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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原产于中国，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由

于其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且被赋予独特的精神内涵，

一种以菊花为中心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菊花造型作为

菊花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中国赏菊文化传统中重要

的组成成分，充分展示了中国园林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造

园技艺的高超水平。

广州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传统的菊

艺中心之一，当地菊花造型技艺的发展具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特色。1953 年广州举办了新中国成立

后的首个菊花展览，菊花造型技艺从此得到了快速的发

展，并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达到了鼎盛。1993 年广州

成立羊城菊花艺术研究会，把众多菊艺匠人联合起来，

共同促进菊艺的传承与发展 [1]。广州老一辈的菊艺匠人

励精图治、敢于创新，在实践中探索出众多造型新颖、

富有特色的菊艺类型，如 2005 年菊艺匠人张苏扎作的单

株 46 圈（6 487 朵花）广式大立菊，创下了当时岭南地

区大立菊扎作的花数最高记录。时至今日，在众多菊艺

匠人和园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广州形成了 2 个重要

的菊艺品牌活动—羊城菊会（广州文化公园主办，图 1）
和黄花文化节（黄花岗公园主办），每逢金秋时节为广

大市民游客呈现出别具匠心的菊艺视觉盛宴。

菊花造型技艺是利用不同品种的菊花，经过艺术化

处理，把菊株培育成一种特定的、具有极高审美价值造

型的技艺 [2]。广州常见的菊花造型主要包括独头菊、多

头菊、大立菊、盆景菊、悬崖菊、树菊、艺植造型菊等 [3]。

广州菊花造型技艺在继承中国传统菊文化的基础上，体

现出浓厚的岭南地域文化特征，并从文化、审美、精神

等多个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传承价值。以广式大立菊为例，

其造型扎作技艺的核心价值在于能让一株菊中数千朵花

蕾按“一花一竹”“层层同心圆”的结构整齐排列，形成“满

树繁花独一枝”的半球形造型 [4]。一株开出千朵菊花的

大立菊场面震撼壮观，展现了广州菊艺匠人的精湛技艺

（图 2），令人叹为观止，由此成为广州菊艺的代表，曾

被多次送展北京、香港、澳门等地。

摘要：广州菊花造型技艺是岭南传统园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传承与发展经历了几代菊艺匠人的努力实践与探索，

但目前广州菊艺行业日渐式微，技艺的传承也陷入了危机。

在梳理广州菊花造型技艺的发展历程及传承价值的基础上，

从匠艺的视角对广州菊花造型技艺的传承现状进行分析，总

结了菊艺匠人的个体特征、构成关系以及当下所面临的匠艺

传承困境。最终提出从扶持政策的制定、促进技艺传承举措

的实施，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以及人才培养等的适

合广州菊花造型技艺传承与发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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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州菊花匠艺主体的特征和构成关系

1.1 匠艺主体的特征

菊艺匠人是菊花造型技艺的传承主体，是匠艺活动

中的主观核心要素，他们利用客观的物质要素获得主观

意识下的智慧成果，把控着从菊花的栽培养护，到菊艺

造型的设计构思，再到施工制作的整体走向。按菊艺水

平上的差异，匠人群体可分为普通匠人、专业技术匠人

与高水平匠人 3 个层次。普通匠人主要指当今社会化管

理模式下的绿化（花卉）工人，工作地点流动性较大，

主要从事基础性、辅助性和重复性的菊艺工作。专业技

术匠人相当于传统工匠体系中民间专业分工下的职业社

群，有着固定的工作单位和师徒传承关系，主要从事核

心的菊花栽培与造型技艺工作，是技艺传承的主体 [5]。

高水平匠人相当于现代某个专业领域的技术专家，例如

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评选的“中国菊艺大师”，其作为

菊艺行业的引领者，代表着该地区菊花技艺的顶尖水平，

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传承人。

1.2 匠艺主体的构成关系

几十年来，广州菊花造型技艺的传承主要依靠“传帮带”

的模式。“传帮带”是指行业或单位中前辈对后辈，或者是

技术骨干对新人，直接进行知识技能与经验心得的传授。这

种模式有别于传统工匠体系中的师承关系，无需通过繁琐的

拜师仪式成立正式的师徒关系。在这种构成关系下，师傅作

为团队的核心，承担着菊花造型技艺的核心工作，在实践操

作中通过口口相传与亲身演示的方式，传授技术经验。

除此以外，“偷师学艺”在广州菊艺行业中也是一

种普遍的构成关系。所谓的 “偷师学艺”实际上是跨界

学习，部分菊艺匠人会通过观摩学习菊艺师傅的专业操

作，以此搜集各种技艺片段，再经过思考琢磨、融会贯

通，从而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技艺流程。虽说是“偷师”，

但其实师傅也乐意与之切磋交流，这种关系的背后，反

映出当时广州菊艺行业内的良好氛围。大多数专业的菊

艺匠人对技艺流程毫无保留，乐于对外传授技术经验，

同时借助菊花展览的举办，加强与同行之间的相互学习

与交流，从而促进了广州菊艺行业的发展。

2 广州菊花造型技艺的传承困境

2.1 新生代菊艺匠人太少

据 2012 年羊城菊花艺术研究会统计的菊艺人才状况

数据显示，当年送展广州羊城菊会的菊艺匠人共有 42 位，

其中 60 岁以上的占 54.8%，而 40 岁以下的仅占 11.9%。
由此可见，老一辈的菊艺匠人大多已年届六旬、退休多年，

如今从事菊艺行业的中青年匠人屈指可数，技艺的传承

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

从事传统菊花造型技艺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不仅

学艺时间长、成效低、难度高，而且从业后的待遇和福利

普遍不高。菊艺学徒在学艺过程中不仅日晒雨淋，还需要

具备十足的毅力和耐心，“三天不在家，不要种菊花”，

这是老一辈菊艺匠人对学徒的训诫。然而，新时代下人们

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求致使人们偏好环境更舒适、待遇更美好的工作岗位。不

少年轻的菊艺匠人刚入行不久，或因工作过于艰辛而无法

坚持，或因收入微薄而纷纷转行，甘愿坚持从事菊艺行业

的年轻人已寥寥无几。尽管老一辈的菊艺匠人愿将技艺无

私地传授给年轻一辈，却无人继承，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2.2 菊艺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菊艺工作者包括从事菊艺行业的技术匠人及管理人

员，他们的综合素质主要体现在技术水平、文化程度、

知识储备、审美素养、传承意识等方面，而综合素质的

差异对菊花造型技艺的传承影响显著（表 1）。大多数的

菊艺匠人已年过六旬，这些退休多年的“老花王”构成

了现今广州菊艺行业的中坚力量，也是当下影响菊艺传

承的关键要素。他们虽具有丰富的技艺操作经验，但文

化程度普遍不高，对技艺缺乏系统总结和概括梳理的能

图 1    第 60 届广州羊城菊会（2019 年） 图 2    菊艺匠人与组合大立菊

菊艺工作者
技术
层次

毅力
耐性

文化
程度

知识
储备

审美
素养

总结
能力

传承
意识

菊艺匠师 高 高 较低 一般 较高 一般 高

年轻匠人 较高 较高 一般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普通花工 一般 一般 较低 一般 较低 较低 一般

管理人员 较低 较低 高 较高 较高 高 高

表 1    菊艺工作者综合素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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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社会化管理下的普通花工以及年轻一辈的菊艺学

徒则缺乏丰富的实操经验，未能熟练掌握技艺的核心要

领，难以挑起技艺传承的重任。菊艺行业的管理人员文

化程度虽普遍较高，且具有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审美素养，

但对于菊花技艺的学习与实践相对匮乏。

此外，普通花工的传承意识较为薄弱，尤其是在社

会化承包管理模式的长期影响下，他们多以个人的生存

发展作为首要考量，而不是在行业发展观和社会责任感

的驱使下助力技艺的传承。相比之下，高水平的菊艺匠

人和大多数专业技术匠人的传承意识较为强烈，具有行

业大局观和社会责任感。

总而言之，技艺高超的菊艺匠人已退休多年，而年

轻一辈的学徒学艺未精；匠人阶层不善于对技艺进行文

字性的梳理，而善于分析总结的管理人员却缺乏技艺实

践；资深的菊艺匠人已渐渐离开行业的舞台，社会化管

理下的花工却难以肩负传承重任。菊艺工作者的综合素

质参差不齐，使得菊花造型技艺的传承缺少了合力。

2.3 人才培养体系与激励机制缺乏

从广州菊艺行业的发展前景来看，菊艺人才的发展

在政策制度、教育培养以及行业认定等方面皆缺乏相应

的保障与扶持。曾几何时，“广州园林中专”的课程设置、

羊城菊花艺术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广州花卉工技能竞赛

的举办，为广州菊艺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广州园林中专重视对传统园林技艺的教授，并为学

生提供了广阔的菊艺实践平台。但如今其已停办，从事

传统园林技艺行业的毕业生大幅减少。与此同时，大多

数高校的园林专业没有把诸如菊花造型技艺的传统园林

技艺纳入培养体系，不仅缺乏理论教学，还鲜有相关的

技艺实践机会。高校教育对菊花造型技艺培养的空白，

从根本上影响了菊艺人才的产出。

1993 年成立的羊城菊花艺术研究会加强了全市菊艺匠

人之间的交流、切磋与合作。但其发展至今，由于缺乏政

策的扶持，单位与个体会员的数量日渐减少；运营资金短

缺，导致业务联系、活动组织、人才培养等工作难以开展。

参与广州花卉工技能竞赛的获奖花卉工，能得到由

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这

有助于其申报技术职称和业绩评定。但该竞赛于 2005—
2007 年连续举办三届后，至今一直处于停办的状态。从

事菊艺工作的人员无从获得行业认定的证书，从业的热

情无法得到更好的激励。

2.4 菊艺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逐渐萎缩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广州菊花造型技艺的生存环境受到巨大的

冲击。因菊花种植与造型的周期长、商业利润低，在经

济效益至上的市场背景下，不少专业的菊花生产单位纷

纷转向经营其他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花卉。各大城市公

园内的花圃随着社会化管理模式的推行而相继取消。除

此之外，厂矿机关等国有企业由于转型与改制，企业中

非生产性的项目逐步被取消，单位的花圃随之关张，大

批的专业菊艺匠人或纷纷下岗，或流入其他行业车间 [6]。

进入 21 世纪后，广州不少大型厂矿企业外迁，致使以往

参与菊展送展的单位大幅减少，昔日全民参与的羊城菊

会盛况不再，菊展的规模也因此每况愈下。

由此可见，广州菊花生产单位的减少，花圃花场的

取消，国营企业的转型、改制和外迁，以及菊展规模的

收缩，直接导致了匠艺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严重萎缩。

3 广州菊花造型技艺的传承保护对策

传统菊艺行业的发展与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等

密切相关。从菊艺匠人的个体发展到技艺的活态传承，

从菊艺生产、传播、展示再到整个产业链的形成与优化，

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重视、政策与资金的扶持以及多方

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结合中山小榄对菊艺传承的非遗

保护，以及河南开封对菊花产业的优化经验 [7~8]，本文从

政府、园林部门、匠人和高校 4 个层面，提出适合广州

菊花造型技艺发展的传承策略。

3.1 政府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

传统技艺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政策的扶持。政府对

于菊花造型技艺的保护集中于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市

场机制的建立，应对技艺面临的传承危机。

首先，提高待遇，留住人才。政府需重点关注当地菊

艺匠人的发展现状，在社会和行业内部为菊艺匠人创造一

个比较优厚待遇的人文氛围和经济制度保障，如制定有利

于匠人能力提升与发展的薪酬体系，以此鼓励更多具有菊

艺潜质的年轻人加入技艺传承的行列，并终生发挥其所长。

其次，建立激励机制，提升社会认同感。政府可通过

建立相关的激励机制，改善广州菊艺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

如定期举办专业的菊艺技能竞赛，恢复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以此提高菊艺匠人的职业资格水准和职业荣誉感。除此之

外，对于技艺精美的作品可实行“荣誉奖励制”，就像当

今建筑界的“鲁班奖”或是工艺美术界的“金奖”“银奖”，

在菊艺行业中同样可树立标杆，鼓励赶超。

最后，提高技艺的市场价值。广州菊花造型技艺需要有

一个良性的行业生态与相对公平的市场机制。在社会化管理

的背景下，政府需更多地关注菊花造型技艺的特殊性，制定

更为合理、公开、公平的招标机制、询价制度、管理操作流

程与评估体系，让技艺得到应有的社会市场价值认定。

3.2 园林主管部门主导技艺的传承发展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对菊花造型技艺的传承保护需发

挥主导作用，联合市内园林系统的力量，从园林科研、花

卉种植、花事活动、对外交流等全面开展匠艺保护的工作。

第一，开展与菊花产业化相关的科学研究。主管部门

可组织市林业和园林科研院等科研单位，通过成立菊花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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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相关研究项目，解决菊花品种退化的难题，提高菊花

种植的产量，并且研发更多审美价值高的菊花新品种等。

借鉴小榄菊花场和开封菊花研究所的经营模式，与市农业

局联合兴办近郊的菊花生产基地，并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

鼓励科研人员、花农和菊艺匠人从事菊花产业化工作。

第二，保障菊花展览举办的常态化。主管部门可将

菊花展览的举办纳入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通过拟定

相关的扶持方案呈递给市、区政府，从而为举办菊花展

览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其中需重点资助羊城菊会和黄

花文化节 2 个菊花品牌活动，并积极动员各大城市公园

定期举办中小型的菊花展览，为广州的菊艺匠人提供广

阔的技艺施展平台。此外，还可以为特色菊艺的宣传另

辟蹊径，如在一年一度的春季广州园林博览会上设置菊

花专项的展示评比，菊艺匠人利用花期调控技术使菊花

反季节开花，并用菊花扎作出具有广府地域特色的广式

大立菊、树桩盆景菊、艺植造型菊等，实现特色菊艺在

各大花事盛会中“登台亮相”。

3.3 非遗视角下对技艺和匠人进行活态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特征表现为“活态性”，

注重的是技艺的可传承性，其中最为关注的是匠人作为

传承主体的重要地位。借鉴小榄菊花会的非遗传承经验，

对广州菊花造型技艺进行非遗活态传承与保护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目前广州对于菊花造型技艺的非遗传承保

护仍处于起步阶段，仅有 2017 年的市级非遗项目“大立

菊扎作技艺”一项。

在倡导“文化自信”和“匠人精神”的新时代背景下，

广州菊花造型技艺的非遗传承保护工作可从以下 3 个方

面开展：1）以“国家级非遗”为目标，对现有的一项市

级非遗项目进行等级提升，从而争取更大的保护力度；

2）以菊花造型技艺为核心衍生出其他非遗保护项目，如

具有 62 届举办历史的羊城菊会、特色鲜明的岭南树桩盆

景菊造型技艺、极具广府文化特色的艺植造型菊技艺等，

由此构建出广州菊花造型技艺的非遗传承体系；3）加强

非遗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对代表性传承

人进行认定和命名，为其开展传习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

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教学与交流等活动。

3.4 高校助力培养新生代菊艺人才

应对广州菊艺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需要引起高校

对菊花造型技艺等传统技艺的关注与重视，使高校师生

对菊艺产生学习的兴趣，从而促进高校人才流入菊艺行

业。首先，建议将菊花造型技艺纳入广州高校园林、园艺

等专业的培养体系，增设与之相关的理论课程。其次，融

入菊花造型技艺的实践训练，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

学体系。如借鉴昔日广州园林中专的课外实践模式，与匠

人群体建立沟通与联系的平台，以体验式教学或者专业实

习的方式，使学生在匠人的“传帮带”作用下进行实践 [9]。

另一方面，高校师生应积极发挥自身的科研优势和

宣传影响力，成为传承菊花造型技艺的新力量。高校师生

可通过开展口述史课题的研究，对菊艺匠人进行访谈 [10]。

利用访谈形成的一手资料，填补广州菊花造型技艺在历史

与现状方面一直缺乏经验传承记录的空白。研究的成果一

方面可以转化为报告的形式呈报市林业和园林局，推动广

州菊艺行业的特色宣传与相关保护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

可转化成出版物、影像记录、成果展览以及文创产品等形

式，有益于在社会公众间的广泛传播，引起大众对菊艺传

承的关注，使其更了解菊花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

4 结语

广州菊花造型技艺是岭南传统园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传承与发展经历了几代菊艺匠人的努力实践与探索。

然而高速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技艺的冲击、西方时尚文化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人们生活方式与观念的巨大改

变，都使得传统技艺的生存空间与文化土壤变得更加狭窄。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坚守”成为了与“传统技艺”关联

的高频词。对于老一辈的菊艺匠人而言，苦苦坚守和传承

是他们作为手艺人的责任和使命。但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传

统的菊花造型技艺光靠老一辈匠人自觉坚守显然是不够的，

需要呼吁社会多方的力量对技艺进行活态保护，在继承传统

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从而延续技艺与文化的生命。

注：图 1 为作者自摄，图 2 来自广州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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