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态不一，来源有异
研究发现，月球表面存在固、

液、气多种转变路径的玻璃起源，而
且形成的玻璃物质还形态不一，包
括旋转形状的玻璃珠（球状、椭球
状、哑铃状等）、气孔构造的胶结质、
流体形态的溅射物等形态。许多月
球玻璃还在月球上稳定地存在了亿
万年。

荒凉贫瘠的月球表面，经常会
有火山喷发、地质运动、陨石撞击
等各种活动。当月球表面频繁遭受
陨石及微陨石撞击，会导致矿物熔
化，然后在快速冷却过程中便产生了
各种形态的玻璃物质。这些撞击起
源的玻璃物质记录了月球表面从数
千米到纳米的多尺度空间内发生的
撞击事件，玻璃物质的具体形态则取
决于撞击时的温度以及产生玻璃的
液体黏度，由此便可反演出陨石的
撞击强度。

除了熔体冷却玻璃，月壤颗粒
表面还普遍存在着纳米尺度的非晶
层。这种纳米非晶层则有两种起
源：一是太阳风粒子注入，诱导产
生辐照损伤作用，将晶态固体转化
成玻璃态；二是高速陨石撞击导致
的热蒸发沉积作用，也会在矿物颗
粒表面沉积形成非晶薄膜。

这些玻璃物质的研究对探究月
壤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天然玻璃纤维有利于
就地取材

该研究还为基于月壤资源的原
位加工并制造玻璃材料和器件等，
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首次报道了
在“嫦娥五号”月壤中存在天然的
玻璃纤维。

这些具有超高长径比的玻璃纤
维形成于撞击过程中黏稠液体的热
塑成型，犹如实验室中通过热拉拔
的方法制造非晶丝的结果。这反映
了月球表面存在频繁的较为温和的
微撞击事件。

这些天然的玻璃纤维证明月壤
具有良好的玻璃形成能力和优异的
加工成型特性。这也肯定了在月球
表面就地取材，利用月壤加工生产
玻璃建材的可行性，将为未来月球
基地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上述成果解释了“嫦娥五号”月
壤高风化程度和低玻璃含量的矛
盾，并对着陆区月球表面的太空风
化、光谱特征和水含量等科学问题
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国家
科学评论》上。

奇趣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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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也有眼睛
——从避役藤会“模仿”其他植物叶片生长说起

□小叶

但该说法又没有被彻
底否认。

波恩大学的 Balu ka
教授仍坚信植物具有某种
类型的视觉。他曾带领团
队以拟南芥根系为研究对
象，发现了基于植物特异性
光受体的感光机制，提出

“根尖单眼”发挥类似晶状
体细胞的功能，并进一步推
测根系中还存在信息转换
区域，类似大脑结构，通过
基于光受体的信号传导通
路网络，来解析植物所处环
境的明暗信息，引导根系的
生长方向。Balu ka 在与
Yamashita 合作的最新论
文中，再次强调了“植物视
觉”理论，提出植物单眼从

藻类单眼演化而来，是植物
复杂感官系统的一部分，并
且引导植物的认知行为。
他们的团队仍计划展开下
一步的论证研究。

植物生态学家 Gianoli
也认为，Jacob White 的研
究是值得肯定的。他希望
能进一步展开野外调查，尝
试解释清楚植物拟态能力
的机制，并认为这个答案可
能将会成为生物学的重要
新基础。他认为，“作为科
学家，我们需要这样大胆的
方法，跳出常规的思维框
架。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
什么才是真正的证据。”

（转载自 微信公众号
“返朴”fanpu2019）

南美智利的热带雨林中，生活着一种天赋异禀的藤蔓
——避役藤。它们攀缘树木或其他植物生长，时间久了，叶
片竟会“跟谁就像谁”。

有研究者因此提出，植物可能也具有某种类型的“视
觉”。更有研究者基于植物特异性光受体的感光机制，还提
出了“根尖单眼”会发挥类似晶状体细胞的功能的说法。

早在19世纪，就有博物学家
发现并描述了避役藤叶片的神奇
功能。在植物学界，这种能力被
称作“拟态”。避役藤因此被称为
植物界的“模仿大师”。但科学家
始终未能解释清楚避役藤拟态的
具体机制。

智利拉塞雷纳大学的植物
生态学家 Ernesto Gianoli 是避
役 藤 研 究 领 域 的 重 要 学 者 。
2010年，他便在一次野外调查中
意外发现了避役藤叶片能够模
仿 20 多种植物叶片的尺寸、形
状和色彩。2014 年，他在《当代
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期
刊上发表论文，推测避役藤叶片
拟态能力有两种可能的机制：

第一种是“挥发性化学物质

传播”。即假设“原型叶片”中的
某些挥发性化学物质通过空气
传播到避役藤叶片上，便会影响
后者基因表达，进而产生表型变
化；第二种是“植物间基因水平
转移”，即通过空气中的传播媒
介（微生物）、植物间寄生或者自
然嫁接，将“原型叶片”的基因或
者表观遗传因子传递给避役藤，
影响其性状表现。

到了 2021 年，Gianoli 团队
又在《科学报告》上发表文章称，
利用基因测序技术，他们发现避
役藤拟态叶片和“原型树叶”之间
存在相似的微生物组群。这又暗
示了微生物可能参与拟态行为。
但这一结果仍需进一步实验来验
证。

其实早在1905年，植物学家
Gottlieb Haberlandt 就 已 经 假
定植物叶片内的上表皮细胞可以
发挥“简易版眼睛”的功能，类似
于昆虫的单眼。

而一位来自美国犹他州、没
有任何科研学术背景的植物爱好
者 Jacob White，此时也提出自
己的大胆畅想：有没有可能其他
植物也有类似的基本视觉呢？他
的理论来源于两篇描述了藻类特
殊的感光结构的论文。一篇认
为，单细胞莱茵衣藻的趋光行为
依赖于其眼点结构内的光受体；
第二篇文章则介绍了蓝藻菌集胞
藻属细胞发挥了类似球状微型透
镜——也就是晶状体——的作
用，让细胞“看到”光源，从而向
着光源移动。这两篇文章内容都
将藻类和“眼睛状”结构联系起

来。
Jacob White 开始在家中培

植避役藤，还得到德国波恩大学
的 Balu ka 教授的远程指导帮
助，最后在另一名研究者 Felipe
Yamashita 的协助下，通过形态
学分析，说明发生了拟态的叶片
与原生叶片确实有不同，提出避
役藤会出现拟态叶片可能是激素
水平差异的表现。最终，他们在
《植物信号和行为》专业期刊上发
表了论文，正式提出“植物能看
见”的可能。

论 文 引 发 意 想 不 到 的 轰
动。国际生物医学领域的重要
学 术 论 文 评 估 机 构 Faculty
Opinions 将 其 评 级 为“ 卓 越 ”
（最高评级），专家认为它“有助
于促进植物感光能力研究的蓬
勃发展”。

但同领域也有研究者
们对内容本身和发表流程
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
White 的实验设计存在非

常明显的瑕疵：未排除混
杂因素。比如光线干扰因
素也可能导致叶片形状发
生变化；还有处于不同生
长阶段的叶片自然会表现
出不同形态，叶片的发育
年龄也可能影响其拟态机
制的最终定论。

White论文采用的数据
分析方法也被指使用不当。
比如研究测量同一株植物的
不同叶片类型，说明叶片彼
此间并不独立，而论文中提
到采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
分析只适用于数据彼此独

立、互不干扰的情况。这种
统计方法使用错误，只会使
得到的p值毫无意义。

第三个质疑，是关于
“确认偏误”，也叫“证真偏
差”。简单来说，就是科学
家会在验证过程中有选择
性地使用有利于在“假说为
真”的方向设计实验、搜集
证据、诠释结果。White 和
Yamashita的论文便有这种
倾向。

因此，关于“植物能看
见”的说法到目前为止仍只
是个“假说”。

“嫦娥五号”月壤中发现多种玻璃物质
——有望实现在月球上就地取材建房子

□浩源

？？
神奇植物，植物界的“模仿大师”

大胆畅想，植物可能“看得见”？

专家质疑，“植物能看见”仍是假说

寻找证据，期待进一步证明“植物视觉”

月球上的玻璃体物质形态不一 图源：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未发生拟态的避役藤叶片(A)
与发生拟态的叶片(B)（资料图片）

自然界中的避役藤叶子会越长越像身边的其他植物 （资料图片）

玻璃不仅是重要的人造材料，也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天然物
质。月球上也存在天然形成的玻璃，它们就像地球上的琥珀一样，保
存着古老的月球物质，并记录其形成时的环境信息，是人类探索月球
奥秘的重要材料。

近期，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团队，对“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样品开
展了系统的物质科学研究，发现了其中存在多种类型、不同起源的月球
玻璃物质。此研究为实现在月球上就地取材建筑活动提供了支持。

A

携新编现代京剧《石评梅》广州献演并参评梅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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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缘”
“程派传人”郭伟：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第九届中国戏剧奖·
梅花表演奖（第 31 届中
国 戏 剧 梅 花 奖）正在广
州举办。该奖项创办于
1983 年，取“梅花香自
苦寒来”之意，是以表
彰和奖励优秀中青年戏
剧表演人才、繁荣发展
戏剧事业为宗旨的艺术
大奖，被誉为我国戏剧
表演领域的最高奖项。

本届梅花奖共有来
自 15 个省和直辖市的
17 名演员进入终评，涉
及京剧、昆剧、越剧、黄
梅戏、粤剧、秦腔、晋剧、
河北梆子、龙江剧等9个
戏曲剧种和话剧、歌剧
等戏剧艺术门类。

5 月 12 日晚，北京
京剧院青年程派名家、
一级演员郭伟将于广东
省友谊剧院为观众献演
本届梅花奖终评剧目之
一、新编现代京剧《石评
梅》，她担纲了“京华才
女”石评梅一角。

演出前，羊城晚报记
者独家专访了郭伟。她
表示，非常激动能来穗
参评：“广东是一片孕育
了红色基因的热土，希
望能够通过这次演出，
让更多广东观众朋友感
受到红色文化和京剧艺
术带来的精神力量。”

石评梅是中国近代女
作家、革命活动家，她与吕
碧城、萧红、张爱玲并称“民
国四大才女”。在石评梅仅
26 年的匆匆人生里，她以
笔为枪，为旧中国的妇女解
放和民主革命事业奔走呼
号。在她的鼓舞和带领下，
无数有志青年奋勇投身民
主革命的浩瀚洪流。

新编京剧《石评梅》以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历史
背景，以石评梅、高君宇两
人的感情脉络为主要线索，
刻画了以石评梅、高君宇为
代表的一批新青年反抗压
迫，为追求革命理想和纯洁
爱情勇于牺牲自我的无畏
精神。

羊城晚报：此次携《石
评 梅》来 广 州 演 出 并 参 加
梅 花 奖 评 选 ，你 的 心 情 如
何 ？ 对 于 广 州 或 广 东 ，你
有何印象？

郭伟：我非常激动。《石
评梅》是北京京剧院为了发
扬程派艺术，为我量身打造
的一部新戏，邀请了众多专
家老师组成主创团队，还有
团里众多前辈、同仁倾情出
演，为这部戏保驾护航。我
在其中几乎投入了全部的
精力，就是想尽全力让“石
评梅”这个角色在舞台上立
住了，用我的努力为程派艺
术在当代的发展再添一笔。

我来广东演出过很多
次，对广东观众的热情和广
东美食都印象深刻。广东
也是一片孕育了红色基因
的热土，历史上很多仁人志

士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为
了民族独立矢志奋斗，这和
石评梅、高君宇等青年们追
求理想、勇于牺牲的精神是
一致的。所以，我也希望通
过这次演出，让更多广东的
青年观众朋友们从中感受
到红色文化和京剧艺术带
来的精神力量，喜爱上我们
《石评梅》这部戏。

羊城晚报：作 为 饰 演
者，你眼中的石评梅是一个
怎么样的人？当代人尤其
是年轻人，可以从她身上学
到哪些东西？

郭伟：在我看来，石评
梅作为“京华才女”，是一
个秀外慧中、坚毅果敢的
人。她面对现实与理想、
功名与爱情、命运与信仰
时的抉择，她富有传奇色
彩的人生，以及她身上所
具有的细腻柔韧和浓郁情
感，都与程派艺术善于刻
画的“历人世悲苦而坚韧
纯善”的女性形象十分贴
合，非常适宜程派艺术沉
郁顿挫的演唱风格。

我在创作演绎这个人
物的时候做了许多功课，
比如从大量阅读石评梅和
高君宇的传记、作品入手，
结合观展、凭吊活动，尽可
能多地了解人物的时代背
景、生活背景和故事细节，
感悟他们的精神理想，探
究他们的内心世界，为能
在舞台上演绎好一个有血
有肉、鲜活饱满、充满艺术
之美的石评梅形象做好厚
实的基础工作。

郭伟自幼喜爱京剧，1988 年
正式进入北京市戏曲学校学习京
剧表演，工青衣、刀马旦。2002
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戏
曲学院本科班学习京剧青衣表
演。2005 年，郭伟拜师著名京剧
教育家李文敏，成为程派第四代
传人。

羊城晚报：作为程派名家，你
觉得程派唱腔中的哪些特点，可
以恰到好处地体现石评梅的人物
性格或者其传奇经历？

郭伟：《石评梅》是一部为传
承弘扬京剧程派艺术而量身定制
的戏，我注重运用具有鲜明程派
特色的唱、念、做、舞，把人物内心
情感表达到位。我们在剧中设计
了大段程派唱腔，从诉情、别情、
殇情、寄情、悲情、缄情，每个唱段
处处“以情行腔”，非常具有情感
张力。

在唱腔创作上，我们本着守
正创新的宗旨，一方面严格遵循
程派唱腔的艺术规律，一方面紧
密贴合人物气质，既有对老腔的
变化翻新，也有蕴含新律的新腔
新调，努力做到声情并茂，字正腔
圆，清新流畅，优美好听。

在身段设计上，我们将程派
表演标志之一的水袖功法自然地
化用于长巾的动作设计之中，拨、
挑、扬、抖，随情而动。此外，如圆
场、翻身、卧鱼、屁股坐子等戏曲
技巧我们也都巧妙地运用其中，
同时追求合情合理，不生炫技添
足之感。本剧首演时，专家和观
众也给予了我们热情的肯定。

羊城晚报：对你来说，《石评
梅》的特别之处在哪里？有何区
别于你过往作品的突出亮点？

郭伟：一直以来，我以传统剧
目和新编历史剧的排演居多。能
够参与到《石评梅》这样一部红色
题材的新编现代京剧中，对我来
说是首次。

《石评梅》是一部红色题材的
现代戏，也是一部当代新创的“程
派戏”。程派艺术表演讲求“四功
五法”的功法规范与科学性，以依
字行腔的科学方法为出发点，恪
守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的创作原
则。所以，我在创作这个人物的
过程中，也创造性地借鉴、吸收了
中西方音乐艺术的优长，以期能
够拓展京剧传统唱腔的内涵，使
这部戏的程派唱腔别具一格。

“守正创新”是《石评梅》在艺
术呈现上的突出特点。例如，舞
台布局上，开篇就出现的红色梅
花大幕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旧
京剧舞台。但是，此次梅花大幕
布的使用除了具有装饰性，还与
叙事相结合，带有人物性格和命
运的指示性和象征性。

羊城晚报：请分享下创排过
程中，让你印象最深或挑战最大
的事情？

郭伟：一部戏的成功最终要
归结于好看、好听，才能受到观
众欢迎，能引起观演热潮，能让
观众学着唱，乃至于才能够“立
得住、留得下、传得开”。用程砚
秋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要带给观
众“故友新朋”的亲切感受，让观
众真正认可。

所以，我在创排这部戏的过
程中，特别注意该怎么样运用好、
发挥好程派的艺术创作优势，结

合好石评梅的人物塑造，创新设
计好唱腔。

羊城晚报：红色题材文艺作
品要让青年人喜看、爱看，需要从
哪些方面下功夫？

郭伟：今年 3 月份的时候，
我 们 带 着《石 评 梅》走 进 北 京
大学，在最高学府接受青年观
众的检阅，收获了非常好的演
出效果。演出结束后，许多北
大学子都认真写下了他们的观
后感，让我们剧组全体人员特
别感动。这次演出的成功让我
们收获了青年人所给予我们的
信 心 ：不 是 大 学 生 拒 绝 京 剧 ，
而是他们很少接触到能够打动
他们的京剧。一旦京剧开始主
动地走近这些青年人，去反映
他们的生态，去展现他们的思
想 ，去 理 解 他 们 的 审 美 ，去 表
达 他 们 的 情 感 ，京 剧 就 会 有

“青年缘”。

红色新编现代京剧也能有
历史钩沉，讲述“京华才女”传奇人生

B 大胆突破，发扬程派艺术魅力

C 守正创新，让国粹走近年轻人

郭伟饰演“京华才女”石评梅

独家独家
专访专访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