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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要將動物
「復活」得活靈活現，首先必須了解牠。為
了熟悉動物的特徵和生活習性，趙冀經常會
去內地各大自然保護區觀察、拍攝、記錄各
種動物。蹲在玻璃窗前看熊貓吃竹子、打
滾、嬉戲等各種姿態，往往能看上一整天。
「我平時最喜歡看的節目和書，都是有
關於動物的。」趙冀說，「必須了解牠們，
才能還原牠們——比如非洲羚羊雄性的角

比雌性的短而笨重，牠們的前額處還有一撮
黑毛，年齡大了會變為藍灰色；又比如獅子
其實都會爬樹，特別是在炎熱的夏天，在樹
上更涼快也能躲避蠅類，還能監視獵
物……」趙冀說起動物便滔滔不絕：「每
種動物的生活不一樣，塑造動物標本除了寫
實，更應該傳神，抓住牠們最美的瞬間，通
過動物的形態、表情賦予其思想，標本才能
真正『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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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冀告訴記者，自己大學學習的是酒店管理
專業，而與這些動物標本打交道，最初源於母
親的心願。他的媽媽李慶華，是重慶自然博物
館老館員，曾做過副館長，與動植物打了30
多年的交道，在植物的野外採集領域頗有經
驗。2011年，媽媽退休後，很鄭重地對他
說，「兒子，你來學習製作動物標本吧。」
當時內地專業從事標本製作的人不多，西南
地區的整體水平更是偏低。由於待遇不高、學
習起來辛苦等多方面原因，願意學習以及做得
好的人鳳毛麟角。標本製作對於手、眼的要求
很高，年齡偏大的李慶華做起來已是力不從
心，於是她就想到了唯一的兒子——1983年
出生的趙冀。

拜北京博物館專家為師
趙冀清楚動物在媽媽心裡的分量，就答應了
媽媽「暫時先學學吧」。隨後，他拜了北京自
然博物館一位標本剝製專家為師。
趙冀說，剛開始學習製作標本時，失手是家
常便飯，剝皮一旦沒有掌握輕重，容易把手劃
傷，皮張也容易被劃破，因此需要大量練習，
於是他常去家附近的花鳥市場尋覓。他與一家
花鳥店建立了長期合作，有生病死掉的小鳥就
留給他，象徵式付點錢。學習標本製作的第一
年，他從當地花鳥市場至少帶過上百隻小鳥的
屍體回家練手。
遇到家裡要做雞鴨兔子，趙冀總是主動去菜
市場買活雞活鴨活兔子，帶回家自己處理，肉
給廚房，皮張做標本。遇到山上凍死的小鳥，
他也忍不住撿回來變成標本。連他自己也沒想
到這一做就是八年。在製作過程中，他似乎和
動物建立了一種天然的連接，在製作標本時，
能看到牠們活時的樣子。

子承母願 帶病死鳥屍回家練習

隨野生動物資源加速滅亡，把死亡的

瀕危動物用科學的方法製作成標本進行保

存，以備展開深入科學研究，成為業界保

護動物的一種重要方式。重慶「80後」青

年趙冀從事動物標本剝製師八年，「復

活」了孟加拉虎、鱷魚、大熊貓等數百隻

動物，作品遍及四川、重慶、雲南等地博

物館。在他看來，野生動物們變成標本

後，可以讓人們近距離接觸和觀賞，喚起

更多人保護自然的意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 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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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本剝製這一行，易學難精。由於動物的種
類不同，形態的不同，所以每一件標本製

作都是一次嶄新的挑戰。」趙冀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每一個動物標本的製作，都要經過採、剝、泡、
曬、磨、填、縫、潤等10幾道工序才能完成。
趙冀的作品出現在內地十多個博物館、野外保護區

的陳列館以及院校博物館裡。重慶自然博物館中的孔
雀模型、小熊貓模型；西昌濕地博物館裡鱘魚模型、
烏魚模型；臥龍地質博物館的熊貓模型等都是趙冀親
手設計和製作。經由他手「復活」的動物已經數百
個。

入行之初 聞臭味食難下嚥
「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做標本師，這工作對有的人來

說有點血腥和恐怖。」 趙冀笑言，剛入行時，有一
次製作食肉鷹類標本，難聞的氣味讓他一整天都不想
吃飯。「拿到動物的屍體後，我會先用尖刀把皮張和
骨骼、肉、內臟分離，再將晾乾的皮張浸泡到藥水
中，進行消毒和防腐處理，藥水配比、浸泡時間，都
必須精確，這決定標本日後保存時間的長短和完好
度。皮張浸泡了數日後，就需要將提前製好的模型填
充進皮張裡。中國傳統的填充法，是將榖草填到大型
動物體內，將棉花、竹絨填充到小型動物體內。榖草
千年不爛，可以讓標本保存時間更長，成本也低。不
過現在用得更多的是聚氨酯泡沫，較容易塑形。」
趙冀在歌樂山上有一間倉庫，既是他的工作室也用

來陳列他親手製作的標本。內裡陳列威風凜凜的非
洲雄獅、紅藍相間的鸚鵡和呆萌可愛的獼猴，這些栩
栩如生的動物標本經由趙冀的巧手製作，將牠們最自
然的身姿定格在這世上，除了沒有呼吸，牠們看上去
和活時沒有任何區別。肌肉的凹凸，以及血管的脈
絡都清晰可辨，牠們的生命以另外一種形式延續。

川震受損 逐針復原大熊貓
談起從業八年來最難忘的製作經歷，趙冀稱當屬

2013年接收大熊貓標本。臥龍大熊貓博物館在地震
後受損，作為災後重建的重要部分，需要重新製作熊
貓標本。那是趙冀第一次零距離接觸大熊貓，雖然面
前的牠並不完整。
「當時的熊貓已被去除了肌肉、內臟和大部分骨

骼，只剩下一張皮毛和四隻腳趾。因為熊貓異常寶
貴，削皮時比平時更加慎重，需要屏住呼吸，下每一
刀都小心翼翼。泡藥水防腐防蟲，對熊貓模型塑模，
再把皮張套上去。」趙冀說，縫合皮張時，用的是醫
用手術針，只用黑白兩色線。因為大熊貓的毛較短，
走針方式和平時縫衣服又不太一樣，講究勻稱，須將
線頭巧妙地隱藏起來。他和其他幾位同伴一起，在臥
龍待了一個半月，「復活」了兩大一小三隻熊貓。
如今，在四川臥龍地質博物館，外形、姿態、神情
栩栩如生的熊貓標本，就是出自趙冀之手。

80後標本剝製師 喚大眾保護自然
■■趙冀正在認真製作動物標本趙冀正在認真製作動物標本。。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趙冀最難忘的製作標本經歷趙冀最難忘的製作標本經歷，，是為是為
四川臥龍製作的大熊貓標本四川臥龍製作的大熊貓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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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自然博物館的浣熊標本出自趙冀之手重慶自然博物館的浣熊標本出自趙冀之手。。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靈性難復原靈性難復原 訂製寵物最棘手訂製寵物最棘手
中國標本界有「南唐北劉」

的說法。「唐」指唐春營，北
京自然博物館、上海博物院的
動物標本館均由唐春營的兒孫
創建；「劉」是指在農事實驗
場（現北京動物園）從事動物
飼養、繁殖和標本製作等工作
的劉樹芳開創的一派。西南地
區起步晚，重慶本地專門從事
標本製作的人少之又少，只有
重慶動物園、重慶自然博物館
有少量標本師。
趙冀是重慶第一個註冊標本

製作企業的人，他做了八年標
本，趙冀希望讓標本進入更多
人的視野。但提到最難做的標
本，趙冀給出的答案出乎意
料：既不是大象也不是魚類，
竟然是普通的寵物貓狗。
應不少主人要求，他做過美

短、博美、拉布拉多、阿拉斯
加等寵物的標本。來找他「復
活」寵物的，多半是因為主人
對寵物感情很深，難以接受小
夥伴的離去。趙冀通常會要求
他們提供多張寵物生前的照
片，以及視頻，並靜靜地聽主
人講上幾個生前的小故事。從
各個姿態去分析寵物的性格，
找到一個最適合牠的姿態「復
活」。
即使外形精確還原，達到展

覽標準，但他說，做到外形相
似不是最難的，但要把動物生
前的靈性復原，卻非常不容
易。主人是最了解寵物的人，
對牠的每個動作和表情都了然
於心。即使「復活」相似度達
到95%，但從感情上來說，卻
遠遠達不到期望值。

■■趙冀為朋友製作的寵物博美趙冀為朋友製作的寵物博美
狗標本狗標本。。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