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者：徐栋 

徐炳声的璀璨人生 



一 · 我和我的家人 



一 · 我和我的家人 

 美满的家庭 



一 · 我和我的家人 



留学澳洲获
Griffith 
大学会展商
科硕士学位
的徐栋 

一 · 我和我的家人 



1）1947 
   年发表 
   了我的 
   第一本 
   著作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2）承我
国植物
分类学
奠基人
钱崇树
教授作
序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3）承卢于道 
教授推荐，此 
书于1958年出 
版，并在上世 
纪60年代初被 
选送东德莱比 
锡世界博览会 
展出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4）1965年出版的此书，实
为一论文集，是由我发起编
写的。该书共包括5篇论文，
内容涉及苔藓、蕨类和种子
植物的分类、区系地理和群
落学，还包括若干新种植物。
各篇均有英文摘要。此书在
英国邱园和美国哈佛大学树
木园、纽约植物园等著名植
物园均有收藏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5）1988年出版的这本“中国
植物志”第72卷是以荚蒾属
（Viburnum）和忍冬属
（Lonicera）为主要的属，
而荚蒾属难度较大。我到北
京中科院植物所花了整整100
天鉴定了数千份标本后才完
成了该属种的确定，而忍冬
属则借调全国的标本完成研
究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6）由上海自然博物馆于
1989年出版，是我从
1985年起兼任该馆植物
学分馆馆长后发起编写
的，编者包括所有孢子
植物的研究人员，使他
们潜心专研的成果通过
共同合作的形式得以问
世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7）1999年出版的《上海植物志》获华东地区
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该书由分属15个单位的
72位专业人员编写而成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8）承洪德
元院士推荐，
此书于2006
年由中科院
植物所系统
与进化植物
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资助
出版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9）发表论文189篇
（ 1950-2013年，包
括科普读物），其中
109篇为第一作者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10）此文是我国 
最早发表的关于 
物种生物学
（Biosystematics)
的论文，承谈家 
桢教授推荐，1964
年载于《生物科 
学动态》第10期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11）此文于1990
年发表，提出了
新的物种概念，
受到国际权威学
者G.L.Stebbins
和V.H.Heywood
的认可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12）著名
遗传进化
学家 
G.Ledyard 
Stebbins 
给我的回
信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13）承吴征镒院
士推荐，为《大
百科全书》的
《生物科学卷》
（1991出版）撰
写了“被子植物
门”大条目，共
7页，约15000字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14）种的划分标
准是分类学的核
心问题。本文在
Peter H.Raven的
鼓励下写成的，
1998年发表于
《植物分类学
报》，根据实例
对分种提出了许
多意见和建议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15）国际
著名植物
学家，中
科院外籍
院士
Peter 
H.Raven
的来信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10）发表植物新
种40个 
Viburnum          15 
Lonicera          12 
Celastrus          1 
Eurya              5 
Hydrangea          1 
Eleutherococcus    3 
Sedum              1 
Clerodendrum       1 
Ligustrum     1     

                  40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17）这套丛书是
由美国密苏里植
物园出版。我应
邀于1984开始为
其提供在我国大
陆报道的植物染
色体数目资料，
前后共20多年 



二 · 我的研究成果 



1）由国家教委颁发的奖状 

三 · 奖状和聘书 



2）由国家教委颁发的奖牌 

三 · 奖状和聘书 



三· 奖状和聘书 

3）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
自然科学研究高级职称评委聘书 



三· 奖状和聘书 

4）被聘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
物学开放研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顾问 



三· 奖状和聘书 

5）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颁发的表彰证书 



三· 奖状和聘书 

6）其他奖状和聘书 



物种是生物进化和变异的产物，它的表型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

对此，分类学家应有充分的认识。而那种唯模式论和凭主观想

象来确定种的现象是不可取的。为了提高我国分类学的水平，

开阔分类学家的眼界，中国植物学会于1984年秋在武汉召开了

《植物分类学原理讨论会》，聘我和洪德元主讲分类学原理，

并聘汤彦承和徐克学分别对与方法论有关的两门新学科《分支

系统学》（Cladistics）和《数量分类学》（Numerical 

Taxonomy）做了介绍。我在讲序论时，以Dobzhansky的名

言“生物学如果不是以进化为依据，则毫无意义”作为开场白。

洪德元以他在瑞典学习时见到的由Turesson所创立的生态型

（ecotype）的标志性植物山柳菊（Hieracium umbellatum)

为例，说明分类学与生态学密切相关。此次大会参加者有百人，

会上发言踊跃，学术气氛浓厚，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 国内讲学 



四 · 国内讲学 



四 · 国内讲学 
1985年4月，我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徐克学研究

员应邀参加由浙江富阳亚热带林科所举办的物种
生物学和数量分类学学习班讲学 



1985年秋，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高淑贞教授之邀，为其研究生讲演物种生物学，

旁听者有来自中科院西北植物所的研究人员多人。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前与高
淑贞、黄建成、田先华和研究生一起合影 

四 · 国内讲学 



四· 国内讲学 
1987年，由葛传吉发起，邀我和北大李懋学教授到山东烟台师范学院
举办物种生物学和植物染色体检验技术学习班。照片为全体人员合影 



四· 国内讲学 
1）1984年5月，安徽师范大学钱啸虎教授来沪邀我为其三位研究
生张小平、沈显生和刘登义讲授植物分类学原理，并借助复旦的
标本室鉴定研究生们在大别山区所采集的大量标本。张小平发现
一个绣球属（Hydrangea)标本与我先前所定但未发表的浙江产新
种相吻合。遂于1987年将其作为新种“浙皖绣球”
（H.zhewanensis) 合作发表于上海自然博物馆馆刊《考察与研究》
第七期 

 

 

2）1988年，我和黄少甫应江西省林科所邱金兴之邀赴江西分宜中
国林业部实验总场为来自江西各地的林业科学人员举办培训班。
野外实习时，见有一大片由乌饭树（Vaccinium bracteatum) 所
组成的原始灌木林，但其中夹杂少量开淡红色花，花冠筒较细瘦
的变种（后来定为新变种var. rubellum), 未发现有中间类型。但
若按Verne Grant的种间生殖隔离标准，将该变种命名为新种也不
为过 



四· 国内讲学 

1990年由浙江富阳亚热带林科所举办分类学原理学习班，邀我任主讲，参加者60

余人，其中不乏年长者，且有来自新疆的，令人感动。照片为学习班全体人员的
合影。这是我在国内最后一次讲学 



1）1991年
去日本千叶
大学和长崎
大学讲学，
并访问东京
大学。与千
叶大学栗田
子郎博士合
影 
 

五 · 出国讲学 

千叶大学 



五· 出国讲学 



长崎大学 

讲演由大桥 裕主持 

五· 出国讲学 



五 · 出国学术交流 

东京大学 
 



2）1992年去美国圣
路易斯，以《国际
植物物种生物学组
织》理事身份出席
学术会议，并借机
进行石蒜属植物的
文献考证和标本鉴
定 

五· 出国讲学 



五 · 出国学术交流 

密苏里植物园 



五 · 出国学术交流 

1994年
在美国期
刊
《SIDA》
发表了石
蒜属
Lycoris

专著 

 



五 · 出国学术交流 

3）1996年出访
澳洲墨尔本大
学与O.William 

Borrell教授和
Malcoln 

Calder博士讨
论学术合作事
宜 



五 · 出国学术交流 

O.William Borrell 

    教授与我 

 

 



O.Willia

m Borrell

教授与我
的合著 

 

 

五· 出国讲学 



与Malcoln 

  Calder博 

  士和夫人 

  会面 

五· 出国讲学 



五 · 出国学术交流 

1996年访问香港
中文大学，为该
校鉴定了全部忍
冬科标本，并幸
会美国哈佛大学
胡秀英博士，吴
鹏程在座 



五 · 出国学术交流 

在香
港 

中文
大 

学图
书 

馆前 

 

 



五 · 出国学术交流 

在香港 

 

与吴鹏 

 

程欢聚 



1）54届 
{钱迎倩} 
偕夫人 
陈灵芝   
 
 
 
 

六· 师生情 



2） 
祝我70大寿 
  邱莲卿、 
  李增瑞 
 （55届） 
  张美珍、 
  张丕方 
 （58届） 
  张芝玉 
 （60届） 
 

 
 
 
 
 
 
 

六· 师生情 



3） 
56 
届 
部 
分 
学 
生 
 
 
 
 
 

六· 师生情 



4）
56
届 
{王
汉
津} 
 
 
 
 

六· 师生情 



5）57届 
吴培根
（在美国 
哈佛大学） 
 
 
 

六· 师生情 



6）58届 
张美珍、张丕方 
 
张芝玉（60届） 
 
万崇信（上海市
科委） 
 
 
 
 
 
 

六· 师生情 



7）58届 
 
  应俊生 
 
（在南京） 
 
 
 
 
 

六· 师生情 



8）60届 
（祝我
80大寿） 
邵德明、
蔡武城、
张芝玉、
肖笑眉、
黄韫璐、
徐士菊 
 
 

六· 师生情 



9）60届部 
   分学生 
   张芝玉、 
   李学禹、 
   蔡武城、 
   王锡泉 
 

六· 师生情 



10）60届李学禹 

六· 师生情 



六
·
师
生
情 

11）60届{范思伟}&杨少琼 



六· 师生情 

12） 
61届&62届 
在杭州） 
张志明、 
过全生、 
{薛祥骥}、 
俞志洲、 
王正周 



13） 
62 
届 
部 
分 
学 
生 
     

六· 师生情 



14） 
62届 
段吉光 
与 
俞志洲 
夫妇 
     

六· 师生情 



15）62届 
洪德元院士 
     

六· 师生情 



16）62届 
 
    陈萍源 
 
  （在香港） 
     

六· 师生情 



17） 
64届部 
分学生： 
杨涤清、 
惠月明、 
孙海富、 
陈声根 
     

六· 师生情 



   18） 65届 陈忠毅 &赵玲 
     

六· 师生情 



19）65届 
   陈忠毅、 
   李林初、 
  {黄少甫} 
   葛传吉 
  （57届） 
（在北京长城） 
     

六· 师生情 



20） 
68届 
徐筱昌， 
我受邀 
主持其 
在上海 
植物园 
的科研 
成果评 
审会 
    
     

六· 师生情 



六· 师生情 

21）69届 
牛宏舜一家（从美国来访） 
    
     



22）70届陈家宽、{王凯基}教授和李学禹在座 
     

六· 师生情 



23）70届  潘胜利夫妇 
     

六· 师生情 



  24） 
 研究生 
 
 刘琰& 
 
 张少艾 
     

六· 师生情 



25） 
研究生 
 刘琰 
在美国         
获博士 
学位 
     

六· 师生情 



六· 师生情 

26）研究生 
 
    张少艾 
 
   教授一家 
  （在深圳） 
     



    27） 
 
  研究生 
 
  桑  涛 
 
（在南京） 

六· 师生情 



28） 
  研究生 
  桑  涛 
美国密歇根
州立大学教
授，现为国
家千人计划
引进人才 
     

六· 师生情 



29）进修生 
    张明理博士，现 
为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 
     

六· 师生情 



七 · 捐赠毕生藏书 

2012年4月将 

毕生藏书700余册 

捐赠给 

“上海辰山植物
园”由园长胡永
红博士主持赠书
仪式 



七· 捐赠毕生藏书 

和辰山植物园科研中
心的夏勃、寿海洋、
汪远和李惠茹合影 

与辰山植物园党委书
记朱心军、李学禹教
授和园长胡永红合影 



2013年4月18日
由辰山植物园
副园长马金双
博士设宴祝我
90大寿，参加
者有洪德元院
士以及潘开玉、
李学禹、张美
珍、张芝玉和
李林初教授。
徐蕾也在座 

七· 捐赠毕生藏书 



八· 我的晚年生活 

1）我今年已90，但
身体尚可，每天仍可
步行1小时。因对分
类学兴趣未减，凡见
到不知名的植物，必
采回予以鉴定。
2012年四月，偶遇
初次谋面的地中海荚
蒾（Viburnum 

tinus L.），兴奋不
已，故托徐蕾摄影留
念 



八· 我的晚年生活 

2）2010-2013年，我

根据所采集的新园林

植物标本，撰写了

《上海园林植物的新

变化》一文，同时在

《上海科技馆》馆刊

（内部刊物）和《园

林》杂志发表。这是

我的封笔之作 



八· 我的晚年生活 

老年人座谈会：积极向学院提建议 







感谢慈父慈母对我的
教育和培养 

感谢家人对我无微不
至的照顾和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