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五

新华每日电讯·15版
风 范

雒应良、何娟

“姑娘家喜欢花，你就去花卉组吧！”苗圃
场长的一句话决定了她一生的事业，那一年，
刘改秀是刚刚从农校毕业的青涩丫头。

如今，昔日“姑娘家”已是年过半百的资
深牡丹专家，而当年荒凉偏僻的郊区苗圃则
成了享誉业内的国家牡丹园。

望着把30年青春韶华尽情挥洒在其上
的这 500 亩“国色天香”，无法言说的感慨
涌上洛阳市中心苗圃（国家牡丹园）副主
任刘改秀的心头。她就像园中的牡丹，春
来时为众人带来满园缤纷，春去后又恬静
地隐匿在一簇簇绿叶之中，矜持、低调而
内敛。

扎根牡丹园 初心不改 30 年

从卷起行李想跳槽 ，到一

家 三 口 移 居美国也不干

1 9 9 0 年 7 月，家住洛阳市西工区红
山乡下沟村的刘改秀从河南省南阳农业
学校园艺专业毕业，同年 1 0 月分配到洛
阳 市 郊 区 苗 圃 ，也 就 是 如 今 的 国家牡
丹园。

刘改秀没想到，她毕业前对工作的
设想与现实竟如此悬殊：眼 前 的 郊 区 苗
圃 ，荒凉偏僻 ，交通不便 ，连围栏都没有，
任 由 附 近 村 民 来 回 穿 行 ，还时有 牛 羊
光顾。

“姑娘家喜欢花，你就去花卉组吧！”苗
圃场长一句话安排了工作。但当时的郊区苗
圃主要种苹果树、桃树、葡萄苗等，牡丹苗圃
偏居一隅，只有 60 亩。

苗圃的工作辛苦而单调，整日在大田里
锄地施肥，和干农活没什么两样。园里几间旧
瓦房就是职工宿舍，跑风漏雨，当时一起分来
的 3 个大中专毕业生跑了两个。

为了留住人，苗圃领导不让职工过周
末，连续加班，减少与外界接触。看着一起
来的同伴和身边的老技术员纷纷离去，刘
改秀一次又一次动心思要走。有一次，她也
打包好行李，准备动身去郊区种子管理站
工作。

当时的古都洛阳，牡丹名片正享誉海内
外，牡丹旅游与产业方兴未艾，但关于牡丹
研究的许多课题还是空白，牡丹栽培育种、
科研管理人才严重匮乏。听闻她要走，苗圃
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极力挽留。

“当时技术员都陆续跳槽了，如果我也
走了，牡丹苗圃就没技术员了。再说工作也
顺手，大不了再吃几年苦吧！”刘改秀想想已
经照顾了好几年的牡丹园，终究有些舍不
得，思前想后，还是决心留下来。

老技术员走了，她就拿着他们留下来的
牡丹图谱整天在园子里转悠，几年下来硬是
把这些牡丹的品种、位置、栽种时间记熟了，
给它们一株一株地挂上标签。每天下班，她
都累得双腿发软，直不起腰。“女儿跟着我在
牡丹田里长大，回头想想，真挺对不起孩子
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日复一日的努力，
哪株牡丹、哪个品种在园区的哪个位置，刘改
秀可以脱口而出，如数家珍，也练就了一双慧
眼识牡丹的本领。

“认牡丹和认人一样，也有高低胖瘦之
分。花形、花色、叶子、株形、绒毛、根系，这些
细微的差别都不能放过。”刘改秀谈起牡丹
品种时特别自信，简直就是一本牡丹“活字
典”。

洛阳的牡丹涵盖 9 大色系、10 种花型、
1200 多个品种，刘改秀现在一眼就能准确辨
认 900 多个牡丹品种，“牡丹要天天看，几天
不看，就生疏了。”

在这期间，刘改秀重新编写了牡丹观赏
园、繁殖圃、种质资源圃、国际品种园定植
图，建立电子文档，收录品种千余种，拍摄照
片近万张，制作牡丹物候期卡数千张。

“我真正喜欢上了牡丹，钻到里头了，开
始享受和牡丹在一起的过程。”刘改秀说。

经过几年的埋头苦干，刘改秀从牡丹
大田里成长为洛阳为数不多的专家型人

才，在业内小有名气，慕名挖人者不在
少数。

1 9 9 8年，因协助洛阳市农业局出口
一批牡丹，刘改秀结识了美籍华人徐兆
光。他在美国费城有一个牡丹园，但不知
如何管理，不时给刘改秀打越洋电话咨
询牡丹栽培种植技术。经过一番交流，徐
兆光如获真经。

不久后，徐兆光给刘改秀抛来橄榄枝，
让她到美国帮忙管理经营牡丹园，可以协
助她一家三口移居美国。

面对如此诱人的待遇和条件，刘改
秀曾心动过。但当时的她想到，“我的牡
丹事业从这里起步，是牡丹给我带来荣
誉，我怎能半途抛弃呢？”刘改秀淡定地
婉拒了出国邀请，继续守护着这一片洒
下汗水的牡丹园。

耕耘牡丹园 追梦永远的国色天香

常年奔赴各地引良种，连

早 年 晕 车 的毛病都“治”好了

洛阳是牡丹的原生地之一，有 1 5 0 0
多年的栽培史，最兴盛时曾达到两千多个
品种。但由于没有种质资源保存体系和机
构，部分品种已经失传，有些品种则濒临
灭绝。

民国初期，洛阳的牡丹品种仅剩50余
个。到上世纪60年代，牡丹品种也只恢复到
100多个。

1992 年 7 月，当时的国家林业部将
国家牡丹基因库落户在洛阳市郊区苗
圃，作为牡丹种质资源的活体保存库，保
存和管理牡丹品种的遗传资源、生物信
息和基因数据。“我来的时候 ，苗圃大概
有360多个牡丹品种。”刘改秀说，牡丹资
源保护是一个耗功、耗时、耗资金的艰苦
工程。

牡丹引种工作贯穿了刘改秀30年的
职业生涯，从未间断。对她来说，出差是一
种常态，连早年晕车的毛病都“治”好了。

“一个地方至少要去两次，春天开花
时先去看看符不符合引种计划，秋天再去
引种。”刘改秀跑遍了全国各地，四处“搜
寻”，先后引进云南野生大花黄牡丹和紫
牡丹、甘肃紫斑牡丹、湖北野生卵叶牡
丹、延安稷山矮牡丹等，还奔赴湖南、浙
江、江苏、四川等地搜集和引进 3 0 0多个
品种。

为了找到野生牡丹品种，刘改秀和同
事多次在栾川熊耳山的荆棘丛里艰难穿
行，后来终于在石缝里找到一株野生紫斑
牡丹，手脚并用，攀上崖壁，鞋底都磨破
了。“那时只管高兴，哪顾得上危险！”说起
寻找野生牡丹的经历，刘改秀的眼睛里放
着光。

刘改秀像一只辛勤的燕子，冬去春来，
引种、培育，“衔来”一枝枝牡丹，将国家牡
丹园“垒”得越来越光彩夺目。

刘改秀把引进的牡丹品种按照种群
建立资源圃分类管理，创造适宜的生长环
境，为濒危珍稀牡丹提供一个安全的“避
风港湾”。

“活体保存是牡丹基础研究、新品种开
发、产业发展和科研创新的保障。哪怕某些
品种不开花，没有经济价值，我也愿意一生
守护它们。”刘改秀说，如果单纯以观赏价
值、经济效益等因素来决定牡丹的“命运”，

一些传统品种可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
消亡。

“这些牡丹资源都是留给子孙后代的
财富，少一个都是缺憾。”北园有一片专门
用铁丝网圈起来的牡丹种质资源繁育圃，
里面全是刘改秀的“宝贝”。

“当初园里只有一株‘变叶红’，眼看
快没了，我赶紧把它移过来重点保护。现
在不怕了，繁殖得不少了！”刘改秀轻轻地
弯下腰，爱怜地抚摸一株矮小的牡丹苗，
像照料年幼的孩子一样。

据统计，国家牡丹园引进国内外牡丹
品种815个，共2万余株。这些引进的品种不
仅丰富了牡丹种质资源，还通过花期调控，
使洛阳的牡丹文化节由原来的10天延长到
40天。

除了搜集引进外地牡丹资源，牡丹
育种也可以为种质资源库增添新成员。
杂交育种既辛苦又紧张，采集花粉、套
袋、“母本”去雄、晾粉、散粉、授粉……每
一步都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出错，
杂交失败，相当于这一年的育种工作就
白干了。

杂交后的种子从发芽到开花，需要 3
至5年时间，繁殖30株以上，性状稳定后才
能命名新品种。“这样算下来，培育一个牡
丹新品种需要8至10年。”刘改秀掰着手指
数了数，“从入园以来，我培育的新品种登
录命名了23个。”

2 0 0 6年秋，刘改秀和科研人员在调
查牡丹物候性状时，发现几株零星绽放
的“另类牡丹”。“培育能够在秋季自然
条件下开花的牡丹品种，可以打破以往
只能在春季观赏露地牡丹的局限性。秋
冬时节盛开的牡丹傲霜挺寒，可与梅花
媲美。”

刘改秀说，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和团
队经过鳞芽突变研究和品种改良，对这些
牡丹进行大规模扩繁嫁接，终于在 2 0 1 4
年培育出“秋梦”等4个秋赏牡丹新品种，
填补了国内牡丹种质资源的一项空白。

目前，国家牡丹园拥有国内外牡丹种
质资源1 3 6 2个 ，栽植牡丹2 0 0余万株，涵
盖 9大野生原始种和世界 8大园艺品种
群，成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牡丹品种活体
保存、无性繁殖和科研基地。

成就牡丹园 汗水浇出花万朵

从“花开花落二十日”到

“花开花落随人意”，一年四季

可赏花

初夏的国家牡丹园已被郁郁葱葱的
绿叶覆盖，大规模花期已过，只有点缀其
间的几朵残存的芍药花。但南园占地
1200 平方米的牡丹四季展览馆却依然姹
紫嫣红。

牡丹的花期短。“花开花落二十日，一
城之人皆若狂”描绘的就是唐代游人争相
欣赏牡丹的盛况。刘改秀工作的国家牡丹
园，每逢牡丹花开，游客慕名而来，满足而
归。但有些游客来晚了，只能带着遗憾
离开。

“能不能让牡丹像月季一样月月开花，
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牡丹呢？”未能
一饱眼福的外地游客无数次向刘改秀提出
这样的恳求，话语中充满期盼。

生为洛阳人，又是牡丹栽种培育的专
业人才，每每遇此场面，刘改秀难免尴尬。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美的追求
也在提升。”

刘改秀意识到，要满足国内外游客四
季赏花的需求，就必须要有可靠的催花技
术，让牡丹能在规定的时间开花。

这个想法激励着刘改秀不断探索研
究。2002 年，刘改秀参与的“牡丹周年开
花”项目完成，建立了牡丹优良品种“洛阳
红”促成栽培时间与积温、日均温回归方
程，使我国成为继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二个
拥有此项技术的国家。

2011 年 7 月，刘改秀的“一种牡丹抑制
栽培冷藏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不管是寒冷的冬天 ，还是炎热的夏
天，我们都可以让牡丹开花，基本达到‘花
开花落随人意’。”刘改秀自豪地说。

2010年3月，经过3年的筹备，国家牡
丹园建成国内第一家牡丹四季展览馆，弥
补了远道而来、错过花期的游客的遗憾。

2014 年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 4 枚金
奖、11 枚银奖、8 枚铜奖，2016 年唐山世
界园艺博览会 92 项大奖，2019 年北京世
界园艺博览会 70 项大奖……凭借成熟的
反季节催花技术和品种齐全的牡丹，刘改
秀带领国家牡丹园参加了数不清的花事活
动，让洛阳牡丹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不要写我，写园里职工，写牡丹园的
科研团队。国家牡丹园能有今天，是大家共
同努力的结果，我一个人微不足道。”刘改
秀几次对记者说。

目前，刘改秀已培养了 6 位在牡丹生
产、病虫害防治、品种认定、新品种培育领
域取得高中级职称的同志。

2008 年，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国家牡丹园成立牡丹研发与推广中心，
并建立核心实验室，进行牡丹组培育种
实验。

“应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对牡丹进行
快速繁殖是促进牡丹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技
术。”刘改秀介绍，除了观赏旅游，油用牡丹
和牡丹（芍药）鲜切花的市场在不断扩大，
这就需要栽培育种技术“保驾护航”，单靠
分株、嫁接、人工杂交等传统方法无法实现
规模化生产。

“组培苗移栽成活率低是实现牡丹
组培成功的一大障碍。提高生根率、改善
生根质量，让组培苗真正过渡到商品苗。
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呐！”尽管刘改秀完
成了 1 5 个品种 1 0 0 0 余瓶的幼苗培养，
平均生根率超过 6 0% ，部分品种生根率
超过 8 0% ，但她并不满足于此。“牡丹研
究仍有一些领域没有得到突破，种质资
源还要继续搜集整理，我现在都不敢退
休。”

在别人眼里，在牡丹园工作也许充满
了花前月下、满园芬芳的浪漫色彩。但是，
当记者走进牡丹园，走进刘改秀的日常工
作就会发现，更多的是繁重的劳动和挥洒
的汗水。

中午时分，52岁的刘改秀戴上草帽，顶
着烈日回到牡丹实验大田，和技术人员一
起查看今年杂交育种的情况。上百株牡丹
的枝头套着白色纸袋，挂着蓝色标签，上面
注明“母本”“父本”品种和授粉时间。刘改
秀随手撕开一个纸袋，里面的种子已经变
得饱满起来。

“谁非过客，花是主人。”这是刘改秀的
微信签名，择一业，钟一生。

放眼望去，偌大的牡丹园里，万余株牡
丹郁郁葱葱。暖风吹来，远近牡丹枝叶葳
蕤，频频颔首，像是对刘改秀致谢。

“痴”花护叶三十载，引来满园“国色”香
凋敝的洛阳市郊区苗圃变身国家牡丹园，牡丹“活字典”刘改秀功不可没

●当年，听闻她要走 ，苗
圃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极
力挽留

●她是牡丹“活字典”，一
眼就能准确辨认900多个牡丹
品种

●她培育命名了23个新品
种，四处“搜寻”引进牡丹，丰富
了种质资源，延长了花期，加上
研发的反季节催花技术，使洛
阳牡丹文化节由原来的10天延
长到40天，基本达到“花开花落
随人意”

●民国初期，洛阳的牡丹
品种仅剩 50 余个。如今，国家
牡丹园拥有国内外牡丹种质
资源 1 3 6 2 个 ，牡丹 2 0 0 余
万株

▲大图：刘改秀在国家牡丹园种质资源繁育圃查看杂交后的牡丹种子生长情况。本报记者何娟摄
小图：国家牡丹园里怒放的牡丹，是刘改秀的“心头好”。 受访者供图

（上接 13 版）马汎浦说着气话，但她知道，在母亲
眼里，除了群众的喝彩，啥都不值钱。

每次演出前，马金凤都会提前 4 小时扮装，这个习
惯一直到她 80 多岁登台还没有改变。“老师每次都是
自己画，穿上戏服后，她就不再坐下了，怕戏服坐皱了
不好看。”马金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关美利说，虽然有
人劝说衣服后面不碍事，但老师却说有些动作是要背
对观众的，一点都马虎不得。

虽是豫剧大师，马金凤生活却很简朴。她不但与烟
酒无缘，甚至稍带刺激油腻的食品都不沾不尝，一碗白
面汤加鸡蛋吃了一辈子，就连做儿女的也是最近几年
才知道母亲其实也爱吃肉。马金凤常说：“我不怕嘴受
屈，就怕嗓子出问题不能唱戏。”

退休之后，马汎浦开始跟着母亲，陪她演出，照顾
起居，也慢慢理解了她对剧团的严格和对自己的苛刻。
“我是人民的演员，必须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中间去，
到观众中间去！”这是马金凤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她经常组织小分队到那些偏僻山村、交通不便的
地方演出。有一次，剧团在河南偃师农村演出完后返回
县里，山路上遇到两位白发老大娘，拄着手杖打听剧团
的消息：

“你们知道马金凤还在村里吗？”
“大娘，我就是马金凤。”
原来，两位大娘喜欢听马金凤唱戏，听说她来演

出，就带着干粮从家追到城里，又从城里追到村里，却
还是没赶上。马金凤听后说：“大娘，让你们受累了，金
凤就在这里给你们唱！”说着，马金凤站在路边，迎着山
风唱起了《穆桂英挂帅》。

洛阳的一位老戏迷说，那个时候听戏的群众能跑
几十里路，扶老携幼，连出嫁的闺女都得接回来。“老百
姓都是散戏了还不走，一直等到马金凤卸了装，从化装
到唱再到卸装，直到实在没啥看了，妥，回家吧。”这个
戏迷说。

作为老一代中唯一跨世纪的豫剧名家，马金凤至
今仍精力充沛地活跃在剧坛艺苑和一些大型演出活动
中。她常说：“穆桂英能 53 岁又出征，我为什么不能花
甲之年出征呢！”

“支撑马老师一生创作的力量除了对戏剧的热爱，
更重要的是对人民和国家的赤诚、对戏曲的担当和使
命。她从旧社会走来，对国家、对人民始终有一份感
恩。”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编剧李学庭说。

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马金凤始终保持一颗赤
子之心。“马金凤深受人民群众喜爱，不仅是因为她的
唱腔和表演，更重要的是她有着与群众水乳交融的关
系以及一贯身体力行的戏德。”李树建说，“艺术创作一
百跳一千跳，最后一跳是深入基层，扎根人民，文艺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也是马金凤留给当代文
艺工作者的精神财富。”

甘为人梯，弟子主演自己当配角

曾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

“马金凤收了关门弟子”的传闻。马

金凤听说了哈哈大笑：“马金凤不关

门，谁来学都欢迎，需要学什么我就

教什么”

1957年秋，梅兰芳先生到洛阳演出，与马金凤再
次见面。梅兰芳把他常用的凤冠赠给她，作为师徒关
系的见证，此后马金凤的名字正式列入《梅兰芳弟子
录》中。

“一人红，红一点；大家红，红一片。”马金凤重视人
才培养，一生惦念振兴戏曲、传承民族艺术，直至耄耋
之年还执教于中国戏曲学院。“洛阳被称为牡丹之乡，
是因为牡丹得到了历代培植，才能万紫千红、群芳争
艳。”在马金凤看来，豫剧的花园里，也要呈现这样的
局面。

马金凤带团到基层演出，地方剧场负责同志提出，
让她场场主演。马金凤却说：“场场演我倒不怕累，但你
们也要看看俺学员的戏，他们不比我唱得差。”

在农村演出时，往往一天演两场，马金凤就给自己
安排日场，让学生唱晚场。马金凤说，晚场戏观众来得
多，是青年演员显身手的机会，白天的观众大都是走不
了夜路的老人，唱戏也可以照顾他们。每次有新戏，马
金凤都在学生主演时，自己选个配角，目的是同台演出
更能了解情况，便于指导和提高学生的技艺。“老师始
终想着尽可能地多给我们机会，提携一些好苗子。”马
金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柏青说。

有些学生一度热衷于参加各类比赛，马金凤劝诫
说，上电视成名快，却始终和群众隔着屏，金杯银杯不
如老百姓的口碑，要多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好的口碑是
一个村一个村唱出来的。

“老师一生视戏如命，如今年纪大了，有时候见人
可能认不清，但聊几句总能聊到戏上。”关美利说，每次
有弟子来看望她的时候，她都会让大家现场唱一段，品
一品，抠一抠，挑挑毛病，叮嘱改进。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马金凤如春催桃李，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梨园后生，收徒和学生 160 多名。
一大批中青年戏曲演员在马金凤的言传身授下，艺术
上迅速成长，活跃在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广阔天地中。

“当老师毫无保留地拿出自己一生的本领时，我们
这一代也就肩负起继续传承的重任。”2005 年，马金凤
从洛阳豫剧团离开后，关美利接过了老师这一棒，同时
接过来的还有老师的叮嘱：不能骄傲，继续努力，好好
唱戏，唱好戏。

曾经，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总会出现“马金凤收了
关门弟子”的传闻。马金凤听说了哈哈大笑：“马金凤不
关门，谁来学都欢迎，需要学什么我就教什么！”

马金凤从前辈汲取了技艺，她薪火相传并提携后
起新秀；她从人民群众那里收获了一生荣誉，希望毫不
保留地回馈给国家和人民。

最近一年来，马金凤的家人在整理她的物品，几乎
所有的东西都与戏曲有关。“她就是一个普通的艺人，
在剧团的时候，演出补贴和所有职工一样，从不搞特
殊。”马建新说。由于常年在外演出，马金凤没有固定的
住所，洛阳家里仅有的家具也是马建新结婚的时候找
人打的。

“现在，物品清单已经列出来了，我们决定全部上
交国家。”马建新说，她是人民的演员，所有的东西都应
该回归人民，而我们子女要做的就是帮助她完成这个
愿望。

梅兰芳主动授艺，“梨园穆桂英”

九十载唱“响”马派豫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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