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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的重大发现
,

也是他向欧洲园林引人的重要中

国观赏植物之一
。

这种原产于中国东南部较高海

拔 山地的杜鹃花
,

不仅在英 国被普遍栽植
,

而且

以其为亲本杂交产生的子孙后代几乎处处可见
。

福琼之后
,

一些西方传教士也从中国的中西部带

回许 多 具 有 观赏 价 值 的新 种 植 物
,

毛肋 杜 鹃

凡 . /堵/“∃0∋ 00, 即在这一时期引人英 国
。

该种今天

仍然是英国园丁们所喜爱的杂交种的重要亲本
,

原因之一是它具有杜鹃花中较罕见的蓝紫色花
。

尽管上述几种 中国杜鹃花已在英国园林中展

现风采
,

但当 ∗+ 世纪 即将降临时
,

在西方 植物

园 中引种栽培的杜鹃花多数来 自美国
、

欧洲和印

度
,

而且 总共 只有 ∗1 种
,

在当时已 被植物 分类

学家描述的 2 ++ 种杜鹃花中仅 占 ( 3 (∗
。

() − − 年
,

受英 国威企 园艺园 派遣
,

威尔 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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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8 0/6 ∋ ,

()9 :一 (− 2 + ,首次来华
。

他

的主要任务是引种 曾被法 国传教士大卫发现的中

国鸽子树
—

洪桐
。

虽然威尔逊 以后终身受雇于

美国阿诺德树木园并为其采集引种了大量中国植

物
,

但在他最初的 ∗ 年考察采集中
,

在完成了引

种洪桐任务的同时
,

在中国湖北西部和四川为英

国采回 1+ 多种杜鹃花及大量其它植物的种子
,

为西方植物 园大量引种中国杜 鹃花
,

开创了先

河
。

紧随威尔逊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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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Χ, 等英美植物采集家
,

纷纷来华
,

深

人到中国西南等地的山林 中
,

采集和发现 了大量

的杜鹃花新种
。

其 中贡献最大的是英国爱丁堡植

物 园的采集员福雷斯特 傅礼 士 ,
。

他从 (− +Δ 年

初 次人滇
,

到 (− 2 ∗ 年病死在滇西古城腾 冲
,

先

后 9 次来华采集标本和种苗
,

共获得数万号植物

标本
,

为爱丁堡植物园引种 了 (+++ 多种植物
,

其中有 ∗ 1+ 种 杜鹃花新 种
。

被誉 为
“

杜 鹃花之

王
”

的大树杜鹃 尺
<

−卿
∋ ∃∀ & 5 ,

,

就是 (− (− 年福

雷斯特第四次来华期间
,

在 云南腾 冲以北的高黎

贡山原始森林中发现的
。

当 ∗+ 世纪初 叶
,

威尔逊等人引人的中 国杜

鹃花开始在英国植物园中涌现出如火如茶的绮丽

花潮时
,

人们被倾倒了
,

并再次感悟到
“

没有 中

国的花木
,

就称不上一个花园
”

的真谛
。

同时
,

中国杜鹃花新种的层出不穷
,

也再次激发了世界

植物学界对中国植物 区系的密切关注
。

位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 的英国爱丁堡皇家

植物园
,

建于 () 世纪
,

从 (− 世纪开始引种栽培

和研究杜鹃花
。

∗ + 世纪初开始
,

福雷斯特等人由

中国采 回的大量植物标本和种子
,

均为爱丁堡植

物园收藏和种植
,

并由当时该 园的皇家监护人贝

尔 福 Ε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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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 分 类 和 繁殖 研

究
,

成就显著
。

由此
,

爱丁堡植物园
“

世界杜鹃

花研究中心
”

的地位
,

逐渐确立
。

以后
,

在世界

各地人们采集的杜鹃花标本及种子
,

不断 向
“

中

心
”
汇集

。

经过 (++ 多年的不懈努力
,

爱丁堡 皇

家植物 园迄今已经引种栽培了 1 ++ 种杜鹃花
,

是

世界上保存杜鹃花属活植物最多的一个植物园
,

在杜鹃花的迁地保护方面取得 了极大的成功
。

而

爱丁堡植物园本身也因引种栽培和研究杜鹃花 的

突出贡献而享誉世界
。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杜鹃花杂交研究 的国

家
。

首次成功是 () ∗+ 年
,

以北美的卡托 巴杜鹃

<

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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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土耳其 的本都 杜鹃 < Κ ∋∃ 0Β “5 ,

杂交
,

随后是 以美国原产的极大杜鹃与本都杜鹃

杂交
。

它们的杂交后 代于 ()∗ 1 年在英 国首次开

花
。

杂交种除 了具有艳丽的花色等更高的观赏价

值外
,

抗性 抗寒性等 ,也大大提高
。

“ Λ∀Μ∃ .’’ 杂 交 系 则 是 由 美 国 育 种 专 家

ΦΝ.#/
∀ 。 Λ ∀Μ ∃. 长期研究 的结果

。

它们大量产生于

本世纪 2 +一 Δ + 年代
,

所选用 的亲本之一是引于

中国的云锦杜鹃
。 “

Λ ∀Μ ∃.’
,

系杂交种一般较为高

大
,

具有大束
、

芳香的花
,

比大多数常绿杜鹃粗

放
、

耐寒
,

在欧洲尤其受欢迎
。

据近几年的统计
,

在美国栽培的杜鹃花杂交

品种 已 超过 Δ ++ + 个
,

而在欧洲则远超过此数
。

在欧洲
,

尤其是在英国
,

装点大多数植物园景观

的主要种类是杜鹃花
。

虽然 已有几百年的栽培历

史
,

但 人们 对杜 鹃花 的钟爱仍有增 无减
。

正 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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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尔逊所 称
,

杜 鹃花 是
“

绿 色世界 里 的贵

族
” ,

没有一种有花植物能与其媲美
。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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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雷斯特

认 为它们是
“

植物 园内最美 的点级种类
” 。

许多西

方人认 为
Ο
在整个植物 王国中

,

几乎没有别的种

类能像杜鹃花属中的一些种那样
,

引起整个欧洲

的轰动
。

由此可 见
,

杜鹃花在人们心 目中的地位

非 同一般
。

我们深信
,

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研究的

深人
,

杜鹃花一定会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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