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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林
里
的
无
声
杀
戮 看似缠绵的“慢性他杀”

雨林腹地，一棵大树倒下后，露出
的空地几天之内便会被藤本植物覆
盖。新芽与枯枝交替，演绎着生命的生
生不息，但也有一些“急性子”的植物还
未等同伴变成“枯枝”，便迫不及待地

“抢地盘”。
这不，在尖峰岭雨林深处，一棵海

南粗榧便遭遇了高山榕的“围追堵截”：
前者自顾自地向上生长，不料后者的气
生根沿着它的树干向上攀缘和向下延
伸，如同编织了一个牢笼，让“猎物”无
处可逃。

明明是雨林里的“大个子”，海南粗
榧为何会沦落至这般境地？将时光的
指针回拨，你会发现这场绞杀发生得几
乎猝不及防。

若干年前的某天，爱吃果实的鸟兽
饱餐一顿后开始排泄，高山榕种子随粪
便落到了这棵海南粗榧的枝丫或树皮裂
隙处。先是长出胚根，胚根再一点一点
变成气生的网状根系，附生在海南粗榧
的树干上并不断往树下延伸。另一端的
胚芽则发育成枝条，长出叶子，利用高空
优势进行光合作用，不断壮大自己。

起初，高山榕长得极为缓慢，被寄生
的海南粗榧根本没有察觉到危机就在跟
前。直到有一天，高山榕的根系抵达地
面，它们逐渐增粗增多，不断交叉融合，
由此也开启了对寄主的全面进攻。

在地下，它掠夺水分和营养，使寄
主处于饥渴之中；在地面上，它将寄主
的枝干紧紧箍住抑制其增粗，阻止其输
送水分和养分；而在树冠之上，它向上
的枝条野蛮扩张，渐渐覆盖住寄主的树
冠，夺走了许多阳光。

抬头往上望，海南粗榧
依旧枝繁叶茂，但明显能察

觉到它已经力不从心。而此时，这场无
声的绞杀还远未接近尾声。

也许要再过几十年，这棵海南粗榧
才会颓态尽显，它的枝条开始枯萎，树
叶开始凋落，最终在已经能够独立生长
的绞杀者的“怀抱”中渐渐腐烂，只剩后
者傲然挺立，与动物界的“鸠占鹊巢”颇
为相似。

这一结局并非胡乱猜测，在热带雨
林，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忘恩负义”的植物杀手

对海南粗榧进行绞杀的高山榕，来
自一个“杀手大家族”——桑科榕属。

在热带雨林，具有绞杀功能的榕属
植物多达二三十种，包括斜叶榕、钝叶
榕、绿黄葛树、高山榕等。它们的果实
往往肉厚多汁，受到鸟兽的青睐，这是
一件互惠共赢的事情：清甜可口的果实
成为鸟兽的腹中美食，果实里的种子因
太过坚硬不能被消化掉，借助鸟兽的活
动四处播撒“安家”。

落在土壤中的种子顺理成章地生
根发芽，要是不小心落在了其他树上，
也不必担心。热带雨林里的枝杈上经
常积存着一些凋落物，再加上高温多雨
的水热条件，让这些种子同样可以发芽
生长。而存活的榕属植物幼苗之所以
能够后来居上，还得益于一种“武
器”——气生根。

与长在地下的树根不同，气生根可
以生长在地面以上，从潮湿的雨林空气
中吸取氧气、水分和营养。或如柔软的
蟒蛇般攀附其他树木，或形成垂直向下
的“根帘”，等到它们扎入土壤逐渐变
粗，形成众多支柱根向四周不断“开疆
拓土”，就有可能造就独木成林的自然
奇观。

除了桑科榕属植物，五加科
鸭脚木属、漆树科酸草属、茜
草科婆婆桂属的部分植物，
也同样擅长用这种“温水
煮青蛙”的方式完成杀
戮。

它们通常善于攀缘，在高大挺拔的
寄主身上蔓延生长。这种寄人篱下的
生存方式与附生植物非常相似，但不同
的是，附生植物通常长得并不高大，一
般不会掠夺它所附着植物的营养与水
分，两者往往能够和平共处。

但绞杀植物才不管所谓的仁义道
德，任由别人骂它“忘恩负义”，也要把
寄主的土地和上升空间抢过来为己所
用。毕竟，让自己活下去才是最重要
的，在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的热带雨林，
获取更好的生态位是一种求生之道。

永无休止的生存竞赛

绞杀植物可谓“臭名昭著”，但也并
非一无是处。

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通过研
究发现，绞杀植物的主力军榕属植物在
维持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甚至整个
生态系统的平衡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它们几乎一年四季都挂果，可以
给兽类、鸟类、昆虫及微生物连续不断
地提供食物，也为种类繁多的喜阴植物
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

譬如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
王岭片区，桑科的各种榕树便是海南长
臂猿最常光顾的“粮食树”；而在位于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百花岭雨林文化
旅游区，一棵树龄逾千年的榕树枝干上
附生了50多种植物，远观像一座郁郁葱
葱的空中花园。

如此看来，这场绞杀的受害者自始
至终只有一个：倒霉的寄主。更可怕的
是，这些雨林中的“刽子手”不会轻易善
罢甘休，它们会在“勒”死第一棵树后如
法炮制，将魔掌伸向其他高大乔木，直
到完成新一轮绞杀。

被绞杀者中空后轰然倒地，残留的
枯木往往会吸引大量昆虫在里面筑巢，
成为一个迷你的生态系统。而它
们原先生长的地方则会形成林
窗，为周围其他植被冲破幽
暗疯狂生长提供机会。

一条生命的陨落，
成就了无数生命的勃
发。这便是热带雨
林的残酷，也是大
自然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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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常被
人类冠以“植物天
堂”之名，但倘若植
物自己会说话，恐
怕会争相跳脚反
对。当一束阳光直
射雨林，经过乔木、
灌木的层层阻截，
最终落到地面上的
往往不足5%。在
如此幽暗的空间
里，即便是“雨林王
者”望天树，平均每
2万粒种子中也只
有1粒能萌芽长成
树苗。

为了突出重围
争夺阳光，植物们
不得不绞尽脑汁、
招数频出——凭借
巨大的板根“站稳
脚跟”，靠缠绕或攀
缘其他树木扶摇直
上，甚至连裸露石
头的生态空间也不
放过。而在各种各
样的生存策略中，
尤以绞杀最为残
酷。只是植物无
言，杀戮在悄无声
息中便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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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霸王岭片区的藤槐。

琼
中
百
花
岭
附
生
在
大
树
上
的
蕨
类
植
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