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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大家晚上好。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是李爱莉，我叫李爱莉。来自于那个中

科院植物研究所，我从事这个植物科学画的这个工作已经有十七年了。但是同时呢也会承

担一些，科普展览设计的工作。那个我做了这么多年会有一些心得体会，也不能说经验丰

富吧。所以今天很感谢，中国国家地理大讲堂，这个平台让我能够跟那个来宾朋友们分享

一下我的工作。也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大家能够对我的工作有一个指导，让我在以后的工

作能有更多的灵感和提升，谢谢大家。那现在就开始吧！ 

    这个标题呢，是我们经过商量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把这工作，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

这个工作还是很神秘的嘛，所以我觉着就是告诉大家一下这个东西并不难。今天的报告分

四个部分，画植物科学画难吗？因为，为什么我分这四个问题呢，就是我在工作这么多年，

经常会有人问到这四个问题，所以我归纳了一下。就这四个问题来展开来说一说我的工作，

难不难。不难，但是也非常难，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不难啊，因为如果有一点点的

这个，绘画的基础，受过一点点的绘画方面的训练，入行就非常快。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把

握住这个，植物的科学特征。说它难也是因为如果你画出优秀的作品是非常难的，这肯定

是需要扎实的绘图功底。另外也要最好是掌握一些植物方面的知识， 

    另外这个做这项工作，我觉着最难的就是寂寞。你一定要忍得住寂寞，因为它是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那种重复的劳动，而且是非常枯燥的。这种压力和寂寞感是，我觉得是一

般人是忍受不了的。我们看几张图，就这个植物科学画的画法来说，并没有特别多的限制。

也就是说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手法，什么样的风格。用什么工具实际上都是可以画的，我们

看这张图，这张图就非常简单。那它肯定是把它的科学特征，这个作者的要表达的科学特

征肯定是表达的非常清楚了。 

    这张呢我们看可能不太清楚啊，它实际上就是对标本的一种描绘。那肯定也是科学特

征肯定也是非常准确无误了，这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张图大家能看出来，它是比较

粗糙。画法也是比较粗矿，然后这张要拥了一些要美一些。如果从那个艺术欣赏的角度来

看，可能是除了它的，它的科学价值肯定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既然能够发表，它肯定是

把那个作者，所要传达的这个物种的科学的特征，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楚。包括审稿的专家

那里也通过了，所以他才能够发表。 

    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增加了一些艺术的欣赏性。这两张也是同样是科学画，但是

画的就比较复杂，更深入一些。那我们就是这几张图，从那个这是不一样的绘图作者。就

是从风格上，从绘画的水平上，是参差不齐的。但是呢，它肯定把这个每个作者，这是几

篇文章里头，摘出来的图。也就是说，每个绘图作者把这个哲学专家所要表达的，科学特

征，肯定是表达的准确无误，才能通过才能发表。所以说它并不难，对不对呀。 

    这是我的两张图，同样是我一个人画的。为什么就差距很大，做个例子，你看这个是

一个蓝棵的图，这个是一个那个骡子植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当时画这个蓝



 
 
 
 

 3 

棵这是植物志上的一张图，是非常着急要交稿的，然后我有非常少的时间，要花几十个种

那怎么办？是完全不可能达到我期望的那种艺术的水平的，那我们之间就跟专家就有一个

商量、讨论。最后就是把它的特征表达出来就可以了，然后不需要太加工。他还非常满意，

然后这张呢可能，看一下以为是一张素描作品。实际上它是难的地方，是在于。我这张图

用了一个多月，时钟在这张图上，在工作。因为这张图草稿就画了三十多张。 

    什么原因这张图的草稿我们留在档案了，是什么原因。因为骡子植物它采集就非常困

难。比如说特别高，或者是那个不容易到达那个地方。到了那呢，不一定有球果。他们采

集的标本有球果，只有一个。但是它是炸开的，你知道这个骡子植物的球果，它一旦过了

成熟期以后，它就开始干燥。是炸开膨胀开的，那我们就要把它复原。它又没有照片，我

们要把炸开的球果。炸开的球果可能这么大巴，但是我们复员以后要复员到这么细的。就

是而且那个它的那个采的那个标本上，这条上只有一个球果。那这个专家们，需要画四五

个球果。它这就牵扯到一个重力学，各种东西反正是前车东西很多。反反复复修改，最后

这张图正稿也画了一个多月。草稿就花了 30多张，所以说要看到这一点还是很难的啊。这

就是会碰到一些你想不到的难题，这个也是我画的，这是我画的最简单的一张植物科学画

了。它也是植物科学画，但这是作者的要求。他要求我用这种办法，就像符号一样把它给

表达出来。他需要的就是这种简明扼要的，需要说明他的这个科学的特征，或者他索要说

明的科学的问题。 

   所以说看了这么多图，就把各种类型的图放在一起来看。植物科学画难或者不难，我想

大家自己就可以判断了。那植物科学画 看了这么多图啊，它那个始终是有一个问题是最重

要的，需要我们绘图者来吧我的就是它的科学性。科学性无论你画的好与不好，用什么样

的风格，细腻不细腻，用什么样的笔。但是你一定要基于科学的基础上，会使用一堆的科

学技术来限制。在那个，再举个例子。在那个 02年，2012年我们在所里举办了一期植物

科学画培训班。因为当时主讲老师只有我一个，我们这是三天，有一天半的时间是一个让

学员去试着画一画。当时就找了 20个人，这 20个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几个是有这个植

物学的背景，同时呢他又喜欢画画有一点点的绘画基础，这是能看出来的。还有几位是有

植物学的背景，但是他完全不会画，希望同过这次培训班，对画植物稍微有点了解。 

    还有几位呢是，有这个他从事的就是。绘画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他是画画方面的专

家，然后他想了解植物科学画是怎么画的。还有几位是两者都不沾，但是对两方面的内容

都感兴趣。这个就很有意思，那么我们当时选了一个正在开花期的铁梗海棠（音）因为我

们那个所里，就有这个植物。就采了一对的这个带花的这个枝条，来给大家来那个作为素

材，来写生。这个是中国植物志上的，对这个作品里面也叫铁梗海棠它的这个科学描述。

这个科学描述在我们绘图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都是专家提供给我们，作为我们

那个观察植物时候的一个依据。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又给学员找了几张参考图。 

    这是植物志上的图，我们看也是非常简单。是吧。这是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上的图，也

画的比较简练。但是这两张图为什么它可能会比原作更显的更粗糙一些。是因为印刷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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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比较久远，然后纸张的问题和印刷技术的问题。原作可能会比这个要精美一些，要细致

一些。特别是这个中国植物图鉴。已经几十年的书了，图版又小，所以复印出来可能就成

这样了。原图很多原图都找不到了，丢失了。那这个是我们提取的标本，从我们标本提取

的铁梗海棠的标本。每个人忍受一份，让大家去观察标本。同时再观察活植物，那我们又

拍了一些铁梗海棠的照片一批照片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领大家到实地看一下，实际上我

们平时画图是没有这种条件的。就是说你能看到活植物是没有的，然后这些彩色照片也作

为学员回到课堂里头，写生画植物的时候一个参考。 

    效果怎么样，就是三天的学习。其中一天半的这个绘图，效果是远远超出了我的这个

意料之外，非常的好。而且每个人都拿出了一个作品。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作品好吗？都很

不错是吧，就是这里有两个学员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这个张云海左边这张，张云

海这这个叫杨拓。他们两个都是学植物学有植物学的背景，然后呢他们俩的区别，他们俩

自己说，从来没有握笔画过画。特别是杨拓我就感觉很奇怪啊，他确实是很聪明。他也是

我们那个正好是我们所的，我稍有了解。他非常聪明，我不知道是他天生领悟能力就特别

强，还是说他曾经也无意识的画过一些东西。虽然没经过这么培训，可能也多多少少画过。

他这张画一天半的时间，画到这种程度让我感觉到非常惭愧。因为他这张画已经完全达到

了出版的要求，而且他有植物学的这个背景。他会下笔非常的有的放矢，而且是非常的精

准。他知道哪个位置是需要我去着重表达的，哪些地方我是可以放一下的。 

    而且他这张画你看，有他自己的风格。风格非常的明显，那这张云海这张和这个前面

这个崔青国这两张图。这两个学员，是那里头可能是。绘画功底是最差的，也就是说。开

始画了他连笔怎么入手都不会，然后在再三的鼓励下、启发下他们也画出了一个东西。他

们俩的区别在于，张云海胆子非常大。他虽然不会画，但是他很猛。无论画的对不对，他

敢去画。那画完以后，因为他有植物学的背景。他会把一些，他会像记笔记一样。就像在

野外记笔记一样，把这些东西都交代的很清楚，然后这个如果说。作为发表他想自己画一

张图，我觉得他这种水平是完全可以为自己的文章去配图。 

    只是说你再画的更细腻一点，因为他知道怎么去把他的东西表现出来。就像是一个旅

途的一个笔记一样，那这个崔青国呢他画的时候，画到最后特别一些细节。一些花的时候

他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就放弃状态。所以画画要胆子大，那就是这个咱们第一

个问题，就是难与不难。通过这个学习班最后达到的效果，我就发现很多人，是没有意识

到自己有绘画天分的。就像正如是很多人画画，学画画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没有绘画天分。

这个就很有意思是吧，然后你看这个难与不难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判断了。 

    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我一直就是比较欣赏一些自己拥有植物学的背景，同时他又会

画一点画。这样的人他画出来的东西是我达不到的，为什么呀。因他们面对的可能就是一

个类群去研究，或者几个类群去研究，他研究的非常透。那么他画的时他就画的特别的深

入，特别的到位。我呢是面对所有的类群，我不我我下一张图画的是什么棵什么属。那我

在短短的一周或两周的时间，我不可能从另外一个棵属里跳到这个棵属画，他就搞的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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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所以很多时候我感觉，我观察到了，我把他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但是对我个人来

说，对这个棵属还是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就还没摸透，没看透这张图工作已经完成了。

就有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这个咱们看下面这张图。这个是吴征义院士，是咱们那个植

物科学，植物科学界的一个泰斗级的人物。然后他在 1945 年的这个（16：33）本草图谱里，

画的这个（16：35）我觉得太好了。因为老先生不光是这个科学上的这个成就，他这个艺

术上的造诣也是非常深的啊，深厚的。他画的东西我看都不用看，我觉着绝对是非常好的。

就科学性来说，肯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后艺术性来讲，我觉着也很棒。 

     这个呢是况可任研究员，一是职务分类学家。然后他也是在这本书里有一张图，他我

觉得他的绘画功底塑造能力，比那个吴院士还要强。这个以上咱们就说的就是咱们第一个

问题，由大家自己来判断它难还是不难。那就是说你会一点点的画，会画一点点的画。哪

怕你就去描，去（17：40）去描标本。然后去描照片，但是呢前提是你一定要注重它的科

学性。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想从事这一行。一定要多少学一些植物歇方面的基础知识，

非常有帮助。科学性一直在说科学性，那它的重要性，咱们再占开来说一下。这个《本草

纲目》大家都知道的，你看上面的图。我觉得这个图，肯定是因为在那个年代，肯定除了

用笔来记录植物的形态，没有别的办法。那这个图非常简单，就相当于在，在那个野外采

集标本的时候匆匆的画了一张小笔记。 

    但是就这样简单的图，对人们去拿着这本书，去识别植物在野外识别植物。肯定是也

是非常珍贵的资料，这个你看也是很久远的图。300多年前的，但这张图不用问。因为看

肯定是非常画的非常准的，这个也是更年代更久远了。他画了这个白头翁，一看就是白头

翁，是吧。那这个，这个画的准确的例子。咱们举，像的例子举几个再举几个不像的啊。

可能是稍微有点极端，但是就说明一个问题。如果不像，会产生什么后果。你看这个左边

这张图，他画的是贝姆。那右面是这个活体植物，他错在那儿？就叶脉，叶脉是平行叶脉。

然后这个就完全错了，如果说拿着它去识别植物，肯定会采错的对吧。 

    这个就是虽然稍微极端了一点，但是咱们就是说一下。这个简直就是写意是吧，然后

也是一个。虽然我们创作当中，不会出现这么极端的情况。就是咱们就反差不会这么大。

但是我就说，咱就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因为他这本书也是植物标本集里的图。 

    它是跟科学是沾边的，所以如果画的。把荷花画成这种程度，可能谁也不会认识荷花

对吧。这个我们在那个工作当中，也会对这个一些错误的图进行修改。有的时候自己的图

也会反过去修改，这种错误会发生在。它的发生的原因有各种情况，比如说有的时候那个。

有的时候是专家观察有误，这情况还非常多。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还会帮助专家求纠错，

不止一次了很多次。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说那咱们看这两张错图啊。左面这两张是已经出版了的，

书上的图。那我们后来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要用这个图再用一次。这位专家他负责这

个棵属的，他犯下错误了。你看上面的错误在哪，毛上是吧。这是修改过的，就加了几笔

你看。没有毛，原图上没把毛画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这张能看出错在哪吗？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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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这是修改过的图。在叶的这个基部，看出区别了吗？叶的基部，看。这对它们来说

是非常的，可是。可是如果说那个有些东西，专家不把关的话，我们可能一时不到，这个

是很重要。 

    咱们现在讲就是第二个问题，植物科学画和艺术作品有什么区别。这也是这么多年，

不止一次有人问到我。那么植物科学画呢，就是是科学的，是严禁的。我们所有的创作，

都要以这个一系列的科学数据，来作为基础来画的。那艺术作品呢，它就可以天马行空的

去创作。甚至有的时候画的是概念，是情感。有几组图来对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

能一目了然了，左边就是一张国画。右面呢是科学画，那对科学，对科学画来说。这个植

物的的外观，它属的形态可能已经不是区分它种种之间的，区别的主要的特征了。它需要

的是细节的变化，来区别。 

    这个是一张水墨的这个松属也是，这个是我画的雪松。这个专家呢对这张，对这张对

个种我画这个种的时候。他的要求就是，并不是我要画成这样，是他的要求就是你要画出

老枝嫩枝这个，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主要特征。还有这个针叶，每一组针叶什么状态、规律。

每组针叶的数量、长短大小然后，对不起啊。还有这个球果，球果上的这个每一片种林。

它生长的规律，它是有多少片，然后我们画的时候是要打格子来画的。这格子如果没打对，

这格子很难打，这格子如果没打对。画的是绝对不会像（24：16）的球果，而且肯定是不

对的。包括这个针叶多生的位置，它每组针叶它有痕迹。这个叶痕，都是螺旋装的。它是

这种生长，有这种生长规律。这银杏，这是一张油画。那这个也是专家要求我画的这个银

杏。他不认为银杏的这个一些解剖的东西是主要特征。他认为就是比如说，枝条的这个质

感、纹路。那这个球果的着生的位置。这个柄的长度还有这个叶子的每一组叶子的着实状

态，那我们在构图的时候看着很简单对吧，你们在构图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又要自然。让

复原，让它符合。同时呢我们又在构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所有的主要特征。都让它露出

来，这是芍药。左边是国画芍药，右边是我画的这个芍药。 

    芍药呢花虽然漂亮，但是花并不是我们植物学上，来区分这个物种的这个主要的特征。

所以花瓣我们都不要画，它主要特征是在它的新皮上，新皮的数量。形状大小，还有这个

花萼的变化，花萼的形状的变化。以及这个根还有这个叶，叶形它的分裂状态。叶子的尺

寸，这些是要表达出来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植物科学画是否可以被替代啊。这个问题

也是，可能是很多人都关注。包括我第一谈上班，然后有人跟我讲了，我将要从事的工作。

我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就是，照相技术、扫描技术和电脑的这个修整技术，为什么不能取代

它。然后这位是洪德元院士，他现在目前在负责这个。泛喜马拉雅这个植物，这个项目也

很大。大概要十多年应该是五十多本，然后刚刚起步没多久。我们现在主要是负责这套书

的插图工作，然后我们俩有一个争论。他认为是不可替代的，但是我认为是可替代的。然

后那好吧，我就去找证据啊。找到证据了是吧，你看在这个（27：13英文）这个发表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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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作者用的就是标本的图，来说明它的科学问题。右面这个作者呢，是用照片和手绘的

图，结合来说明它的科学问题。那这两张图是不是足以说明，它是可以被取代的对吧？ 

    听众：对。 

    李爱莉：然后我这个，就拿着这样的图我就跟那个，几个专家请教。请教我说为什么

你们不愿意直接拿标本，我会处理的比这还好。我会把它解剖、会把它照出来。然后为什

么不行？他，他第一句话就是说，还是植物科学画漂亮，但是后来经过我们就是进一步的

讨论。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物种。并不是所有物种，适合用这种办法来表达。很多

物种是没有办法用这个标本，或者照片来表达清楚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那人为呢。

人是灵活的，我们人是可以把它各种观点，用人的手和眼去把它画出来。 

    我们平时工作就是这种太，看着标本来画。那咱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它是不可被替代

的。这个呢是我接到的一个任务，叫杨乳是挡麝鼠的，然后标本我拿到的标本就是这样子

的。这是它的栱，这儿是它的花。就能看出是藤本啊，然后呢这个专家就是。这个就是红

院士的书，他当时跟我说。这里头有个胎盘，这个胎盘呢将是它整个（党参属）去区别种

与种之间区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但是因为他手里的照片，都是他们野外采集时

候拍的。或者是他自己拍的，他用他的语言向我描述。什么是胎盘，在什么位置什么形状。

无论他怎么描述，我都不清楚。我都不知道这个胎盘在哪，但是它又很重要。我当时就觉

得我不能，我无法想象我就无法画出来。也是一个契机，我正好听说在北京的这个，那个

北边的什么？北边的什么区了？不是昌平，密云。密云有一个山上，就有那么一小片，说

只有这一小片。我们单位有一个采集标本非常有经验的人，他说只有那有一小片的杨乳和

党参，我们就去了。在它花期的时候去的，八月份。然后我看到了这东西，就是这个。 

    我就很激动，因为我看到活植物的机会特别少。然后我就，就地就把它解剖了，又拍

照我又做记录，做各种数据的记录，测量、然后呢包括里面这个胚珠的着生状态，我都有

一个观察。实际上这个还是不成熟的，但是我即使不成熟，我也知道那红先生想说的是什

么了。所以说我就把这些东西，就拿回来了。同时呢我又带了一个泡花，带泡花跟叶子。

这种泡花的它这个液体是配好的个，别人配好的。大概是酒精和什么东西一起配的啊，它

可能是不是有点像福尔马林一样的不知道啊。然后呢你看这好几年了吧？然后我前两天把

它拿出来拍照的时候，它还非常好。它就是除了颜色已经掉了之后，它每一个例题的特征

都在，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但是为什么好多人，他不能提供给

我这个东西。几乎就没有，我可能工作十七年，大概只有两个人听过这个泡花。因为在野

外采集的时候，它是一个团队，大家呢是有时间限制和有任务限制的。 

    每一次出去他可能要采一千多种，或者几百，几百上千种的标本。然后因为气侯的原

因，因为时间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或者是拍摄者的这个摄像技术问题。因为

拍摄的人，不可能是专业的摄影家。他都是一样植物学方面的专家，然后因为各种因素。

还有一种原因是，他当时采的他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新东西。或者我回来要把它做文章

的，匆匆忙采了。匆匆的拍了照片，然后拿回来了。那这种泡花是不可能。把所有的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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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的东西，全都用一个一个的小瓶子给它泡上，标上标签拿回来。这个工作我一直希望

他们去做，然后因为这个很珍贵。但是似乎不太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太可能啊。

那最后我就把这个杨乳就画出来了，虽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对它创作的太多。但是

红老师对这个洋杨乳他非常满意，他认为就是这就是我看到的杨乳的状态。包括这个解剖

图，包括这个胎盘。不是胎盘，这个叫花盘。花盘就是这圈东西，说了半天实际上这个能

不能看清楚，就是这一圈凸起的。为什么看不着在标本上？因为它是肉质的，水分特别大。

然后拿回来以后采回来以后把它压制再烘干。颜色再一失去，根本就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什

么样子。 

    如果我没有看，我看了这个活植物以后。那么接下来这一个属的东西，通过标本通过

泡，我就能慢慢的分析出来，通过各种迹象，微笑细微的变化。我就能分析出来，再加上

红老师的一些描述，我就能分析出它的胎盘到底是什么形状。什么位置，就不会有太大的

出入。那这张你看，这张图就红先生就非常高兴啊。他就把这张图要过去，也用在书里了。

因为他认为这个解剖包括这个拍照角度，特觉着非常能表达他的科学问题。就是说这个东

西他们在野外就不去做，是因为没有这种条件。还有一种可能大家也觉着这个绘图人员是

万能的，我说了你就能表达出来，我费那劲也没用。就是关于拍照，咱举一个虽然不太恰

当，但也能说明一点问题的一张图。这也是那个党参，不是芍药，芍药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刚才说的。新皮啊，新皮。你看这可能是因为拍摄的技术或者什么原因，他不会把所有的

细节都拍清楚。总有虚有实，它有个写生问题。 

    那我们肯定会处理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手里就没有问题了。当然这个还是一

个比较大的植物，有的那个物种花非常的小。有的花可能你肉眼都看不到，我们也要去解

剖。那它在野外根本不可能把它拍摄下来。只能拿回来用标本去复原，去一点点分析。所

以说这个无论是电脑的这个，技术。解剖镜、还有这个扫描仪或者照相。这所有的现代化

的技术，高科技手段，对那个科学研究和对我们绘图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确实取

代不了手绘的植物科学图，再讲一下我们这个，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在接到一个任务的时候，跟专家的探讨是非常重要。这种交流非常重要。就是我

如果我工作了十七年以后，我基本上了解，就是每个专家的脾气、性格是不一样的。他向

我交代任务的时候，就跟这个有关系。有的人会交代的非常清楚，你不用问。他甚至会有

一堆的数据，甚至于草稿，有个自己的小草图，一个示意图拿过来。那这个工作就会进展

的非常顺利，但是有的专家呢他就粗之大意，他会几句话教给你就走人了。那这个怎么办？

我就要抓住他去问。问一些他没交代的，但是我认为肯定会有问题的一些细节。这样就避

免我会有重复工作，会浪费一些不必要的时间。然后就开始解剖植物，观察植物，解剖植

物。再绘草稿，画草稿。然后草稿阶段是周期比较长，因为要经过反复的审核修改，再审

核、再修改。最后草稿没问题了，才能画正稿。正稿完了以后还要再审核，再修改。那这

个周期一般最起码得一周以上。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很多专家他会有问题。你给他交草稿

的时候，没问题完全没问题画吧。但是我正稿一出来，一点没变，就是画出来了。问题就

大了，那这会儿修改就非常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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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我画了一个。我忘了是多年前，画了一个什么植物。当

时沟通的时候我现在回忆，可能是我没有问到。你这个植株它是直立的还是匍匐的。我理

解的因为它从标本的样子来看，它是直立的。它都是展开来压制的，那我画的也是直立的。

但是好笑的是呢，这个草稿给了他，他认为也没问题。那好吧我画正稿，等正稿也给了他

以后，全都 OK 了以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反馈过来修改意见说。植株错了，它是匍匐

的。但是这个就其实要重新来画了。所以这个就是说不能对专家要求太多，我们要去适应

专家。 

    适应我的专家的特点，把对我工作需要能问到的问题，一定要问清楚，这也特别重要。

那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工具基本上分两类，一类呢就是解剖的工具。解剖工具这个是简单

的，我们现在用的都比较好。那个能拍照的，这样就能把一些解剖，当时解剖的东西做个

记录。然后守镜呢是随时观察植物，你就不用开这些大机器了。然后这些解剖针，解剖刀

包括尺子培养皿之类的，大概也就这些东西吧。绘图工具没有什么特别的，有的人喜欢用

钢笔画一些墨线图，用墨汁画一些墨线图。有的人呢喜欢用铅笔，还有人喜欢画彩色的。

然后这个完全根据个人喜好，但是画出来的图，在后期制作这一块会有区别。比如说墨线

图，你要把它做成电子版容易一点。直接扫描平板扫描就可以了。如果画成比较精美的素

描图，细腻的那你平板扫描就会过滤掉很多东西。你要起码要垫分或者是是不是摄影技，

摄像技术也要好一些。不然你就是你的功夫做出来了，实际上印刷技术就是丢掉了很多。 

    彩色的也一样，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在后期制作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也结合着用一

些。数位板来画数字图，这个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如果你掌握了这个绘图板，使它像那个

手绘一样。得心应手这个图直接生成的就是电子图，而且修改也容易。如果我画铅笔图的

话，我基本上这几个工具就够了，就能把一张图给画出来。工作状态可能大家想象的基本

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 99.9%都是这样的。因为在野外看到你所需要的画的东西，它也可

能产自于南方深山里。甚至国外，然后看到的肯定都是标本。是很少有机会看到活体植物，

如果有这种机会。那就是那个加班熬夜都愿意去做。那我们这个拿到标本以后，可以把专

家需要你画的一些细节，取下来。用热水把它泡软，泡软以后呢。在镜子里头观察，观察

的时候做一些笔记。甚至直接把草稿画出来，现在这个解剖镜又带着照片，又可以拍照。

把这个当时你观察到的东西拍下来。留做一个记忆，因为人的记忆力是最不可信的。就是

说，你当时观察了，看到了的东西。那么你拿回去以后，很多细节你画到细节的时候。立

刻就糊涂，一些细微的东西。所以给它拍下来，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在那个，随便找了

两张，就是在解剖镜下，拍下来的东西的一些细节部分。我会根据我的需要，把各个部分

都做一个记录。 

    那这个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上正稿的时候。在我来单位之前，很多老先生（42：46）

来拷贝这个要。可能也是因为工作紧张，因为更早些的老专家。他是用毛笔花的是一根像

白棉花一样的东西，在纸板上画很精美。后来可能是因为拷贝不太容易，然后加上当时这

个任务非常紧张，为了提高效率。他们就用磷酸脂来拷贝用钢笔来描，直接来描那个草稿，

提高效率。那这个是拷贝台，这拷贝台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那如果说那个数位板就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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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了，加一个图层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画正稿的状态，最后一步实际上应该是最

快乐的一步。就是你把很多很多的困难，科学问题都搞清楚了。也给他画出来了，上正稿

这一步，塑造这一步。实际上可能是这个整个工作当中，我感觉有乐趣的一步吧。比如说

这个是我画的一张草稿，这个正稿就几乎没什么变化，也没什么问题就画出来了。 

    这个再来看一些我的图吧，也是可能有些人会问。为什么看了都是黑白的图啊，因为

除去你自己，喜欢去创作以外。我们工作当中，对彩色图的要求，几乎没有。我在这十七

年当中，几乎没有碰到过，这个可能是个人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它的制作成本和它印刷成

本要低。作为科学读物来说，它降低成本很重要。再一个呢是彩色图谱相对来说，画的周

期更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难题，所以基本上都是黑白的。这个就是看一些这个我画过

的图板吧，就是也希望大家能给一些指导啊。能让我有一个提升，就是下一步该怎么去做。

这是这个是那个，这个是什么了。摩根苛勒，不是摩根苛勒这个叫。这是什么想不起来了，

这两个也是党参。不是，也是那个什么，芍药。留子植物，这有一些都还没有发了。有些

图还是还没有完成，那么我们画的这些图。它的用途主要是，科学方面的用途。主要是一

些科学的植物学的专著。另外还有一些新植物发表，那也会有一些用在一些科普读物上。

科普读物上相对来说可能对科学性的要求，要稍微低一些。作为科学，科学植物科学的专

著的图。那我以上讲的，就是这种要求，也是比较枯燥的。我讲的是不快了点儿，这就讲

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