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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科学绘画中墨线图的绘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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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墨线图是植物科学绘画中常用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植物学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它具有科学性

强、真实自然、简洁明快、优美精致和印刷方便等特点，其绘法技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文对植物科学绘画

中墨线图的绘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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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科学画是植物科学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
对植物科研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起到重要的解释和

说明作用（孙英宝等，２００８）。在植物科学绘画中，墨
线图的应用最为广泛。其绘画方法主要是运用不同

长短、粗细而有规则的墨线组织，表现出植物体的外

部形态轮廓、内部组织结构、特征部位的放大和立体

效果等；能 较 科 学、客 观、艺 术、真 实 地 表 达 科 学 内

容。在世界各国所出版的各类植物学研究书籍、期

刊和杂志中被广泛应用。
墨线图的绘画技法复杂多样，若想在绘画技法

和表现科学内容方面达到较高水准，并非易事。要

求植物科学绘画工作者既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又

具备丰富的植物学基础知识。例如植物分类学的植

物术语、植物解剖学的植物细胞和组织器官的内部

详细构造、植物形态学的器官形态多样性的发生发

展和结构的自然规律，以及植物细胞学的形态特征

等。因为，植物科学绘画必须是忠于科学深入事物

本质的绘画过程。在绘制图版前，要站在植物学立

场上，用植物学的专业知识去观察、研究、分析、理解

所需描绘植物的形态结构，掌握最能解决植物本质

的主要特征。如了解植物的生长环境、生态习性和

植物的每个组织结构及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的

结构与类型，还有科、属、种的主要分类依据，种与种

之间的区别等等。先较深入地了解之后，在脑海中

有了大概印象，再运用绘画技巧将植物的主要特征

重点表现，使之构成一种精炼、形象化的艺术语言展

现在大家面前，达到能使人一目了然的效果。因此，
每当绘制植物体之前，必须多掌握相关资料，运用植

物学基础知识，找出能反映植物最主要的特征。
本文系作者根据从事植物科学绘画十多年的工

作经验，把植物科学绘画中墨线图的特点和绘画方

法进行了较专业而详细的研究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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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特点与规律

墨线图是利用人类视觉的错觉，对所看到的平

面绘画，而产生立体地感觉。效果的关键之处是墨

线的组织安排是否合理而妥当。植物科学绘画在应

用墨线的造型上，根据植物科学画的要求，选用以墨

线描绘的形势，并融合了钢笔画的某些长处。不仅

可以构成物体的轮廓，又能表现植物体的外部和内

部结构的特征。通过应用各种具有不同表现力的墨

线条进行衬阴，还可以进一步表现出所绘物体的明

暗层次和质地，使所被描绘的物体具有较强的质感

和立体感。因此，植物科学绘画不论是彩色图还是

墨线图都是以科学性为生命的，不但能成物以形，同
时还可以抒发所描绘植物体的精神和气质，并赋形

以生命（冯澄如，１９５８）。不能做到写实的科学绘画

是没有科学可言的，其科学性和真实性也无从谈起。
植物墨线图具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对线条的

要求较为严格。每根墨线的浓度必须饱和，不可有

浓淡、深浅、虚实之分；要求线条描绘均匀，不可随意

变化线条的粗细；描绘的线条必须圆润而光滑，边缘

清晰；运行笔的力度力求自然流畅，无特殊情况避免

中途停顿或凝滞。要想更好地发挥线条对不同质感

植物体的绘制表现能力，必须较熟练而恰当的运用

不同类型的线条。根据线条的形状和性质的不同，
可把常用的线条分为长线、短线、粗线、细线、直线、
曲线和点线７种类型。

２　应用与分析

２．１长线

２．１．１特点　延长而连贯，具有完整、延伸和连续的

效果，常用于表现植物体的外部轮廓，脉纹和大型褶

皱等部位。

２．１．２首尾相应或结 合 的 长 线　具 有 完 整、光 滑 的

感觉。如图版Ⅰ：１所画崖角藤叶片的外围轮廓线。

２．１．３规矩而随意性 的 长 线　此 线 条 首 尾 不 连 接，
线条两端各自分离，较普遍地应用于表现物体的主

要构造、不同部位的界限和明显的特征等。如图版

Ⅰ：１所表现的叶脉、皱褶以及表现衬阴等。

２．１．４平行长线　描 绘 两 条 或 两 条 以 上、方 向 几 乎

并列一致的线条，有较规则、延伸或纤瘦的效果。如

描绘藤本植物的茎，或一般单子叶植物的茎和平行

叶脉等。（１）绘画方法：使用较平滑的桌面或在绘图

纸下面垫有平滑的塑料板或玻璃板，保持绘图纸面

必须平整，以免在绘画过程中造成线条中途停顿断

接或不均，影响长线的连续、流畅和光滑的效果。在

进行绘画时，手部用力均匀，尤其在描绘粗细均匀又

一笔绘成的线条时，为了保持线条的均匀，可屏住呼

吸，一气呵成；用笔的手势也很重要，运笔以顺时针

进行，必要时 可 根 据 需 要 转 动 图 纸，调 整 至 顺 手 方

向，并逐渐衔接画出；中等长线的描绘，以手腕作为

支点，自左上角至右下角方向移动。描绘稍长的线

条时，则以肘关节作为支点，腕部悬空，自左下角向

右上方作较大幅度的滑动。有时画长线并非一笔即

成，经常需要由数段方向一致、前后衔接并具有完整

外表的短线连接而成。（２）掌握墨量：长线的描绘耗

墨较多，在进行绘画之前必须吸足适量墨水，以免中

途枯竭而停顿，增加不必要的接头。如果遇到必须

进行接线的长线时，不要画到墨尽线终，要在笔内墨

水即将用完而又没有耗尽之前停笔。因吸墨以后，
笔尖经常会出现墨量过饱的现象，很容易造成线段

衔接处的笔迹过粗，而影响线条的匀称。如果墨量

过于饱满，可将笔尖在墨水瓶口的内壁上适量刮蹭，
或将笔尖在草纸片上试画数笔，观察到笔迹与原处

一致时，再进行衔接描绘。多处连接画成的长线，各
衔接点必须准确无误，防止错位或衔接不准。为了使

线条的衔接准确，可先执笔稍离于纸面，顺断点线段

的末端方向，以接线的动作空笔试接几次，待有把握

之后，可逐渐将笔头接上。如果这样操作至熟练后，
一条长线虽经多次衔接，仍能达到较理想的效果。

２．２短线

２．２．１特点　起落频繁，线段短促。主要用于表现细

部特征。

２．２．２规则的短直线　多用来进行衬阴，以表现物体

背光、凹陷、或厚重等特征部分，能使画面达到较好的

立体层次和物体质量的效果。

２．２．３不规则的短线　经常随物体各部分特征变化

的需要而方向各异。例如用来绘画 网 状 的 脉 纹、鳞

片、树皮、细胞等部分（图版Ⅰ：２）。（１）绘画方法：如正

确的运用短线，画面会很精细、逼真、生动而不呆板。
在绘画由粗渐细的短线时，落笔要稍重，待画到一定

长度后，手部用笔施力减轻，逐渐上提，形成首粗，尾
渐细的形状，一般多用于表现植物表面的刚毛、刺毛、
硬毛、缘毛等各种硬质毛。有时为了使衬阴的线条能

产生明暗层次而自然过渡的效果，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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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理。如画一片树叶，中（或侧）脉因下凹而出现

明暗变化的形象；对叶片背光部分的衬阴，可由暗向

明，使用由粗渐细的短线逐渐变成点线进行衬阴，可
避免叶片上出现明暗突变的现象和黑白决然分开的

生硬效果。描绘短线的技术虽然较容易掌握，但是经

常被忽视而导致处理不当，使画面杂乱繁琐，给人以

轻率毛糙的厌恶感。因此，在描绘短线时，仍必须认

真研究植物体的固有特征、生长方向和纹路，只有经

过仔细观察和反复斟酌，方能细心、准确的进行描绘，
使作品达到理想的效果。

以上所提及的长线和短线，是按通常习惯和对同

一幅画中的比较而言。究竟线条多长为长线，短到何

种程度为短线，并无绝对尺度标准。况且长线也并非

所有长度一致，短线也不可能整齐统一。如何完美展

示长、短线条各自的表现效果并在绘画过程中加以灵

活应用，必须在绘画中进行反复实践和观察体会。

２．３粗线

２．３．１特点　具有突出、醒目、厚重、坚定、强壮而有

力的效果，多用来表现植物体的外部轮廓或切面的效

果（图版Ⅰ：３），以及主要的脉纹或阴影等。

２．３．２白描　把图中背光面的线条绘画的适当粗于

受光面的线条，使得所绘物体在不衬阴的情况下，仍
然具有立体感觉。

２．３．３挂图或示意图　利用粗线突出、醒目的特点，
把需要重点突出的部位用粗线条绘画，不但轮廓清楚

明确，主题突出，还具有强烈的定位概念，可以把内部

构造与外部形态之间的位置关系，进行较清晰、准确

而深刻的表现。（１）绘画方法：在描绘粗线时，线条的

粗度、均匀和光滑不易掌握，会 影 响 画 面 的 效 果，这

时，绘图工具是关键因素。为了确保画面的质量，必
须备置一支专用绘制粗线条的笔。一只小钢笔或小

毛笔只能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线条的绘画，可根据手部

力度的轻重，绘出粗细不等的线条。如果描绘超过一

定限度的粗线，一支笔肯定不能胜任。如果勉强使用

一支描绘细线的笔去描绘过粗的线条，势必会加重手

部的压力才能画出。那么笔尖的先端因受力过大肯

定会过度张开，与纸面的摩擦力也必然加大，纸张表

面的纤维就很容易被笔尖带动，导致纸面划伤而线条

不均；如果是用小毛笔进行描绘过粗的线条，有时会

因为笔头过小，吸墨量有限和毛笔受力展开过度，而
笔尖开叉，使所描绘的粗线条参差不齐，缺乏完整性

而使画面显得枯燥乏味。所以，必须根据绘制不同图

版的需要，准备好描绘粗线所专用的笔。（２）掌握墨

量：在进行粗线条的描绘时耗墨较多，这是必然。但

在绘画过程中往往由于笔尖的含墨量不足，而导致描

绘的线条头重脚轻，缺乏力度。所以，在绘画流畅饱

满、均匀的粗线着笔之初，就应该根据线条的实际需

要，把笔尖的墨适量吸满，以便顺利运笔，一气呵成。

２．４细线

２．４．１特点　清秀、明快、柔和、绢薄和稚嫩。具有精

细入微、层次丰富、淡雅清新的效果。适用于质地轻

薄娇嫩的花瓣或表现向光面的线条，清淡的阴影和植

物的精细构造及幼嫩的枝叶等部分（图版Ⅰ：４）。例如

植物显微镜下的细胞组织，苔藓类的载玻片标本等。

２．４．２绘画方法　细线在植物科学绘画中具有特殊

的重要作用，但不易操作，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

练习来逐渐掌握其绘画技巧。但细线的质量和效果

最终还是由画笔性能的优良来决定的。所以，必须

始终保持笔尖的尖细光滑。如果所使用的笔尖描绘

的线条稍粗时，可把笔尖的两侧在油石上轻轻磨蹭，
调试笔尖的粗细，直到笔尖画出的线条细度适宜而

又光洁圆滑时为止。

２．４．３掌握墨量　墨色的深浅对绘画细线条的效果

影响较大。如果墨色太浅，笔迹就会变淡，图版在印

刷过程中就 会 丢 失 很 多 内 容，而 影 响 画 面 的 效 果。
所以，墨色的深浅以墨色黑透、笔迹清晰，又能运笔

流畅、线条圆滑为适宜。如果墨汁过浓，就会发生滞

笔和笔尖结块等弊病。如果笔尖含墨水过多，就会

使所描绘的线条出现漏墨或臃肿的感觉；若含墨不

足，就会使所描绘出的线条干涩无力。故而，在描绘

细线时，笔尖的含墨量以适宜为准。
以上所说的粗线条和细线条，是根据在同一幅

画中相比较而言。在实践中，对粗线条和细线条并

不能用数据进行定义。小幅画面上的某些线条看来

很粗，但要与大幅挂图相比较而言，小幅图画中的粗

线还没有大幅挂图上的细线粗。所以，在绘画实践

中，如何恰当的选用粗、细度不同的线条，和充分利

用他们独特的表现能力，只有在植物绘画中不断进

行探索和实践。

２．５直线

２．５．１特点　坚挺、光滑、整齐。所表现出的画面内

容具有刚劲有力、挺拔向上、条理规则、两端延伸的

效果。单纯的直线在绘画单子叶植物的茎杆时应用

较多（图版Ⅰ ：５）。

２．５．２绘画方法　需 要 说 明 的 是，植 物 科 学 绘 画 中

所描绘的直线不能用尺子来进行辅助绘画，必须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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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１．长线；２．短线（张荣厚 绘）；３．粗线；４．细线（引自Ｂａｉｌｌｏｎ　ＭＨ，１８７６）；５．直线；６．曲线（引自Ｂａｉｌｌｏｎ　ＭＨ，１８７６）；７．点线。

ＰｌａｔｅⅠ　１．Ｌｏｎｇ－ｌｉｎｅ；２．Ｓｈｏｒｔ　ｌｉｎｅ（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Ｒｏｎｇ－Ｈｏｕ）；３．Ｈｅａｖｙ　ｌｉｎｅ；４．Ｔｈｉｎ　ｌｉｎｅ（ｆｒｏｍ　Ｂａｉｌｌｏｎ
ＭＨ，１８７６）；５．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６．Ｃｕｒｖｉｎｇ　ｌｉｎｅ（ｆｒｏｍ　Ｂａｉｌｌｏｎ　ＭＨ，１８７６）；７．Ｓｐｏｔ　ｌｉｎｅ．

绘画者运用手上的绘画功夫和技巧来完成。因为，
在所有的植物体上，并没有完全的直线。有很多植

物的茎，远看好像很直，但靠近仔细观察后，却会发

现直中略有缓弯，甚至这种稍微的缓弯有时不易察

辨，但这里的直线绝对不是数学中的直线。所以，描
绘植物体的直线，只有参照实物，随心画成，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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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显得较生动自然。

２．６曲线

２．６．１特点　方向多变，曲折多弯，运行自由。应用

较普遍，而且绘画技巧很容易掌握。常用于表现毛

被、脉纹、锯齿、鳞甲、皱褶等。

２．６．２绘画方法　绘画时可适当调节线条运行的方

向、曲度和粗细，做相应的变化，来完成对各种不同

植物体的不同部位形态特征的表现。所以，曲线具

有柔软皱缩、运动不定、灵活机动、生动自然的效果

（图版Ⅰ：６）。因此，曲线最能表达各种植物的形态

特征，具有丰富的造型和表现力。但在用弯曲的线

条描绘不同植物的形态时，并非随心所欲。要想使

线条的每一道弯曲和运笔的方向保持准确无误，就

应选择较恰当的曲线和笔顺。而线条弯曲度的任何

变化，就会使植物体的长短、粗细、大小、宽窄和凹凸

等发生变化，导致所描绘植物体的形象失真。如果

笔顺错乱，则 会 引 起 纹 路、毛 被 的 生 长 方 向 发 生 改

变，甚至失去科学性。因此，绘画曲线要随时注意从

变化中寻找规律，只有适应植物体的自然面貌，恰当

运用相应的曲线以最精炼的笔墨，较完美、准确地描

绘出植物体的主要形态特征，才能使所描绘的画面

自然生动、真实可靠、形象准确。如果线条使用越多

并处理不当，画面就会显得凌乱不堪，效果较差。但

如遇特殊需要，也可做特殊处理。如表现植物的折

皱、毛被等，就需要根据其自然形态，使线条自基部

向先端逐渐变细缩小，这样就可避免线条生硬而呆

板，也使植物体描绘得更加真实自然。曲线的运用

变化多端，形态各异，各具特色。如在科学绘画实践

中，经常进行仔细观察，反复实践，总结经验，绘画的

技术定能得以提高（刘林翰，１９８８）。

表１　长线、短线、粗线、细线、直线、曲线、点线（毛线）的特征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ｌｏｎｇ　ｌｉｎｅ、ｓｈｏｒｔ　ｌｉｎｅ，ｈｅａｖｙ　ｌｉｎｅ，ｔｈｉｎ　ｌｉｎｅ，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ｃｕｒｖｉｎｇ　ｌｉｎｅ，ｓｐｏｔ　ｌｉｎｅ

种类Ｋｉｎｄ 特点Ｔｒａｉｔ 应用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技法 Ｍｅｔｈｏｄ 效果Ｅｆｆｅｃｔ

长线

Ｌｏｎｇ　ｌｉｎｅ
延 长、连 贯、完
整、规则性强

植物 体 的 外 部 轮 廓，脉 纹、
大型褶皱等

保持纸面 平 整，手 部 用 力 均 匀，一 气 呵
成

完 整、连 续、流 畅 和 光
滑，秀丽纤细

短线

Ｓｈｏｒｔ　ｌｉｎｅ
线 段 短 促、规
则、刚直

背光、凹 陷、厚 重、衬 阴，脉
纹、鳞片、树皮等

按植物体 的 固 有 生 长 特 征 进 行 准 确 描
绘

精细、逼 真、自 然 生 动，
立体感、质感强，

粗线

Ｈｅａｖｙ　ｌｉｎｅ
突 出、醒 目、厚
重、坚定、有力

外 部 轮 廓，纵、横 切 面，脉
纹；教学挂图、示意图

用粗线专 用 笔，合 理 掌 握 粗 度、均 匀 和
光滑，墨汁适当，一气呵成

轮廓清 楚 明 确，主 题 突
出，清晰、准确

细线

Ｔｈｉｎ　ｌｉｎｅ
清 秀、明 快、柔
和、绢薄和稚嫩

精细结构、幼 枝 叶、花 瓣，细
小、稚嫩部 位，细 胞 组 织，清
淡的阴影，苔藓类

保持笔尖细、光滑，准 确 到 位，笔 尖 含 墨
合适，恰 当 掌 握 线 条，用 力 均 匀，不 抖
动，

光洁 圆 滑，精 细 入 微、
层次丰富、淡雅清新

直线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
坚 挺、光 滑、整
齐

植物的茎杆 不能用直尺，参照实物，用手绘画 刚劲 有 力、挺 拔 向 上、
条理规则、两端延伸

曲线

Ｃｕｒｖｉｎｇ　ｌｉｎｅ
曲折 多 变，运 行
自由，有 丰 富 的
造型和表现力

不同的形 态 轮 廓、局 部 或 内
部构造；毛 被、脉 纹，锯 齿 叶
缘、鳞甲、皱褶等

从变化中寻找规律，适 当 调 节 线 条 运 行
方向、曲 度 和 粗 细，描 绘 准 确、精 炼、完
美

柔软 皱 缩、灵 活 机 动、
生动 自 然，真 实 可 靠、
形象完美

点或毛线

Ｓｐｏｔ　ｌｉｎｅ
变化 多 端，质 感
强

毛 被、刺，凹 凸 不 平、有 斑
纹，较幼嫩、质感很强

以特点为表现目的，不 同 特 征 和 效 果 用
不同的点或毛线

质 感、立 体 感 较 强，自
然优美，特征明显

２．７点线 （毛线）

２．７．１特点　变 化 多 端，方 法 易 掌 握，重 复 性 较 强，
质感、立体感强。点线描绘主要用于线条所不能完

美体现的植 物 体 的 表 面 特 征 和 内 部 结 构 的 质 的 表

现。例如在描绘植物体表面的各类毛、刺较多或不

平、有斑纹，植株较幼小细嫩、肉质感较强、小巧玲珑

类植物较长使用（图版Ⅰ：７）。

２．７．２绘画方法　在进行描绘时主要是借助于所描

绘植物的特点为表现目的，不同植物的不同特征和

不同的效果而选用不同的点线或毛线进行描绘，以

达到较理想的效果。运用点线进行描绘过程中，尤

其结合用点进行衬阴，所描绘出的效果具有较强的

质感和立体感，画面也非常优美，要求绘画者须具备

较好的素描功底。但并非所有的植物都适合用点线

进行描绘。

３　结论与讨论

自古至今，植物绘画的技巧和方法都在不断地

发展和演变着，这就是所谓的时代性。只要在科学

绘画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总结和创新，就能达到较灵

活的运用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和绘画技法。在对所归

纳的长 线、短 线、粗 线、细 线、直 线、曲 线、点 线 的 特

点、方法和应用而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总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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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了一个多种墨线对比的表格（表１）。同时我们

也认识到各类墨线的应用主要是在日常工作中，通

过不断地学习和理解植物体的结构与空间和光线的

关系及表现技巧而获得。在绘画实践中所应用到的

墨线种类，比较丰富多彩。例如在运笔时做细微的

左右抖动，就可以获得波状线；笔尖在运行中做轻微

的上下提笔 和 落 笔，还 可 以 获 得 虚 线 等 等（孙 英 宝

等，２００９）。此类画法尽管在绘画中很少使用，但其

趣味和效果各有不同。然而在绘画实践中，它们之

间却紧密相连，相互相应。

　　在同一幅线条图中，各类线条可以根据不同植

物体特征表现的需要，进行合理配置，相互对应，发

挥各类线条的表现特长，最终组成一幅科学内容丰

富、真实到位、自然完美、统一完整的画面。如果在

植物科学绘画中，长线、短线、粗线、细线、直线像人

体的骨架一样，起着较重要的支撑作用，那么短线、
细线、曲线、点 线 就 是 人 体 骨 架 上 充 满 的 血 肉 和 肌

肤。所以，在进行植物科学绘画中，对各类线条要统

筹兼顾，合理应用，使墨线图的效果达到科学性强、
自然完美、充满生机、呼之欲出的境地，这也是今后

植物科学绘画的主要奋斗目标。
致谢　本文得到王文采院士和王祺博士的悉心

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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