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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沈敏岚 通讯员
王圣芹）“‘皇上’‘皇后’驾到！”昨天下
午，辰山植物园后备温室一片欢腾，兜
兰家族的兜兰之王、兜兰皇后如期抵
达，先期来到辰山植物园的!万余株兰
花，在温室暖风吹拂下微微晃动，似乎
在向“皇上”“皇后”磕头行大礼。随着来
自世界"#个国家和地区的珍稀兰花陆
续到达，新民晚报首届上海国际兰展布
展全面展开，进入开幕前一周倒计时。

兜兰王兜兰后来自宝岛台湾
兜兰之王、兜兰皇后来自宝岛台

湾。据辰山植物园副园长黄卫昌介绍，
兜兰之王（学名：$%&'()&*+(,-. /)0'!

12'(,+(%3-.）也称拖鞋兰王、罗氏兜
兰、国王兜兰、帝王兜兰，为兰科兜兰
属的一种，于 "444年在婆罗洲北部京

那巴鲁山附近发现。植株丛生，高达
55厘米，叶为长带状，绿色。自然花期
为 #至 5月。生长在海拔 566到 "!66

米的密林中。花型奇特，叶片及花序

姿态挺拔，具有王者风范，花朵非常
威武壮丽，两个侧瓣展开可达 762.。
兜兰之后则是一种婆罗洲西北部罕
见的特有兰花。"445 年一位收藏家

（89 :)*/10*/.%33）发现了它，它的花瓣
长度可以超过 "米长，自然花期为 #

至 ;月。之后近 "66年间“兜兰之后”再
也没有在自然界被发现过，而且栽培株

也没有保存下来，就在人们认为这种
珍奇的兰花已经灭绝的时候，她又在
"<=5年在马来西亚婆罗洲重被发现。

珍稀兰花将以最佳状态展现
从本报获悉上海国际兰展即将开

幕的消息，不少市民提前来到公园探
营，希望能先睹为快，然而，市民有点
疑惑，为何花展开幕日期临近，在主展
区的展览温室内看不到乒乒乓乓的布
展大动作？园方透露，为保证珍稀兰花
以最鲜活、最精神、花开最盛的状态展
示在游客面前，园方将布展时间尽可
能压缩，掐着秒表精确计算兰花抵达
上海的时间，力求将兰花从境内外苗
圃来到上海、正式亮相兰展的时间压
缩至最短，并将景点内的假山、棚架、
造型等“硬件”在后场制作成一个个模
块，在展区内只需拼装就可。
随着兰花按计划陆续抵达辰山植

物园，今天起，布展人员将进入展区
内，连续奋战数个昼夜，把一个最精
彩、最炫目、最亮丽的兰展，在7月!<日
开幕那一刻，揭开神秘面纱，亮相于万
千游客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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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沈敏岚）“三月
三，上龙华，看桃花，逛庙会”是上海
传统习俗，龙华是上海桃花的发源
地。如今，“上龙华看桃花”又有新传
说，!株龙华桃花昨天从龙华烈士陵
园移栽至共青森林公园新建桃花源
景区，上海一东一西两大园林将共同
为上海市民打造“世外桃花源”赏花
好去处。

这几天，浦东桃花开得正盛，而
追根溯源，上海的桃花最早成批盛开
在龙华地区，“龙华桃花”的历史可追
溯到三国时期，浦东种植的都是果
桃，“龙华桃花”则是赏花效果更好的
观赏桃。然而，目前“龙华桃花”仅剩
下龙华烈士陵园内的 #66多株，受场
地条件限制，难现桃花源盛景。更致
命的是，桃花与柏树“为邻”，易感染
一种名叫“桧柏梨锈病”的病虫害，同
时，龙华烈士陵园的桃树品种较单
一，已进入“暮年”，需要尽快更新。

共青森林公园在沪上园林一片
追樱热中，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上
海传统花卉上，与龙华烈士陵园联
手，共同致力于“龙华桃花”的复兴。
昨天，共青森林公园派出园林技术人
员，从龙华引种了两株“龙华桃花”，

分别为红碧桃、洒金碧桃，种植在公
园新辟的桃花源景区最中心位置。同
时，共青森林公园还从全国各地收
集、引种了 !6多个品种、=66多株桃
花名品，包括花瓣似菊花的菊花桃，
枝条下垂的垂枝桃，花大而密、有淡
香的满天红，矮化型的寿星桃，以及
两株高 5米的花桃，目前，这些桃花

名品已盛开，新移植的“龙华桃花”也
已含苞，有望一两周内盛开。

目前，共青桃花源景区已成市区
公园中最大的桃花林，成为了一片
“桃花盛开的地方”。今后，共青森林
公园将为龙华培育桃花新品种，加
快桃花病虫害技术攻关，为“龙华桃
花”保驾护航。

新“桃花源”引种龙华桃花
上海东西两大园林联手打造!上接第!版"

该论坛每两年在上海举办一届。
自 !66#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
届。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主题是
“中国现代化：道路与前景”，邀请各领
域、各学科的中外专家学者和意见领
袖，共论国际化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
及与世界的互动相处之道；探讨十八
大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共融相济、合
作发展；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基本国情、
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认识
和理解。

论坛分为开幕式演讲、圆桌会
议、分会和闭幕式演讲。三场圆桌会
议分别从国际关系、国内结构转型与
历史文化角度探讨未来十年中国的
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4 个分会场
则以“中国道路”为主线，分别从经
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生态、外
交、传播、中国学等领域出发，总结改
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各领域取得
的进展；探索未来十年中国现代化的
动力、方向、核心价值理念；中国参与
全球经济、文明发展进程的方式，以
及当前国际学界研究中国的现状、前
景与方法。

本届论坛邀请学者 !#6名左右，

其中近一半学者来自各大洲 !6多个
国家和地区，一批享誉国际学术界的
重量级学者将到会发表主旨演讲。

今天上午，本届论坛开幕式上的
一大亮点就是颁发第二届世界中国
学贡献奖。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简称

"中国学奖#$是为推动海外中国学的
发展，弘扬海外中国学杰出学者和优
异成果，促进海内外中国研究的交流
而设，是国际中国研究的最高奖项。
首届中国学奖于 !6"6年颁发，俄罗
斯前驻华大使、中国问题专家罗高
寿，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系终身
教授毛里和子，法国法兰西学院汉
学讲席教授谢和耐，美国哈佛大学
历史系终身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
前主任孔飞力等 # 位国际知名中国
学家获奖。
本届中国学奖，在首届基础上又

分立为“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和“海外
华人中国学贡献奖”两个子项。经过半
年多的专家推荐和多轮投票，产生三
位获奖人。他们在各自领域内都是德
高望重、著述等身的大师，在增进外部
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中外学术交
流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岁的齐赫
文斯基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
前特命全权驻华大使；傅高义是美国
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科学荣
休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
岁的饶宗颐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
休讲座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及艺术
系伟伦讲座教授。

" 昨天%!株龙华桃花从龙华烈士陵园移栽至共青森林公园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