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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采院士年表

　 　 １９２６ 年　 ６ 月 ５ 日出生于山东济南ꎬ原籍山东掖

县(今改名莱州市)ꎮ 父亲王蓝玉ꎬ字宝玺ꎬ生于 １８９２
年ꎬ从 事 商 业 贸 易ꎻ 母 亲 赵 燕 文ꎬ 北 京 人ꎬ 生 于

１９０２ 年ꎮ
１９２７ 年　 开始识字ꎮ
１９３０ 年　 父亲在天津经商ꎬ生意发达ꎬ一家随之

在天津居住ꎮ 在天津上幼儿园ꎬ识字已有千字之多ꎮ
旋父亲生意ꎬ因用人不当ꎬ损失巨大ꎬ而服毒自尽ꎮ 母

亲得到几张他人借据ꎬ经过艰难讨债ꎬ才索回一些资

金ꎬ以此购置三处房产以出租ꎬ孤儿寡母即靠此租金

维持生活ꎮ
１９３２ 年　 就读于济南第十三小学ꎮ
１９３６ 年　 夏ꎬ随母亲在北京居住ꎬ就读于厂桥小

学ꎬ念四年级ꎮ
１９３７ 年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ꎬ随母亲回到

济南ꎬ仍旧就读于第十三小学ꎮ 冬ꎬ济南被日军占领

之后ꎬ母子俩避难于博山ꎮ
１９３８ 年 　 母亲为寻找安定居所ꎬ以利于其继续

读书ꎬ遂又迁居北京ꎬ仍就读于北京厂桥小学ꎮ
１９３９ 年　 考取北京第四中学ꎮ
１９４１ 年　 迷恋绘画ꎬ拜王心竞先生学习国画ꎮ
１９４２ 年　 迷恋音乐ꎬ学习拉琴ꎮ
１９４３ 年　 夏ꎬ母亲不准备让其继续读书ꎬ而请人

帮助在银号找到一份学徒ꎮ 不为其接受ꎬ乃说服母

亲ꎬ继续读书ꎮ
１９４４ 年　 与老师王心竞和同学在中山公园举办

“正风画展”ꎮ
１９４５ 年　 夏ꎬ高中毕业ꎬ考取北京师范大学ꎬ就

读于生物系ꎮ 大学一年级课程ꎬ动物学由武兆发教授

担任ꎬ生物化学由化学系主任鲁宝重教授担任ꎬ植物

学由石子兴教授担任ꎮ
１９４６ 年 　 大学二年级增加植物系统学ꎬ由中法

大学齐雅堂教授担任ꎮ
１９４７ 年　 植物分类学课程由北平研究院植物学

研究所林镕先生兼任ꎬ先生循循善诱ꎬ并率领同学到

玉泉山、西山实习ꎬ采集植物标本ꎬ遂对植物分类学发

生兴趣ꎮ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ꎬ北京师范大学毕业ꎬ参加在清华

大学举办为期 １ 月之“平津大学毕业生学习班”学习ꎮ
后被北京师大留校任助教ꎮ １１ 月协助北平静生生物

调查所所长胡先骕先生编写«中国植物图鉴»ꎮ
１９５０ 年　 在师大无辜受人批判ꎬ遂有离去之念ꎮ

３ 月ꎬ经胡先骕推荐ꎬ调入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植物

分类研究所ꎬ任助理员ꎮ 参与由植物所副所长吴征镒

先生倡导编写的«河北植物志»ꎬ往河北上方山、百花

山、小五台山、雾灵山等地采集植物标本ꎬ并写出紫草

科和茜草科的初稿ꎮ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ꎬ到小五台山采集ꎮ ６ 月 ２４ 日与程

嘉珍女士结婚ꎮ ９ 月ꎬ到密云雾灵山和兴隆县六里坪

子采集ꎮ
１９５２ 年 　 植物研究所分类研究室决定编写«中

国主要植物图说»ꎬ承担豆科藤槐属(Ｂｏｗｒｉｎｇｉａ)、马
鞍树属(Ｍａａｃｋｉａ)、香槐属(Ｃｌａｄｒａｓｔｉｓ)、黄华属(Ｔｈｅｒ￣
ｍｏｐｓｉｓ)和黄花木属(Ｐｉｐｔａｎｔｈｕｓ)等 ５ 个小属ꎬ至 １９５４
年完稿ꎮ １２ 月ꎬ参加北京大学俄文速成班学习ꎮ 是

年年底ꎬ经吴征镒介绍ꎬ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ꎮ 年底

升职为助理研究员ꎮ
１９５３ 年 　 年初ꎬ中国科学院西区举办俄语速成

班ꎬ由其讲授ꎮ ４－１０ 月参加植物研究所广西调查队ꎬ
到广西南部进行橡胶宜林地的调查ꎮ 采到葡萄科新

种龙州葡萄(Ｖｉｔｉｓ ｆｉｃ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ｓ)、毛茛科新种湘桂铁线

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ｘｉａｎｇｇｕｉｅｎｓｉｓ)ꎮ
１９５４ 年　 春、秋两季ꎬ任队长ꎬ率领植物研究所

的江西调查队到江西武功山考察ꎮ 采到毛茛科一新

变种狭盔高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ｓｉｎｏｍｏｎｔａｎｕｍ ｖａ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
ｕｓ)、毛茛科的绣球藤(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ｍｏｎｔａｎａ)ꎮ 是年ꎬ儿子

王冲出生ꎮ
１９５５ 年　 ３－９ 月ꎬ参加中国科学院举办的俄语翻

译学习班ꎮ 是年ꎬ参与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ꎬ承
担豆科山蚂蝗属ꎬ山龙眼科ꎬ桑科榕属和毛茛科的编

写工作ꎮ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参加中苏云南考察团ꎬ赴云南东南

部马边、屏边的大围山考察ꎬ后转到金平县的老山ꎬ再
到河口ꎬ即乘车返回昆明ꎮ ７ 月初返回北京ꎮ 是年



秋、冬两季ꎬ对云南考察采集的标本进行鉴定ꎬ发现了

两属ꎬ四数木科四数木属(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和隐翼科隐翼

属(Ｃｒｙｐｔｅｒｏｎｉａ)在中国的新分布ꎬ以及木兰科长蕊木

兰属(Ａｌｃｉｍａｎｄｒａ)ꎬ大风子科马蛋果属(Ｇｙｎｏｃａｒｄｉａ)ꎬ
茜草科多尾草属(Ｐｏｌｙｕｒａ)等 ２０ 属在中国的新分布ꎮ
另外ꎬ还发现不少新种ꎬ如番荔枝科的细柄密榴木

(Ｍｉｌｉｕｓａ ｔｅｎｕｉｓｔｉｐｉｔａｔａ)、光果银钩花(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ｌｅｉｏ￣
ｃａｒｐａ)ꎬ樟科大果楠(Ｐｈｏｅｂｅ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毛叶新木姜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ｖｅｌｕｔｉｎａ)ꎬ肉豆蔻科滇南风吹楠(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ｔｅｔｒａｔｅｐａｌａ)ꎬ毛茛科五裂黄连(Ｃｏｐｔｉｓ ｑｕｉｎｑｕｅｓｅｃｔａ)ꎬ龙
脑香科多毛坡垒(Ｈｏｐ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等种ꎮ 根据这批

鉴定的标本ꎮ 是年ꎬ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山龙眼属

和假山龙眼属的初步研究»ꎬ刊于«植物分类学报»ꎮ
１９５７ 年 　 反右运动鸣放时期ꎬ不曾发表任何言

论ꎬ也不曾受到批判ꎮ 植物所有些年轻同事因言论被

打成右派ꎮ 是年ꎬ长女王筝出生ꎮ 是年ꎬ与吴征镒先

生合作发表«云南热带亚热带地区植物区系的初步报

告»一文ꎮ
１９５８ 年　 ５－６ 月ꎬ在“拔白旗”运动中ꎬ为植物研

究所白专典型ꎬ多次受到批判ꎮ ８－１０ 月参加云南植

物资源普查ꎬ在昆明集结ꎬ先往鹤庆、丽江、中甸、维
西、剑川等地采集ꎮ 在鹤庆金沙江边马耳山山顶丛林

边ꎬ采到该山特有种毛茛科马耳山乌头 (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ꎬ还采到另一特有种ꎬ匙苞乌头 (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ｓｐａｔｈｕｌａｔｕｍ)ꎮ １１ 月初ꎬ在云南西双版纳勐连、勐仑、
勐腊等地考察、采集标本ꎮ 曾往大勐龙生态站考察热

带雨林ꎬ在勐仑一带山谷ꎬ发现每一山谷溪边都有由

一种赤车属植物或一种楼梯草属植物为优势种ꎬ构成

草 本 植 物 纯 群 落ꎬ 如 滇 南 赤 车 ( 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ｄｅｎｔａｔａ)、多序楼梯草 (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ｉ)ꎮ
在勐腊工作期间ꎬ不幸身染疟疾ꎬ１２ 月送回昆明ꎬ在
昆华医院就医ꎮ 但仍然高烧不退ꎬ病势越发严重ꎬ昆
明植物所武素功等四名青年同志为之输血 １６００ 毫

升ꎬ才使体温逐渐下降ꎬ从死亡的边上被拉回ꎮ 是年ꎬ
小女王卉出生ꎮ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下旬病体有所恢复ꎬ出院自昆明返

回北京ꎮ ６ 月«中国植物志»开始编纂ꎬ协助秦仁昌先

生编写第二卷蕨类植物ꎬ担任莲座蕨科和里白科的几

个属描述工作ꎻ协助郑万钧裸子植物柏科的编写ꎮ
秋ꎬ协助胡先骕带学生王蜀秀ꎮ 承担«中国植物志»
毛茛科部分属编写任务ꎬ即让王蜀秀帮助研究毛

茛科ꎮ
１９６０ 年　 承担«中国植物志»毛茛科乌头属、翠

雀属、唐松草属、银莲花属的编写任务ꎮ 是年ꎬ参加由

中国科学院与商业部联合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志»ꎮ
秋冬ꎬ国民饥荒ꎬ参加«北京有毒植物»、«北京食用植

物»编写ꎬ并在北京附近寻找代食品ꎮ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ꎬ往南京ꎬ向毛茛科专家裴鉴请教ꎮ
夏ꎬ陈家瑞分给钱崇澍当学生ꎬ由其负责指导ꎮ 冬ꎬ在
植物所分类室讲“中国植物采集史”

１９６２ 年 　 与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毛茛科专家 Ｌ.
Ａ. Ｌａｕｅｎｅｒ 通函ꎬ由此建立近 ４０ 年友谊ꎮ 秋ꎬ往云南

中甸哈巴雪山进行植物考察ꎮ 在哈巴山海拔 ３ ６００ ｍ
一垂 直 坡 稍 阴 湿 处ꎬ 采 到 哈 巴 乌 头 (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ｈａｂａｅｎｓｅ)ꎬ在 ３ ８００ ｍ 草 坡 上 采 到 拟 哈 巴 乌 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ｃｈｕｎｉａｎｕｍ)ꎬ在 ４ ０００ ｍ 灌丛草地的杜鹃花

灌丛中ꎬ采到拟康定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ｒｏｃｋｉｉ)ꎮ 在哈巴山

对面玉龙雪山采到丽江乌头(Ａ.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ꎬ直缘乌头

(Ａ.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ｕｍ)和玉龙乌头(Ａ. ｓｔａｐｆｉａｎｕｍ)ꎮ １１ 月ꎬ
受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陈焕镛邀请ꎬ随植物所多人

前往广州ꎬ对«海南植物志»予以审稿ꎮ 是年ꎬ北京植

物学会成立ꎬ任理事ꎬ曾任副秘书长ꎬ直至 １９８３ 年ꎮ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ꎬ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肖培

根来植物所进修ꎬ跟随治毛茛科ꎮ 夏ꎬ参加植物研究

所川西调查队ꎬ到达四川康定、宝兴等地采集ꎮ 在折

多山一带ꎬ采到毛茛科特有种螺瓣乌头 (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ｓｐｉｒｉｐｅｔａｌｕｍ)ꎬ多花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ꎬ粗距

翠雀花(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ｐａｃｈｙｃｅｎｔｒｕｍ)和漏斗菜属的原始

种无距漏斗菜(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ａ ｅｃａｌｃａｒａｔａ)ꎮ 是年ꎬ参与翻译

塔赫他间«高等植物»一书ꎮ
１９６４ 年　 与肖培根联合发表新属人字果属ꎮ
１９６５ 年　 开始主持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ꎬ

至年底完成一卷ꎮ
１９６６ 年　 夏ꎬ“文化大革命”开始ꎬ已开展«图鉴»

工作被中断ꎮ
１９６８ 年　 ３－６ 月ꎬ再往广西采集ꎬ在大青山采到

野生的龙眼(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榕树(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
ｃａｒｐａ)和构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ꎮ 此外还采到

此地特有种长柄藤榕(Ｆｉｃｕｓ ｌｕｎｇ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ꎮ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母亲病故ꎮ １０ 月ꎬ往江西南昌协助

当地卫生部门编写«江西中草药»ꎮ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ꎬ«图鉴»重新开始编写ꎮ
１９７１ 年　 年初ꎬ«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一、二册

编写完成ꎬ送科学出版社印刷厂付印ꎮ
１９７３ 年　 «中国植物志»重新开始编纂ꎬ王文采

担任毛茛科主编ꎮ
１９７４ 年　 «植物分类学报»复刊ꎬ任编委ꎮ
１９７５ 年 　 在标本馆为标本消毒ꎬ不小心从梯子

上摔下ꎬ伤了左脚ꎬ在家休息近半年ꎮ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ꎬ往四川峨眉山考察ꎮ 采到毛茛科

低矮草本植物独叶草(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荨麻科的

钝叶楼梯草(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ｏｂｔｕｓｕｍ)等植物ꎮ 是年«中国

植物志»第二十七卷毛茛科交稿ꎮ
１９７８ 年　 Ｓｋｏｇ 博士将 １９７５ 年发表的 ３ 篇苦苣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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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论文译成英文ꎬ刊登于美国学报 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ｉａꎮ 是年

任副研究员ꎮ 带学生李良千ꎮ
１９７９ 年 　 招收自学青年李振宇为硕士研究生ꎮ

担任«植物分类学报»责任副主编ꎬ协助主编秦仁昌

工作ꎮ 是年ꎬ担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ꎬ至 １９８３ 年ꎮ 是

年ꎬ主编«中国植物志»第二十七卷毛茛科出版ꎮ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ꎬＬ. Ａ. Ｌａｕｅｎｅｒ 来北京ꎬ访问植物

研究所ꎬ与其首次见面ꎮ 夏ꎬ赴庐山疗养ꎬ并往庐山植

物园看标本ꎬ并为该园职工讲授植物学拉丁文ꎮ 是

年ꎬ主编«中国植物志»第二十八卷毛茛科出版ꎮ
１９８１ 年　 参加横断山区综合考察队ꎬ并主编«横

断山区维管植物»上下册ꎮ 该书于 １９９３ 年、１９９４ 年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ꎮ
１９８２ 年 　 担任«植物分类学报» 主编ꎬ至 １９８８

年ꎮ 是年ꎬ招收傅德志为研究生ꎮ １１ 月晋升为研

究员ꎮ
１９８５ 年　 Ｌａｕｅｎｅｒ 先生再次来北京ꎬ与诸弟子一

同接待ꎮ ９ 月ꎬ交往已久之日本毛茛科专家田村道夫

教授第一次访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ꎮ
１９８６ 年 　 办理离休手续ꎮ 是年ꎬＳｋｏｇ 博士又将

１９８１ 年发表的 ４ 篇关于苦苣苔科论文译成英文ꎬ作为

纽约植物园论文集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第一集在美国刊出ꎮ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ꎬ主编«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及«中
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ꎬ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ꎮ
是年ꎬ前往安徽中医学院讲学ꎬ并游览黄山ꎮ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ꎬ应邀访问内蒙古大学生物系ꎬ在
该系作题为“中国植物区系中的一些间断分布”的报

告ꎮ ５ 月ꎬ参加广西九万山调查队ꎮ ８ 月赴湖南桑植

县天平山考察ꎮ 秋ꎬ往江西大学看植物标本ꎬ继又应

浙江林学院的邀请ꎬ访问该校并游览了著名的天

目山ꎮ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ꎬ赴广西红水河流域考察ꎮ 工作结

束ꎬ往贵阳ꎬ在贵州生物研究所等机构植物标本馆看

毛茛科等科的标本ꎮ 是年ꎬ主编«中国植物志»第六

十四卷紫草科出版ꎮ
１９９０ 年 　 由在瑞典工作的小女为之联系ꎬ９－１１

月ꎬ往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植物博物馆访问ꎬ研究了

Ｈ. Ｓｍｉｔｈ 在 ２０ 年代采自四川、山西的标本ꎮ 工作结

束之后ꎬ在小女家居住一年ꎮ 是年ꎬ主编的包括苦苣

苔科在内的«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九卷出版ꎬ
１９９１ 年　 ５－６ 月ꎬ以旅行者身份在作西欧旅行ꎬ

访问了英国邱植物园、爱丁堡植物园、巴黎自然历史

博物馆、柏林植物园等ꎮ 在爱丁堡植物园ꎬ曾探视患

病在家 Ｌａｕｅｎｅｒ 先生ꎮ
１９９２ 年　 承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毛茛科和苦苣苔编

写ꎬ在国内毛茛科是与傅德志、李良千两同志合作ꎻ苦
苣苔科则是与潘开玉、李振宇两同志合作ꎮ

１９９３ 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ꎬ从离休干部

又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职职工ꎮ
１９９５ 年 　 重返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ꎬ在植物园

以西 的 翠 屏 峰 发 现 荨 麻 科 新 种 勐 仑 楼 梯 草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ｍｅｎｇｌｕｎｅｎｓｅ)ꎮ 是年ꎬ与陈家瑞合著«中国

植物志»第二十三卷第二分册荨麻科出版ꎮ 是年ꎬ主
编«武陵山地区维管植物检索表»由科学出版社出版ꎮ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ꎬ往美国史密桑尼研究院ꎬ与南美

苦苣苔科专家 Ｌ. Ｅ. Ｓｋｏｇ 博士就英文版«中国植物

志»苦苣苔科作定稿工作ꎬ同时开始铁线莲属的全面

研究ꎮ 随后访问了密苏里植物园、哈佛大学、纽约植

物园ꎮ ７ 月ꎬ美国工作结束ꎬ取道欧洲回国ꎬ再到瑞典

乌普萨拉大学植物博物馆访问ꎮ ９ 月ꎬ回到北京ꎮ 是

年ꎬ荣获“求是奖”ꎬ将所得部分奖金资助«植物分类

学报»的出版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初往欧洲ꎬ先后访问英国邱植物

园、法国巴黎植物研究所、瑞典植物博物馆ꎬ至 ８ 月底

回国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往俄国圣彼得堡的柯马洛夫植物

所著名的标本馆作短期工作ꎮ ７ 月ꎬ往瑞士日内瓦植

物所标本馆作短期工作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往陕西杨凌西北植物研究所查阅

铁线莲属植物标本ꎮ
２００４ 年　 秋ꎬ往江苏南京江苏植物研究所访问ꎮ

返回北京之后ꎬ对一些地方研究所因经费拮据ꎬ研究

工作陷于停滞之现状堪忧ꎬ曾向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

致函ꎬ反映这些状况ꎮ 是年ꎬ患痛风之症ꎮ
２００６ 年　 完成铁线莲组(ｓｅｃｔ. Ｖｉｔｉｃｅｌｌａ)和大叶铁

线莲组(ｓｅｃｔ. Ｔｕｂｕｌｏｓａｅ)二组的修订ꎮ
２００８ 年　 «王文采口述自传»由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ꎮ
２００９ 年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获国家自然科

学一等奖ꎬ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钱崇澍、王文采、
陈艺林、陈心启、崔鸿宾ꎬ华南植物园陈焕镛、胡启明ꎬ
昆明植物所吴征镒、李锡文ꎬ以及中山大学张宏达等

１０ 人为获奖代表ꎮ 是年ꎬ夫人程嘉珍去世ꎮ
２０１１ 年　 «王文采院士论文集»上册ꎬ由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ꎮ
２０１２ 年　 «王文采院士论文集»下册ꎬ由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ꎮ
２０１４ 年　 «中国楼梯草属植物»专著ꎬ由青岛出

版社出版ꎮ
２０１５ 年　 完成«中国赤车属新分类»专著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９０ 华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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