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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九渊ꎬ 动于九天　 　
　 　 　 　 　 　 　 　 　 ———恭贺植物分类学宗师王文采院士九十华诞

杨　 永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

　 　 １９９７ 年ꎬ我有幸来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学

习ꎬ师从傅德志研究员ꎬ着手裸子植物的分类学研

究ꎮ 王文采院士是傅德志的硕士研究生导师ꎮ 于我

来说ꎬ王院士不仅是为数不多的植物分类学院士ꎬ而
且是我的老师的老师ꎬ因此ꎬ对他格外关注些ꎬ不仅

学习他发表的著作ꎬ而且也观察和学习王院士做学

问的态度和方法ꎮ 我研究的裸子植物和王院士研究

的类群都在标本馆二层ꎬ请教王院士的机会比较多ꎮ
留所工作之后ꎬ和王院士接触的机会更多了ꎮ 我对

王院士的了解越多ꎬ越是对其感到钦佩ꎮ
淡泊名利ꎬ与人无争ꎮ 数次听同事说起ꎬ王院士

在成为院士之后ꎬ受邀参加各种评比活动ꎬ不甚其

烦ꎬ向当时的所领导打报告说要辞去院士ꎮ 无数人

打破头想要成为院士ꎬ从中争取资源、获取利益ꎬ而
王院士却厌烦院士的种种非学术的活动ꎬ让人敬佩

的同时ꎬ也感觉好笑ꎬ领导怎么会同意您辞去院士

呢? 院士可是各个研究机构的学术代表呢ꎮ 在 ２０
世纪末ꎬ受学术评估体制的影响ꎬ我国分类学研究进

入低潮ꎬ最根本的影响是缺少研究经费ꎮ 在我国官

本位社会中ꎬ院士头衔在争取资源的方面有着天然

的优势ꎮ 我工作之后ꎬ不少人和我抱怨说ꎬ王院士作

为院士没有为分类学家们争取资源ꎮ 我虽然也是这

个体制的受害者ꎬ但是ꎬ我了解王院士ꎬ他就是这样

的性格ꎬ如果与人争斗也就不是他了ꎮ 王院士待人

亲切ꎬ讲话温和ꎬ低调含蓄而不张扬ꎮ 我以为这是大

智若愚ꎬ是一种境界ꎮ 正是这种甘于平淡ꎬ耐得住寂

寞的品格ꎬ就了一代分类学宗师ꎮ
厚积薄发ꎬ动于九天ꎮ 致分类学研究需要长期

积累ꎬ投机取巧、老熊掰玉米式的治学态度在分类学

领域很难有大成就ꎮ 过世的吴征镒院士曾讲:聪明

人需下笨功夫ꎮ 王院士就是如此ꎮ 他曾当过胡先骕

的助教ꎬ受其影响很大ꎬ非常重视分类学基础ꎬ深谙

分类学基本原理和方案ꎬ语言功底扎实ꎮ 据王院士

亲自指导过的一些老前辈讲ꎬ王院士亲自带学生跑

野外识别和采集植物ꎬ他要求学生解剖和观察花的

结构和绘制花图式ꎮ 我读书期间没有专门修习拉丁

语这门课ꎬ在工作之后ꎬ请教过王院士若干次ꎮ 为

此ꎬ王院士专门给我和王康博士“吃小灶”ꎬ在他家

给我们俩开植物学拉丁文课ꎮ 分类学是一门积累性

很强的学科ꎮ 我的老师对我讲过王院士的治学经

验:工作总是做一点少一点ꎮ 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
一是高瞻远瞩的设计ꎬ二是日积月累ꎮ 我在 ＩＰＮＩ 网
站搜索 Ｗ. Ｔ. Ｗａｎｇ 为命名人的名称ꎬ发现王院士命

名的新名称多达 １ ８６０ 个ꎬ去重复之后仍有 １ ８２１ 个

新名称! 从 １９５６ 年第一篇论文开始算起ꎬ王院士平

均每年发表 ３０ 个新名称ꎬ平均每个月发表 ２ 个以上

的新名称! 毫无花哨可言ꎬ完全是一种大巧不工的

境界ꎮ 一人先后获得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荣

誉ꎬ这在中国植物分类学领域是唯一的ꎬ对于他取得

的学术成就ꎬ院士称号名副其实ꎮ 正是扎实的基础

和雄厚的积累ꎬ使得王院士到达如此高度ꎮ
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里讲过ꎬ植物分类

学有两个主要工作:一为研究各群植物的自然关系ꎬ
二为给予所有各种植物以学名或俗名ꎬ前者称为分

类ꎬ后者称为命名ꎮ 我十分赞同他的这种说法ꎮ 植

物分类学的目的就是植物的分类和命名ꎮ 分类是过

程ꎬ命名是结果ꎮ 可以说ꎬ植物学名是分类学研究成

果的总结和表现形式ꎮ 因此ꎬ新名称数量代表着一

个分类学家的学术成就和贡献ꎬ是衡量一个分类学

家学术的重要指标ꎮ
自林奈以来ꎬ分类学家们不断发表新发现ꎬ但关

于全球有多少种植物这个基本问题ꎬ 科学家们很难



图 １　 由王文采院士命名的网脉山龙眼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Ｗ. Ｔ. Ｗａｎｇ)的模式标本

表 １　 王文采院士描述新类群分级统计

等级 数量 等级 数量

ｔｒｉｂ. ４ ｓｅｒ. １９７

ｇｅｎ. ２８ ｓｐｅｃ. １ ０５６

ｓｕｂｇｅｎ. ２ ｓｕｂｓｐ. ９

ｓｅｃｔ. ３７ ｖａｒ. ４３６

ｓｕｂｓｅｃｔ. ３１ ｆ. ２１

给出一致答案ꎮ 为此ꎬ１００ 余年前ꎬ由进化论鼻祖达

尔文资助ꎬ邱园著名分类学家约瑟夫胡克指导ꎬ英
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杰克生着手编纂全球植物名录ꎬ
即邱园索引( Ｉｎｄｅｘ Ｋｅｗｅｎｓｉｓ)ꎮ 该套丛书成为植物

分类学家开展分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由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推

动ꎬ邱园索引被电子化ꎬ邱园联合哈佛大学标本馆和

澳大利亚国家标本馆ꎬ建立了国际植物学名索引ꎬ即
ＩＰＮＩꎮ 该网站继续收集分类学家们发表的新名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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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王文采院士新名称分科统计

科名 数量 科名 数量 科名 数量 科名 数量 科名 数量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８１０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２３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４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１ Ｐａｅ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４６９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３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４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１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ａｃｅａｅ 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２９５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ｃｅａｅ １３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４ Ｃｌｕｓｉａｃｅａｅ 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７９ Ｐｒｏｔｅａｃｅａｅ ９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２ Ｉｃａｃ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４３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８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２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２８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５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１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１

表 ３　 王文采院士新名称分属统计

属名 数量 属名 数量 属名 数量 属名 数量 属名 数量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３８０ Ｈｅｌｉｃｉａ ８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２ Ｆｉｃｕｓ ２ Ｇｏｎｉｏｔｈａｌａｍｕｓ １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２５５ Ｇｙｒ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７ Ｄａｙａｏｓｈａｎｉａ ２ Ｂｏｕｒｎｅａ １ Ｐｈａｅａｎｔｈｕｓ １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１６６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７ Ｅｒａｎｔｈｉｓ ２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１ Ｐａｅｏｎｉａ １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１４８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７ Ｒｈｙｎｃｈ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２ Ｍａａｃｋｉａ １ Ｄｉｌｏｐｈｉａ １

Ｃｈｉｒｉｔａ １００ Ｐｏｕｚｏｌｚｉａ ６ Ｃｌｅｍａｔｏｃｌｅｔｈｒａ ２ Ｃａｌｌｉ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１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７８ Ｈａｌｅｒｐｅｓｔｅｓ ５ Ｐａｒａｉｓｏｍｅｔｒｕｍ ２ Ｃａｌａｔｈｏｄｅｓ １ Ａｃａｌｙｐｈａ １

Ａｎｅｍｏｎｅ ４９ Ｃａｙｒａｔｉａ ５ Ｓｃｈｉｓｔｏｌｏｂｏｓ ２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１ Ｈｅｌｉｃｉｏｐｓｉｓ １

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４６ Ｄｅｕｔｚｉａ ５ Ｃｈｉｅｎｉａ ２ Ｂｒｉｇｇｓｉａ １ Ｄｉｃｈｒｏａ １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４５ Ｏｎｏｓｍａ ５ Ｃｈａｍａｂａｉｎｉａ ２ Ｂｒａｙａ １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１

Ｍｉｃｒｏｕｌａ ３２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５ Ｂｕ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２ Ｃａｒｙｏｄａｐｈｎｏｐｓｉｓ １ Ｌｅｃａｎｔｈｕｓ １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３０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４ Ｂａｔｒａｃｈｉｕｍ ２ Ｔａｎａｋｅａ １ Ｘ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１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２７ Ｔｒｏｌｌｉｕｓ ４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２ Ｂｅｃｃａｒｉｎｄａ １ Ｌｅｐｅｃｈｉｎｉｅｌｌａ １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２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３ Ａｎｅｍｏｃｌｅｍａ ２ Ｃｅｒａｔ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１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１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２３ Ｉｓｏｍｅｔｒｕｍ ３ Ａｎｃｙｌｏｓｔｅｍｏｎ ２ Ｍｅｌｏｄｉｎｕｓ １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１

Ａｄｏｎｉｓ １９ Ｄｉｄｉｓｓａｎｄｒａ ３ Ｔｈａｍｎｏｃｈａｒｉｓ ２ Ｓａｂｉｎａ １ Ｉｓｏｐｙｒｕｍ １

Ｄｒａ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１８ Ｄｅｉｎ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３ Ａｌｌｏｓｔｉｇｍａ ２ Ａｒａｂｉｓ １ Ｃｒｏｔｏｎ １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１８ Ｓｉｎｏ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ｉａ ３ Ａｌｌ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２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１ 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１

Ｄｉｃｈｏｃａｒｐｕｍ １７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３ Ｕｒｔｉｃａ ２ Ａｎｎａ １ Ｃｏｒａｌｌｏｄｉｓｃｕｓ １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１５ Ｃａｌｔｈａ ３ Ｃｉｍｉｃｉｆｕｇａ ２ Ｔｅｎｇｉａ １ Ｃｏｐｔｉｓ １

Ｅｒｉｔｒｉｃｈｉｕｍ １５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３ Ｇｙｒｏｇｙｎｅ ２ Ｍｅｒｃｕｒｉａｌｉｓ １ 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１

Ｃｈｉｒｉｔｏｐｓｉｓ １４ Ｍｅｔａｂｒｉｇｇｓｉａ ３ Ｏｍｐｈａｌｏ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２ Ｍｅｓｓｅｒｓｃｈｍｉｄｉａ １ 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１

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１４ Ｍｉｌｉｕｓａ ３ Ｌａｇａｒｏｓｏｌｅｎ ２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１ Ｌａｐｏｒｔｅａ １

Ｖｉｔｉｓ １４ Ｄｅｌｔ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２ Ｈｅｍｉｂｏｅｏｐｓｉｓ ２ Ｕｖａｒｉａ １ Ｌａｐｐｕｌａ １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１３ Ｐｓｅｕｄｏｃｈｉｒｉｔａ ２ Ｍｅｔａｅｒｉｔｒｉｃｈｉｕｍ ２ Ｍａｒｓｄｅｎｉａ １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１

Ｏｐｉｔｈａｎｄｒａ １０ Ｄｉｄｙｍｏｓｔｉｇｍａ ２ Ｍｅｔａｎｅｍｏｎｅ ２ Ｈｅｍｉｌｏｐｈｉａ １ Ｏｒｅｓｉｔｒｏｐｈｅ 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９ Ｄｅｉｎｏｓｔｉｇｍａ ２ Ｍｅｔａ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２ Ｅｕｔｒｅｍａ １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９ Ｄｏｌｉｃｈｏｌｏｍａ ２ Ｇｌｏｃｈｉｄｏｃａｒｙｕｍ ２ 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 １

Ｄｒａｂａ ９ Ｐｉｌｅａ ２ Ｍｅｔａｐｉｌｅａ ２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１

６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图 ２　 王文采发表新名称数量的年际历史变化

成为目前分类学研究的重要参考网站ꎮ
王文采是中国科学院院士ꎬ获得过两项国家自

然科学一等奖以及很多其他奖励ꎮ 多数人看到的只

是这些光环ꎬ而并不清楚他曾经干过什么ꎮ 对他发

表的新名称的梳理有助于了解王院士的学术贡献的

一个侧面ꎮ 我从 ＩＰＮＩ 网站上下载了王文采 (Ｗ.
Ｔ. Ｗａｎｇ)的新名称 １ ８６０ 条记录ꎮ 我利用 Ａｃｃｅｓｓ 数
据表去掉少量重复记录后ꎬ仍有 １ ８２１ 条ꎮ 按年代

排序发现ꎬ王院士的第一篇论文竟然是关于山龙眼

科的“中国山龙眼属和假山龙眼属的初步研究”ꎬ其
中描述了 ８ 个新种ꎬ包括网脉山龙眼(图 １)ꎮ 对新

名称等级查重发现(表 １)ꎬ王院士发表 ４ 个新族ꎬ２８
个新属ꎬ２ 个新亚属ꎬ３７ 个新组ꎬ３１ 个新亚组ꎬ１９７ 个

新系ꎬ１ ０５６ 个新种ꎬ９ 个新亚种ꎬ４３６ 个新变种ꎬ和
２１ 个新变型ꎮ 对科查重发现(表 ２)ꎬ王院士的研究

涉及种子植物 ２７ 个科ꎬ其研究面之广ꎬ令人叹服ꎮ
王院士发表 １０ 个新名称以上的科包含毛茛科

(８１０)、荨麻科 ( ４６９)、苦苣苔科 ( ２９５)、紫草科

(７９)、葡萄科(４３)、十字花科(２８)、唇形科(２３)、大

戟科(１３)和绣球科(１３)ꎬ这表明王院士对这些科的

植物研究十分深入ꎬ尤其是前 ４ 个科ꎮ 对新属查重

发现(表 ３)ꎬ 王院士新名称最多的属是荨麻科楼梯

草属ꎬ新名称多达 ３８０ 个ꎬ其次才是毛茛科的铁线莲

属(２５５)ꎮ 从 １９５６ 年第一篇论文开始ꎬ王院士的研

究一直十分活跃ꎬ至今仍然如是(图 ２)ꎮ 从图 ２ 的

曲线来看ꎬ王院士研究最活跃的时期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ꎬ１９８０ 年的新名称数量多达 １８０ 个ꎬ这在

植物分类学研究中是相当惊人的ꎮ
这是一个喧嚣、浮躁的社会ꎬ在现有考评体制

中ꎬ所有的科研人员都在为点数和科研经费而忙碌ꎬ
无人在名利中能淡定ꎬ无人在考评体制中无动于衷ꎬ
植物分类学研究所需的耐得住寂寞和积累都成为一

个笑话ꎬ植物分类学事业面临着灭顶危机ꎮ 然而ꎬ人
们忘记了ꎬ正是王院士等几代分类学家们的卓越努

力ꎬ在包括巴西、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南非

等生物多样性大国中ꎬ率先完成了全球最大的植物

志ꎬ即«中国植物志»ꎬ铸就中国植物分类学事业的

辉煌ꎬ一度占据了全世界本领域的制高点ꎮ 后来的

植物学家本可以在此基础上ꎬ发挥优势ꎬ进一步稳固

我国植物分类学在全球的地位ꎬ然而ꎬ不幸的是ꎬ我
国分类学事业的短暂辉煌却在新的考评体制中轰然

坍塌ꎬ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ꎮ 当前ꎬ随着我国经济、
政治、科技等各领域的蓬勃发展ꎬ中国正处于跨出国

门、走向世界的一个关键时期ꎮ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

纳植物园聚焦东南亚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

开展非洲«肯尼亚植物志»ꎬ这对我国的植物分类学

事业来说也是一个机遇ꎮ 能否振兴中国植物分类学

事业ꎬ不仅是青年分类学研究者们的期待ꎬ也是王院

士等老一辈学者们的期望ꎮ

　 　 杨永ꎬ博士ꎬ副研究员ꎬ从事种子植物分类、系统演化、区系地理

和保育等研究ꎮ 提出了麻黄科下一个新分类系统ꎻ命名了 ２ 个新亚

科、２ 个新属、２ 个新族、５ 个新种ꎻ提出了盖子植物生殖器官起源和演

化的新理论模型ꎻ发现了樟科叶表皮结构有重要的分类价值ꎻ完成了

最新中国种子植物的科属清单ꎻ完成了裸子植物和樟科等类群物种

编目以及尼日利亚和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国家和地

区的区系编目ꎮ 杨永(左)与王文采先生的合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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