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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物种
不止有“流感”

“小型植物，原产于马来西亚，最初用于装

饰用景观植物，二十一世纪初有人无意中发现

聊天树可以结果，后研究发现，此树能够听懂人

的话语，使用者只要和它聊天，树便能结出果

子，话说得越多果子越多，更为神奇的是果子成

熟后，食用者在吃的时候能隐约听见先前聊天

者的声音……聊天树的主要使用对象为独居老

人，他们可以定期将果实寄给子女……”

“国外称为感冒药虫，国内简称感冒虫，感

冒虫为一种小型飞蚁，其生活习性与普通蚂蚁

相同，不同的是其体内可以自动合成类似感冒

药的成分，经研究发现直接吞食感冒虫治愈感

冒的疗效好于普通感冒药，并且在感冒病毒疯

狂变异的今天，感冒虫也会及时的改变自己的

体内药物成分，以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军刀甲虫的研制最初始于英国军情六处，

当时为了给特工提供一种隐蔽性强的工具，便

考虑在独角仙的基础上通过基因改造，使独角

仙的角变异为实用工具，在研制过程中部分试

验用甲虫逃走，导致项目曝光，后军刀甲虫中部

分品种转为商业用项目，现在这种甲虫主要作

为宠物虫。”

当越来越多的物种消失殆尽的时候，一

些新的物种悄无声息地来到我们的生活。

在作者阿科的想象中，聊天树、相框蝴蝶（通

过特殊打印机或者画笔可以在不伤害蝴蝶

的情况下在其身上打印图案和写字）、工作

蘑菇（人体吸入其气息后产生强烈的工作

欲）等等，都是“真真切切”地生活在我们周

围。当你想发泄仇恨情绪时，请食用一颗致

幻作用的水果“巫毒桔”；当你对着一些植物

发呆，请开口跟它说话，说不定它会有所反

应；当禽流感来袭，可服用感冒虫；土豆可以

当耳机，还可以调频；鳗鱼可以充电……当

我们的日常需求越来越奇特之时，总会有相

应的物种诞生来满足这种需求，当子女远

离，就有植物陪伴……

在豆瓣网友阿科的相册里，可以看到五

十多种新物种，这些图画将制作成“城市新

物种图鉴”，很佩服作者的想象力，更期待这

些新物种有朝一日可以实现。当连续两周

被流感烦不胜烦时，多希望有一种新物种，

来力克它的猖狂。这个新物种，不是出自专

家们的研发团队，也不是已有的抗病毒之

物，而是上帝临时创造的物种。或许，到最

后，可以克制种种病毒的物种便是我们人类

自身。

城市新物种，不止源自想象，新物种的

背后，是一种希望和信念。新物种不止有

流感，所有种子和萌芽，衍生和变化，都将超

越想象。 孙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