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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猎人：
奔波全球寻找奇花异草
□季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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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大发现时代一直到现代科学前沿，几个世纪以来，探险家踏遍世界各个角落。酷热的沙漠、险峻的山峰、
茂密的丛林、偏僻的小岛，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世人也由此得以大开眼界，一睹全球千姿百态的植物奇观。几百年
间，全球许多植物被探险家带到了英国皇家植物园，该园还保存着丰富的历史图片和其他珍本手稿。英国园艺历史
学家安布拉·爱德华兹的《植物猎人的世界收藏》一书中文版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该书介绍了英国皇家植物园
珍藏画作背后的发现之旅，讲述了关于世界各地植物发现的非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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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植物园也叫邱园，位
于伦敦西南部的泰晤士河南岸，于
2003年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它
始建于1759年，原是英皇乔治三世
皇太后奥格斯汀公主的一座私人
皇家植物园。起初，这个植物园只
有3 . 6公顷，经过200多年的发展，
已扩建成为有120公顷宏大规模的
皇家植物园。

如今的英国皇家植物园，收集
约5万种植物，相当于全球已知植
物种类的1/8，居世界之首。特别是
拥有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皇室收集
的世界各地珍稀植物，其中包括超
过1 . 4万棵树，被誉为“植物界的大
英博物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
进步，该园的功能已经从单一娱乐
性的植物收集和展示转向植物科
学和经济的应用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园内图书馆
的图片收集室，珍藏有5万余张植
物图片，其中不少是手绘而成的，

它们多出自“植物猎人”之手，是
摄影技术未普及之前记录植物面
貌的载体，植物世界的隐藏之美
尽在其间。

植物猎人的身份各异，动机不
同，有人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有人
对科学探索满腔热忱，有人向往奇
花异草的经济回报，有人单纯热衷
于野外探险。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
褒贬不一，其中一些被视为科学的
推动者、帝国的塑造师，另一些则
被视为傲慢的强盗和无耻的窃贼。
但他们都为稀有植物所深深吸引，
因此踏上未知的旅程，留给世人一
段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探险故事。

这种活动被称为“植物狩猎”，
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在那很久
之前，通过士兵、水手、商人、朝圣
者和难民，植物就已经在全球范围
内广泛传播了。从公元前2世纪到
15世纪，香料、草药、种子和球茎，
都是陆上丝绸之路流通的珍贵商

品。后来航海技术进步，开启地理
大发现时代，则为植物交流提供了
新通道。

为什么会出现植物狩猎行为
呢？《植物猎人的世界收藏》认为，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产生了一种了
解自然的强烈愿望，学者变成了收
藏家，他们不仅收集印刷术出现后
汇编而成的日益复杂的草药典籍
中的知识，还收集植物标本，这便是
最早的植物狩猎行为。此后，意大
利、西班牙、荷兰等地陆续建起植物
园，用于收藏药用植物、具有经济
价值或观赏价值的植物，而想要丰
富其藏品，必然需要大量的植物猎
人。随着英国的崛起，最终英国皇
家植物园成为植物园界的集大成
者，这里有足够的财富支撑人们执
行长期的探索任务，资助制作昂贵
的书籍和绘画来记录这些发现，并
支持有闲暇的知识阶层来研究它
们，从而吸引了一大批植物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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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狩猎活动遍及全球。
从15世纪到18世纪，一个隐

秘且广袤的南方大陆，经常出现
在欧洲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上。
1768年，詹姆斯·库克受英国政府
委派去寻找南方大陆，这块土地
后来被称为澳大利亚。与库克同
行的科学家，尽管藏品被淹损失
了部分，但还是带着数千幅插图
和3万多份植物标本回到英国，
并据此描述了110个新属和1300
个新物种。通过这次旅行，他们
将世界上科学描述的植物种类
足足增加了25%。此后，英国人在
澳大利亚建立起殖民地。英国王
室还批准了系统化的植物搜集计
划，越来越多的奇妙植物从澳大
利亚被运往欧洲，其中既有食肉

植物，也有人们所见过的世界最
大花朵。

当然，亚洲对西方园林的贡
献尤为突出。自古以来，亚洲植物
就在陆续进入欧洲。近代，荷兰和
葡萄牙商人从日本带回欧洲大批
植物，俄国植物学家始终活跃在
亚洲北部。此后，中国西部地区和
喜马拉雅山脉为植物猎人提供了
特别丰富的回报。

在各大洲中，非洲拥有最悠
久的植物狩猎历史。到17世纪，大
量观赏性植物从南非涌入欧洲。
地中海气候的好望角，为英国植
物猎人提供了丰富的植物资源；
19世纪中期，五颜六色的苗床在
欧洲花园中流行起来，正是南非
提供了相应植物。

美洲也为英国皇家植物园付
出了不少。1519年，西班牙征服了
后来的墨西哥。入侵者不仅发现
了陆地上的热带植物天堂，还发
现了复杂的农业耕作方法、巨大
的皇家狩猎公园，以及整洁有序
的城市。西班牙人系统性地摧毁
了这一切，但一些农作物，如玉
米、西红柿和土豆，以及一些植
物，如金盏花、西番莲、荷包豆和
晚香玉几乎立刻就传回了欧洲。
1627年，伦敦人已经在本土种植
美人蕉、木曼陀罗属植物和仙人
掌。到17世纪末，晚香玉成为路易
十四的凡尔赛宫花坛新宠。

18世纪早期，山茱萸、山月
桂、枫香树、杜鹃等北美乔木和灌
木成为装饰英国园林花园的亮

点，这些植物大多出自美国东部
泥炭沼泽。1804年，刘易斯和克拉
克对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进行
植物探险，进一步开辟了北美洲
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地区，随后，
高大的针叶树大面积传入欧洲。

南美洲的亚马孙雨林是世界
上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
带雨林，是至少4万种植物的家
园。然而，亚马孙盆地仅仅是南美
洲丰富植物资源的一角，从无边
无际的湿地和盘根错节的红树
林，到干旱沙漠、热带丛林、草原，
南美洲的植物资源总能给欧洲人
带来惊喜。那时，许多植物猎人在
南美旅行时都带着特定的目标，
比如采集价值堪比黄金的珍奇兰
花，或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

《植物猎人的世界收藏》指出，
植物猎人的采集活动有不同的目
的：一些是为了推动科学事业，另
一些是出于商业动机，寻找可能对
帝国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或是发现
适合园艺的植物，以供应蓬勃发展
的苗圃贸易。

用于科学目的，压扁的干燥植
物标本就足够了。它们的功能是记
录每种植物的显著特征，比如叶、
茎、根、果实和花朵的样貌，贴在台
纸上的每份标本都附有一个标签，
上面详细说明了采集时间和地点、
生长环境以及海拔等信息。在无法
保存植物的情况下，精确的植物学
插图也必不可少。

在野外制作植物标本绝非易
事，把活植物带回家就更难了。为
了保存植物的种子，植物猎人将它
们埋在沙子、泥土或苔藓中，或包
裹在蜡中，甚至把它们泡在水里。
从远东出发的航程可能需要长达6
个月的时间，在船只经过不同的气
候区时，几乎没有植物能在剧烈的

温度波动中幸存下来，它们还要受
到风和含盐海浪的冲击，老鼠、蟑螂
的攻击，以及海员们对宝贵的淡水
被浪费在“无用”货物上的敌意。堆
放在艉楼甲板上的植物，可能导致
船只在大海中摇晃，如果有危险，它
们将是第一批被扔下海的东西。据
统计，1819年，每1000株植物中只有1
株能在运往欧洲的途中幸存下来，
这使得每株植物的运送成本从最
初的约6便士提高到超过300英镑。

直到1829年，伦敦医生沃德最
终解决了植物运输难题。沃德把一
只蛾蛹放在密封玻璃瓶底部的一
些腐殖土里，耐心等待孵化。虽然
最后并没成功，但沃德观察到，土
壤水分会在白天蒸发，凝结在玻璃
上，然后每晚落回土中，形成封闭
的生态系统。参照这一经验，1833
年，沃德装满了两大箱的植物，并
最终将其完好无损地运到了悉尼。
返程时，箱子里重新装入一些娇气
的蕨类植物，它们在甲板上呆了8
个月，没有被浇水，经历温差超过

50摄氏度，最终顺利到达伦敦，状
态非常健康。

约瑟夫·道尔顿·胡克是首位
尝试这项名叫“沃德箱”技术的植
物猎人，他成功地从新西兰运回了
活的植物。而罗伯特·福钧在1848年
至1849年间曾使用“沃德箱”将2万
棵茶树安全、健康地从中国运往印
度。很快，“沃德箱”就被用于将各
种植物运到世界各地。这使得突破
植物地域限制成为可能，方法是将
具有重要价值的植物从它们的原
生栖息地移走，并将它们引入其他
国家种植。

以现代眼光看，植物狩猎近似
是一种“海盗行径”。《生物多样性
公约》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均明确了植物的起源国
受益于这些植物可能带来的经济
利益。实际上，今天植物狩猎依然
存在，只不过采集活植物材料受到
严格限制，这意味着大多数现代植
物猎人要么是植物学游客，只拍摄
令人兴奋的照片，要么是从事保护

工作的科学家。
与前辈相比，现代植物猎人的

探险更轻松。他们可以在几天内到
达目的地，而不是几个月；早期的
植物探险者盲目地进入连地图都
未绘制的区域，而如今的植物探险
者装备有地图导航软件和全球定
位系统；他们还有高科技的靴子和
轻便的防水衣。但《植物猎人的世
界收藏》坦言，尽管如此，考验和磨
难仍然是不变的：雨、雾、水蛭和无
数叮咬人的昆虫、晒伤的耳朵、冻
僵的脚趾及高原反应引起的头痛
欲裂，无法通行的小路和无法攀登
的树木，到达一个地方过早或过晚
而不能采集种子的挫败感……

美国植物猎人丹尼尔·欣克利
在回忆探险过程时曾说：“这个过
程中有无数次既有收获又愉快的
时刻，但也有很多时候只是有收获
而已。”这一表态可以视作植物猎
人的心理群像。如今回望人类的植
物狩猎历史，我们的情绪也是五味
杂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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