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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巴西和马来西亚，居第三位。巴西、马

来西亚分处南美洲、亚洲的热带地区，热带植物居多。而我国地处亚洲东部，地域涵盖热带、亚热

带、温带和寒温带，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孕育着三万余种高等植物，其植物类群之复杂、多样是世

界少有。将华夏大地这一宝贵的植物家底摸清，并系统编纂成《中国植物志》，是中国植物学家梦

寐以求的“中国梦”。

195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组织全国植物学工作者开启编纂这部举世大

著，那时，吴征镒先生（称吴老，下同）是编委。历经钱崇澍、陈焕镛、林镕、俞德浚等诸位前辈

主编尽心操劳，加之广大植物学家的共同努力，编志工作从无到有，中国的植物家底由中国人来弄

清楚。但其间，受“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各种干扰，经受“好事多磨”的煎熬。

1977年吴老任副主编，1987年，吴老接过已仙逝的诸位大家未竟之事业，担任主编。吴老带

领全国83个单位的375位植物学家参加这一功在千秋的华夏重大科学工程。至2004年，完成了《中

国植物志》54卷82册的编纂出版任务，相当于全部卷册的三分之二。至此，宏伟的、举世瞩目的80

卷126册，约5000万字的《中国植物志》巨著大功告成。这是中国三代植物学家历时45年的集体成

果，而且是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完成的，惠及华夏子孙的千秋之作，为国产植物建立了一份完整的

“户口”档案。吴老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做出了特殊的、令人称赞的杰出贡献。人们永远不会

忘记吴老的功勋。

中国植物学界千古一人
——纪念吴征镒先生仙逝周年

孙汉董

（1939～），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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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被世人称之为“中国植物的活字典”，除了他自幼聪慧、有着超人记忆力和雄厚功底外，

与他一生信奉的人生格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为学无他，争千秋

勿争一日”的严谨学风、高尚品德是分不开的。倘若没有如此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无私奉献精神

的领军人，《中国植物志》这部巨著，尚不知何时才能问世。

吴老自幼酷爱植物，有着特殊的天分和做大事的执着追求。从上世纪40年代做研究生开始，历

经10年工夫收集编写了3万余张中国植物卡片，为吴老一生从事植物分类、植物地理学工作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这3万多张卡片，也为其他编写《植物志》工作者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之一，为后人

编著各种《植物志》和《图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吴老铭记“诸葛一生唯谨慎，吕

端大事不糊涂”的警句，在历次惊涛骇浪中避免了“犯错误”，始终珍惜宝贵时光，抓住一切机会

进行科学研究，历经长年点滴积累，成就了吴老对国内外植物了如指掌。这种丰厚的功底，不是常

人所能达到的。这不能不令华夏，乃至世界植物学工作者所折服。

《中国植物志》的编撰工作，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给耽误了，上述的几位主编也已

相继逝去了。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迎来了科学春天后，《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又提到了国家科

学发展规划的议事日程。当时，我国植物学界“门派”较多和人心不齐的情况下，吴老毅然凭着他

甘于奉献，不求索取，海纳百川，宽厚大气为人的高尚学风和品德，团结了全国的植物分类学工作

者，齐心协力，努力拼搏，巨著终究大功告成。

没有吴老对中国植物认知的深厚功底，没有他团结、包容的风范，没有他一生追求、努力探

索、严谨把关的科学奉献精神，这部令世界植物界震惊的《中国植物志》的告成和出版是不可想象

的。因此，我在惊悉吴老仙逝时，写下了“中国植物学界千古一人，吴老安息吧！”的悼词，表示

我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哀悼。

在纪念吴老仙逝周年之际，我们要永远学习吴老孜孜不倦，敬业、创业的精神，努力提升昆明

植物所的研究工作水平，争取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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