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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
等院校进行大调整，以中山
大学农学院等为基础组建的
华南农学院从中大独立出
来，而植物研究所仍归属于
中山大学。直到1953年 12
月，中科院才与高等教育部
及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取得
共识，正式接收了中山大学
植物研究所、广西大学经济
植物研究所及前岭南大学自

然博物馆三个单位，改名为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及其广西分所。2003年 10
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园。

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要在全
国开展广泛的护林造林运
动。在这个大背景下，陈焕
镛向广东省申请成立华南植

物 园 鼎 湖 山 树 木 园 ，并 于
1956年正式接收了广东鼎湖
山林场树木园，占地面积约
17000亩。鼎湖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暨树木园就成了我
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陈焕
镛曾多次带人前往当地林场
采集标本。1978年，这里成
立研究站，进行数据监测等
研究活动，并在1979年成为
我国第一批加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
的研究单位。此时，陈焕镛
已去世数年了。

上世纪60年代，时任中
科院院长郭沫若视察华南植
物园曾题词：“必须实事唯
求是，壮志雄心不可无；树
木固当勤垦难，树人更要费
工夫；作风朴素甘艰苦，学
派新兴立楷模；改造自然和
世界，东风吹送上鹏途。”可
以说，这是对陈焕镛等开拓
中国植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们
的最好总结。华南植物园里陈焕镛住过的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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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国家植物园于北京正式揭牌；而在千里之
外的广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也正桃李芳菲，花开满园。

清明刚过，羊城晚报记者来到有“广州人的后花园”
美誉的华南植物园。在园中的雕像径中，一座1:1等身
大小的雕像刻画出该园的创建者——中科院学部委员
（院士）陈焕镛。他是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和分类学家，毕
生在华南大地上“耕耘”，开创了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研究
的新纪元，特别是为植物分类学作出奠基式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原副所长、研究员陈忠毅，
植物园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黄瑞兰向记者介绍，在今日华
南植物园科研区一隅，仍保留着陈焕镛居住过的一幢小
红楼，附近还有一条小路被命名为“焕镛路”。陈院士一
生采集标本达12334号，共发表了600多个植物新种与新
组合、11个植物新属。华南植物园拥有的全球保存木兰
科植物数量最丰富的木兰园，更是与他直接相关。园
中，大叶木兰、绢毛木兰、石碌含笑以及观光木等多种木
兰科植物新种，都经他定名发表。

陈焕镛院士一生守护祖国珍贵的植物、生态资源，
捍卫国人的学术尊严，他的精神与实践对我们今天实现

“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具有重要启迪。

少
年
立
志

回
国
痴
迷
采
集

保
护
自
然

一
生
追
求
科
学

科
学
分
类

方
法
沿
用
至
今

辗
转
磨
难

护
佑
珍
贵
标
本

1890年，陈焕镛在香港
出生，1971年病逝于广州。
华南植物园标本馆里还有
他另一尊半身雕像，那是当
年由植物园同仁集资、请广
东雕塑家唐大禧和唐颂武
精心雕成。据说，这尊雕像
与他本人酷肖，丰神俊朗、
眉目棱角分明，还能看出陈
焕镛的特殊血统。

陈焕镛的父亲陈言是广
东新会人，清朝光绪年间曾
被派驻古巴担任公使。在那
里，陈言认识了古巴籍西班
牙人、后来成为陈焕镛母亲
的伊丽莎白。陈焕镛六七岁
时曾旅居上海，十三岁时父
亲去世。几年后，他遵循父
亲遗愿，远赴美国求学。

1909年，他进入美国马
萨诸塞州立安姆斯特农业
学院学习树木学与昆虫学，
1912年转赴纽约州立大学
林学院，1915年取得学士学
位后又继续前往哈佛大学
布斯学院及阿诺德树木园
学习森林学，并于1919年取
得硕士学位。

陈忠毅回忆，1996年，
华南植物园在40周年园庆

前夕曾推出一本《陈焕镛纪
念文集》，当时他是副主编
之一，整理了大量与陈焕镛
相关的资料文献。陈焕镛
对森林保护的概念形成于
美国求学期间，那时，中国
人要了解自己国家的植物，
还得到美国和欧洲的研究
机构去找。由此，他心生愿
望：中国要有自己的植物研
究队伍，要建立自己的植物
园和自然保护区。陈焕镛
一生都在为之努力。

1919年，从哈佛大学毕
业后，陈焕镛放弃了留在欧
美等地深造的机会，毅然回
国，到海南岛开展了长达9
个 月 的 植 物 标 本 采 集 工
作。作为最早登上祖国南
部岛屿采集动植物标本的
中国植物学家之一，他在
海南岛五指山山区采集动
植物标本数千份。当时的
海南腹地还是瘴疠之地，
陈焕镛常常处于疟疾的威
胁中，因蚂蟥叮咬和营养
不良导致浑身伤痛，甚至
病倒、发烧至40℃……最
后，他被人用担架抬出海南
五指山山区。

从1920年开始，陈焕镛
先后在南京金陵大学、东南
大学任教。1927年，陈焕镛
受聘成为中山大学教授。
在他的努力下，1928年，中
大农学院建立起华南地区
首个专业的植物标本室，继
而成立中大植物研究室（后
改 名 中 大 农 林 植 物 研 究
所），这便是现在的中科院
华南植物园的前身。

自1925年至1937年间，
陈焕镛与另一位植物分类
专家胡先骕合作出版了中
英文版的《中国植物图谱》；
创办了以“孙逸仙”命名的
英文杂志Sunyatsenia（《中
山专刊》）并担任主编；他还
创建了广西植物研究所，参
与主持策划《广州植物志》
《海南植物志》的编撰出版
工作。

1956年，陈焕镛与秉

志、钱崇澍、杨惟义、秦仁
昌等科学家联名向国务院
提交议案，最终获批，建
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
区 —— 鼎 湖 山 自 然 保 护
区。中国至此拥有了自己
的植物研究队伍、植物园和
自然保护区，陈焕镛少年
时的心愿，在他与学生、
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下，最
终一一实现。

1959年，70岁的陈焕镛
当选为《中国植物志》编辑
委员会主编。72岁时，他在
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全
体人员大会发言中，仍要求
大家“把国家任务当作自己
的重要工作”，争取七年之
内完成编辑《中国植物志》
这项伟大光荣的任务，并感
慨新社会“做科学工作有许
多优越条件”，要年轻一辈
好好珍惜。

今天的中科院华南植物
园标本馆是一幢新旧馆合体
的五层楼建筑。总建筑面积
5513平方米、满满五层楼的
标本柜里，存有115万多份
（涵盖48700多个物种）植物标
本，其中重要的模式标本就
有近8000份——新种植物被
发现后，通常需要按照国际
植物学命名法规来进行描
述、命名。只有在和分类概
念上属于近缘种的模式标本
进行仔细对比比较并发表在
一定专业核心刊物上，这一
新种植物才算被正式发表定
名。对于植物学家来说，“发

表定名”新种植物是极为重
要的学术成就。

馆中有一批非常珍贵的
标本，是当年陈焕镛与海外
同行交换得来的，其中，收藏
时间最早的标本距今已有
170多年的历史。新馆里，一
排排高端仓储式手摇轨道密
集柜整齐排列，虽然存量庞
大，却井井有条。目前，所有
入库标本都已数字化，并陆
续对外公开共享。标本馆高
级工程师曾飞燕说，至今，所
有标本仍是按当年陈焕镛留
下的一套系统进行分类保存
的，方便又严谨，能将所有数
据都保存完好，同时也为标本
室纳入国际电脑联网提供了
极大的方便。正是在陈焕镛
等先辈们的努力下，中国人有
了自己的植物标本馆，终于彻
底扭转了以前研究本国植物
新种也要去国外的局面。

陈焕镛也是我国最早进
行植物调查采集和植物分类
学研究的中国植物学家之
一。在这个标本馆中，至今
尚存有他与匡可任教授在
1958年联名发表的植物新种
——被称为“活化石”植物的
银杉模式标本。微微泛黄的
纸上装订的一枝干枯的线形
叶植物，看上去并不起眼，但
它却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

种，学术界一度认为它由于
冰川降临早已绝种。因此，
当年银杉在中国广西被发
现、最终被定名发表，顿时轰
动了全世界。

陈焕镛深知，开展植物科
学研究工作，只有标本室是
不够的，所以也同时收集并
进行植物种苗栽种。 1989
年，政协广东省委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印的《广东文
史资料》第59辑记载，上世纪
30年代，为了保存那些稀有
品种植物，陈焕镛到处采集
种苖，并“将采获苗木托诸广
州市立植物园或农学院农场
代为栽培”，建起了标本园。
至抗日战争开始时，该标本
园已具一定规模，可惜“在广
州沦陷时为日军所毁”。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时
常遭日机轰炸。1938年春，
陈焕镛出钱出力，将中山大
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的一批重
要标本、图书、仪器运至香
港，自己却坚持冒险留在广
州保护苗圃。后来他在写给

友人的信中描述，“日本人雇
佣德国人搜寻藏在沙面的中
国难民，他们半夜来到我藏
身的地方，好在我骗过了纳
粹们，后来在广州待不下去
了，我就扮成苦力步行逃到
了香港”。

陈德昭、黄成就编撰的
《陈焕镛传记》中描述：1941
年底香港沦陷后，中大那一
批存港标本仍遭日军扣押。
1942年 3月，伪广东省教育
厅厅长林汝珩到港，要求将
植物所迁回广州，并表示愿
协助运返标本、图书等。陈
焕镛考虑再三，在声明植物
所纯属科学机构、拒绝涉及
政坛的前提下，于1942年 4
月底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
安置在康乐路前岭南大学的
校园内。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焕镛

如释重负地与员工们一起清
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
接收，岂料此时竟有人诬告
他为“文化汉奸”。当时，如
许崇清、金曾澄等教育、法律
界知名人士，都出于正义感
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
保。同时，远在美国的梅尔
教授得知情况后亦写信给美
国大使馆、转交中国官方，特
为陈焕镛澄清。1947年，法
院当局迫于民意，以“不予起
诉”了结这桩冤案。

据考证，陈焕镛曾先后在
广州的康乐村、五山石牌等
地建有苗圃，甚至连广西桂
林雁山也有他指导布置的植
物园（现桂林植物园内）。这
都是他“建立一个镇守祖国
南大门、作为对外窗口的全
国最大植物园”的伟大设想
的组成部分。

他为中国植物学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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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陈焕镛的植
物研究工作对中国植物学
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黄瑞兰：陈焕镛是中
国第一批植物学家，在他
之前，中国的植物研究都
是被国外垄断的，他带回
来很多先进的方法与理
念。现在的华南植物园
标本馆依然是中国三大
植物标本馆之一，而我们
的植物标本分类，还在沿
用他当年那一套植物标
本分类系统。这些都具
有重要意义。

由于贡献卓越，他成
为第一批中科院院士，还
连续担任了第一、二、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也正是在
这样的机缘以及他的各种
努力下，1956年又成功申
请成立了第一个国家自然
保护区——这也是一个非
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
性工作。

羊城晚报：陈焕镛的
名字居然与那么多植物有
关联，他对现代植物研究
的影响有多大？

黄瑞兰：他创办的中
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
就是华南植物园的前身。
研究所逐步转型成一个综
合科学研究机构，而他当
年所做的一切努力为今天

我们的植物学研究打下非
常好的基础。

陈焕镛先生把毕生精
力都奉献给了植物研究。
他组织编写了《广州植物
志》《海南植物志》，还担任
《中国植物志》第一任主
编。他也为我国培养了大
批植物研究人才，包括我
国蕨类植物研究“开山鼻
祖”秦仁昌，有“中国植物
园之父”美誉的陈封怀，著
名植物分类学家张肇骞、
蒋英等。

羊城晚报：目前华南
植物园研究工作的传承、
进展如何？

黄瑞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陈焕镛便开
始尝试把华南植物研究所
向成为国内外享有较高声
誉的拥有多分支学科的综
合性植物研究机构推动发
展。现在，在全世界的植
物园综合实力排名中，华
南植物园已位列前五。

遥想1919年，陈焕镛
前辈回国，立志为复兴民
族科学而献身，要让中国
摆脱当年的困境，如今他
终于得偿所愿。我们也希
望他这种爱国、爱科学、
全身心致力于祖国科学事
业的科研精神能继续传承
下去。

陈焕镛一生中与许多
同行结下了深厚友谊，也
得到过不少国际友人的帮
助，比如他就读美国哈佛
大学时的恩师杰克教授，
以及美国农业部派驻菲律
宾的植物学家、比陈焕镛
年长14岁的梅尔教授等。

1934 年 ，梅 尔 在 写 给
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你
想致敬或感谢某人对你的
帮助，你可以把他的名字
放到植物新种命名里。”有
趣的是，陈焕镛及他的朋
友们真的将这个建议充分
实施起来，这见证了中国
植物学研究建立过程中的
国际合作。

这些植物学家们发表
的不少新种植物名中，都
出现了彼此的名字——其
中以陈焕镛名字命名的植
物新属就有4个(分别由德
国植物学家巴瑞德和中国
植物学家蒋英、张宏达、刘
玉壶定名发表)，植物新种
有44个。而在陈焕镛发表
的新种中，嵌入的人名超
过40个，这些人大多是和陈
焕镛关系密切的同时代植
物学界同仁或是他器重的

学生，包括16名国外学者。
1941 年 ，陈 焕 镛 和 蒋

英联合发表海南物种新属
——萝藦科的梅乐藤属及
驼峰藤。陈焕镛特别在文
章里写道：“敬献给梅尔，
以答谢他对本文两位作者
所代表的两代中国植物学
工作者的帮助。”

发表于1925年的长叶
榧，是陈焕镛献给杰克教授
的；1963年陈焕镛鉴定并定
名的木兰科新属观光木属，
是为了纪念植物学家钟观
光的；以胡先骕的姓氏命名
了植物新种胡氏栎、胡氏芮
德木，也见证了陈胡二人志
同道合的深厚友谊。

此外，陈焕镛1927年发
表的秦氏紫荆，嵌入了他的
学生秦仁昌的姓氏；而1929
年，秦仁昌发表新种陈氏耳
蕨，也特意在中英文名字中
嵌入了陈焕镛的姓氏。在
陈焕镛发表的植物新种中，
他最器重的弟子侯宽昭的
名字出现多达15次。

跨 越 国 界 、跨 越 时
空 ，一 个 个 植 物 拉 丁 学
名，见证了植物学家们不
朽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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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焕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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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春炜、
通讯员汪张跃摄影报道：春至花
如锦，夏近叶成帏。28 日，羊城
晚报记者从广州白云山景区获
悉，临近“五一”假期，白云山“听
见花开·绿满云山”活动拉开序
幕，一场缤纷灿烂的园林盛宴向

劳动者致敬。活动由中国公园协
会公园文化与园林艺术专业委员
会、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
理局、广东园林学会主办，共3个
板块、5个展览、13场活动。

4 月 29 日，载誉归国的“广
州花园”亮相白云山。2021 年 9

月，由广州组织建设的“广州花
园”作品在有“园艺界奥斯卡”之
称的英国切尔西花展上惊艳亮
相，一举斩获了2021年英国伦敦
切尔西花展金奖及最佳展示花
园奖，成为 160 年来首个获得该
花展金奖的中国花园。载誉归
国后，第二十九届广州园林博览
会暨 2022 年广州国际花卉艺术
展对该作品进行了复刻，让“广
州花园”成功回家。园博会落幕
后，该作品搬至白云山明珠楼景
区继续展出。

“湾区花开”月季主题花展
将打造 8 大主题景观组，5 万余

盆（株）花卉，150 多个品种，35
件插花艺术作品散落于园内各
个角落，宛如大自然馈赠的调色
盘，色彩斑斓，充满魔力。云台
花园展出花瓣层叠的龙沙宝石、
花大饱满的丰花月季、油画色的
莫奈、拇指般大小的袖珍玫瑰，
造型可爱的“棒棒糖”欧月以
及蓝色阴雨、蓝色风暴、水星
王阳台、果汁阳台、印象派等
品种玫瑰，都是此次花展主题
灵感来源，整个花园以粉紫色
为主基调，描绘出一派温馨浪
漫的景象。

五一期间，云台花园还将举

办两场“暖风醉游人 玫瑰绽芳
华”的科普活动，市民可以观赏
百花园里的玫瑰，亲手制作玫瑰
精油，同时还可以用玫瑰天然色
素染一块玫瑰方巾，将玫瑰的自
然色彩与香气带回家。

而“锦绣云山舞春韵”艺术
园圃展则由景区联合广东省内
园林等相关专业高校学子开展，
在景区展示艺术品的同时向公
众传播生态环保理念，打造为园
林相关专业学子提供实践平台
的研学教基地。此外，景区将举
办手机摄影教学活动，捕捉白云
山景区的精美瞬间。

（感谢华南植物园对本文采写的大力支持）

不负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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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花园”斩获“园艺界奥斯卡”载誉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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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植物园标本馆里的
陈焕镛半身雕像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
通讯员梁健、徐青周报道：4 月
28 日，广东部分地方出现不稳
定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广东大
部至“五一”假期前维持多云有
雷阵雨天气；“五一”假期前半段
受冷空气叠加降水影响气温明
显下降。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4月 30
日到5月2日冷空气将自北向南
影响广东，粤北、珠三角和粤西
市县先后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
雨或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短
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过
程降温幅度可达 6℃-8℃，天气
转清凉；“五一”假期南海南部海
面上热带云团活跃，受其和冷空
气共同影响，5月 1日-3日广东
沿海和南海海面风力 6 级-8

级、阵风9级。
广州市气象台预计，4月 30

日，广州市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
大雨，气温24℃-31℃；5月 1日
广州市区气温相比 4月 30日将
有明显下降，介于 19℃-26℃，
当天阴天有中（雷）雨；5月 2日
市区阴天间多云有中雨，气温
18℃-21℃；5月 3日，广州市区
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气温18℃-
24℃；5月 4日，广州市区多云，
气温19℃-26℃。

从现有预报情况来看，“五
一”假期前半段广东受冷空气和
降水影响，不少地方日最低气温
在“1字头”。5月 3日广东白天
气温开始回升，5月4日，广东大
部分市县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
昼夜温差加大。

受冷空气叠加降水影响

“五一”假期前期
广东气温明显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