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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主校区燕园每年要接待数十万游客，燕园校区有植物大约450种,《燕园草木补》收录了71
科232种植物，并对校园植物的管理进行了个人化的点评，这将唤起燕园学子对校园一草一木的深深情
感。此书既是对北京大学校园历史的一种具体记录，有助于读者辨识校园中绝大部分植物，也有利于
复兴博物学文化。同时，这本书将是城市人认识身边花花草草的日常手册，将个人兴趣与博物情怀合
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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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物学家。研究领域为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
。东北人，北京大学地质学本科,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博士。近年来倡导恢复博物学教育，主张
博物学生存（living as a naturalist）。与博物学相关的作品有《看得见的风景》《天涯芳草》《博物人
生》《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博物自在》等。获得霍英东奖、文津图书奖、台湾吴大猷科普
佳作银签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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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
燕园春夏秋冬、
植物图谱、
校园植物与师生记忆、
附录：
北大*美的十棵树、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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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此不再只你一人识得互叶醉鱼草
2、性价比不及老校长的燕园草木，减一颗星
3、若对植物感兴趣，既已有《燕园草木》，就必然要再有一本《燕园草木补》；因为前者记载植物
太有限，许多燕园重要的植株都没有记录。这本有些遗憾是对植物描述稍微少了些，比如《燕园草木
》中很贴心的花期之类没有叙述，需要自己再查询；但植株的位置写得比前者详尽。刘华杰老师很重
视个人体验，同时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
4、好想一辈子赖在北大不走。可是没有机会再有一年，让我去熟识这个园子里的花花草草了。草木
补比之燕园草木更详实而准确，配图漂亮，辨认植物的细节和特征清楚，对于在园子里自己寻找植物
大有帮助。原来园子里不仅有各种寻常蔬菜，也有不常见的薄荷、罗勒，还有许多只从中医药方上才
能看到的植物。这个园子的几百种主要植物收在草木补里，一页页翻，可以回想起路边道旁，湖边小
亭，我们看到的那些花花草草。
5、从1984年起，北大就是一个大工地。P306：旧医院搬走改建综合科研楼导致生长几十年的栝楼死亡
。文史楼后生物楼前的黄檗树不见了；生物楼后小院中楼房翻建导致周围大量物种消失（其中许多物
种是分类学家汪劲武老师多年栽培并维护的）。文史楼东2015年启动的生命科学科研大楼工地上原来
那些不起眼的卫矛、桑、海棠、新疆杨、锐齿槲栎、加杨、重瓣麦李、全缘栾、暴马丁香和无数小草
则被“就地正法”⋯⋯ 
这样的日子还在继续，何时到头？大概与“当事人的觉悟、水平、德性有关”（P298）罢。20160404
6、补里面的植物都是些奇奇怪怪的植物⋯
7、这是一本绿油油的书。翻完不禁哀悼那些消失的生命，记忆里那么明亮高大的鹅掌楸和水杉竟然
都不在了，真是活久见！同时奢望一下书末建议的引进植物能在不久的将来在校园里见到：白桦、文
冠果、香荚蒾、沙棘、白头翁、珙桐、岷江百合⋯⋯ PS:刘老师摄影技术见长啊～
8、写这个评价的时候正在要死要活地准备刘老师的考试。这个课引申出了这个学期的很多故事，终
于走出来的时候回想之前的事情有点百感交集。书是跟一个课上的妹子组团买的而且5折...所以觉得特
别实惠= =不管怎么说都是本特别治愈的书。But I know every rock and tree and creature，has a life has a
spirit has a name.
9、好看是好看，就是贵了点
10、简单的科普书，装逼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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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2011年，由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主持编撰的《燕园草木》（本书作者也有参与）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非常畅销。但北京大学主校区燕园有植物大约450种，《燕园草木》只
收录了185种，还是不能完全满足读者在校园里识花认草的需要。为弥补这种缺憾，本书作者撰成此书
，另外收录了232种植物，与前书合在一起，就覆盖了燕园的大部分植物。全书的主体是植物图谱，其
中作者拍摄的植物照片精美而专业。另外，作者对校园植物管理问题的讨论很值得一读。
2、刘老师让我觉得喜爱的地方，和让我觉得不安的地方，皆在于此，那就是，他的文章总是贯穿了
情感的。至于植物图谱/图鉴都能编出性格来，这确实让我这个读过很多刘华杰学术或非学术作品的外
行也始料未及。首先，读这本书非常爽。我基本上是翻开一页，先看图，再尝试定种。这样看来，感
觉我所熟知的种的特征反映的不错。我所不知的种，也有不少都让我感到似曾相识——因为我也确实
在燕园中常见到叫不出名，也不方便查的植物。我又没有照相、制作标本的习惯，就把很多疑问积攒
下来。这本书让很多疑问冰释。这里膜拜一下印厂：印刷的不错，也值了这个钱。其次，刘老师的活
动范围让我深感惊讶。我自觉对北大植物不熟但地形至少甚为了解，没想到还经常看到不熟知的地方
。而在我经常活动的区域，如畅春园、力学大院、环境风洞、综合科研楼、技物楼，居然有好多植物
是通过这本书在知道其存在的。看起来刘老师经常在校园游荡，包括我经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居
然一次都没有偶遇过他，说明我太宅了。最后，要谈到作者的个性。众所周知，北大在这段时间大拆
大建，先后破坏了诸如红湖-镜春园、荷花池-鸣鹤园、燕东园/吉永庄、生科院西侧等地块的生态，并
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包括我很喜爱的一小株（疑似为入侵物种的）蝎子草和若干北大独一株的植物
被破坏。对此，刘华杰老师在博客中也多有表示遗憾。而在图鉴中没谈及此类植物，作者总流露出慨
叹的感情。图鉴的前后也都夹带了关于博物学和校园植物建设的文字，我觉得这些文字精炼有理论性
，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以后恐怕也应该收入文集中。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比如时间线有些混乱
，有些照片不像是2014-2015年的校园情况，而且就算2014-2015年之间，北京工地大学的格局也有了很
大的变动。空间上也有些奇怪，为什么没有见到任何一种畅春新园的植物，而畅春园植物的丰富程度
远超我的想象（当然，我确实也几乎没有观察过我所住的畅春园）。第三点问题是，入选的标准有些
诡异，像是园艺栽培的、温室和盆栽的等，能算校园植物么？顺便，居然没有畅春新园著名的昙花，
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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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燕园草木补 识花认草手册》的笔记-第298页

        现代性的逻辑不仅表现在对学生的规训，也同样表现在对植物的规训。植物要按照建设某某型大
学的要求来购买、栽种、修剪、遗忘、抛弃、清除。短时间内办成“一流”大学，要折腾校长、教师
、学生，也少不了折腾土地、房屋、草木。有折腾对的，也有折腾错的。对于错，不同人有不同的认
识。
读出了深深的怨念。有深刻的同感。我觉得那些像我或者刘老师这样被（“文明”？）夺走生命中重
要的东西的人，都能够产生这种共鸣。不能释怀。

2、《燕园草木补 识花认草手册》的笔记-第310页

        好像310页所列举的宜引种的本土植物，有若干种已经被引种了。比如花楸树、糖芥。玉竹更是出
现在了313页的配图上，而本书中即有记载。不知这是疏忽，还是另有原因。
另外，索引中“葱”给了一个310的页码，但是310页上并没有找到葱。疑似自动排版工具的错误。

----------------------
刚刚看到，作者在其博客上贴出了“《燕园草木补》索引更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ea8790102wcvc.html），修正了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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