够自由
运动的底栖动物。它们对海底沉积物进行了改造，逐渐
更新了前寒武纪数十亿年来一直占有优势的微生物席基
底，因此，对地球表面系统造成了深远的环境和生态影
响。由此表明，“寒武纪大爆发”时期以底栖动物为主体
的生态系统，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建立。

近年来，三峡地区成为寒武纪与前寒武纪研究的世
界热点，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不断涌现。让我们期待中国
古生物学家为丰富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认知再作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南
京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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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状夷陵虫实体（左）、遗迹（右）和化石复原（中）。

大豆属五谷之一，古时称为“菽”，是重要的粮食和油料作物，营养价值
丰富，豆油、豆腐及各种豆制品更是国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大豆
从何而来？它的“祖先”就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大豆。野生大豆
（Glycine soja）是栽培大豆的近缘祖先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作物之一，起
源并驯化于中国，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

广布的野生大豆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是人类获得植株抗病或可
利用的性状的宝贵资源库，是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中的瑰宝。野生大豆拥有
栽培大豆所没有的许多优良性状。比如野生大豆比栽培大豆丰产性好，抗
病性强，具有很强的抗逆性，耐旱，耐盐碱，耐涝。同时，野生大豆的蛋
白质含量更高，异黄酮含量也明显高于栽培大豆。这些优良的基因性状为
提升大豆品质及耐逆性状改良提供了重要的遗传资源。

大豆胞囊线虫病曾使美国大豆生产遭受了灭顶之灾，然而，美国科学
家在我国的野生大豆“北京小黑豆”中找到了抗此病的基因，使美国解决
了胞囊线虫危害大豆生产之苦，并一跃成为世界大豆生产第一强国。这个
事例充分说明，基因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生态安全乃至民族兴
衰，野生大豆资源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野生大豆资源最多的国家，目前国家基因库收集保
存的野生大豆资源达8500余份，占世界保存的90%以上，其中大部分分布
于东北，约占全国的41%。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大豆科研工作者利用
野生大豆资源选育出一批蛋白质含量高，产量性状突出，抗逆性强，抗病
性好的品种及育种中间材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独特的野生大豆资
源，将会转化为重要的育种优势和经济优势。

然而，由于人们对野生植物保护意识的缺乏，有些珍贵的野生大豆资
源正在迅速消失，这意味着这些资源所携带的遗传基因也会随之不见。

野生大豆资源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让我们珍惜大自然的恩
赐，在经济高速发展，地球变的日益喧嚣的今天，给这些古老的野生植物
留出自由生长的空间，让它们繁衍生息更好地造福人类。

也许在某个闲暇的午后，你会偶遇野生大豆，那就请你多了解一下这
个古老又珍贵的植物吧！

（作者系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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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野生大豆性状调查。图2：野生大豆繁殖圃。图3：野生大豆多荚。图4：野生大
豆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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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生 大 豆 大 豆 的 近 缘 祖 先
□ 来永才

品茶，不是说如同吃中西式大餐
似的，走进豪华大酒楼，甩出口袋里
的银子，你便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美
食了。

一直以来，窃以为需要一个人亲力
亲为的事情就是泡茶。发现一款心仪的
好茶本已是难得，再加上合适的茶器、
水以及心情才能得到一碗好茶汤。

爱 茶 人 最 爱 的 事 情 就 是 客 来 泡
茶。一来客来敬茶本身就是咱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一项礼仪，古人可以让佣
人泡，当然现代人还可以叫秘书泡，
但是把好茶放到一个不懂茶的人手中
无疑是对茶的一种摧残，这是爱茶人
最不能容忍的。相信你肯定有过手捧
一款心仪的好茶，眼巴巴地看着她在
别的“茶博士”手中，永远也冲泡不
出来你爱着的那种味道，所带来的内
心纠结与失落感——这茶怎么会被泡
成了这样的味道？

经常会听到好茶的朋友问，为什
么同样的茶，你泡的和我泡的味道不
一样呢？

记住，当你泡茶的时候，一定要
专注于你所选用的茶之器、茶之水，
还 有 你 正 准 备 品 饮 的 那 位 “ 佳
人 ” —— 茶 叶 。 万 万 不 可 手 到 心 不
到。经常可见有的朋友，坐在茶桌边
上，真可谓“忙碌”。只见她一会儿看
看手机，一会儿接个电话，一会儿发
个短信，一会儿发个朋友圈……几个
回合下来，茶味已然离她而去……最
后就只好人云亦云地说，这茶不错，

不错！可到底哪里不错，却说不出个
所以然来了。

冲泡是一个大问题，俗话说茶有三次
生命，第一次在树上，第二次在制茶人手
上，第三次就是在泡茶人的一水间了。

从美食的角度看，我们都知道要
做出一款好吃的东西有多么不容易。
同样的食材，在不同人手上会焕发出
不一样的生命，而有些人却能让好的
食材再死一次。泡茶亦然。

温好的茶杯放在客人面前，第一
次斟茶时，若是右手置公道杯，就顺
时针斟茶；若是左手执公道杯，就逆
时针斟。过后就是谁的杯子空了就给
谁斟茶。斟茶、分茶都退着来，表示
对客人的欢迎：来来来，喝杯茶。

大凡爱茶者，其实就只为了静心冲
泡好眼前的这杯茶，在冲泡的过程中，
感受冲泡的美好过程，并或用言语、或
用肢体语言传递出来，展示出一种由内

到外的美好。这样日子久了，一种如影
随形的雅致便是他人怎么学也学不来的
了。所以，每每人们夸喝茶的人——特
别是女人的时候会说：真雅！

其 实 ， 当 你 喜 欢 上 了 一 种 东 西 ，
便会时时刻刻地想念着她。正如男人
女人相遇一般，爱到一分钟也不想分
开，于是就成就了一场姻缘。

品茶正是如此。一开始是特意地
按着专家们传播出来的程式在喝，一
招一式的看似讲究，实则透着做作，
自己还自我打趣地解释为“穷讲究”。
但毕竟是发自肺腑的喜欢，于是到茶
馆请茶人泡给自己喝，边喝边学习泡
法、喝法。后来，和朋友在一起时，
自己认真地泡茶给大家喝。再后来，
一 个 人 在 家 也 要 把 茶 具 请 出 来 泡 茶
喝。再再后来，朋友们说，你的手有
一种神奇的魔力，无论什么茶，经你
的手一泡，便好喝了。

于是，在这个不大不小的朋友圈
里，朋友们一个一个的就讲究起来了。
品茶是所有活动的压轴戏。最常做的事
情就是，几个人背着茶、茶具和开水
壶，大汗小水地爬上帝都香山著名的好
汉坡，就近择一良地，席地而坐，茶席
一摆，云淡风轻时，一泡二泡三泡……
正如唐代品茗大师卢仝的茶诗 《走笔谢
孟谏议寄新茶》 所云：一碗喉吻润，两
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
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
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
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此时
此刻的我们一身轻松，再爬个来回也没
有问题。

这 已 经 成 为 朋 友 聚 会 的 固 定 程
式 。 不 论 是 小 聚 的 便 饭 还 是 郊 游 野
餐，不论是公事的会面还是私人的聚
会，如果少了品茶这件事，大家就会
一致认为今天的活动还没有结束。

那么，当你把穷讲究变成了真心
的讲究后，讲究着讲究着，就成了习
惯。这种习惯也便成了你有别于他人
的优雅之处。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副编
审，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农业科普创作
专业委员会委员）

泡 茶 之 乐 ： 讲 究 成 习 惯
□ 童 云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10月7日，2019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贵州展园对外称，国庆期间，近20万人游览了2019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贵州展园、展馆。7天里，贵州展园、
展馆游人如织，游客们尽情欣赏贵州山水园艺，品尝贵州
特色美食，领略贵州多彩文化，感受贵州好客热情。

通过北京世园会贵州展园、展馆这个窗口，贵州向全
世界表达了自己的气质，传递了自己的幸福——花朵吐露
芬芳、瓜果四方飘香、人民盛情歌唱……我们，尽情地享
受着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难 忘 世 园 相 约 贵 州
□ 胡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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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地球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是人类社会自从发展到聚居城镇以后，便离开了大自然。古人就在城市及城市边缘
发展人工园林，例如清代的苏州园林、扬州园林、杭州西湖园林等。这虽然已是人工园林，但还算是适应当地气候的自然园林。

真正的饮茶者，以亲自泡茶为一种殊乐。说起来，泡茶之乐与饮茶之乐各居其半，如大文人林语
堂先生所说：“正如吃瓜子，用牙齿咬开瓜子壳之乐和吃瓜子肉之乐实各居其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