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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广西瑶山调查采集文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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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本文简介了解放前中山大学
、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
、

广西大学等单位 20 年代冤 4。年代在摇

山调查采集所留下的主要文献资料
,

内容侧重植物学方面的记载
.

一

.ó应叮

’

广西瑶山在柳州东南` 对其地理环境
,

1 9湘年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曾报告说
: “

五

岭之脉
,

自越城南走
,

违返蔚而为瑶山
,

界接修仁
、

象县
、

武宣
、

桂平
、

平南
、

昭平
、

蒙山

七 邑之境
。

磋峨众山
;

绵引簇聚
,

地之广裹
,

达数百里
,

最高一峰
,

在六千尺 以外
。

溪声脂

耳
,

峦翠湿衣
,

草木际天
,

.

白云横岭
,

棒莽未辟
,

虫鸟乐处
,

太古遗 民自称日瑶者
,

宅居其

间
,

都为七十余村
,

载山田以自食
,

人 口可六七千左右
。 ” 由于山高林密

,

交通险阻
,

人迹

罕至
,

素被视为蛮烟瘴雨的化外不毛之地
,

有
“
西南的一谜

” 之称
。

、

早在 20 年代
,

国内学术界有识之士就认为广西瑶山的动
、

植物由于历来从未有人调查采

集和研究
,

因而是一个
“
急待探访之区 ”

,

在科学上有重大愈义
。

幼年代至 40 年代
,

中山大

学生物系
、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
、

广西大学生物系
、

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
、

中央研究院

动植物研究所的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如辛树帜
、

石声汉
、

任国荣
、

黄季庄
、

钟济新
、

陈世城等
,

均曾不避艰辛
,

亲自入山调查采集
,

留下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
。

其中最早的
、

规模最大的瑶

山调查采集
,

应推 19 2 8年的中山大学生物系瑶山调查采集
。
1 9 2 6年冬

,

中大生物系鸟类学家
,

任国荣首次入山探采
,

但因准备不周
,

力最不足
,

仅达横涌
,

留居四 日而返
。

19 2 7年秋
,

生

物系再来采集
,

由于中途遇匪
,

未得果行` 1 9 2 7年冬
,

中大教授辛树帜撰文指出
. “ 广西植

物之分布
,

欲作详尽调查
,

北方当至瑶山
,

南方当至十万大山
,

中部当以大明山为最佳
。

他日

重来
,

当在此三山作长久而精密之采集
,

更北赴五岭一行
,

则广西植物之大概分布情形
,

可

由此数山以代表 之 矣
。 ”

( 《 广西植物采集纪略 》
,

19 28
.

3
.

《 自然科学 》一卷一期 )
。

经过

积极筹备
,

1 9 2 8年 3 月第三次组成考察队
,

由中山大学
、

两广地质调查所以及中央研究院拨

给款项
,

衔调查采集动植物及调查瑶人民俗两大使命
,

于 1 9 2 8年 6 月 10 日由辛树帜率队离广

州沿西江而上
,

自平南入瑶山
。

队员有任国荣
、

黄季庄
、

石声汉等八人
。

采集队在瑶山调查

采集历时三月余
,

在罗香
、

金秀
,

圣堂山行程千里
,

登圣堂山达山腹高 1 3 7 0米处
,

共采获植

物标本近千种
,

三万余件
, 哺乳动物十余种

,

一百多件 , 鸟类一百一十多种
,

千余件 , 爬虫

类四十余种
,

五百余件 , 两栖类二十余种
,

三百余件 , 昆虫六百余种
,
二千余件 , 并带有瑶

人服饰衣装标本三担
,

风俗 习惯调查记录一束
。

采集队每 日由石声汉执笔
,

记下采集日程八

万余言
。

此次调查采集
,

其范围之广
、

收获之多
,

实开国内调查采集之先河
,

堪称开发广酉

瑶山的启始之基
,

足资今人借镜参考
。

其留下的重要文献资料有
:

一

一

《 国立中山
.

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采集日程净
,

19 2 9年 7 月中山大学出版 ,
.

《 采集广西瑶

山报告及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 》
,

1 9 2 8年 7 月出版 , 《 广西瑶山动植物采集纪路 》

( 中山大学瑶山采集队 )
,

19 2 9年 3月
,

《 自然科学 》一卷四期 , 《 广西瑶山 鸟 类 目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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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国荣)
,

1 9 3。年
,

《 自然科学 》 二卷二期 ; 《 广西瑶山操类之 初 步 报 告 》 `蔫庸 孰

19 37 年
,

《 s 纽。 ss ia 》八卷一期
。

-

考采集日程 》 记述了瑶山概况和瑶民的生活情形
、

山中的生物情形以及每日各人采集豹

收获和感受等等
,

条分缕析
,

具科学价傅而又饶有兴趣
,

犹如瑶山游记
。

今日入瑶山调查采

集者实有细读之必要
。

套来集报告和意见书 》
,

观点新颖
,

言之有理
,

对今 日调查采集和开发瑶山
,

仍有祖当

启迪和借镶作用
。

其内容主要有如下五点
:

( 一 ) 指出入山途径
,

尸

有陆路四叙 具~ 为自揍

平大惶山口至三江入瑶山横涌 , 二为自平南至思旺而至龙军 ; 三为自平南至官衬
、

_

水晏` 鸟
练而至罗香 , 四为自修仁入金秀

。 “
此四径皆为羊肠鸟道

,

轻装已感蜀道之难一若行李稍笨

重
,

则尤为不便
” 。

水道一径
:
由藤县蒙江逆舟而上

,

经和平
、

太平
、

兰江
、

庙鑫
、

大旺
、

水

晏、 乌练
,

折陆道入罗香
, “

急水奔注
,

顺流出山尚易
,

逆流而上极难
” 。

( 二 ) 论述动橄

物分布情形
:

其植物分布带为
:

.

自山麓公。。吸处起至山腰18 加叹处为亚热带性 乔本带
、

嘟
灰至邢的叹为竹林带

,

3 0 00叹至 3 5。仓叹为灌木带
,

3 500 吸以上为石松滋生之带。 乔木余 `长

林抗空
,

天横横迈
,

上下绵亘千二百尺 ” ,
“ 人行其中

,

不见夭 日
,

盖犹保持古六森林急处

女状态
” 。

竹林带
“ 琅环万丈

,

一碧无涯
” ,

皆为竹类
, “

为东方特有
” 。

潜木爵接睿乌拉
~

雅系之石南释植物带
。

罗香村后之山已有先罄
,

到金秀高峰
,

始有全带
, “
举目羁翁扛石南

科植物遍地鲁是
。 ”

( 三 ) 报告动植物众多的新奇种类
:
如植物方面

,

虽由于人力险制
,

主

要注意力只集中在羊齿植物
、

草本有花植物如无花果属及野牡丹科
,

然亦采得高山新奇攘物
八百余种

,
_

_

外间不多见者 四
、

五十种
。 “ 以此树之

,

尚有各方面之专门人才
,

长细来集{
一

奋
年之后

,

必可得二千余种也
” 。

( 四 ) 人类学的调查
,

记 载了瑶人民族
、

习俗
、

语言亏
_

纂蜘
·

情形
。

( 五 ) 建议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
: 明确指出

,

瑶山为学术界之一大宝藏
,

基国鼻寒薪
和政治上一个值得往意的区脱

。

这在当时的社会政治
、

经济条件下
,

确实是大胆而又难赓可

贵的一个重要科学意见
,

也是瑶山开发史上一个重要突破
。

意见书中请辟瑶山为学本研究所
的论据

,

主要是两个方面
,

一是瑶山在学术上有重大科学价值 , 二是科学又将造福于瑙山瑶

民
。

瑶山在学术上的重大科学价值
,

在动物学和植物学方面
,

因为素未为人所知仁加上极多

奇异新颖之种
,

如有各方面专门人才长驻采集
,

作精细研究
,

必能开捆许多宝截
。

在人类学

方面
,

在瑶人语言
、

服饰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

于民族学
、

民俗学的贡献自必尤大
, 一

科学造福

于瑶山瑶民
,

意见书提出三方面的设想
: 一为修筑公路

, “
使瑶山各方面能直接以达大邑通

都` , “ 食物得源源输入
” , “

有用之木材可以输出
” ,

再 加 以 护林
、

造林
,

并 ` 戒其拿

婚
” ,

以改良瑶人生活 , 二为辟瑶山为森林区
,

努力于林木研究 , 三为辟瑶山为大蠢模公园

— 用今夫的话说就是旅游避暑胜地
,

瑙山山势崇峻
,

景物天然
,

气侯凉爽
,

风舞秀邵
,

宜

于旅游避暑
,

_

且可鼓励提倡登山运动
。

意见书慨然陈述科学造福于瑶山瑶民
,

说只要
一

嚼策

群力
、

共图实现
,

则瑶山贡献于人类学方面
、
生物学方面以至于全国国民经济方面者必大有

可观
。 ”

可借的是
,

当时科学工作者的这些美好理想与愿望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虱
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

1 9导7年
,

零日寇侵华
,

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由南京迁赴彻南南岳
,

不久复迁广

西阳朔
,

直至 1 , 3 9年初再迁重庆
。

其在广西阳朔的两年时闻里
,

陈世孰
、

饶钦正等曾多次从

修仁入璐山
,

奥然每次时间不长
、

行程不远
,

但采集了许多植物和尾曳的新奇种氮 凝着了

里扭
`了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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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种
,

留下不少至今仍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文字资料
。

如饶钦止的 《 中国淡水藻类之研究
(十三 )广西蓝绿藻之新植物 》 ( 1 9 4 4

.

2一12
,

《 S i en sn ia 》
,

十五卷一至六 期 合 刊 )
,

报道了

作者 1 9 3 8年在修仁瑶山采集的淡水藻类标本
,

计有 6 属 7 个新种
。

广西省内人士有计划大规模的采集
,

始于 1 9 3 5年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成立之后
。

1 9 3 5年

起
,

该所每年皆派遣采集队至广西各地
,

也包括瑶山
,

采集动植物标本
。

其中植物标本
,

至

19 40 年
,

素积 已超过一万五千余号
。

汪振儒
、

钟济新
、

陈立卿将已经整理就绪而又经陈焕锗
,

张肇鸯鉴定有学名的标本
,

整理成 《 广西种子植物名录 》
,

分 9 期在 1 9 4 。年至 1 9 42 年的 《 广

西农业 》 连载
,

成为解放前广西最有系统
、

内容最丰富的一本植物名录
,

极具学 术 价值
。

《名录 》 共记载了裸子植物 9 科 23 种 , 被子植物 64 科 38 5种
,

其中采自平南
、

修仁
、

象 县
_

境

内瑶山的
,

计有裸子植物 3 科 4 种 ; 被子植物 39 科 13 0种
。

上述文献
,

是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
,

对我们今夭开发瑶 山
,

很有

借镜和启迪价值
,

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珍视
,

得到继承和发扬
。

笔者这篇简介
,

钩沉阐幽
,

撮其旨意
,

防止名文湮没不彰
,

以便今人综核过去
,

指陈未来
。

即或有未详尽者
,

亦有补正

之机
,

聊可 自慰
。

鸣谢
:

广西植物研究所李树刚研究员
、

蒋朝渊同志和广西桂林图书馆曾对 作者提供指导意见和

提供部份 资料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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