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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不要认为真正的园艺工作仅是田园风咪和沉思，和一个人真心对待其他事情一样，乞是
一种无法满足的激情。
　　&mdash;&mdash;卡雷尔&middot;恰佩克，《园丁的十二个月》，1931年 今天，在英国，许多传统
的中国园林植物备受青睐，以致我们完全淡忘了它们的中国血统，并逐渐将它们视为己出。
全国各- 地的花园里的植物生发繁茂，它们本源自异国他乡，今天已是反客为主，人们很难想象它们
被引种到英国以前是什么样的。
试想，如果没有玉兰、连翘、锦带花、绣球花、棣棠花和大花铁线莲，也没有诸如荷包牡丹、牡丹、
日本银莲花、菊花、虎百合等类似品种的多年生植物，我们的花园将会是何等的寂寞。
试想，如果没有活色生香的十大功劳、腊梅、灌木忍冬、瑞香和皱皮木瓜等，冬天的花园又会是何等
的萧瑟。
这些耳熟能详的植物，其实是在 18到19世纪初，许多热心人历尽千辛万苦，才将它们从遥远的中国移
植到了英国。
这些热心人引进的观赏性植物很快在陌生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当中许多人的名字却逐渐被人们遗忘。
我们也谨以此书献给他们，来纪念那些曾经为人类的植物培植和园艺事业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们
。
　　论述中国园林植物，恐怕要从公元前1000年说起，中国人选种培育观赏性植物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了。
考虑到本书篇幅有限，漫长的中国园艺历史，复杂的美学观点以及中国园林建筑的传统等等，都只能
在后面的篇章中略带提及。
本书虽着力于陈述近三百年间英国引进中国园林植物的艰辛历程，但在书申并没有忘记：正是那些有
着世界最古老园艺传统，并将其代代相传的中国园丁们，通过辛勤劳动，精心选种培育，才培育出了
欧洲人难以忘怀的园林观赏性植物。
　　故本书将从1698年詹姆斯&middot;昆宁汉姆最早研究中国花卉说起，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植物采
集者罗伯特&middot;福琼于1862年最后的中国之行，宣告任务的圆满结束为止。
本书再现了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为引进中国园林植物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
讲述英国人在中国的植物采集行动，这也使得1760年后英国成为中国园林植物引进西方的主要渠道。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有少数中国本土植物直接从中国移植到欧洲大陆，但大多数植物还是
在1830年以后，从日本经由英国抵达欧洲大陆的。
美洲大陆也同样如此，只有少量品种直接从中国移植，大多数中国观赏性植物，如：山茶花、杜鹃花
等还是经由英国抵达美洲大陆的。
英国独家垄断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中国被迫扩大开放程度，来自其他国
家的植物采集者们便开始进入中国内地。
　　1698年至1862年间，大量中国植物成功引进到英国，是特殊的利益关系所致，这种关系令英国植
物爱好者们明显优于其他国家的同行。
其中最为重要的利益因素，就是英国本土对茶叶需求的不断增长，促使东印度公司诞生，并最终成为
当时西方在中国最主要的商业企业。
凭借东印度公司下辖众多的常驻工作人员和蔚为壮观的舰队，英国植物爱好者们得以进入澳门和广东
的植物王国，同时将采集的植物运回英国。
许多公司成员也对日渐风靡的植物学和园艺学充满了兴趣，力图将鲜活的中国植物带回国内。
　　有时，公司的负责人也会积极鼓励引进中国植物，因此即便尚未得到公司明确的支持，负责人也
会支持下属引进植物的行动。
　　那些投资东印度公司及参与航运的人当中出现了许多暴发户，其中的一些人怂恿并资助从中国攫
取新的植物物种，以满足自己的园艺热情。
以约瑟夫&middot;班克斯为首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和皇家园艺协会也鼓励引进中国植物。
越来越多的杂志推动着这项新生事物的普及，致使在英国对园林和园艺感兴趣的人数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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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少数专门研究异域植物的大苗圃，有着经验丰富的专业园丁，成为培育繁衍中国新引进植物
品种的最佳场所，并确保了它们的迅速传播。
东印度公司职员，邱园、皇家园艺协会和专业的园丁等群体形成了非正式的利益联盟，他们的共同努
力下，在 1698年至1840年间，英国在园艺事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世纪30年代沃德箱的发明，1842年的鸦片战争，都为罗伯特&middot;福琼能够进一步将中国植
物引进英国，提供了机会与途径。
　　英国，乃至欧洲的园丁们很快便意识到来自中国的新植物品种的育种潜力，这些植物在抵达英国
几十年间，迅速为园艺师们所采用，如月季、茶花、牡丹和菊花等；还有玉兰，与原有中国品种相比
，我们今天反而对其杂交品种更为熟悉，如：二乔玉兰。
　　直到今日，育种专家们仍然利用中国园林植物原种在不断培育新的植物品种。
　　我们看到，中国园林植物引进英国的过程背靠着重大的历史变迁，这期间许多植物爱好者和研究
实践者们为之坚韧不懈，始终如一，对植物的这一份热忱化成巨大的动力和钻研精神，才有今天如此
成就。
所以，我们应当深深感谢并铭记前人的辛勤耕耘。
　　我们还要感谢古代中国最初栽培观赏植物的园丁们，正是他们的满腔热忱，使得我们现在的花园
如此美丽。
在漫长的中国园艺历史长河中，这些美丽的园林植物是奋斗的结晶，宝贵的财富，是献给世界最好的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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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异域盛放》可称为是由大英博物馆资深馆长领衔的人类探索丛书。
这些著作通过对面具、微雕艺术品、药草、花卉等寻常物件的研究，承接了人类自我反思与探寻的亘
古命题。
透过这些常见的物品，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人类不断挣脱束缚、超越现实的执着与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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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简&middot;基尔帕特里克，在牛津大学取得历史学位，虽从事过多种工作，但一直热衷园艺种植
，对于中国植物尤感兴趣。
先蛰居在家，专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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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当时的一些中国物种经小亚细亚抵达欧洲，其中包括中国早期栽培植物中
的桃和杏。
中国人栽培桃树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山桃很可能就是今天人工栽培桃树的野生原种，如今在中国北
方的花园和公园里这种植物仍相当常见。
起初人们种植桃和杏可能是为了求得其果，但到了公元前600年，已出现赞美桃花的诗篇，这说明中国
人种花植木不仅是为取其果实，赏花弄草的情趣也古已有之。
　　在中国，桃树除了果甜花美之外，还有长寿与好运的寓意。
　　中国阴历中的十二个月，各有其所代表的花卉。
桃花因为在年初开花，因此代表了三月。
中国北部居民对在早春开花的植物情有独钟，报春的花儿意味着漫漫寒冬终于结束。
桃花在中国受到相当的宠爱，到了公元7世纪，有些地方甚至将桃树作为进献朝廷的贡品之一，种植
在皇家园林中。
桃树是中国最早培育为园林观赏性植物的品种之一。
到了宋朝，已出现了若干桃花品种。
有重瓣或半重瓣的，粉色或白色的，甚至还出现了白中带红条纹的特殊品种。
　　大黄和萱草也从相同的渠道从中国引入西方。
几百年来，中国人种植大黄和萱草作为药用，因此它们作为重要的交易商品被带到了西方。
干制的大黄根须具有温和的通便功能，直到 16世纪英国药剂师尼古拉斯&middot;卡尔贝波仍主张将大
黄作为收敛剂，增强肠道功能。
萱草则含有镇痛成分&ldquo;天门冬酰胺酸&rdquo;，中国人还发现它的叶子和根不但可以用作镇痛剂
，还可净化血液。
他们又称萱草是&ldquo;忘忧草&rdquo;或&ldquo;勿忘我&rdquo;，是送给失去亲人或悲痛忧伤的人最好
的礼物。
干的萱草根是一种颇有价值的商品，从亚洲远至地中海地区都有买卖，公元1世纪希腊医师狄俄斯库
里在草药书中有过它的文字记载。
　　出口萱草的贸易路线中，有一条路线绕经里海，最终到达东欧。
中国萱草在欧洲最早的记录就来自匈牙利以及邻近地区，很有可能一些萱草根作为药用植物被带到了
这里，而然后种植下来。
16世纪德国药草学家里昂哈特&middot;福克斯就已经认识了黄色萱草，16世纪70年代，欧洲草药书中
还记载有茶色萱草。
　　1597年，约翰&middot;杰拉尔德的《草药志》首次出版，这本书记录了在他的伦敦花园中种植的
植物，里面就曾经提到了萱草。
从那时起，黄色和茶色萱草在英国园林中一直都被作为观赏性植物来进行栽培。
　　中国的草本药物贸易在很早的时代便已兴旺发展，各种水果也广泛种植，在农业和药物方面所掌
握的相关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人还对环境周遭的植物表现出了浓厚的求知欲，关于自然历史的文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
年，而用汉字撰写的最早的植物学著作，应是西晋文学家嵇含在公元 290年至307年的《南方草木传》
，这本书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纯植物学作品，此书记录了当时南方地区的植物。
从公元5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对观赏性植物的兴趣愈发浓厚，一些人开始撰写关于自己钟爱的植物或
植物群的专著了。
　　观赏性植物的诞生 公元618年至907年，中国进入大唐盛世，人们开始真正致力于拓展园艺和观赏
性植物新领域。
当时说到许多花木，可能还带有神话色彩，或只是实际用途，但包括桃树、杏树等几种开花树木开始
作为观赏性植物了，很受欢迎。
公元7世纪以前，灌木在园林中并不多见，偶尔可以看到作为绿篱植物的锦带花，但是也有资料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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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瑞香和芙蓉等花卉的美丽及其花期的长短，这也显示了在这个时期，这些迷人的植物已经开始
被种植。
那时为人喜爱的观赏性植物，有像芍药、中国石竹以及翠菊等等，这些都属一年生植物。
但今天作为观赏性的许多植物，如虎百合、射干以及萱草，当时仍以药用为主，而不用作花园装饰。
　　中国人喜欢将松、竹、梅入画，冠之以&ldquo;岁寒三友&rdquo;之名，以称颂它们傲雪斗霜的品
质，寓意人们勇敢坚忍的气质。
　　&hellip;&hellip;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异域盛放>>

编辑推荐

　　《异域盛放》引领人反思人类文明和历史的丛书。
它以面具、微雕艺术品、药草、花卉等日常可见的寻常事物为切入点，向人们展示了人类不断挣脱束
缚、超越现实世界的执着努力和坚韧意志。
1.本系列选题新颖有趣，内容充实，能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历史味觉；2.本系列书籍作者或为大英博物
馆资深馆长，或为该领域权威学者，能为读者提供全面而有深度的阅读体验；3.整个系列装帧精美，
图文并茂，适合收藏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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