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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樹葉間透著淡淡的月光，跟著面天樹蛙、艾氏

樹蛙、福建大頭蛙等各種夜間生物的叫聲慢慢的往林道深處

走去。這，就是我在研究所期間最享受的事情。也許是從小

就在田野間成長，來到都市求學之後，快速的生活步調與極

高的人口密度讓我有些適應不良。而因實驗所需的夜間觀察

是最能讓我放鬆的時刻，即使隻身一人靜靜的待著什麼事也

不做也十分愉快。小時候的我總愛在住家旁邊的小溪抓魚、

釣毛蟹或是在田埂間抓蝗蟲找青蛙，傍晚直到被叫回家吃晚

飯前都一直望著天空，看著漫天飛舞的薄翅蜻蜓漸漸被東亞

家蝠取代，這樣的野小孩在學習的路上自然而然地往生態方

面發展，持續探究有趣的自然世界，生物就這樣在我的人生

中佔去了一大部分。而另一個從小開始的興趣則是繪畫。相

信有不少人小時候會試著畫出喜歡的動漫角色，我也一樣，

國中國小的時候舉凡當時熱門人物我幾乎都有畫過，也一度

默默地想要進美術學校學習！不過最後還是選擇平穩的升學

來到了師大生態與演化研究所，而原本已淡忘多年的繪畫卻

在這時候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契機。那就是水彩大師—楊恩生

老師在師大開設了第一屆的生態藝術學程，剛好我的實驗需

要在晚上進行，因此白天的時間非常充裕，一看到開課資訊

我毫不猶豫的報名參加，在這期間讓我學習了許多的繪畫基

礎與概念，也讓我想起來繪畫的樂趣。可惜後來忙著準備論

文以及接踵而來的兵役與就業問題，再次讓我忘了繪畫這件

生物、繪畫―興趣的加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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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直到就業後慢慢的累積了不少壓力，為

了舒壓這才久違的拿起畫筆隨意塗鴉，這時

突然發現果然還是繪畫能帶來最大的樂趣。

此後一邊獨自摸索技法一邊在許多貴人的關

照之下走上了生物繪圖的道路。

目前創作主題以我在野外實際觀察過的

動物為主，運用生物學的知識以及野外的觀

察經驗嘗試畫出該生物的自然樣貌。想要正

確的描繪各種動物，其實是需要許多背景知

識的，包含了解剖、生態以及藝術等跨領域

的學習，而光有知識也是不夠的還需要多方

嘗試與練習。有時我會做骨骼或肌肉的透視

練習(圖1)，也就是先畫出簡單的外觀素描，

接著以同樣的動作畫出肉眼看不到的骨骼，

這樣的練習看似多此一舉，卻能幫助我進一

圖1 斯文豪氏赤蛙的骨骼透視練習。

步了解支撐生物體的骨骼與肌肉在各種情況

下如何彎曲及影響外部看得到的身體部位。

而在開始繪製不熟悉或沒看過的動物前，我

會盡量搜尋所有找得到的資料與圖片，尤其

是圖片，會以中文名、英文名以及學名等關

鍵字在網路搜尋程式中找出大量的圖片，並

至少全看過一遍。這樣的過程中主要目的是

能幫助我在腦海裡建立該生物的形象，但也

要小心搜尋結果會有許多錯誤的資訊在裡

頭。例如，我在與國家地理雜誌合作的穿山

甲插圖(圖2)時就經過這樣的繁瑣步驟，雖然

花去了大量的時間但卻也讓我因此能區分出

八種穿山甲之間的差異，並發現各個搜尋結

果都混雜了不少他種穿山甲在裡頭，尤其是

中華穿山甲與極相似的馬來穿山甲互相混雜

的情況非常嚴重。兩者相比中華穿山甲身形

與頭型較為粗壯，頭部與身體的鱗片在耳朵

後有明顯的大小差異，鱗片的數量兩者之間

也略有不同(圖3)。而經過這樣的搜尋後就

能大幅避免畫錯物種的狀況發生，也能幫助

我加深物種的印象讓畫出來的動作更自然。

穿山甲看似全身被鱗片覆蓋，你可能覺得只

圖2 穿山甲母子出遊(刊載於《國家地
理雜誌》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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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畫好大致輪廓及鱗片就好，完全不需考慮

骨骼肌肉等內部構造，事實上卻是恰恰相

反。身體內部基本的哺乳類骨架以及肌肉動

作的起伏都會影響外在光影的變化，站立、

走動、捲曲所需的肌肉收縮都會造成不同的

明暗分布(圖4)，且有鱗片這點反而需要另外

考慮不同動作所造成的各部位鱗片之間重疊

程度的差異，全身布滿長毛或羽毛的其他動

物也是同樣的道理。若你也對動物繪圖有興

趣即使是人物畫也一樣，從骨骼開始由內而

外的了解一定會有無窮的助益。最後這張穿

山甲還未提及的部分是環境，這往往也是一

張畫最困難的部分，若是曾經在野外遭遇過

的動物或是一般狀態下只需要參閱文獻資料

或是到實際的棲地搜集參考照片即可。但，

這次比較特殊的是需要穿山甲母子出洞的畫

面，而穿山甲在覓食時也會有挖洞的行為而

且數量比居住用的洞穴多出數倍，因此網路

上找到的資料並不能明確的分辨出居住與覓

食洞穴間的差異，幸好這次有從事穿山甲野

外研究的研究員幫助提供各種充足且明確的

資料，最後終於順利的畫出包含竹林、具有

些微坡度、背對土牆等較為準確的環境。這

張畫從構思到完成前後花了一個多月的時

圖3 亞洲四種穿山甲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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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實際上色只花了約一週，大部分時間都

花在資料搜集、構圖討論以及反覆修改草圖

上，由此可知要畫出一張符合「自然狀態」

的圖，事前的準備工作是多麼的重要！

不論是參展或是參加自然教育活動，

常會有人問我想帶給參觀民眾什麼樣的知識

內容，或是想讓觀畫者有什麼樣的省思與啟

發，其實對於這點我一點想法也沒有。剛畢

業時我有參與過自然教育的推廣工作，在帶

團解說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那就是大部分的參加者尤其是大人其實對

自然教育並不感興趣或沒有太多的想法，而

在推廣保育概念時，有時太過熱情或制式的

介紹方式反而會讓參加者退卻甚至出現反效

果。而透過繪畫也許能以另一種比較柔性且

不具過分推銷性質的形式，讓觀畫者在現場

沒有其他人打擾甚至沒有過多文字說明的狀

況下，只以自己的眼睛直接觀賞作品，無論這

幅畫背後有多少的意涵或是複雜的議題，在

賞畫的當下如果能讓他們感到這生物是美麗

的是自由生活的個體，並對觀展體驗留下正

面的印象，我想自然能達到起頭的作用吧。

當我還在求學階段時想著也許將來會從

事生態調查或自然教育工作，從來沒有過有

一天會從事繪畫相關工作。在此之前繪畫充

其量只是小時候曾經有過的興趣，並不被列

入就業考量之中。不過卻在各種因緣際會之

下不知不覺開始了這條結合興趣與專業的道

路。因此，多接觸各種不同的領域或發掘更

多的興趣是很重要的，即使現在不知道將來

要從事何種行業，或是這些興趣不知道是否

對就業有所幫助，只要不造成困擾就該試著

持續下去，畢盡不管什麼事只要專精，也許

有一天它就會感變你人生的方向。

圖4 強調穿山甲骨架的光影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