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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学植物标本室设于一九一六年

胡宗刚∗

( 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ꎬ 江西 庐山 ３３２９００ )

摘　 要: １９１６ 年ꎬ岭南学校在高鲁甫主持下成立农学部ꎬ并拟设立植物标本室ꎬ派学生赴菲律宾科学局梅尔

处学习标本制作ꎮ 不久后ꎬ请梅尔来广州ꎬ为之设立标本室ꎮ 此为中国较早之植物标本室ꎬ对现代植物学在

中国传播有积极作用ꎮ 然而此段历史并不为学界所周知ꎬ该文依据史料ꎬ将其梳理呈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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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出版之«岭南大学农学季报» (第
一期)ꎬ刊载高鲁甫、简壮涛合写之“岭南农科大学

史”一文ꎮ 高鲁甫(Ｇｅｏｒｇｅ Ｗｅｉｄｍａｎ Ｇｒｏｆｆ)时为岭

南学校农学部主任ꎬ简壮涛为农学部在读学生ꎮ
该文记载岭南学堂农部成立于 １９１６ 年ꎬ农部设立

植物标本室也在其时ꎮ 有云:

一千九百十六年夏间ꎬ郭琳爽君、郭以信君乘

暑假之暇ꎬ往菲律宾群岛ꎬ从科学部大教授美利敖

先生 Ｆ. Ｄ.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习收藏植

物品之法ꎬ此为岭南与美国各农学部及吕宋之科

学部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互勷进行之始ꎮ 同时校内

开始研究南中国之植物ꎬ罗飞云君、谭锡鸿君均就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６－３０
第一作者: 胡宗刚(１９６２－)ꎬ研究馆员ꎬ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生物学主要机构和著名人物ꎬ(Ｅ￣ｍａｉｌ)ｈｕｚｏｎｇｇａｎｇ＠ ｓｉｎａ.ｃｏｍꎮ

∗通信作者



校内农部之聘ꎬ来就教员之职ꎮ 而美国宾苏温尼

亚省立大学(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及根些士省立

农科大学(Ｋａｎｓａｓ Ｓｔａ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对于本

校农学极表同情ꎬ多所赞助ꎮ 这一年秋间ꎬ大教授

美利敖(Ｐｒｏｆ. Ｆ. Ｄ. Ｍｅｒｒｉｌｌ)来校参观ꎬ并代筹设植

物标本室一所ꎬ由罗飞云(Ｃ. Ｏ. Ｌｅｖｉｎ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君
专司其事ꎮ 现计由离校六十英里内之地ꎬ已采得

植物标本二千有余种ꎬ此二千余之植物标本ꎬ定为

校内农学前途生色不少(高鲁甫和简壮涛ꎬ１９１８)
查郭琳爽、郭以信为农部刚入学未久之学生ꎬ

往菲律宾吕宋科学局梅尔处学习植物标本制作方

法ꎻ但文中并未介绍与梅尔是如何取得联系ꎮ 想

必是高鲁甫拟开展植物标本采集ꎬ并从事研究ꎬ由
美国同行介绍在菲律宾之梅尔ꎬ故先派两名学生

前去学习ꎬ此为夏间之事ꎮ 未久ꎬ时至秋间ꎬ即请

梅尔来广州ꎬ并为之设立植物标本室ꎮ 陈焕镛作

«纪念植物学家梅尔博士»一文ꎬ亦记载梅尔来广

州事:
梅尔博士在 １９１７ 年开始进行研究华南植物ꎬ

因为华南属于热带和亚热带ꎬ与他终生研究的东

南亚地区的植物状况在分布和亲缘上有密切关

系ꎮ １９１６ 年ꎬ他来到广州帮助在广州的美国教会

学校组织一个区域性的植物标本室ꎮ 这年 １０ 月

至 １１ 月之间在广州附近ꎬ黄埔和罗浮山所采得的

标本成为岭南大学植物标本室的基础(陈焕镛ꎬ
１９５６)ꎮ

梅尔其后以研究中国植物著称ꎬ即由此始ꎮ
先是岭南大学所采标本ꎬ不能鉴定ꎬ送往梅尔处ꎬ
由其鉴定ꎬ故陈焕镛言梅尔 １９１７ 年开始研究华南

植物ꎮ 当陈焕镛、胡先骕等开始从事植物学事业

后ꎬ也与梅尔建立深入而又广泛联系ꎮ
郭琳爽在菲律宾学习之后ꎬ曾写«植物标本制

造法»一文ꎬ文之前小引言:
一九一六年暑假ꎬ予与友人游历菲律宾群岛ꎬ

入小吕宋格致局ꎬ得美人马利路植物学博士教授

制造植物标本之法ꎮ 兹将所得之口述ꎬ并其讲义ꎬ
译之以助植物学家之研究ꎮ 植物室之设ꎬ以收藏

植物标本ꎬ助植物学家及学生研究之材料也ꎮ 考

文明各国ꎬ均设有动物院ꎬ植物院及博物院ꎬ皆以

供人博览ꎬ开人眼帘ꎬ使人人知天然之物理ꎬ增进

其普通知识ꎬ法至善也ꎮ 考菲律宾群岛植物丰富ꎬ
其植物所藏之标本ꎬ以万数计ꎬ更由外国运来ꎬ以
助参考ꎮ 中国地处温带ꎬ土沃林茂ꎬ奇花异草ꎬ岂

让外国ꎬ然乏人研究ꎬ故识者罕焉ꎮ 以数千年之古

国ꎬ乃废弃天地造物之功ꎬ无植物之收藏ꎬ驯至孤

陋寡闻ꎬ殊堪浩叹ꎮ 窃恐长此以往ꎬ将来时世变

迁ꎬ沧海桑田ꎬ植物之材料ꎬ零落殆尽ꎬ于何得参考

之资ꎬ且居今日之世ꎬ为增长民权计ꎬ讲求植物标

本制造之法ꎬ实万不容缓者也(郭琳爽ꎬ１９１８)ꎮ
文中所言ꎬ中国号称数千年文明古国ꎬ然而无

人从事植物研究ꎻ而研究植物ꎬ开办植物园、标本

馆乃文明社会之要素ꎻ如此对比ꎬ作者未免感到汗

颜ꎬ且言植物种类或有消亡之时ꎬ应为珍惜ꎮ 凡此

之言ꎬ均为极是ꎮ 至于该文所言制造法ꎬ则有采

摘、曝干或焙干、浸毒及防虫害、胶附、记录纸、区
域记录纸、标本收藏箱等项ꎮ 郭琳爽虽自开始接

触植物标本之时ꎬ即感知此中意义重大ꎬ但其后在

大学学习期间ꎬ并未深入从事ꎮ １９２１ 年毕业之后ꎬ
更是进入其家族著名之永安资本集团ꎬ任上海永

安公司总经理ꎬ曾将该公司一度扩充为中国最大

之百货公司ꎬ而荣耀于商界ꎮ
岭南大学开始植物采集ꎬ主持者先为高鲁甫ꎬ

后为罗飞云ꎮ 与罗飞云一同来校ꎬ从事动物研究

之谭锡鸿ꎬ曾作«我所知道得岭南大学农学部»一

文ꎬ对植物标本室有如下记述:
当年(１９１６ 年)九月三日ꎬ高鲁甫召集罗飞云

及余三人开第一次岭南学校农学部教务会ꎮ 他当

主席ꎬ宣布岭南学校农学部即日成立ꎬ我们三人为

部内核心ꎬ协力合作ꎬ分别负责部务、教务和农场

业务ꎮ 席上协议分工ꎬ由高鲁甫掌管部务和教务ꎬ
教授园艺课程ꎬ兼主持采集植物标本ꎮ 

美国方面十分珍视广东省的植物标本ꎮ 除华

盛顿农林部取得标本外ꎬ其他学校亦与岭南交换ꎮ
岭南纽约董事局还特加派麦古礼来校协助高鲁甫

办理植物标本室ꎮ 高鲁甫特别着力研究广东荔

枝ꎬ曾著有英文«Ｌｉｃｈｅｅ» (荔枝)一书ꎬ由余口授助

数郭华秀成中文ꎮ 
高、罗的助手杜赓屏ꎬ年约四十ꎬ粗通文字ꎬ广

州市河南人ꎬ初在植物标本室协助高鲁甫工作ꎬ办
事勤实肯干ꎬ所有采集、登记、曝晒、烘干、包装、制
作及一切室内外工作ꎬ都出其手ꎮ 余曾参加农学

部组织的采集队到过中山县的五桂山、韶关南华

寺和鼎湖、罗岗洞等地区采集植物标本ꎬ眼见主要

工作都落在杜手上ꎬ而高、罗二人只是指挥ꎬ实是

旅行游览而已ꎮ 大多数时间ꎬ杜携岭南大学介绍

信和证明独自外出采集ꎮ 高、罗规定每一标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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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二十五份ꎬ每份必须具备枝、叶、花或枝、叶、果ꎬ
如能有枝、叶、花、果、萼俱全者最好ꎮ 杜工作有

年ꎬ对某一植物的产生地点ꎬ开花结子时令ꎬ都心

中有数ꎮ 杜制成标本后ꎬ关于学科种类的科学定

名ꎬ统寄菲律宾植物标本室对照鉴定后ꎬ将所作定

名寄回岭南大学标本室ꎬ然后全部进行标记ꎮ 这

样ꎬ如遇所采集标本为菲律宾标本室所无而无可

对照者ꎬ即认为新种ꎬ照例以采集人名字来定名ꎮ
当罗飞云代理高鲁甫主持标本室时ꎬ这类新种标

本ꎬ一律以“罗飞云”名之ꎬ而杜赓屏无与也(谭锡

鸿ꎬ１９６３)ꎮ
谭锡鸿此文作于 １９６２ 年ꎬ此时西方教会在中

国所办之岭南大学ꎬ已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对中国

文化之侵略ꎬ故其言辞之中不免对昔日外国同仁

有申讨之意ꎮ 不过ꎬ今日留下关于杜赓屏材料也

确实稀少ꎮ
其后ꎬ岭南学校扩充为岭南大学ꎬ在文理学院

下设生物系ꎬ１９３２ 年成立自然博物采集所ꎬ植物标

本室为该所之一部ꎮ 而自然博物采集所与生物系

乃两个独立机构ꎬ采集所主任为贺辅民 (Ｗ. Ｅ.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ꎬ生物系主任为陈心陶ꎬ但两机构人员

互为兼职ꎮ 植物标本室一所ꎬ占地六千方英尺ꎬ
１９３４ 年藏 ４.０３ 万份完整标本ꎬ其中广东植物 ３.５
万份ꎮ 该室侧重广东及海南植物之采集ꎬ其中海

南岛采集已十次矣ꎮ 广东邻省(区)如福建、广西、
湖南之植物亦注重之ꎮ １９３４ 年开始着手«海南植

物志»«福建植物志»编撰ꎮ 植物标本室主任莫古

礼(Ｆ. Ａ. ＭｃＣｌｕｒｅ)ꎬ研究人员有助理陈秀英女士ꎮ
该室除植物标本外ꎬ尚有药类标本、木材标本、种

子果实ꎬ本地各种纤维标本及人工器具ꎮ １９３８ 年

植物标本室独立而成立植物馆ꎬ分设植物标本室

及经济植物室两部分ꎮ 此时已定名植物标本有 １０
万份ꎮ 经济植物室除收集经济植物标本外ꎬ尚有

一经济植物园ꎬ种植各种国内外之有用植物ꎬ尤其

是竹类者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ꎬ在 １９３９ 年春广

州沦陷于日寇之前ꎬ岭南大学大部分美国教员及

该校所藏标本、图书等文物疏散至香港ꎻ当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ꎬ在港大多美国教员已

陆续回到美国ꎬ且将所属标本和图书也运往美国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该标本未曾运回中国ꎮ

上述岭南大学植物标本室之早期简史已毕ꎬ
其设立于 １９１６ 年ꎬ名实相符ꎮ 然而其历史不为学

界所周知ꎬ导致有学人将 １９１９ 年北京大学聘请钟

观光开始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后所建立之标本

室ꎬ断定为中国大陆最早之标本室ꎬ实属错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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