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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福琼 云锦杜鹃

罗伯特·福琼

西方园艺学家对高山常绿杜

鹃 花 的 引 种 栽 培 开 始 于 "# 世

纪，"$ 世纪中期这一活动成为

欧美植物园的热点。伴随着杜鹃

花栽培的热情高涨是西方人对中

国植物区系的关注及对中国植物

的大量采集和研究。"$ 世纪中

期到 %& 世纪初，众多西方人步

入中国，进行植物考察和采集活

动，丰富的中国植物资源，经他

们之手成为装点西方园林的重要

素材。这期间有过一批由欧美一

些植物园和植物 ’园艺 (协会选派

的专业采集员，也有一些纯属业

余的植物爱好者。这里仅介绍十

几位与中国及少数周边国家和地

区杜鹃花关系密切的著名采集

者。

英国园艺学家罗伯特·福琼

’)*+,-. /*-.01,，"2"%—"22& (受
过严格的园艺培训，并以优异成

绩完成了实习。在爱丁堡皇家植

物园供职两年半后，他被推荐为

皇家园艺协会植物园的温室负责

人，很快又被协会指派到中国进

行植物引种采集工作。福琼在中

国 的 活 动 集 中 在 "2!3 — "24%
年。在此之前，进入西方的中国

植物种类很少。他的主要任务是

寻找特殊的杜鹃花和黄色山茶

花。在 ! 次考察中，福琼在中国

发现了约 3&& 多个植物新种，运

回英国 %& 箱引种材料，其中有

大量的杜鹃花种子。云锦杜鹃

’ !"#$#$%&$’#& (#’)*&%+ ( 的 发

现，就是他对西方园林的重大贡

献之一。这种美丽的杜鹃花成为

杂交种很重要的基础，在今天的

英国几乎处处可见其倩影。

福琼 几乎 没有 不成 功的 引

种，在植物分类方面也颇有建

树。他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记

者，写下了丰富的考察日记及观

察描述。遗憾的是，他死后家人

将部分资料遗失，以至于现存标

本中相当部分没有记录资料。

出生于植物学世家的约瑟夫

· 虎 克 ’ 5*6,78 9**:,-; "2"# —

"$"" (，在家庭环境的熏陶和父

亲威廉·虎克 ’英国著名植物学

家，曾任邱园主任 %< 年 (的指导

下，青少年时就在分类学、生态

学和地理学方面受到了良好的训

练，并十分注重野外调查，以后

曾去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考察采

集植物。他从事野外工作不仅有

充足的理论准备，而且在考察中

重视物种的变异及其与分布和生

境等条件的关系。这方面往往被

后来的许多采集者所忽视。虎克

与杜鹃花的不解之缘，主要与他

"2!#—"2<" 年对印度东北部、

锡金、尼泊尔等地的考察采集有

关。在考察期间，喜马拉雅山丰

富的杜鹃花资源深深吸引了他。

四年间，他共采集了 4 万多份植

物标本，其中有许多杜鹃花新种

的模式标本，并将 !3 种杜鹃花

引入英国。回国后，虎克用了大

量的精力进行分类研究，是历史

上杜鹃花分类的重要人物之一。

约瑟夫·虎克

杜鹃花的追求
——— 西方采集者素描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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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和德拉瓦伊

绿海寻芳

奥古斯丁·亨利

亨利·威尔逊

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的

植物采集和发现活动中扮演过

重要角色，其中最著名的人物

是 大 卫 #$%&’() *’+,)- ./01 —

.233 4 和 德 拉 瓦 伊 # 56’( 7 8’%,6
*69’+’:- ./;!—./2/ 4。

大卫是训练有素的博物学

者，他对中国动物区系的研究

被认为是 .2 世纪最好的，而大

熊猫和珙桐的发现则使他的姓

氏至今仍常为人们所乐道。大

卫在近 !3 年中数次来华，共采

得 数 以 万 计 的 标 本 ， 包 括 约

;333 种植物，其中新种 ;33 多

个，新属 2 个。产于四川西部

的 腺果 杜 鹃 # !< "#$%"%% 4 就 是 他

发现的新种，由法国植物学家

弗兰克 #$< =%’(>?6@ 4定名发表。

德拉瓦伊是一位非常优秀

的植物采集者，他在中国采集

植物 .0 年，共获标本 03 多万

份。在巴黎历史博物馆存有他

采集的许多杜鹃花标本，弗兰

克对这些标本进行了细致的研

究，发表了许多新种，如产于云

南西部的红马银花等。

作为英国海运官员，奥古斯

丁 · 亨 利 #$ABAC@,(6 D6(%:-
./"E—.2;3 4 青年时就被派往中

国宜昌。尽管野外采集是一种业

余爱好，但他的成功令人瞩目。

十多年中，他为西方园林增加了

许 多 植 物 素 材 。 毛 肋 杜 鹃

# !< #&’&()%*%% 4 就是由他发现并

引种的。这种杜鹃花因具有罕见

的蓝紫色花朵而倍受西方园丁们

的喜爱，并以它作为亲本产生了

大量的杂交后代。

在西方人眼中，威尔逊 #F<
D< G,9CH(- ./E1—.2;3 4是一位非

常成功的植物采集家，并因此获

女王勋章。作为邱园的一名园

丁，威尔逊 0; 岁时被邱园主任

选中，派往中国，主要任务是寻

找并引种珙桐，同时寻觅适合在

英国栽培的园林观赏植物。这次

中国之行非常成功，威尔逊不仅

采集到 .;333 多粒珙桐种子，而

且获得了大量的各类植物标本和

活材料，其中有 "3 多种杜鹃花

新 种 。 第 一 次 的 成 功 导 致 他

.23; 年的第二次中国之行。以

后，威尔逊又受美国阿诺德树

木园派遣两次来中国大陆，一

次去台湾考察采集植物，他为

该园引回了 .33 多种杜鹃花，

大量的百合等花卉鳞茎和木本

植物种子，以及数以万计的干

制植物标本。

威尔逊在中国大陆的采集

活动，主要集中在湖北西部、四

川东部和西部及周边的云南、甘

肃、陕西等地，他的野外工作非

常细致、全面，即使今天的植物

学者沿着他当年的考察路线行

进，也很难发现被他漏采的植物

种类。威尔逊定居美国后，与著

名 分 类 学者 伦 德 尔 #$< I6?)6% 4
等 对 其 采 集 的 植 物 进 行 了 研

究，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种、属

和研究论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

的科学财富。 #未完待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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