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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草木相伴》是一位哲学教授以“民科”的身份撰写的植物随笔集。
作者叙述的植物故事均建立在个人亲自观察（有的是独特野外考察）基础之上，描写是具体的、本土
化的，包含丰富的形态信息、产出环境信息和相关人文与历史信息。
作者提供了与正文真实对应的高精度植物彩色图片，便于初学者识别相关植物。
作者认为，观赏植物是值得提倡的一种博物学实践。
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如何生活、喜爱什么，属于个人私事，看植物与看石头、看动物、看女孩、看
股票、看长官脸色、看国际形势，彼此彼此，均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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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华杰，男，哲学博士，1966年生于吉林通化，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系哲学系硕士和博士。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北京
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主要作品有《中国类科学》、《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一点二阶立场：扫描科学》、《以科学的
名义》、《分形艺术》、《浑沌语义与哲学》、《浑沌之旅：科学与文化》、《看得见的风景：博物
学生存》等。
　　2005-2006年为《人与自然》杂志撰写专栏“身边的植物”，共计14期；出版了深受读者欢迎的植
物普及著作《植物的故事》、《百草含英》、《万木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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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生活在北京城里，很难见到鹅掌楸。
在公共场所，除了北图一处外，北京大学于2001年刚刚植入数棵，位置在地学楼以东、遥感楼以南、
理科楼群西北，靠近通向东门的马路边。
同时植入的还有黄栌和黄山栾（也叫全缘叶栾树，无患子科，《北京植物志》正文中没有收入此植物
，但在1992年补编中有收录）。
黄栌原本北大院内就有许多，如俄文楼西北山丘处。
但黄山栾和鹅掌楸在北大以前是不曾有的。
1988年北大校庆时出版过一本很有价值的、评述得当的小册子《燕园景观：北京大学校园园林》，作
者为谢凝高等，此书附有“北大校园主要园林植物名录”，列出燕园常见、有特色的植物132种。
但没有列当时就存在的特色植物荇菜（Nymphoidespeltatum，又名苔菜，水生多年生草本，龙胆科）
和互叶醉鱼草灌木，马钱科），我觉得应当补上。
前者在北大未名湖和后湖中广泛存在，后者据我了解只有一株，存在于我们哲学系四院南墙边，与杜
仲为邻。
据说北师大校园中也有，但我本人没见到，在中国科学院香山植物园中倒是见到几株。
到了新世纪，这部小册子如果再版的话，似乎应当再加上黄山栾和鹅掌楸，它们都非常好看，都是“
外来物种”。
　　“外来”两字非常含糊，可以指校园外、北京城外、北方以外、中国以外等等。
确切地说，在这里它们指不是本地的植物，在华北一带本不存在野生种或者以前也没有在本地露天栽
培过。
《北京植物志》也没有收录鹅掌楸，下次修订，估计能够收录。
顺便一提，这部不错的植物志，也。
该修订了，北京市的科学基金应当大力资助这项基础性的工作。
　　哪一天我退休了，闲着没事，可能着手写一本《北大草木志》。
北大的植物极为丰富，完全有资格专门写一部书，配上详尽的彩色图片。
如今冠以“北大”字样的图书多极了，据说有些还畅销，如《到北大听讲座》。
采用简单的模仿，书商立即炮制出一批《到X大听讲座》。
其实，出一本《到北大看植物》，倒是不虚的，同样也可以出版《到武大看植物》、《到中大看植物
》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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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草木相伴》透过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如何与植物结识的一个个小故事，介绍了就
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植物，还提供了与正文真实对应的高精度植物彩色图片，便于初学者识别相关植物
。
在《草木相伴》中，感受到了他平日里有花花草草相伴的惬意生活，读到一个个他与植物结识的故事
，看到他镜头下的一个个鲜活独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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