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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保护故事

步入展厅，由华南国家植物园植

物科学画画家余峰绘制的 《杜鹃红

山茶》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之一。

画面上， 形似山茶的红色花朵大而

艳丽， 形似杜鹃的革质叶片边缘光

滑，正面浓绿色泛着光泽，背面则覆

盖白霜， 画面一角还专门单独绘制

了花瓣和花蕊的形态， 以便观众精

准了解植物的全貌。

伴随着讲解，中国特有种、国家

一级保护植物———杜鹃红山茶的故

事被娓娓道来。 杜鹃红山茶野生种

群数量稀少， 上世纪

80

年代被中国

植物学家卫兆芬教授首次发现并命

名、发表。 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山茶属

280

多个原种中唯一可以月月开花

的物种， 弥补了山茶属夏季和秋季

不开花的空白， 为培育四季开花型

茶花提供了重要种质资源。

然而，由于生境愈加恶劣、人为

破坏和自身异花传粉繁殖难度大等

多方面原因， 野生杜鹃红山茶一度濒

危。 于是， 科研人员经过严谨的调查

研究， 通过“就地保护—迁地保护—

回归—商品化生产” 综合性保育体

系， 建立遗传多样性资源圃， 繁殖大

量苗木用于野外回归， 扩大生长区

域， 避免未来全球气候变化时， 原产

地的野生植株可能因不适应而灭亡的

情况。 与此同时，利用嫁接、扦插、组

织培养等方式规模化生产苗木供应市

场，促进杜鹃红山茶的保护和利用。

如今，植株美观、四季开花的杜

鹃红山茶已是园艺界的宠儿，成为南

方园林中的常客。 人们还利用它独有

的四季开花的基因， 培育了多种四季

茶花品种，广泛栽植于园艺观赏。在科

研工作者的努力下，曾经“藏在深山”

的国宝植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地域辽阔、山川纵横，植物种

类丰富， 通过画家精准描绘珍稀濒

危植物的生活状态、 生长规律与形

态特征， 跨越时空地将它们描绘在

画纸上， 有助于让更多人了解这些

珍贵的植物并唤起人们对于植物和

大自然的热爱。

凝聚画家匠心

有了越来越先进的摄影技术 ，

“植物科学画”还有没有意义？ 这或

许是很多人的疑惑。 但对于专业人

士来说， 摄影拍摄到的往往是植物

的某个瞬间或一个侧面， 但植物科

学画却能够在一个画面上同时呈现

出植物的所有关键特征， 这一点无

法被摄影所取代。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植

物科学画对于准确性的要求很高 ，

不仅要保证植物的不同部分严格按

照比例如实绘制， 还要求画家以构

图巧思保证整体画面的美观和平

衡。 因此，画家需要在仔细观察的基

础上深入阅读文献资料， 了解这种

植物的生活习性、生长环境，与相近

种进行对比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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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 年轻的刘运笑从广

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后， 进入

华南植物园（现华南国家植物园）工

作。 国画专业出身的她有着不错的

白描功底， 但刚开始接手植物科学

画工作时， 不少特殊之处依然让她

感到有些“懵”。

对植物科学画画家来说，难的往

往是从标本“复原”。 很多时候，植物

学家在野外采集到的植物， 等送到

植物科学画画家手中已经是干瘪的

标本———植物失去了原本绚烂的色

彩，花朵叶片都被压得“粘”在一起，

想象它原本鲜活的模样并不容易。

刘运笑介绍， 拿到干标本后，画

家通常会先采一朵花或一颗果用水

煮，使其恢复舒展。 由于植物科学画

需要展示细节解剖图， 因此画家不

仅要持画笔，还要善用解剖刀，把植

株解剖后放到显微镜下， 仔细观察

花丝、花梗、子房等结构。

植物哪里有托叶和腺点，长的是

刺毛还是茸毛， 植物的叶柄、 花朵的

柱头和花药等有多长， 是否有特殊结

构……一个个看似枯燥的专业术语，

正是让植物从看似不起眼的标本，重

新在画家笔下变得丰盈的关键。

画出生命活力

回顾中国近代植物科学画的发

展历程，《中国植物志》 是一个重要

转折点。 大规模绘制植物科学画是

为编纂《中国植物志》而生的，这项

提出于上世纪

30

年代、 工作延续到

2004

年的植物“人口普查”为中国植

物学界贡献了

160

多名植物科学画

画家。 他们绘制了

3

万多种植物，完

成了这部植物学巨著。 但随着《中国

植物志》的完成 ，他们或转行 、或退

休，如今专职的植物科学画画家估计

不到

10

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植物科学画

的凋零。 现在依然也有不少爱好者

和“新生力量”在关注植物科学画。

参展的“

90

后”画家覃舒婕本职

工作是国家植物园的科普讲师。“最

开始我只是想要记录下身边这些植

物的变化。 ”她谈起自己开始接触植

物科学画的契机时说 ，“后来发现，

绘制植物科学画不仅让我增进了对

于植物的了解， 画出的植物也更直

观，有助于科普工作的开展。 ”

为了更精准地描绘植物， 覃舒

婕通常会先将所要绘制的植物进行

拍摄，然后再对着照片一点点观察、

确认其植物学特征并完成绘制，同时

还要尽可能排除环境因素和植物个

体差异导致的特殊性状，寻找到所绘

植物特征的“最大公约数”。 完成这

样一幅画，需要花费她一个多月的时

间。 然后，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

她对所绘的植物有了更细致、更生动

的认知和了解。

覃舒婕还分享了一次“返工”的

经历。“不同于静物描绘，植物是有

生命的，在不同时间点观察到的植物

形态并不一样。 ”覃舒婕回忆，“有一

次我拍摄、观察的时机晚了一点，花

朵的雌蕊柱头已经授粉膨大了。 当

时的我经验不足， 看到什么就画什

么，结果越画越觉得不对，于是又去

查阅资料，向专家请教，最终改正了

这一错误。 ”

“从一个小白，到掌握素描基础，

再到用钢笔绘制，对我来说已经是很

大的进步了。 ”一名植物科学画爱好

者这样总结自己

2

年来接触植物科

学画的经历。

“坚持”，这也是很多植物科学画

画家和爱好者共同的心声。 在网络

平台上、线下交流中，爱好者相互交

流、切磋，还有不少人带着自己的孩

子一起参与，从小培养孩子对于大自

然的热爱。

中国近代植物科学画起步至今

不过百年时间，或许现在欣赏植物科

学画的人群还尚属小众，但在细致、

朴素的画面中，品读其中的科学内涵

和美学意味，是来自人类亲近自然的

天性。 随着大众审美品位的不断提

升，更多人能喜欢上植物科学画艺术

性和科学性结合的独特之美。

（黄敬惟）

妙笔绘植物，丹青聚芳华

在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北园）科普馆中，一场特殊的植物科普展正在进行。展厅

内呈现的不是鲜活植株，而是一幅幅精美生动的绘画作品。 这是广州华南国家植物园与

国家植物园联合策划的“芳华永恒———南北国家植物园画家笔下的珍奇植物科普展”，

展出来自余峰、刘运笑、李爱莉、覃舒婕

4

位画家的作品。展览中，珍稀濒危、奇异美丽的

植物在画家笔下被完美复刻，在画布上舒展着独具特色的魅力。

文化万象

百余优秀剧目

亮相“金画眉”

戏剧舞台

“金画眉戏剧展”现场。

主办方供图

8

月

6

日，

2024

年第七届“金画眉戏

剧展” 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开幕。 本届戏

剧 展 以“传 承 经 典 ， 戏 聚 未 来 ” 为 主

题 ， 来自全国

26

个省区市的

100

多

家中小学、幼儿园和戏剧社团的

1500

余名演员，携近

150

部优秀剧目亮相“金

画眉”舞台。

本届戏剧展涵盖儿童剧、课本剧、音

乐剧、童话剧、歌舞剧等多种类型，既有

《英雄赞歌》《小萝卜头》等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的红色题材，也有《唐诗里的长安》

《文物归家路》 等着眼于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的 题 材 ， 还 有《少 年

的你》《小杰的周末》 等贴近生活的现实

主义题材。 这些剧目在传承经典的同时

融入时代精神， 体现了中国戏剧教育事

业的蓬勃发展。

戏剧展期间， 金画眉儿童剧团孵化

的首部原创剧目《诗仙李白》进行了首轮

演出，并开启全国巡演。 该剧以唐代诗人

李白的一生为创作蓝本， 融入戏曲 、歌

舞、地方小调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了李

白的诗意人生。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接触戏剧艺

术， 本届戏剧展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首

次举办了大师课 。 首堂大师课由中国

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 、国家一级演

员游本昌以“论《繁花》中爷叔角色的

塑造 ”为题进行授课 。 在大师课上，艺

术家分享表演经历和经验 ， 让孩子们

更 多 地 了 解 戏 剧 表 演 的 内 在 规 律 和

艺术魅力 。

中国国家话剧院党委书记巩保江表

示，希望通过“金画眉”这一平台，吸引更

多戏剧爱好者参与进来， 促进戏剧教育

事业的繁荣。

本届“金画眉戏剧展”由中国国家话

剧院、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化管

理协会演艺工作委员会主办。 该戏剧展

是国内专注于儿童戏剧教育的专业展示

活动， 自

2018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

6

届，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700

多个剧目入

选，参演学生超

1

万人次。

（张怡靖）

浙江建德：

爱心暑托班 传承龙文化

日前， 浙江省建德市乐享家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在建德市寿昌镇洪家厅

文化教育实践基地举办“爱心暑托班

传承龙文化” 暑期关爱青少年志愿服

务活动。

活动中， 民间老艺人向孩子们介

绍了龙的形状、结构和造型等知识，帮

助孩子们理解传统舞龙文化的内涵，

更好地传承民俗龙文化。

宁文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