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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和森林水文效应等研究都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
、

地形险峻复杂
、

交通不便 等 因

素
.

以前很少有生物学家到这里进行考察
.

对这一宝库 的情况知之甚少
.

这次时间虽短
,

却已有了令 人 欣

喜的发现
,

例如已经初步确定的广西分布新记录属就有 1个
.

新记录种 6个
,

环江分布新记录 118 种
,

更有

一些疑难种类由于没有采到花果而无法进行鉴定
.

建议有关部门组织进一步深入考察
,

摸清本底情况
.

并

上报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广西植物研 究所 韦毅 刚

戴薰弓
马君武

、

陈焕幼创立广西植物研究所

马君武早年学法文
,

后留学日本
.

二十世纪初考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
,

得工学博士学位
,

是我国留德学

者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

16 1 3年再度去德国
,

入柏林农科大学
.

在此期间曾编译 《 德华辞典 》
、

《 动物

学 》
、

《 植物学 》 等书
,

将西欧文明引入中国
.

二十年代返国
,

从事教育事业
.

并为我国翻译达尔文 《 物

种原始 》 的第一人
.

1 92 8年创立广西大学
。

1 92 9年因战乱
,

大学经费无着
,

一度去上海任大夏大学校 长
.

1 9 3 1年再返广西
,

复任广西大学校长
,

励精图治
,

为广西大学敦聘名流学者到校任教
,

选派助教出国 留学

以培养人材
。

1 93 4年亲自到中山大学考察
。

刘焕铺早年随母在美国留学
.

19 19年学成归国
,

即到海南五指山采集动植物标本
.

19 2 7 年南返广东
.

任中山大学教授
.

继续在广东
、

广西
、

贵州等地采集植物标本
,

同英
、

美
、

德
、

法等国学者
、

标本馆 交 换

植物标本
,

获得标本 3 万余份
。

1 9 2 9年在中山大学建立我国南方第一个有一定规模
、

管理完善的植物标 本

馆
.

马君武在访问广州中山大学时
,

参观由陈焕铺主持
,

在广州东山石马岗中山大学农学院内的农林植物

研究所
,

两位学者相见甚欢
。

马君武认为广西植物资源远未开发
,

有在广西建立一个植物研究所之意
.

陈

焕铺亦慨然允诺给子支持
.

马君武遂在 1 9 3 4年邀陈焕铺访问在梧州的广西大学
。

刘焕铺到梧州时
,

马君武

在北山中山纪念堂举行盛大欢迎会
.

会后曾在中山纪念堂前摄影留念
.

于是聘陈焕铺为所长
,

策划成立广

西大学植物研究
.

1 9 3 5年
,

该所正式成立
.

马君武拨出梧州原英国领事馆旧址
,

当时属广西大学管理的大学

公园为所址
,

位于鸳鸯江边
,

在市区对岸的白鹤山上
,

自山下至山上设有水泥路
,

斜坡和阶级相间
,

直达

山顶的公园
,

在山上俯瞰市区和鸳鸯江
,

风景清幽秀丽
.

50 年代我在广州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

于陈老家中亲见
.

仁述纪念照片
.

现在厉经离乱
,

未知世照片

尚存否?

马君武与焕铺情谊弥深
。

刘焕铺往返梧州均乘座当时仅有几个座位的小型民航机
。

机场在西江南岸 火

山下
.

陈焕铺一来一返
,

马君武均派学校汽艇相迎相送
.

马君武梧州故居在鸳鸯江边
,

白鹤山脚登山路口
。

故居外形颇似翠亭孙中山故居
,

临江一面有阳台
.

在阳台上可见植物所职工上班下班
。

陈焕铺任所长后即派出高伤朋
、

梁向日
、

黄志
、

钟济新等人分往十万大山
、

龙州
、

百色
、

那坡
、

隆林
、

大瑶山等地调查采集
,

为广西植物资源研究搜集得大量标本
、

文献
.

陈焕铺出国参加在荷兰举行的第六届

国际植物学大会时曾为广西所选购回一些很有价值的植物研究书藉
.

现在历经战乱
,

植物标本得陈焕铺历

尽艰难困苦
.

幸获保存
.

在欧洲购回的植物学贵重书刊
.

则在 1 9 4 4年被全毁于侵略战火中
.

深可痛惜
.

广西植物研究所 李树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