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黄灿灿的油菜花铺满
江南大地，69岁的养蜂人周善
英的“寻花之旅”也从这里开
始。在滆湖东岸凤栖路边的一
大片油菜花田旁，20多个蜂箱
和一顶帐篷，组成了一座临时蜂
场。蜂场里一共只有两个人：周
善英和他的老伴。

周善英是武进前黄人，24
岁开始养蜂。此后，他的人生便
是踏着花期穿越中国南北，如此
循环往复，一晃已是45年。这
45年，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
术革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方
式，也改变了众多古老而又传统
的行业。但似乎，养蜂是与高科
技无缘的极少数行业之一，养蜂
人也好像是被时间遗忘的小众
群体。

“养蜂技术没有变化，使用
的工具还是那几样，就连追赶花
期走的也是老路线。”周善英略
带自嘲地说，“就连养蜂人赖以
赚钱的蜂（皇）浆，40年前100
多块钱一斤，现在还是这个价。”
或许，正是这一行业无法与现代
接轨的缘故，如今的养蜂人越来
越少。周善英称，“武进已经没
有60岁以下的养蜂人了。”

养蜂技术延续了45
年，无奈对高科技说不

1979年，在前黄一带出现
了养蜂热，年轻的周善英也加入
了进来。跟着师傅跑了一年，他
基本掌握了养蜂的全部技术。
当时的他不会想到，这些技术将
是他一生的陪伴。

每年12月，周善英要带着
上百个蜂箱赶到云南，找一个天
气晴好、鲜花又多的地方驻扎下
来。此时采来的蜂蜜、蜂浆，全
部留作食物用来繁殖蜜蜂。一
旦发现蜂蜜不够，还要买来白糖
喂养。如果老天帮忙，两个多月
的辛苦，能够换来蜜蜂三四倍的

繁殖量。
“蜜蜂是养蜂人的本钱，繁

殖得好，才能有好的收成。”周
善英说，养蜂手艺是一代一代
养蜂人传下来的，从未改变
过。“蜜蜂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
性，从卵孵化成蜂，这个过程中
发育得好不好，全凭养蜂人肉
眼观察经验判断，再智能的仪
器都无法代替；蜜蜂采蜜，有自
己的习性和规律，也很难用技
术来控制。”

至于取蜂蜜蜂浆，现在的确
也有蜂农用上了电动摇蜜机。
但周善英一直觉得，电动机无法
控制力度。力度大了容易把蜂
巢甩破，力度小了蜂蜜甩不下
来。所以周善英仍然使用最原
始的手摇操作，虽然累，但“可以
全时段调整控制”。

养猪养鸡都可以通过技术
革新实现规模化，而这对养蜂
来说不可想像：蜜蜂的习性根
本不适合圈养。45年干下来，
周善英最深的体会，养蜂是一
成不变的体力活、经验活、熟练
活。

全年只能休息两个
月，放蜂路线已烂熟于胸

养蜂人追逐花期的生活，
在外人看来是“蜂花雪月”的故
事，但对于养蜂人来说，那只是
一种职业需要。“养蜂人的生活
一直在路上，风餐露宿，辛苦劳
累是常态，稍有空闲，只想休
息，哪还有观花赏景的心情。”
周善英说。

直到今天，养蜂人依然保持
着相似的生活经历：每年12月
到第二年2月，在云南昆明、广
西南宁、广东茂名一带繁殖蜜
蜂。此后沿三条线路北上，西线
走贵州四川往北；中线走湖南陕
西往北；东线走安徽江苏往北。
随着天气由南往北转暖，养蜂人
一路寻花北上。

周善英一直走的是东线：3
月到安徽芜湖无为县一带采油
菜花蜜，4月到徐州采槐树蜜，5

月到河北沧州、山东济南采枣树
蜜，7月到黑龙江宝庆虎林采椴
树蜜，到黑河采油菜花蜜，8月
到内蒙古乌兰浩特采槐树蜜。
如果蜜浆产量不算好，还会在9
月转道去内蒙古赤峰采荞麦
蜜。10月带着收获回家，休息
两个月后，便开始了周而复始的
新一轮的奔波。

“养蜂完全是靠天吃饭，天
气晴好蜜蜂飞得远采得勤，天气
不好，绝大多数蜜蜂会缩在巢里

‘罢工’。如果连着一两周下雨，
那整个花期就算废了。”周善英
说，除非高科技能改变天气或者
把蜜蜂的习性改了，否则根本产
生不了“科技增产”的效果。

养蜂生活一如既往，
只是更加便捷了

养蜂技术难以现代，而养蜂
人的生活也并非一成不变。“以
前能有个柴油炉煮饭，晚上点蜡

烛、煤油灯就OK了。后来有了
柴油发电机、液化气罐，这几年
更是有了大功率蓄电池，养蜂人
的野外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特别是有了手机，再不像以
前到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第一
件事就是写信回家报平安。”周
善英称，现在的运输也方便了好
多，原来的蜂箱都是火车托运，
从云南到安徽要10天。后来路
越修越好，这些年既可以找货拉
拉，又可以自己买车跑。养蜂人
的生活确实比以前越来越好，越
来越便捷了。

如今，周善英把养蜂当成是
越来越少有人做的冷门工作，作
为回忆自己半辈子辛苦的难得
消遣。儿子孙子从来不问他养
蜂的事情，对养蜂没有丝毫兴
趣，他也从不强求，更没想过要
收徒弟搞传承什么的。“如果真
有一天，常武地区真的没有养蜂
人了，我也一点都不奇怪，就当
是被时间遗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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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时间遗忘的养蜂人

人间四月，春暖花开，草长莺飞。伴随着一年中最美好季节的开启，一些

特殊职业也开始了忙碌的节奏。69岁的养蜂人周善英又将踏上周而复始的

“寻花之旅”；溧阳南山山麓里的采茶炒茶人，起早贪黑只为撷取早春的一壶

茗香；各大公园里繁花争艳的背后，是一众园艺师们的精心培育……四月，本

报“职场秀”将开设“人间四月天”专题，讲述属于这个季节的职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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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天 11

周善英笑了，这回的蜂浆不错。

周善英（左）向顾客推销自家产的纯天然蜂浆 周善英正在切割蜂蜡

周善英在照看蜜蜂 周善英在查看蜜蜂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