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王文采院士九十华诞
——— «广西植物» 专刊前言

　 　 春生夏长ꎬ榴花似火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我们迎来特别值得庆贺的美好日子———本刊资深编委王文采先生

的九十华诞! 作为王先生多年关注并极力支持的学术期刊ꎬ我们有幸通过出版纪念专刊的方式ꎬ向王先生献

上一份贺礼ꎬ聊表对先生的景仰和深深祝福!
王文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ꎬ在国际学术界也影响巨大ꎮ 在其六十多年的科研生涯中ꎬ一直

致力于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推动我国植物学的学科发展ꎬ成就卓著ꎮ
王文采先生 １９２６ 年 ６ 月 ５ 日出生于山东济南ꎮ １９４５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ꎬ师从菊科分类学家林

镕先生ꎮ １９４９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ꎮ １９５０ 年ꎬ我国现代植物学创始人胡先骕先生慧眼识珠ꎬ举荐其调入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ꎬ长期从事有花植物系统分类和区系地理学研究ꎮ １９９３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ꎮ
早在 ２０ 世纪初ꎬ以王先生的导师———胡先骕先生为代表的一代植物学者系统地整理出中国植物科属的

资料ꎬ提出了编写«中国植物志»的宏图大业ꎮ 而以王文采先生为代表的这一代植物学者们承前启后ꎬ共同

完成了这部跨世纪的巨著ꎬ引起世界植物学界的瞩目ꎮ
在毛茛科、苦苣苔科、紫草科、荨麻科等植物系统分类学研究中ꎬ王文采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ꎬ发表了植

物新属 ２０ 多个、新种 ６００ 多个ꎻ修订了翠雀属、唐松草属、铁线莲属等多个属的分类系统ꎬ揭示了苦苣苔科的

演化趋势ꎻ发现了东亚植物区系 ３ 个迁移路线ꎬ提出 １６ 个间断分布式样ꎬ推断出我国云贵高原和四川是被子

植物在赤道地区起源后ꎬ向北扩展形成的一个重要发展中心ꎮ 先生数十年的辛勤耕耘ꎬ为中国植物学科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ꎬ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１９８７ 年«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ꎬ
２００９ 年«中国植物志»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ꎮ

王文采先生潜心学术ꎬ成果丰硕、著作等身ꎮ 近年仍以高龄之躯ꎬ整理编写学术新作:２０１４ 年编著出版

了«中国楼梯草属植物»专著ꎬ２０１５ 年完成了«中国赤车属新分类»专著的编撰ꎮ
王文采先生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调查研究广西的植物资源ꎬ从而与广西结缘ꎬ此后欣然担任«广西植

物»编委和审稿专家ꎬ更是本刊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核心作者ꎮ «广西植物»从创刊至今的 ３０ 多年ꎬ始终得

到先生不遗余力的支持ꎬ先后以第一作者在«广西植物»上发表 ６０ 多篇学术论文ꎬ包括发表新属 １ 个、新种

近 １２０ 个ꎬ为我国植物分类学创新贡献其智慧ꎬ是«广西植物»创新与发展的学界巨擘ꎮ
王文采先生年届九旬ꎬ依然坚持植物分类学的研究ꎮ 先生躬耕不止、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ꎬ正直笃信、开

拓创新的大师风范ꎬ严谨稳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ꎬ谦虚仁慈、诲人不倦的职业态度ꎬ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爱

戴和敬仰ꎬ成为我国植物学工作者的楷模ꎮ
蘸得春意ꎬ题间满笔草木醉ꎻ谱成秋韵ꎬ弦上流情诗意浓ꎮ 为表达对王文采先生的崇敬ꎬ我们编辑出版这

一期专刊ꎬ整理汇编先生近 １０ 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来在本刊发表的研究论文ꎬ集中展示先生的研究成果ꎮ 本

专刊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给王文采先生祝寿的庆贺文章ꎻ二是王文采先生在«广西植物»上已发表和待

发表的研究论文ꎮ 总计 ４３ 篇、６２ 万多字、图版及插图 １２０ 多幅ꎮ
莫道桑榆晚ꎬ为霞尚满天ꎮ 衷心祝愿王文采先生学术常新ꎬ生活常乐ꎬ著述登山更添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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