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木有本心：曾孝濂博物繪畫精選展
展期：即日起至8月10日

地點：托勒密博物館展廳（葵芳貨櫃碼頭路77—81號Magnet Place 1座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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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會做一件事，就是畫畫。」從為《中國植物誌》繪製墨線

圖，到設計《杜鵑花》等精美郵票，再到西雙版納熱帶雨林、雲南

百鳥、藥用植物、瀕危動物等博物畫，這個畫了一輩子自然界的

人，便是曾孝濂。作為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資深科學畫

家，其作品兼具科學嚴謹性與藝術感染力，影響了當代中國博物繪

畫的發展。適逢其最新個展「草木有本心：曾孝濂博物繪畫精選

展」在香港托勒密博物館開幕，今年86歲的曾孝濂來到展覽現場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講述其從植物科學畫到博物畫的探索歷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小凡

「草木有本心：曾孝濂博
物繪畫精選展」精選50餘幅

曾孝濂的代表作，時間跨度從上世紀七十
年代為《中國植物誌》創作的精細墨線
圖，到2024年創作的彩色丙烯作品，完整
呈現其藝術生涯的發展歷程。展覽分為三
大主題篇章，開篇「植物誌與植物墨線
圖」展現科學插圖的精準與匠心，繼而在
「鳥語花香的世界」探索博物繪畫的詩意
與生命力，最後一章「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展現曾孝濂科普藝術的社會價值。
今次展覽的合作契機源於兩年前中國

自然科學博物館會議，浙江自然博物院
與香港托勒密博物館因共同理念達成合
作意向。展覽聚焦曾孝濂繪畫作品，涵
蓋多時代、多類型代表作，包括最新畫
作和上世紀繪製的香港植物誌手稿等珍
貴史料。策展遵循「無一花無出處，無
一葉無根據」的博物繪畫精髓，在嚴謹
科學基礎上進行藝術表達，並配套講
座、研學等教育活動。
浙江自然博物院副院長夏靚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時表示，選擇香港作為展覽舉辦
地，主要基於其作為中西方文化交匯窗口
的獨特地位。香港文化多元、對外交流活
躍，藝術氛圍濃厚，為自然博物理念的傳
播提供了理想平台。此次展覽旨在通過博
物繪畫形式，融合科學與藝術，傳遞自然
美學與生態保護理念。她表示，今次展覽
不是科學與藝術兩個理念的疊加，而是通
過藝術的詮釋來科學、客觀地展現真實的
自然世界；曾孝濂探索出的博物畫模式，

將科學與藝術很好地結
合，也是兩館合作辦展
的初衷。
托勒密博物館館長韓
鵬表示，曾孝濂的作品
與博物館的理念高度契
合，讓人們身處水泥森
林，也能夠穿越到花香
鳥語的大自然。他提
到，曾孝濂的創作以雲
南為基地，但是他的首
次個展卻是在香港舉
辦。此次展覽可謂是再
續前緣，讓香港公眾能夠近距離感受文化
的美。

自然類博物館日趨火熱
夏靚表示，自然類博物館展覽近年備受青
睞，浙江自然博物院年接待量超300萬人
次，印證了公眾對自然科學和博物學的興趣
增長。展覽能夠通過AR體驗、藝術表達、
研學課程等創新形式進行多元化策展，強化
青少年在生態保護方面的教育功能。
今次展覽為香港文化界、教育界及青少
年提供接觸自然美學的機會，契合香港生
物多樣性教育需求。夏靚透露，未來計劃
推出兩地青少年交流項目，搭建長期文化
互動平台，並依託香港國際化背景探索與
國際機構合作，推動科學與藝術的全球傳
播。希望觀眾通過展覽感受科學與藝術的
融合價值，以美學形式激發公眾對自然生
態的敬畏與保護意識，展現跨界融合的力

量。
韓鵬指出，大灣區目前尚未建立專業的
自然博物館，托勒密博物館作為以天文地
理博物為收藏主題的機構，在環境與自然
領域具有獨特優勢。市民對相關主題展覽
內容興趣濃厚，但區域內專業場館布局仍
需完善。
在談及與內地博物館合作時，韓鵬表示
雙方長期保持交流互動。通過與中國科技
館、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等機構的合
作，在收藏體系、策展理念及學術研究方
面獲益良多。特別是內地博物館在科研基
礎與學術經驗上的專業積累，為托勒密博
物館的藏品建設與展覽策劃提供了重要支
撐。雙方通過展品互訪、人力資源整合等
方式實現優勢互補，例如即將在浙江自然
博物院推出的「描繪蒼穹：星座與古星圖
珍品展」，正是基於兩地機構特色藏品的
深度合作。

特寫

館長對話：浙港聯展共築科藝之橋

台北畫廊安卓藝術正以「生命樹」為主題舉行
畫廊15周年特展，展期至8月8日。來自亞洲及
歐洲的 15名藝術家以繪畫、裝置、雕塑等媒
材，展現關於時間或植物的思考。
安卓藝術創辦人李政勇分享，收藏家、醫師陳
泊文在畫廊成立時，曾在自家花園種下高度及膝
的小桂花苗，15年過去，這株小桂花苗已長成
高逾2.5公尺的桂花樹，並成了象徵畫廊的生命
樹。

李政勇表示，將「生命樹」定為本次特展主
題，對畫廊與長年支持的收藏家與藝術家來說，
都是最為貼切且深具意義的。
本次參展藝術家包括旅居德國的內地藝術家傅

饒，台灣地區則有黨若洪、謝鴻均、楊寓寧等。
亦有日本的大卷伸嗣，菲律賓的卡路拜恩、克魯
斯，印尼的加里波第、瑟提亞萬，羅馬尼亞的格
爾卡、米庫、弗拉杜塔，比利時的維爾德。
其中，弗拉杜塔和楊寓寧都採用植物主題的繪

畫。弗拉杜塔的「傘松」系列描繪出松樹的生命
力，尤其樹幹底部肆意生長且根結盤錯的
「根」，也可看出藝術家梵高如何影響了創作
者。
楊寓寧的新作《旅人蕉群》則將兩株香蕉樹擬

人化為相伴旅人，一高一低、一淺一深的構圖與
墨色，營造相伴關係，也呼應展覽主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雨竹綜合中央社
圖：中央社

藝術創作中的植物語言

●15名藝術家以作品展現關於時間或植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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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孝濂致力於探索科學與藝術兼具的博物畫。

●曾孝濂參與繪製了《香港植物誌》插圖。

●曾孝濂創作的《版納四景》博物畫。

●曾孝濂的畫從未出售過。

●曾孝濂自幼喜愛畫畫。

●曾孝濂創作的彩色植物科學畫。

●浙江自然博物院副院長夏靚（左）與托勒密博物館館長韓鵬。

當少年時的曾孝濂在家中花園寫生時，絕對不會想到，他會為博物畫奉獻
一生。他回憶道，1958年，自己恰好高中畢業，大學落榜，而昆明植物

研究所在這一年招聘畫師，從小就喜愛畫畫的他通過了篩選，開始了系統的
植物科學畫訓練。1959年，國家正式立項編寫《中國植物誌》，曾孝濂便趕
上了時代的浪潮，全程參與其中。 這項工程歷時45年，於2004年全部完
成，共80卷，126分冊，收錄了3萬多種植物，是世界各國已出版的植物誌中
規模最大的一部。

墨線圖到博物畫
植物科學畫要求嚴格，其一是必須符合植物的形態特徵；其二大多為墨線

圖，即使上色也只能選擇植物的固有色。
後來，曾孝濂開始由為學術服務的植物畫轉而探索科學與藝術兼具的博物
畫，「時代的變化、讀者群的變化對博物畫提出了新的要求。於是乎，要畫
光，要畫投影，要畫環境。不是孤零零的畫，而是要讓人感覺到你畫的物種
在一個生態環境中。」因此，他在保留植物特徵的基礎上，為畫面添加光線
及環境色。他表示，為《中國植物誌》所作的畫都是擺放在各個大學和研究
所中，其後他探索的博物畫則受到普羅大眾的喜愛，因為畫中生物更接近自
然狀態。
曾孝濂涉獵廣博，筆下題材豐富，尤以植物、鳥類和生態景觀最得心源。

因此，雲南百花、百鳥成為此次展覽的重點。百花在畫紙上盛放，花瓣的每
一絲紋理都清晰可辨；百鳥矗立枝頭，羽毛的光澤隨着觀展角度的變化而流
轉。近年來，曾孝濂亦不斷創作，今次也帶來了《守望：瀕危動物》等首次
展出的新作。這些作品既延續了中國傳統花鳥畫的意境美學，又融入了西方
博物畫的科學精神，形成獨特的風格。

四度在港辦個展
上世紀九十年代，曾孝濂赴港協助胡秀英繪製《香港植物誌》插圖，由此

在港工作一年。回憶在港探索本地植物的時光，曾孝濂仍津津樂道。一年時
間，他深入大帽山、大嶼山、赤鱲角等地，被香港的自然環境所震撼：「我
第一次見到野生的豬籠草，就是在香港。」曾孝濂說，香港常給人以大都市
的印象，因此會忽略它在生態上的獨特性。海洋性亞熱帶季風氣候和高地的
溫帶季風氣候使得不少植物得以旺盛生長，香港亦開設了眾多郊野公園，供
自然生物與人類和諧共存。
此次展覽特別展出香港中文大學胡秀英植物標本館收藏的多件植物墨線
圖，觀眾能夠細觀香港本土植物的方方面面，以新的視角透視身邊的花草樹
木。而曾孝濂的首次個展便由香港中文大學於1992年舉辦，名為「科學與藝
術的結合——曾孝濂繪畫作品展」。
曾孝濂說：「我跟香港有緣，這是我在香港第四次舉辦畫展，也是最全面

的一次。」他回憶自己的職業生涯與退休生活，一直都在鑽研博物畫，但他
並未自滿，「我覺得第一沒畫夠，第二沒畫好，在這個過程當中，不知不覺
就從一個小頑童變成了一個垂暮之年的老人。」

但求畫境不求金
曾孝濂從未讓自己的作品流入市場，曾有人報出100萬元人民幣收購他的
一幅畫，都未令他動心。他說，一方面，賣畫不是他的志向，自己生活不困
難，子女也不需要他的扶持，相比將畫作售出、分散在不同藏家的手中，他
更願意將它們保存在博物館中，這樣，才能讓大眾看到他的作品。「畫畫的
人，最終你的作品要和大家分享，要讓大家一起看。」曾孝濂說。
另一方面，他不希望自己的畫風被市場所限制，「有的畫家畫到他的高峰

就再也不變了，後面只是複製最受市場喜愛的畫風。但我不是這樣，我現在
仍不滿足，每張畫還想嘗試不同風格，每個時期我還在變，這更符合我的本
性、天性，不是更快樂嗎？」
在國內，少有像曾孝濂這般在畫界已有一定地位，卻持續創作新作的大

拿。曾孝濂解釋道，他畫了一輩子博物畫，卻沒有一幅能夠完美詮釋自己對
畫中生物的那份深厚感情，甚至「能達到70%的已是少數」，可謂是「哀吾
生之須臾」。為此，曾孝濂決定將一生投入博物畫的創作中，追求下一幅、
再下一幅，能夠多表達一份他對自然萬物的炙熱愛意。
許是半生浸潤於研究所，與科研志士為伴，曾孝濂將名利看得很淡，「我
知道，我要做好自己的事兒。另外我也知道，別把自己當回事兒，要把自己
的工作當回事兒。你是誰不重要，你沒有虛度年華，最大限度地利用時間，
那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