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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或小，或好或坏，细细数来

西双版纳植物园在过去的半个

世纪里建设了30多个园区，有空间开

阔、色彩丰富的百花园，也有相对好

玩、珍奇花草云集的奇花异卉园，还

有诱人的百果园、异域风情的棕榈

园、霸气的王莲池等没有什么名气的

专类园区。苏铁园便是不为人所知不

大受人喜爱的园子之一。

苏铁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铁树开

花”中的铁树。苏铁不仅形态独特，

而且在进化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一

些种类的苏铁自恐龙时代出现在地球

上，一直繁盛至今，不但经受住了自

然变迁的考验，而且还分化出各式各

样的细类，散落在一些独特的角落和

生境中，生命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

对古老奇异的苏铁，版纳植物园

收集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自明。苏铁由

于自身的特性，大多生活在干热严峻

的环境中，生长缓慢，繁殖能力差，

不少品种的苏铁生存空间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干扰。生境丧失、气候变化、

人为破坏等让大多苏铁处于极度濒危

的状态。据统计，中国共有38种苏铁，

约占世界种类总量的 30%。中国是苏

铁较为丰富的国家，1999 年，中国政

府已把苏铁列入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行

列，但苏铁在野外的生存情况依然很

不乐观。

由于苏铁通常生长在偏远的深山

老林，不利于公众亲近了解，版纳植

物园苏铁的集中收集展示，无疑为人

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来认识苏

铁。可惜，光有引种栽培是达不到与

公众交流的目的的，一来公众缺乏相

关知识，二来不同苏铁之间差异甚小，

造成公众几乎无法区别不同种类的苏

铁。加之，版纳植物园内无人研究苏

铁，园区内标识牌系统长期缺乏，使

得整个苏铁园低调到了极点，几乎无

人认识。久而久之，苏铁园的价值变

得越来越弱。本是濒危古老的苏铁园，

成了无人待见的盲区，既不受管理层

重视，也不受科普人员、学生和研究

人员的喜爱。相信一些得来不易且珍

贵脆弱的种类早已经默默地挂了。

工作原因，我常游荡于各个园区

之中拍摄植物，曾无数次穿越或路过

苏铁园。我本是极为热爱植物之人，

但由于缺乏对苏铁的了解，也只是偶

尔拍摄一两张照片，并没太在意这些

苏铁。前几天园林部给部分苏铁挂上

了标识牌，我瞬间便被这个“普通”

的苏铁园给闪眼了。原来这就是赫赫

有名的篦齿苏铁、攀枝花苏铁、元江

苏铁、叉枝苏铁哇，原来我们也有这

些珍稀濒危的特有的宝贝植物啊！原

来它们就一直在我们眼皮底下活着啊。

一块小小的标识牌，瞬间让我脑

洞大开，唤起了我对苏铁的兴趣。为

什么小小的标识牌能有如此功效？细

细想来，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智慧。

由于人们对植物特别是对那些花色暗

淡、没有香味，也没什么文化意义的

植物大多不太敏感，很难在短时间内

把它从复杂的背景中提炼出来形成印

象，所以人为地引导和指示显得尤为

重要，指示牌补充了人的植物认知缺

陷。观察研究也发现，路人会停下匆

忙的脚步，观看有牌子引导的植物，

了解指示牌上的信息，而对没有标识

牌的植物驻足留意的几率就小得多。

小小的指示牌增加了公众了解更多植

物信息的机会，哪怕是像我这样的老

手，小牌子发挥出巨大的服务功效。

苏铁之见与不见，就在这些小牌

子之间。

鉴于此，建议所有植物园务必给

每一种植物都挂上标识牌。小小的一

个牌子不仅能增加公众对植物的感知

能力，而且还能体现出植物园本身重

视植物管理和展示的意图。小小的牌

子，说明这不是一颗杂草烂树，这是

有人看管、有人疼有人爱、有人保护

的植物。这种重视每一株植物的感情

不仅能够感染公众，同时也会提高园

内人员的关注，甚至引起管理者乃或

高层决策者的重视，最终赢得更多的

支持，形成良性循环，把园区建设得

更美好。（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 □

或 苏铁园之见与不见
■ 刘光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