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佛植物博物館:塵封數十年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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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乃馨（2）石竹 

珀迪塔：這個季節最美麗的花 

是我們的康乃馨和斑紋石竹， 

有人稱他們為大自然的混血兒 

《冬天的故事》(Winter's Tale) 

第四幕，第四景 

（3）柳樹 

王后：一棵柳樹斜長在小溪上， 

光亮如鏡的溪流照映著灰白的柳葉； 

試著在柳樹上掛上她的花冠， 

攀上枝頭，妒忌的柳樹枝幹卻斷了 

羅莎·湯恩作，愛德華·塔波攝          《哈姆雷特》(Hamlet)，第四幕，第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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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Botanical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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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伊文斯·舒爾茲（Richard Evans Schultes，1937年取得學士學位；1941年取得博士學位），在

1967年時，擔任了哈佛大學植物博物館館長，但在他接下這份工作時，他沒有料到自己會在學系圖

書館內的書櫃後，發現一批美麗的畫作珍藏品，這些畫作描繪了所有莎翁作品中提及的植物，(間

接)展現莎士比亞對植物學的廣博知識。 

1968年的下學期，當時我還是哈佛大學英文學系的大學生，想要找生物學的課程；在我挑三揀四地

「選購」時，我決定選舒爾茲教授開的「植物與人類關係」。舒爾茲是「民族植物學」的專家，專

門研究不同文化如何運用植物，他是位很有趣的老師，他的課程在植物博物館內有自己的專用教

室，教室內擺滿了他收集的亞馬遜河文物，每年他都會向全班同學示範如何使用他放在教室裡的亞

馬遜傳統吹箭。 

在哈佛教書之前，舒爾茲曾在亞馬遜叢林的西北部旅行，與當地的原住民一起生活了 14 年之久，

他當時蒐集了只有當地部落才知道的植物，並試著保存這些植物的相關知識，以避免這些珍貴知識

隨著部落逐漸現代化而消逝。他尤其對可能具有醫藥用途的植物很感興趣，例如原住民使用的箭

毒，就可能可以做為手術用的肌肉鬆弛劑。他說他在二戰剛爆發時離開了亞馬遜叢林，但才剛出來

沒多久，美國政府就要求他回去叢林尋找橡膠樹，這是因為戰爭切斷了南太平洋橡膠種植園的供應

鏈，而國家又極需天然橡膠來製造軍用飛機的輪胎。 

這門課需要繳交一篇學期報告，我決定將這個作業與我對莎士比亞的興趣結合，以在莎士比亞戲劇

中，植物製成的毒藥作為主題。哈佛一直有個普遍認可的原則，那就是如果學生能證明一個慧眼獨

具的觀點有理，這個觀點就會得到認可，而舒爾茲很歡迎我做這個主題。我完成這篇報告後，他邀

請我在他編輯的植物學期刊《經濟植物學》(Economic Botany)上發表這篇報告。我得到了難得的機

會，有幸在接下來的兩年中與他一起工作，一起修改潤飾這篇報告以供出版，但其實舒爾茲會同意

我的主題還有另一個原因。 

他向我透露，他最近在學系圖書館的一排書後面，發現了大量 19 世紀以莎士比亞劇中的植物為主

題的畫作。他說，前任館長歐凱斯·艾姆斯（Oakes Ames，1923至 1945年擔任植物博物館館長）去

巴黎旅行時，在塞納河岸的一個書攤發現了這些畫作，便全部買了下來，捐贈給我們博物館，而之

後顯然是把這些珍藏品放在書後給忘了。  

 



 

 

 

 

 

 

 

 

 

 

 

 

 

 

 

 

羅莎·湯恩在《莎翁的植物之學》(Plant Lore of Shakespeare)的畫作 

羅莎·湯恩作，愛德華·塔波攝 

 

羅莎·湯恩（Rosa M. Towne, 1827-1909）在 1888年至 1898年間繪製了這些畫作，收錄了莎士比亞

在其戲劇和長詩中提到的所有植物。在該畫冊的序言中，她寫道，她盡可能使用「活的植物和樹

木」作為繪畫的原型。她在每幅植物插畫的旁邊，都引用了莎翁作品中，提到這些植物的一段話。 

該系列共有 73幅畫作，囊括了 182種植物，她的描繪在植物學上準確無誤，畫作大多是以這些植物

的花朵、漿果或果實為主體。當莎士比亞在作品中用一段話描述兩三種植物時，她會把這幾種植物

畫在同一幅畫中，巧妙地組合，但分開足夠空間能欣賞每種植物的美。她有時也會將不同戲劇中的

植物結合，比如冬青樹和槲寄生，這可能是因為它們都是常綠植物，而且都會讓人聯想到聖誕節。 



 

(1)冬青樹 

《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第二幕，第七景 

(2) 槲寄生 

《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 第二幕，第三景 

羅莎·湯恩作，愛德華·塔波攝 

 

舒爾茲深受這些畫作吸引，他決定找出版商來複製這些畫作，裝訂成高質感的書。在接下來的幾

年，舒爾茲向我更新他尋找合適出版商的進度，這比他所預期花的時間長很多，他經常在出差或旅

遊時和出版商會面，包括去英國旅行時也是，他認為在英國最有希望找到合適的出版商，但他仍然

找不到符合他認為這些畫作應該得到的高品質出版。 

最後，他終於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找到了一家符合他期待的雕版印刷公司，這家公司在試作

中，證明他們能夠以又厚又能達到藝術品質的紙張，製作出這些畫作精美的複製品。但即使在選好

出版商之後，製作過程還是費了很多心力，更耗時數年。終於在 1974 年，限量印刷了 2,500 份，

並將其取名為《莎翁的植物之學》出版，其中數百本提供給植物博物館的禮品店販售，也有以未裝

訂的單張畫作出售。這些販售的收益供給博物館內的圖書館作為購書基金。 



1974 年，舒爾茲邀請我參加這本書的出版派對，派對在賓夕法尼亞美術學院舉辦，因為羅莎·湯恩

曾是那裡的學生。在出版派對上，我第一次看到這本書的實體。這本書是大型皮革裝訂的對開本，

有 15英吋長，這種格式在現代並不常見，即使是藝術畫冊也很罕見。但是對開本的形式特別適合與

莎士比亞有關的書，因為他的劇本合集《第一對開本》(First Folio)收錄了許多其他副本沒有的作

品。因此，就像莎士比亞的對開本保存了他的戲劇一樣，湯恩的對開本將這些畫作從陰暗中拯救出

來，確保未來世代可以欣賞。 

  

(1) 桑椹 (2) 櫻桃 

維納斯與阿多尼 (Venus and Ado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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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歐凱斯·艾姆斯(Oakes Ames) 發現湯恩的畫作，還是舒爾茲重新找到這些畫作並以書冊形式

將其出版，他們都是未來莎翁研究的文化拯救。這本書展示了莎士比亞在植物學上知識的廣度；將

莎士比亞熟悉的 182 種植物做成了手冊；也列出了這些植物的俗名和學名。這本書是有史以來第一

個完整提供植物學上準確的莎劇植物畫冊，幫助學者和評論家可以形象化莎翁在劇中提到或是給予

重要角色的植物，藉此一窺莎士比亞在創作這些作品時，心中想的植物是什麼樣貌，比如哈姆雷特

的叔叔殺死哈姆雷特身為國王的父親時，所使用以植物製成的毒藥。 

我自己也很想擁有一本《莎翁的植物之學》，但它當時的售價是 1,000 美元（等於 2021 年的 

5,200 美元），這遠遠超出了我的負擔能力。幾年後，我應該是向舒爾茲表達了這個願望，他表

示，如果我捐款給博物館，他就給我一本。在他把這本書寄給我之前，我請他在書上題字。他的題

詞，於 1981 年 9月 16日：「莎士比亞對很多人來說有著不同的意義，而對植物愛好者來說，他是

位大自然的崇拜者。」 

愛德華·塔波(Edward Tabor)是一位醫學博士，他在肝炎病毒、肝癌和腸外營養的學術上發表了大量

著作。他現居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