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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辛璇

冬日午后，水上公园的菊圃里，记者
见到“中国菊艺大师”叶家良时，他正在
给菊花绑枝。剪木条、绑绳子，没几分
钟，经过他手的菊花都挺直了“腰杆儿”，
傲然站立。从少年时代开始学习养菊，
50多年间，绑枝、扦插的工作已做过无
数遍，可他没有丝毫懈怠。

如今，叶家良已年近70岁，因为放
不下对菊花的爱，虽已退休但未离岗，
只要身体允许，他还是按照上班的作
息，和徒弟以及团队在花圃里伺候着心
爱的菊花。

小小少年与菊结缘
叶家良对于菊花最初的了解来自于

家庭的熏陶。每逢秋日，只要天津有菊
展，全家人便会一起出发去赏菊。问及
原因，他说长辈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
自己，古人云：秋日不赏菊，等于虚度光
阴。菊花开放，意味着冬天就要到了，这
一年就要结束了，必须要抓紧时间，踏实
做事。老一辈传递的观念在幼年叶家良
的心底扎下了根，也让他形成了认真踏
实的做事风格。

上世纪60年代的天津，小学生只有
上午半天有课，下午要去参加一个课外
兴趣小组。不同于其他小男孩儿的活泼
好动，不善言辞的叶家良选择了学校与
当时的天津园林花卉所合作开设的种植
组，每天去花圃温室义务劳动。因为只
能干杂活，而且累，时间一长，一起来的
小伙伴纷纷退出了，只剩叶家良还在坚
持。老师傅问他，为什么别人都不来了，
你还来？叶家良说，我喜欢菊花，就想看
看怎么养的。认真的言语、坚持到底的
态度让老师傅很高兴，带着他专门找到
养菊的师傅学习。从那时起，叶家良正
式与菊花结缘。

跟着老师傅学习，叶家良很开心，紧
紧跟在师傅身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例如水要什么时候浇、什么时候通气、什
么时候松土……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以
至于后来师傅们给他起了个“神经病”的
外号。有时候找不到叶家良，师傅便会
问周围的人“‘神经病’来了吗？人哪里
去了？”大家安慰叶家良，这是师傅认可
你了，要不然他不会理你的。

在叶家良看来，能跟着师傅学习到
养菊的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师傅不
仅教会了他基本的养菊技能，还告诉他
干活儿要有干活儿的样子，干活时要蹲
着，不能坐小板凳，要注重形象，不能衣

衫不整等。
师傅教授的内容最终还需要经过实

践磨练。菊花娇弱，离不开人的精心伺
候。肥多了，得用水灌，但水浇大了，就
会烂根。为了掌握水量，叶家良浇一次
水，就要研究一番，水没到底，下次就多
浇一点儿，水渗出来，下次就少点儿。千
百次后，叶家良终于做到了一次就能把
水浇到位。

全情投入养菊花
曾经有人问：“叶师傅，我们能看看

您种的菊花吗？”叶家良很无奈地回答：
“种菊和养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菊花种植是在土地上大面积完成的，满
足菊花商品化、产业化的需要，比如景观
布置和各种食用、药用和工业用的菊
花。而养菊也叫艺术菊花，是专门繁育
培植菊花新品种，用来观赏和扩大菊花
种群的，全部栽培过程比如扦插、上盆、
嫁接、换盆、换土、浇水、施肥、打药、摘
心、绑扎、抹芽、抹蕾到开花，都是在花盆
里完成的。我干的就是养菊的活儿。”

天津的菊花培育史源远流长，在旺
盛时期曾达到一千多个品种，但在1978
年，叶家良进入水上公园从事养菊工作
时，天津菊花的品种仅剩下200余种且
品种不纯。担负着培育艺菊新品种的任
务，叶家良的养菊生涯便沿着“筛选亲
本-定向杂交-防寒保暖-防治病虫-补
充微量元素-防止花头受潮-及时采收
种子”这条轨迹循环往复，无论刮风下雨
还是身体患病，从不间断。现在，水上公
园花圃里保留的高质量菊花品种已达
700余种。

在叶家良退休时，自早期的“秋洁晚
红”“一枝独秀”，到今天的“行龙玉珠”
“露水绣珠”“松龄诗梦”，据统计，叶家良
培育的菊花新品种，在中国菊展和其他
全国性菊艺展评中共获得各类奖牌220
余个，其中金奖就有60余个。此外，叶
家良还被中国风景园林协会授予“中国
菊艺大师”称号。
“中国菊艺大师”的称号得到并不容

易，背后凝聚的是无数汗水以及日日夜
夜的努力。叶家良负责的菊花出圃量从
最初的五六千盆到现在的1.3万余盆。
这一万余盆菊花，浇一遍需要3个小时，
夏季每天需要浇两遍。他每天早晚将窖
缸的水放满，又和同事们一起提着6至8
公斤的浇壶一盆盆地浇。对于普通人来

说，从一数到万就已觉得无聊，更何况是
负重浇水。

经过多年的积累，叶家良练出了
“看芽知叶、看叶知花、观花知名”的绝
活儿，只要一看菊花叶子，他就能准确
地说出这是什么品种、性状，开花儿后
长什么样儿，栽培过程中需要把握什么
技术要领，被全国菊艺界誉为“菊花状
元”“活菊谱”。

多年辛勤的付出与执着带来了回
报，同时也带来了病痛。由于长年在潮
湿的花窖中工作，劳累伤神，1993年，叶
家良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瘦得变了
形。住院治疗期间，叶家良心里还是放
不下菊花，他一方面积极配合医生治
疗，一方面经常偷偷从医院坐车到花
圃，组织徒弟养管好菊花。病情稍一稳
定，叶家良便又回到工作岗位。在圃
地、在展会，人们一如既往地看到叶家
良忙碌的身影。

名气大了，叶家良收到了许多“橄榄
枝”。曾有英国、日本高薪聘请他到国外
去养花，他都婉言谢绝了。广东的一家
花木公司介绍他到新加坡做菊花栽培，
条件由他自己定，他没有动心。无锡等
许多国内花卉单位提出高工资且包吃包
住请他去，也被他婉言谢绝。他常讲：
“天津培育我成才，我要扎根天津这块土
地，为天津争夺更多的荣誉。”

今年10月，2023年第十四届菊
花展览会在无锡举办。参加过之前
十三届全国菊展的叶家良，带领团
队再次出发，代表天津与全国各地
的城市代表和菊花大师切磋交流。

出发前，他和徒弟陈欣早早来
到菊花培育场地开始精挑细选，确
保每一盆参展菊花无论从叶形还是
花朵的状态都尽力保持完美。到达
无锡后，他又全力参与到布展过程
中。“展台尺寸不一样，布展策略也
不一样，颜色得和颜色搭配得住，高
矮错落，不能一马平川，最重要的是
每个品种放在哪里，自己得心里有
数。”叶家良告诉记者。而花圃里的
菊花都是自己亲自培育的，品种、颜
色、生长态在他心里都是“门儿
清”。最终，天津在今年的全国菊展
上共收获31个奖项。

尽心尽力传菊艺
随着叶家良在艺菊方面取得的

成就越来越多，许多人慕名前来拜师学
艺。考虑到身体原因，叶家良选择了婉
拒，可面对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他最终还
是接受了新徒弟的拜师。目前，他收的
11位徒弟，分布于天津、北京、河南开
封、江苏南京等地。

面对徒弟们，叶家良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帮助他们整理资料笔记，并大
胆放手让他们单独进行试验，总结养菊
经验。“当师傅就必须尽义务，只要徒弟
们找到我，我就得说长话，把他们当前
遇到的问题解释清楚，不能藏着掖着。”
叶家良说道，但同时他也对徒弟们有要
求，那便是养菊过程中必须培育新品
种。“如果不育种，菊花品种会越来越
少，而且他们必须接受所培育出来的各
种形态。偏爱某一种颜色或者某一生
长态的花，对于菊花的发展不利，养菊
是要兼容并蓄的。”

今年10月，天津市第57届菊展如约
而至。本届菊展上，除了天津本地的养
菊高手带来的精品外，叶家良各地的徒
弟们也将精心培育的菊花带到天津展
示。“由于生长环境不同，菊花盛开的时
间也不同。经过我们的努力，这些来自
天南海北的菊花在天津一同绽放，让市
民能够看到其他地区菊花的生长风格，
欣赏它们的奇姿异彩，这是非常难得
的。”叶家良高兴地说。

2022年，为了让市民游客感受菊花
的魅力，公园将菊花苗赠与市民，并组
织成立了“水上菊友群”，叶家良和徒弟
陈欣定期进行线上菊花的栽培指导，传
播艺菊知识。数月后，市民们兴高采烈
地捧着菊花回园送展，虽然只有30多
人，但叶家良并不着急：“养菊也需要日
积月累，他们能坚持下去，会慢慢地吸
引更多人。”

为了普及养菊知识，叶家良还利用
业余时间，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
菊花育种和栽培方面的专业论文，在相
关的书籍、杂志、报刊上发表。他撰写的
专著《菊花名品》也是园林系统唯一由花
卉工人独立出版的书籍。2019年，他又
主持了《天津菊花图谱》的出版，留下了
珍贵的艺菊资料。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记者问出
了藏在心里很久的问题：“您想过退休
吗？”沉吟一会儿，叶家良吐字缓慢但
语气坚定地说：“我感觉我还能一直坚
持下去。”

年近70岁的“中国菊艺大师”叶家良退休不离岗，仍在花圃里精心劳作——

“我干的就是养菊的活儿”

叶家良（左三）与同事们清点参加菊展的菊花品类。 （水上公园供图）

叶家良（左）和徒弟陈欣登记菊花

品种。 （水上公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