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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园林之母》由多位作者集体创作，先完成的组成一卷先行

出版。

《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园林之母》记载的顺序为植物分类群在前而人物与机构

在后。收录的类群以中国具有观赏和潜在观赏价值的种类为主；其系统排列为先蕨类

植物后种子植物（即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并采用最新的分类系统（蕨类植物：

CHRISTENHUSZ et al.，2011，裸子植物：CHRISTENHUSZ et al.，2011，被子植

物：APG，2016）。人物和机构的排列基本上以汉语拼音顺序记载，其内容则侧重于历

史上采集或研究中国植物的主要人物以及研究与收藏中国观赏植物的重要机构。

植物分类群的记载包括隶属简介、分类历史与系统、分类群（含学名以及模式信息）

介绍、识别特征、地理分布和观赏植物资源的海内外引种以及传播历史等。人物侧重于其

主要经历、与中国观赏植物和机构的关系及其主要贡献；而机构则侧重于基本信息、自然

地理概况、历史变迁、现状以及收藏的具有特色的中国观赏植物资源等。

全书不设具体的收载内容，不仅仅是因为类群不一、人物和机构的不同，更考虑到多

样性以及其影响。特别是通过这样的工作能够使作者（们）充分发挥其潜在的挖掘能力并

提高其研究水平，借以提高对观赏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认识。

欢迎海内外同仁与同行加入编写行列。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携手总结中国观赏植

物概况，不仅仅是充分展示今日园林之母的成就，同时弘扬中华民族对世界植物学与园艺

学的贡献；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工作，锻炼、培养一批有志于该领域的人才，继承传统并发

扬光大。

本丛书起始阶段曾得到贺善安、胡启明、张佐双、管开云、孙卫邦、胡宗刚等各位的

鼓励与支持，特此鸣谢！本书所使用的各类照片均标注拍摄者或者提供者。感谢首卷各位

作者们的积极参与和真诚奉献，感谢各位照片提供者，感谢各位特约审稿人的大力帮助，

感谢国家植物园（北园）有关部门的协调，感谢中国林业出版社编辑的努力与付出，使得

本书出版面世。

诚挚地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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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世界公认的园林之母！数千年的农耕历史不仅

积累了丰富的栽培与利用植物的宝贵经验，而且大自然还赋予了中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因而孕育了独特而又丰富的植物资源。多重因素叠加，使得我们成为举世公认的植物

大国！中国高等植物总数超过欧洲和北美洲的总和，高居北半球之首，而且名列世界前

茅。然而，园林之母也好，植物大国也罢，我们究竟有多少具有观赏价值或者潜在观赏价

值（尚未开发利用）的植物，要比较准确或者可靠地回答这个问题，则是摆在业界面前比

较困难的挑战。特别是，中国观赏植物在世界园林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我们还有哪些经

验教训值得总结，更值得我们深思。

百余年来，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先后完成《中国植物志》（1959—2004）中

文版和英文版（Flora of China，1994—2013）两版国家级植物志和几十部省市区植物

志，特别是近年来不断地深入研究使得数据更加准确，这使得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探讨中国

观赏植物的资源现状，并总结这些物种及其在海内外的传播与利用，辅之学科有关的重要

人物与主要机构介绍。这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园林之母的中国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

我们要清楚自己的家底，总结其开发与利用的经验教训，以便进一步保护与利用；另一方

面，激发民族的自豪感与优越感，进而鼓励业界更好地深入研究并探讨，充分扩展我们的

思路与视野，真正引领世界行业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人的生活水准有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国民大众的生活不仅

仅满足于温饱而更进一步向小康迈进，尤其是在休闲娱乐、亲近自然、欣赏园林之美等层

面不断提出更高要求。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应该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充分展示园林之

母对世界植物学与园林学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要开阔自己的视野，以园林之母主人公

姿态引领时代的需求，总结丰富的中国观赏植物资源，以科学的方式展示给海内外读者。

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将植物知识和园林文化融合发展，讲好中国植物故事，彰

显中华文化和生物多样性魅力，提高国民素质，科学普及工作可谓任重道远。

基于此，我们组织业界有关专家与学者，对中国观赏植物以及具有潜在观赏价值的植物

资源进行了总结，充分记载中国观赏植物的资源现状及其海内外引种传播历史和对世界园林

界的贡献。与此同时，对海内外业界有关采集并研究中国观赏植物比较突出的人物与事迹，

相关机构的概况等进行了介绍；并借此机会，致敬业界的前辈，同时激励民族的后人。

国家植物园（北园），期待业界的同仁与同事参与，我们共同谱写二十一世纪园

林之母新篇章。

贺  然  魏  钰  马金双

2022年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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