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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胜靠智ꎬ 大胜靠德
　 　 　 ———贺王文采院士九十华诞

马克平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

　 　 王文采院士在植物分类学领域辛勤耕耘六十

载ꎬ成就颇丰ꎻ不仅学术成就受到敬佩ꎬ道德情操更

是令人称道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通过他的高

足李振宇和傅德志听到关于王先生的治学和为人ꎮ
直到本人 １９９１ 年来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才有

幸见到王先生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学习ꎮ 王先生

心无旁骛ꎬ始终如一ꎬ坚持植物分类学研究 ６０ 余年ꎬ
实为后辈学习的榜样ꎮ 想起古人说得两句话ꎬ觉得

很适合王先生的光彩人生:“小胜靠智 大胜靠德”
(世说新语—笺疏)ꎮ

一个人的成功当然要靠智慧ꎬ但更重要的是高

尚的道德情操ꎮ 德才兼备才能够成就一个人的事

业ꎮ 其中德起主导作用ꎬ是核心要素ꎮ 正所谓“才
者ꎬ德之资也ꎻ德者ꎬ才之帅也” (司马光语)ꎮ 联系

到具体工作ꎬ我的理解“德”应主要包括职业素养和

道德情操两个方面ꎮ
首先ꎬ王先生对自己的研究有长远的规划ꎬ６０

余年不懈努力ꎬ严谨治学ꎬ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ꎮ 王

先生多次强调他的两位恩师林镕先生和胡先骕先生

对他学术生涯的影响ꎮ 林先生于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 年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植物分类学为他启蒙ꎬ胡先生

１９５０ 年为他提供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机会ꎮ 立

志做一件事情容易ꎬ坚持一生做一件事情则难能可

贵ꎮ 在我们周边“见异思迁”ꎬ施行机会主义发展策

略的人常见ꎻ有远大志向ꎬ一件事情坚持数年的人则

少见ꎮ 事实上ꎬ对于今天从事宏观生物学研究的人

而言ꎬ没有十年时间的坚守ꎬ很难做成一项同行认可

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积极影响的成果ꎮ 王

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ꎮ 王先生的敬业精神也是值

得我们努力学习的ꎮ 无论是他擅长的毛茛科、荨麻

科、苦苣苔科等专类研究ꎬ还是他带领全国的植物分

类学者编研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ꎬ都有充分的

体现ꎮ
第二ꎬ王文采先生心态平和、待人诚恳、为人低

调ꎬ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ꎮ ２００９ 年我牵头组织的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第一册即将正式出

版ꎬ请王先生作序推荐ꎮ 他不仅欣然同意作序ꎬ而且

非常积极地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ꎮ 认为“这套丛书

可与«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中国

高等植物»等学术专著相得益彰ꎬ满足普通植物学

爱好者及植物学研究专家不同层次的需求”ꎮ 这进

一步为我们明确了«丛书»的定位ꎮ 取稿子时赶上

他家里有件特殊的事情ꎬ但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

悦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ꎬ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ꎮ 今

年这套书新出版了 ４ 册ꎬ一天我见他坐班车来到所

里ꎬ因此让人帮我问问王先生何时有空ꎬ我把书给他

送过去ꎮ 结果他知道后ꎬ不容分说亲自跑到我办公

室取书ꎬ让我既感动又歉疚ꎮ 他拿到书后ꎬ非常高

兴ꎬ一再说这套书很好ꎬ有些地方自己没有去过ꎬ看
到鲜活的植物照片ꎬ像自己身临其境一样ꎬ非常好ꎮ
９０ 岁的老人还有如此强的求知欲ꎬ真是令人钦佩ꎮ
他还十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ꎮ 在我任植物研究所

所长期间ꎬ非常认真地建议再版 «中国经济植物

志»ꎮ 为响应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利用

和收集我国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ꎬ政府于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９ 年组织了对我国植物资源的大普查ꎬ上万人参

与ꎬ采集标本 ２０ 多万号ꎬ开展化验万余次ꎮ 之后ꎬ由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商务部土产废品局于

１９６０ 年初共同组织专家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志»ꎬ并
于 １９６１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ꎬ但出于对加工方法和

化验结果保密的考虑而内部发行ꎮ 因此ꎬ知道此书

的人寥寥无几ꎬ出版 ５０ 多年来几乎没有人发表论著



时引用ꎮ 王先生为此感到惋惜ꎬ积极推动此书再版ꎮ
经过大家的努力ꎬ该书于 ２０１２ 年再版ꎬ受到读者的

欢迎ꎮ 当时我请王先生为此书再版写序ꎬ他只提供

了相关背景资料ꎬ婉言谢绝写序的邀请ꎮ 由此可见ꎬ
王先生低调为人的品格ꎮ

第三ꎬ王文采先生胸怀大局ꎬ是位有责任感和使

命感的分类学家ꎮ 他特别重视分类学的基础性工

作ꎬ包括植物标本的采集和鉴定、生物物种名录和志

书的编研ꎬ而且强调“科学研究应将视野扩展到世

界范围ꎬ迅速搜集和掌握全世界种子植物分类学研

究的原始标本和基础资料”ꎮ 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ꎬ我主

持科技部国家标本资源整理、整合与共享平台建设

项目ꎮ 王先生听说后ꎬ非常支持ꎬ认为对生物分类学

研究很重要ꎬ是基础性的工作ꎬ要坚持做下去ꎮ 我经

常在来所上班的班车上向他汇报工作进展ꎬ当他得

知我们已经数字化植物标本 ８００ 多万份ꎬ即我国一

半的植物标本都已经数字化而且全部上网共享时ꎬ
很高兴ꎬ并鼓励我们争取机会数字化国外的中国植

物标本ꎬ力争每种中国产的植物都有数字化的标本ꎬ

对那些我们标本馆中没有标本保存的物种尤其重

要ꎮ 他的建议对我们完善国家标本资源平台建设的

目标和定位非常有启发ꎮ 我们现在不仅按照王先生

的意见搜集整理国外的数字化植物标本ꎬ也通过全

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ＧＢＩＦ)等与国际同行共享

中国数字化的标本信息ꎬ同时在推动中国植物模式

标本数据库的建设ꎮ 自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正式发布«中
国生物物种名录» (光盘版)以来ꎬ我们每年都组织

分类学家更新这个名录ꎮ 王先生不仅充分肯定这项

工作ꎬ而且积极支持ꎮ 每次他有分类学的专著和论

文发表都会送我一份参考ꎮ 最让我感动的是ꎬ在他

的«中国荨麻科楼梯草属植物»一书正式出版之前ꎬ
工工整整地抄写一份该属植物名录ꎬ并亲自送给我ꎮ
王先生的言传身教时刻激励我们为中国生物多样性

科学基础平台建设努力工作ꎮ
正值«广西植物»整理出版王文采院士在该刊

发表论文专辑之时写就此文ꎬ祝贺王先生所取得的

学术成就ꎬ同时感谢«广西植物»为以王先生为代表

的植物学工作者提供发表成果的良好平台ꎮ

　 　 马克平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ꎮ 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 ＩＵＣＮ)亚洲区会员委员会主席(２０１５－)ꎬ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ＤＩＶＥＲＳＩ￣
ＴＡＳ)中国委员会秘书长(２００４－)ꎬ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

长(１９９５－)ꎬ北京生态学学会理事长(２０１０－)ꎬ国家林业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

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２０１５－)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世界自然遗产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２０１５)ꎬ«生物多样性»主编ꎬ«广西植物»名誉主编ꎬ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等多个国内外刊物的编委ꎮ 主要从事植物群落生态学和生物多样

性科学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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