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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的不可思議》導讀文 

 

「我們吃過美國的蘋果、日本的蘋果，但你吃過來自非洲剛果的蘋果嗎?」 

「為什麼有些菜園裡，土地會鋪上一長條黑色的塑膠布呢?」 

「每天努力地澆水，種子就容易發芽嗎?」 

 

你想過這些問題嗎? 在《種子的不可思議》一書中，作者用深入淺出的文字和生

動的圖片，引導我們探究種子的奧秘。我們要介紹本書中令人耳目一新的幾個觀

點——關於種子發芽條件、了解其發芽機制。種子發芽的三大條件為溫度、水分

和空氣(氧氣)，還有光線對大部分植物而言，也是影響種子發芽的重要因素。 

 

在溫度方面，一般人認為種子只要在溫暖的氣候下就會發芽成長，其實並非所有

種子皆如此。試著想想，臺灣春天和秋天溫度相近，為何種子在秋天不會像春天

一樣，如雨後春筍般爭相發芽呢? 作者特別舉出蘋果、楓樹、狗尾草等種子需要

經低溫的週期才會開始發芽，所以在還未經過寒冬的秋天，它們是不會隨意發芽

的。可想而知，四季炎熱的剛果，幾乎沒有寒冬，蘋果種子不易發芽，因此，我

們聽過美國的蘋果、日本的蘋果、加拿大和紐西蘭的蘋果，就是沒聽過剛果出產

的蘋果。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蘋果種子在經低溫後才發芽呢? 原來植物種子

內含有「離層酸」和「赤黴素」這兩種植物賀爾蒙。離層酸會抑制種子發芽，而

赤黴素則會促進發芽，蘋果種子藉由感受低溫，可分解掉層酸並增加赤黴素含量，

種子就容易發芽了，可知溫度對種子發芽有密切關係。 

 

此外，種子栽種的過程，常會遇到一些問題，例如雜草阻礙種子發芽。一般人認

為將雜草連根拔起是最佳的除草方法，但《種子的不可思議》的觀點，讓人得腦

筋急轉彎了。我們知道大部分的種子發芽需要陽光，雜草當然也不例外。在土壤

中有許多未發芽的雜草種子，當你將雜草連根拔起時，可能翻動土壤，使其種子

有機會接受陽光而雜草叢生。農夫利用黑色塑膠布覆蓋土地的功用之一就是要防

止雜草種子接收陽光而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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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光線對種子的發芽十分重要。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光線，是由紅、

橙、黃、綠、藍、靛、紫這七種可見光所組成，除了這些，植物還能感受稱為「遠

紅光」的光線。是否每種光線對種子發芽的影響都是一樣的? 作者提到弗林特和

麥克里斯特的實驗，發現了不可思議的現象：紅光會增加發芽機率，遠紅光則會

抑制發芽。舉個生活中的例子來說，種子通常不易在樹蔭下發芽，一般人的解釋

是：「樹蔭下照不到光線，當然不會發芽。」然而，看過這本書後，你會恍然大

悟——葉子行光合作用時吸收的光線主要是紅光及藍光，幾乎不吸收遠紅光，樹

蔭下不是沒有光，而是存在著我們人眼無法看見的遠紅光。因此，吸收這麼多遠

紅光的種子只能繼續苦悶地待在泥土裡了。 

 



 

185 
 

相信很多人有種綠豆的經驗，除了給予充足的光線，我們還會不時澆水。既然種

子發芽時需要水，那麼一直澆水，種子就會發芽得比較快嗎？事實並非如此。種

子發芽分為三階段：「吸水期」、「發芽準備期」和「成長期」，其中吸水期並非種

子本身積極吸收水分，而是水分自行滲入種子當中。到了發芽準備期，酵素會利

用上一個階段自行滲入的水分開始發揮作用，分解發芽時所需的養分，且不會有

太大的吸水量，所以可以了解種子主要在發芽一開始和成長期需要有大量的水分，

有時澆再多的水也是徒勞無功。所以下次在讓種子發芽時，絕不是無時無刻的澆

水喔! 
 

本書除了探討上述種子發芽的奧秘，也介紹了種子許多不同的生存本能。有些種

子會保存養分，在土壤中沉睡上千年；有些則藉著遷移，找到適合的環境，像噴

瓜的種子從果實中噴射出去尋找生長地，椰子會飄浮到遠方發芽……。想知道種

子為了繁衍下一代，如何竭盡全力嗎? 所有的奧秘盡在《種子的不可思議》! 翻

開這本書，許多讓人不禁發出「Wow!」的知識，正等著你來一探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