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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悦

椭圆形、球形、凹凸镜形、卵形、
条形、锥形、碗形……当你看到这些
形状时，会将它们与植物的种子连接
起来吗？

最近，一部名为《探秘种子：显微
镜下的奇妙世界》的书出版，书里展
示了显微镜下各式各样的种子，在奇
异样貌的背后，每颗种子都有着有趣
的故事。

微小的种子
开启广阔的视野

王健生是来自金华的一名植物
爱好者，从8年前开始研究植物，也是
本书的主要作者。

微小的种子肉眼看不清，放大镜
看不全，为了更好地展示微小种子的
结构形态，以便研究和鉴定植物，跟
其他植物爱好者交流起来更方便，6
年前，王健生开始尝试用显微拍摄来
记录一些植物的微小种子。

王健生每次进山的时候，就会将
一些植物的种子采样回来。别看它

们在镜头下形态各异，长得很饱满，
实际大小在1—3毫米，用肉眼根本
没办法看清楚。现实中，一般杂草的
种子多在0.01克左右；而兰科植物的
种子通常极其小而轻，如斑叶兰的种
子，200万颗才重1克，肉眼根本看不
清。在王健生采集过的种子里，凤仙
花的种子在3毫米左右，最小的是兰
科植物的种子，还不到1毫米。

在他的显微镜头下，这些细小的
种子被放大到 5倍、10倍，甚至 20
倍，种子表面的结构看得一清二楚。
种子的形状各式各样，有些种子甚至
神似生活中的物品，比如野老鹳草的
种子，就像一个网纹瓜；流苏子的种
子就像盛开的向日葵；琉璃繁缕的种
子组合，就像一个彩色的足球。

种子表面的颜色丰富多彩，有的
种子呈现出显眼的红色、黄色或是蓝
色，就像是一颗颗闪闪发光的宝石；
而有些则是暗淡的棕色或灰色，显得
非常低调。

为了传播
种子们竭尽所能

在观察的过程中，王健生发现，
观察种子表面的纹饰是一件有趣的
事情。有的种子表面光滑如镜，有的
表面粗糙甚至凹凸不平，还有的则布
满了细细的纹路或是斑点。这些纹
饰就像是种子的“指纹”，每一种植物
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饰。这些独特
的纹饰不仅让种子更具个性，也为它
们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比如一些聪明的种子会利用动
物作为传播工具，它们会将自己的种
子藏在美味的果肉内，吸引动物前来
取食。当动物吃掉果肉后，种子便会

随着动物的排泄物被带到新的地方
生根发芽。而另外一些具有钩刺或
黏液的种子，则可以将自己附着在经
过的动物身上，传播到新的环境中。

风也是种子传播的好帮手，一些
轻盈的种子会利用冠毛、种毛等结
构，借助风力在空中飞翔、飘向远
方。菊科、杨柳科、桦木科等种子对
这项技能尤为擅长。

而对于一些生长在水边的植物来
说，水是最好的传播媒介，它们的种子
通常具备防水和漂浮的特性可以随波
逐流，这样可以在淡水甚至海水中漂
浮数日乃至数月之久。当遇到合适的
环境时，这些种子便会生根发芽，繁衍
生息。比如椰子、黄水枝等。

有些植物则通过自身的力量来
实现种子的传播，比如一些植物的果
皮会在成熟时炸裂开来，将种子弹射
出去，通过弹射来传播的种子植物有
堇菜属、凤仙花属、野豌豆属等。就
像凤仙花，果实果瓣成熟后，受到外
力，比如风吹，或是人、动物的干扰
后，种子就会向内收缩，借助弹力，将
里面的种子弹射到外面。凤仙花种
子虽小，但它的种子弹射力很好，可
以弹射到1米多远的地方。

将美好的事物
分享给更多人

采集种子有何讲究？王健生说，
种子虽然一年四季都有，秋季最多，
但不是所有的种子他都拍，他主要会
选择一些有研究价值的种子。

在种子没有完全成熟时，不能很
好地观察到其特性，所以采集种子的
时间要把控到位。如何把控？只能
勤去山上观察。

将种子采集回来以后，因为要拍
其表面的结构，所以还要进行解剖。
种子很小，解剖除了要用到手术刀、
镊子、探针外，还要加一把放大镜。
很多时候，会解剖失败。

解剖完成后，还要将种子调整到
一个合适的位置，必要时，借助胶水、
纸，将其固定。再打上灯光，用特制
的显微摄影设备拍摄下来。一张全
景深的图片，需要前期拍摄500张左
右的图片，通过后期软件堆叠合成一
张图片，再经过仔细修图，最终才能
出片，所以一张满意图片需要花上几
个小时时间，工作量很大。

王健生说，美似乎只存在于我们
的可辨视野里，微小的种子或果实，由
于肉眼无法看清，便成为了我们的寻
美盲区。我们肉眼所见的世界，五彩
缤纷，让人看了眼花缭乱，而通过显微
设备观察到的种子世界，其实同样色
彩斑斓，甚至更为奇妙。

6年来，他一共拍摄了500多种
显微镜下的种子画面，将其编辑成
册，带领读者探索充满植物生存智慧
的微观世界，也给读者带去了一场微
观世界的视觉盛宴。

■邱仙萍

今年年初，当当网出了年度阅读
报告，说我打败了全国99.6%的用户，
看起来好像是打怪升级一样蛮厉害
的。

虽然书看得不算多，但是对跑书
店和买书这件事，倒是一直乐此不
疲。书店不但给了我很多快乐，甚至
还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学校毕
业后，每个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就花
在新华书店里。

当时桐庐的新华书店在钟楼旁
边，距离我家一步之遥。记得贾平凹
的《废都》刚在新华书店开售时，洛阳
纸贵，大家一早排着长队购买。我做
贼一样偷偷摸摸在江滨公园翻阅，才
看几页，面红耳赤，不敢再读下去。
蔡琴的磁带，还有《鲁迅全集》《二十
四史》《资治通鉴》等等，我都节衣缩
食买下来。每个双休日，基本都泡在
新华书店和图书馆。

那个时候我正被分配到面粉厂
打包，一个小时拎3000斤面粉。车
间白茫茫，天地一笼统，戴个白帽子
穿个白大褂，真的是“头顶一块布，天
下我最苦”。一次，县图书馆蒋馆长
和我说，下半年《桐庐报》要对外公开

招聘记者，让我去试试。第一次是招
电脑打字排版的，企业编制；第二次
是考记者，事业编制。我说只要跳出

“三班倒”的坑，不去扛面粉，到报社
打开水搞卫生都行，哪里管什么编
制。不过最后我还是听了蒋馆长的
话，考进报社当了记者。蒋馆长成了
我生命中重要的贵人。

在地方上打磨了七年，我惶惶然
从县城到了杭州，在体育场路的《浙
江经济报》做采编，这是省政府和新
华社浙江分社合办的报纸。报社旁
边就是最早的晓风书屋，我经常在这
里遇见吴晓波等老师。晓风书屋是
杭州城市文化的一张名片，这里的
书，多文化、经济、社会人文、文学史
等，很能代表杭州独特的人文气质。

我女儿到杭州读书后，我们两人
周末经常去解放路、延安路的新华书
店。从小学三四年级到初中，是她阅
读量比较大的阶段，我们常常整袋整
袋买书回来。

新华书店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
情结，也是青春的回望。我家四兄
妹，小时候都喜欢看书。大哥爱跑供
销社收购部，那里有收购来的旧书籍
杂志。有一次，他找到了一本缺损的
书，是描写一个青年榜样的，里面写

着：“劳动是一种快乐，青春是一团
火，燃到哪里哪里发光。”后来他去部
队当兵，和战友们一起挖隧道，条件
很艰苦。有一天，他看见隧道口有一
块很大的黑板，就在业余时间出了黑
板报，写了几篇文章在上面。结果师
部领导下来看到了，就把他调到师部
负责宣传，在《人民前线》上发了不少
稿子。从部队回到地方后，大哥考上
了乡镇文化站长，一直在这个岗位上
待了近四十年，直到退休。

二姐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复
读，坚持回家务农，她想用一己之力
改变命运。那个时候种的是双季稻，
最累最苦的是“双抢”。打稻、耕田、
耙田、平田、拔秧、种田等等，七月酷
暑，脚踩在四十多摄氏度的热水里浸
泡着，上烤下蒸，脚上还有蚂蟥叮咬，
苦不堪言。

二姐就像被逼入绝境一样，咬着
牙坚持着。不多久，她就晒得黝黑，
手上长满了一个个粗粝的老茧，腿上
脚上一层层蜕皮。她种的水稻，竟然
是生产队里长得数一数二的，每株稻
子绿得黑亮，粗壮健硕，在阳光下飒
飒作响。村里人啧啧赞叹：“有出息
啊，到底是读过书，有文化。”

其实，二姐哪里甘心做一辈子农

民，她喜欢文学，经常托人到新华书
店买书。夏天我们躲在楼上读《简
爱》《茶花女》，二姐和懵懂的我说起
《飘》里面的卫希里，两眼闪闪发
亮。每天中午，她都要听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里的朗读，《人生》《平凡的世
界》等。她像堂吉诃德一样，徒手挑
战命运的风车。白天干农活，每到夜
晚就在楼上写小说，她的钢笔字写得
很漂亮，那些文字一个个在她面前跳
跃着、蹦跶着，一直到达她自己的远
方。

当时我的年龄还小，记得二姐订
阅了很多杂志。《收获》《十月》《山西
青年》等等，写的稿子是一摞一摞的，
叠起来很高，平时放在一只樟木箱子
里，外面还挂着一把锁。二姐不断投
稿，不断杳无音讯，她和我说过很想
去上写作培训班，但是20世纪80年
代初的农村，看课外书、写作都被当
作不务正业，哪里能走远呢。

光阴流淌，岁月如河，为了生活，
大家四处奔波。我们兄妹四个，谁也
没有跨入文学的殿堂，只是在那扇厚
重的门外瞻仰、聆听和张望。但在每
个寂静孤独的夜晚，我们抬头仰望星
空，总觉自己曾经有过一片灵魂上的
清欢。

数九寒冬，台州仙居县图书馆内
迎来了一股读书热，市民们纷纷踏入
这片知识的殿堂，沉浸在书海之中，
享受阅读的乐趣，度过充实而静谧的
冬日时光。

通讯员陈月明 摄

新年的第一粒种子
王健生用自己的执着与专业让我们看到：微小的种子世界，实则同样色彩斑斓，甚至比肉眼可见的世界更为

奇妙。一腔热情是种子的起点，一往无前是人的起点，我们坚信，即使渺小如一粒种子，也要绚烂的、热烈的，挺

过风雨，长成一棵树或开出花来……

人间有书是清欢

小苦荬瘦果

在繁忙与喧嚣的现代生活中，我
们总渴望找到一片宁静之地，让心灵
得以栖息。《又得浮生一日闲》正是这
样一本能够引领我们走进宁静、品味
生活的佳作。此书甄选了史铁生、季
羡林、汪曾祺等16位文学大家的40
余篇散文。全书分“满目山河远”“光
阴诗卷里”“除却群山无故人”“此心安
处是吾乡”四部分，而其中，“光阴诗卷
里”这一部分，更是让我沉醉其中，感
受文字带来的无尽魅力。

“光阴诗卷里”收录了文学大家们
关于读书的独到见解和心得体会。鲁
迅的“随便翻翻”、老舍的“读书”、周作
人的“读书经验”、朱自清的“买书”、梁
实秋的“读书苦”等等，每一篇都仿佛

是一位智者在向我们传授读书的秘
诀，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们对
知识的热爱和追求。

在阅读这些散文的过程中，我仿
佛与这些文学大家们进行了一次心灵
的对话。他们的文字流畅而富有哲
理，让我在阅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
同时，我也被他们对读书的热爱和执
着所感染，开始更加珍惜每一次阅读
的机会。除了文字的魅力外，“光阴诗
卷里”这一部分还让我感受到了读书
的乐趣。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一段
时间来静静地阅读一本书，是一种难
得的享受。

读完此书，回顾幼儿园的工作，
我们也时常需要与孩子们进行心灵
的沟通与交流，而读书，正是提升我
们自身素养、丰富我们内心世界的重
要途径。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更好地
理解孩子们的需求与想法，以更加温
柔、耐心的方式引导他们成长。同
时，我们也可以通过阅读将书中的智
慧和美好传递给孩子们，让他们在快
乐中感受知识的魅力，培养他们的阅
读兴趣和阅读习惯，也更让我明白了
作为一名幼儿园教师，我们应该时刻
保持对知识的热爱和追求。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引领孩子们走向
知识的海洋，让他们在探索与发现中
不断成长。

多读书、读好书，让我们为人生偷
一日“闲”，于书中寻一份自在悠闲，于
浮世中寻一段静谧时光。

本报讯 记者李凡 通讯员俞丹报
道 日前，宁波市奉化区举行“我陪孩
子读经典”“工·读空间阅读越棒”职工
年度读书分享会活动。活动在奉化区
总工会职工阅读专题片中拉开序幕，
由“传承经典”“工韵飘香”“阅读越棒”
三个篇章组成。活动当天还颁发了奉
化区2024年度优秀“工会领读人”、
2024年度工会优秀阅读团队。

据介绍，为更好地传播书香文化,
促进职工队伍素质不断提升、职工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奉化区总
工会近年来充分利用“工·读空间”阅
读平台，把职工阅读团活动抓大抓深
抓实，形成了“区级引领、乡镇孵化、企
业搭台、职工乐学”的四级新型读书模

式。结识新朋友，学习新知识，提升新
技能，已经成为奉化职工的工作生活
常态。

“我们积极引导职工与书为友，
从书中获取知识、汲取营养，激励职
工阅读成才，凝聚职工奋进力量。”奉
化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奉化区总工会将进一步引导全区
各级工会采取灵活小巧的模式，更加
注重阅读内容分众化，保持阅读活动
经常化，推进阅读组织立体化，开辟
更多职工书屋等优质职工阅读场所，
不断丰富和创新阅读活动的形式和
载体，持续扩大职工阅读的覆盖面和
受益面，真正让阅读成为职工群众的

“日常生活”。

又得浮生一日闲

职工荐书

荐书人：刘秋香
工作单位：丽水市莲都区碧湖幼
教集团碧湖中心幼儿园

与书为友 阅享生活
异果黄堇种子

冬日书香浓

扫出一本好书

用阅读去爱去成长
生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似的旋律，偶尔变

换几个音符，但总体节奏依旧。就像成人礼那天，你以为自
己会突然迎来某种蜕变，但那天过后，日子还是平淡无奇地
继续着。

是否很久没有放肆地哭一场，也很久没有不管不顾的远
足过，又或者都不曾许过愿？那么，2025年，许一个小小的心
愿，新的一年，我要——

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记录的五个真
实故事，展现了她在二十多年职业生涯
中最难忘的来访者如何通过一场场心理
层面的“英雄之旅”，用令人敬佩的力量
战胜了童年时埋下的深层创伤。

这部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倾情
推荐的心灵治愈之作，
将激发我们内心深处
未曾觉察的坚韧和勇
气，并发展出爱与被爱
的能力。

《早安，怪物》

《坐等花开》

本书以花为线索，展现了中国现代
漫画鼻祖、散文家丰子恺的一生，从“好
花时节不闲身”到最终“此生已近桃花
源”，铺陈出一幅“花开成景，花落成诗”
的诗意人生画卷。

心 存 美 好 的
人 ，必 将 一 路 生
花。浮世三千，愿
我们都能如丰子恺
般，享受快意人生，
体验生命大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