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94 广 西 植 物 1 3卷

犷一~
一

”
`

考 , :
, , {

皿 气二 尹、 , 尸 J若̀ l

) {

L , 、 , 、
一一

, 、 , ,

一一 J

陈焕铺的敬业本色 礴
知

一个科学家之所以事有所成
,

业有所就
,

都与其强烈的敬业神精分不开的
。

我国植物学先驱陈焕铺教授

的光辉业迹
,

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

陈老 1 9 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
,

旋赴海南岛五指山采集动植物标本
,

历时十个月
。

1 9 2 2

年 6 月与钱崇澎
、

秦仁昌凑集了五百元经费
,

组成鄂西植物调查队
.

由宜昌出发
,

经兴山西侧的万草山到神农

架山区采集
。

1 9 2 7年南下广州
,

任教于中山大学
.

同年即赴香港及粤北采集
.

19 2 9年创办了中大农林植物研

究所后
,

复又再赴香港
、

九龙和贵州
、

广西及粤北等地采集
。

陈老视采集和野外工作为个人植物研究实践以及建立地方植物学研究机构必不可少的最基础的工作
。

除

了他本人矢志身体力行之外
,

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发动和组织本单位的科技人员到野外去采集
,

积累了大量标

本
。

国内的植物分类学工作者
,

无一不知左景烈
、

高锡朋
、

黄志
、

陈少卿和广西钟济新
.

陈立 卿 等 人 的名

字
,

因为他们采集的标本最多
。

解放后
,

此风仍然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

五十年代尤盛
。

即使在经济不充裕

的解放初期
,

也坚持不懈
。

时刚解放
,

即派何绍颐和陈老的两个研究生黄成就及贾良智赴桂林雁山采集
。

即使

是女弟子如陈德昭者
,

也毅然地派出
.

到广西九万山采集去
.

广西植物所在五十年代由梁畴芬
、

覃颧富
、

邓

先福
、

李萌昆
、

李中提等人采集的大量标本
,

都是由陈老亲自安排实现的
。

陈老从事植物研究的投入
,

就像一个演员投入角色那么认真
,

他除了到野外去采集之外
,

在所里也尽量挤

出时间投入到建设标本园的工作中去
。

在中大办农林植物研究所时和在广西重建广西植物所时都是如此
。

两

广两所的旧同仁都还可记忆起陈老在广州石牌的标本园中和在桂林雁山的标本园中经常身着工装
,

手握枝剪

到处转悠
,

指挥工人种树
、

载花
,

移植
、

修剪树木时的情景
.

华南植物园从开荒
、

规划
、

设计乃至具体的种
、

布置
,

虽然得力于陈老的助手何椿年先生冲夭干劲的付出 ( 拟另文记之 )
,

但该园的一景一物无一不漫

透了陈老的心力和汗水
。

19 5 4年
,

华南植物所成为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后
,

新的研究大楼建筑起来了
,

所有的科技人员都有了自己

的研究工作室
,

唯独陈老没有
。

是不够分配么 ? 非也
。

陈老根木不中意离开标本室的工作室
。

他把他的工作

室
、

也就是他的所长办公的地方设在标本室里边
。

为何也 ? 无他
,

看标木方便耳
。

陈老就是这样一个全部身

心都交付出来的研究投入者
。

他好像对标本有特别的感情
。

在形像上
,

它已告诉你
:

他是与标本共 存共荣

的
。

在旧中国
.

生存都不容易
,

何况办研究所? 陈老 1 9 2 8年在中大农学院创建了植物研究室之后
,

1 92 9年研

究室扩充
,

升格为植物研究所
。

但这样一来
,

他个人的身家也贴进去了
。

为了建所
.

他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会每年拨给的补助费大洋一千元和他个人的全部薪金都捐献出来办所
。

后来又因为要办学术刊 物嵘中山 专

刊 》 ( S u n ya t se n ia )
,

又求到他叔父的资助才办了起来
。

在抗 日战争期间
,

为了保存这个所
,

研究所经过一次大搬迁
,

历尽了艰苦
.

也是为了保存这个所
,

陈老

又冒了一次政治风险 ( 此事将另文叙述 )
。

至于陈老办了两广两所的成绩
,

他个人的学术成就
,

自有公论
,

亦可另文评议之
。

本文只想提出一个问

题
:

如果陈老欠缺上述的种种敬业精神和行动
,

还能成其为陈焕铺吗 ?

华南植物所 陈德昭 黄成就
爷

.
广西植物所粱畴芬根据陈黄二人原稿略加补充而成此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