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踏破鐵鞋尋寶藏，有人走遍南北訪美景，而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草業與環境研究發展中心主任武菊英卻

是踏遍天涯尋野草。作為國內觀賞草第一人，武菊英與草結緣已經三十餘年。從京津冀的山川河流，到丹麥、新

西蘭的農田牧場，都見證了她與草的不解緣分。而她始終如一的堅持，也換來了試驗田裡一片片芳草幽幽，贏得

了國際友人對北京奧運場館外觀賞草的認可。同時，作為北京市政協城建環保委委員，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專訪時表示，在跟隨政協實地考察調研的同時，還能同自己的本職工作結合起來，政協委員的身份對她所從事的

行業和本職工作都有很大的推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做傳統音樂守門人

傾心鑽研觀賞草 尋求綠化新突破

用音樂感召民眾激發善念

A30
■責任編輯：馬曉芳 ■版面設計：馬曉芳

2019年1月10日（星期四）

武
菊
英

武
菊
英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作為人類文化藝術的瑰寶，被許多人看作「陽春白雪」的傳統音樂近年來發展

式微，很難飛入「尋常百姓家」。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藝術學院聲樂教授李瑞華，多年來就發展傳統音樂藝術奔

走呼籲獻計獻策，先後提出建設泉城音樂廳、省會大劇院選址以及其延伸使用等提案。她稱自己是傳統音樂藝術的

守門人，希望用音樂的力量感召民眾激發善念，用自身所學為社會發展盡一份心力。

文：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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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建立造林生態指標檢測

走進被譽為「國內觀賞草第一人」武菊
英的辦公室，立刻被一束漂亮的粉黛

亂子草吸引了眼球，雖然已經乾枯，但是巨
大挺拔的枝幹依舊引人注目。武菊英說，這
是她在尋草時發現的，剛帶回來時更漂亮。
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這個網紅「粉黛亂子

草」的詩意名字正是誕生於武菊英和她的團
隊筆下。

國外經歷更新除草理念
雖然現在因觀賞草被業界熟悉，但是武菊
英最初的專業卻是「除草」。武菊英說，她

本科學的農學，具體細分是研究除草，包括
利用各種農藥保證農田沒有雜草，從而保證
農田產量，「後來，我就到了丹麥和新西蘭
工作了兩年，這兩年的經歷改變了我對草的
認知。」她回憶說，尤其是在新西蘭的經歷
對她觸動極大。
武菊英說，與國內想盡辦法給農田除草不

同，新西蘭特別注重生態。新西蘭的葡萄園
不叫除草，而叫草害治理，不僅不除草反而
種草，他們會在葡萄園裡種各種花草。後來
她知道，種草有幾大好處，可以覆蓋地被，
防治水土流失，還能吸引昆蟲增加授粉，增
添觀光風景，「他們是絕對不能用除草劑
的，所以回國後我就發現自己的理念已經有
了很大變化」。
在武菊英回國探親休息的機會，正好趕上
北京草業與環境研究發展中心成立，於是她
接受邀請，毅然放棄國外的發展機會，決定
留在中國並開始擔任該中心的主任至今。十
幾年過去，該中心也在她的帶領下，成為行
業內的權威研究單位。
她說，自己最喜歡出去尋草，每每遇到

一些新的品種，就會非常開心。「出去尋
草，春夏秋三個季節都要出去，春天選早
發芽的，夏天看花絮好的，秋天選綠期長

的，不同季節有不同的選擇標準。只有多
尋得更多的品種，才能使國內觀賞草種類
更加豐富，促進行業的發展。」多年尋草
下來，北京市範圍的所有山河武菊英走了
好幾遍。
與大家印象尋花問柳的閒情逸致不同，尋

草是一件絕對的苦差事。武菊英說，草的分
佈是按照地理分佈走的，要根據地理位置的
不同，研究草的習性和特點。「出去尋草是
挺苦的，我的膝蓋、腰都受傷了。尋草期間
早晨五點就背着麵包水出發了，頂着星星歸
來。但是，尋草有很多樂趣，這種尋草之樂
反而讓我不覺得苦了。」
這些年，隨着武菊英社會職務的增多，各

種行政事務不斷增多，但這並沒有阻
擋武菊英進山尋草的步伐。

觀賞草亮相北京奧運
2008年北京奧運申辦成功給了武菊

英和她所帶領的北京草業與環境研究
發展中心一個很好的展示機會。「08
奧運有個理念是『綠色奧運』，我就
想如何利用我們的研究助力這一『綠
色奧運』的理念。」武菊英說，依靠
種樹時間比較長，但是草本植物是可

以的，利用觀賞草，草利用好了景觀效果特
別好。
武菊英說，當時奧組委負責園林的相關領

導看到觀賞草項目後非常感興趣，希望草本
植物給奧運增加更多的靚麗新特點。隨後，
她帶領團隊調研了華北、西北等北方很多地
區的草類資源，經過不斷的試驗，最後經過
層層選育，他們的觀賞草為08北京奧運帶
來了許多美麗風景，這次奧運亮相也得到了
各方的認可。而今，她又帶領團隊開始為
2022北京冬奧會選育適合的觀賞草忙碌起
來，她希望在冬奧會的場地上有更多的觀賞
草出現，「冬奧會場館周圍我們打算種一些
高大的草，增加動感和生機」。

去年，武菊英的提案獲得了北京市政協優
秀提案。武菊英說，政協委員身份對自己所
從事行業和本職工作都有很大的推動，其中
最大的作用是提高了自己的擔當意識、責任
意識。「我在國外待了很多年，身為無黨派
人士，我還是北京市海淀區人大代表，通過
不斷的參政議政，自己身上的責任意識也在
逐漸增強。」

武菊英說，政協安排的調研考察走訪特別
好，身為北京市政協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的
她，可以將自己的工作很好地跟政協的考察
調研結合起來，有很大的收穫，同時還能跟
其他的委員交流學習。「政協開闊了我的眼
界，原來只是低頭做科研，現在在政協平台
上，眼界更開闊了，站位提高了，自己也思
考更全面。」

武菊英的提案也與她的專業息息
相關。她說，百萬畝造林是過去幾
年北京生態環境建設的一個重大舉
措，經過連續幾年的種樹造林，北

京平原地區已經基本完成了最初制定的指標
任務，現在許多荒灘荒坡地、廢棄地都種植
了樹木，甚至有些農田也種植了樹木。可以
說，北京周邊已被樹木環繞，變得鬱鬱葱
葱，綠樹成林了。
她指出，平原造林工程的目標，是增加全
市森林資產總價值和生態服務價值，同時增
加固定二氧化碳量和釋放氧氣量，有效降低

PM2.5濃度，改善首都空氣質量；同時農田
變森林後還能減少農業用水，促進中水資源
的合理利用。現在，幾年已經過去了，樹木
也都種上了，這個目標實現得怎樣？與種樹
前相比，種植樹木後各項生態指標有何變
化？包括水、土、氣、生各方面的指標變化
如何？通過種樹，哪些指標改善了？哪些指
標降低了？從中又出現了哪些新問題？這些
都是市民想知道的結果，也是政府應該隨時
掌握的信息。但目前，百萬畝造林後生態指
標監測工作還沒有建立和完善。
為此，武菊英建議，北京市政府在林區特

別是平原造林區建立生態監測站點，根據平
原造林當初的規劃設立核心監測站，以及輻
射監測點，連續多點監測各類生態指標數
據，並將數據收集整理後，一方面給政府參
考，為下一步森林的中長期發展奠定技術依
據，另一方面，給市民看，讓市民知道平原
造林後的效果。
同時，她建議相關部門，應該聯合政

府、科研和高校，密切監測跟蹤百萬畝造
林後的效果，以便隨時發現問題，及時提
出解決方案，為北京森林的可持續發展提
供保障。

「娘啊，娘啊，白髮親娘，兒在天涯，你在故
鄉……」2009年5月10日，李瑞華在北京大學百
年講堂舉辦「唱響北大」教學音樂會，一首飽含
熱淚的《白髮親娘》感動了場上的所有專家學者
和莘莘學子，掌聲經久不息。

四十載初心不改
李瑞華告訴記者，每次唱起這首歌，就會想起
年少求學時母親在村口默默凝視的背影。1977
年，李瑞華還是山東淄博一名普通的農村女孩。
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她在母親的支持下到濟南
參加山東省「五．七藝校」（山東藝術學院的前
身）的招生考試。
「那時候家裡很窮，考學只有一個目標，就是
為了能吃上饅頭。」李瑞華回憶，從淄博周村到
濟南的往返火車費只有一塊錢，家境貧寒的李家
卻出不起，母親只好出去借錢。「母親沒讀過
書，也不懂聲樂的功用，只覺得上大學對我是好
的，就傾其所有地支持着我。」
多年以後，李瑞華已是享譽國內的藝術家，她
所演唱的《白髮親娘》、《松花江上》等歌曲感
動了無數人；常年從事藝術教育工作，她的學生
可謂桃李滿天下。但回顧四十餘年的藝術生涯，
在經歷了歲月的沉澱和洗禮之後，她發現時常縈
繞在心頭的不是一路走來的無數鮮花和掌聲，而
是當年母親的背影。在其看來，當年的夢想已經
實現，甚至得到的更多，她希望能用自己所學為
社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經常帶學生參加
文藝下鄉、慰問老人、服務社區等活動，足跡遍
及齊魯大地。

關注傳統音樂教育
2008年起，李瑞華成為山東省政協委員，迄今
已連任三屆。作為一名音樂教育工作者，她深知

音樂文化藝術對社會文明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
「古人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可以沒有
飯吃，卻不能沒有音樂，否則就失去了靈魂。」
在考察了北京、杭州、西安、上海等地的音樂廳
後，李瑞華結合自己應邀赴奧地利、美國、加拿
大等國家進行學術訪問的經歷，提出在濟南建設
泉城音樂廳的建議。
「在維也納交流訪問期間，經常會看到身着正

裝聽音樂會的老人和孩童，以及坐輪椅的殘疾
人。我很希望中國也能營造這種音樂氛圍，從而
進一步提升人的修養和文化。」李瑞華說。
在其看來，「泉城音樂廳」在創造經濟效益的

同時，更應最大化地創造社會及文化效益，使其
成為一處淨化國民靈魂、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的精
神殿堂。「通過最大限度地向廣大民眾開放，從
啟蒙音樂知識開始，從不同的音樂題材及演出方
式對民眾進行全方位的音樂熏陶，用真、善、美
來純潔大眾的心靈，在提高音樂藝術修養的同

時，增強人們的社會責任感，為創建和諧社會提
供一方『精神綠洲』。」
2013年，濟南省會大劇院正式投入運營。雖然

內設音樂廳，但因離市區較遠，李瑞華認為其無
法承載一個專業音樂廳的全部功能。她再次提出
從城市文化的可持續性發展方面考慮，將現有歷
山劇院改建為泉城音樂廳。她說，「泉城音樂
廳」將會澤被後人，而不是徒增一處形象工程。
李瑞華建議，泉城音樂廳未來可在舉辦各種營

利性商業演出的同時，向山東各音樂藝術院校的
專業師生提供免費的教學實踐演出機會，使其成
為音樂院校學生的專業實踐演出基地。「在他們
檢驗自己的教學成果的同時，把嚴肅音樂、高雅
藝術，通過一次次『潤物細無聲』的熏陶和浸
染，將真、善、美的理念深深植入廣大民眾的心
田。」據悉，李瑞華的建議受到山東省有關部門
的高度重視，歷山劇院雖然目前並未改名，卻已
獲有關部門專項撥款修繕。

2016年，在山東省委宣傳部、山東省政協辦公
廳等部門聯合舉辦的「履職為民 奉獻齊魯——點
讚感動你的政協委員故事」活動中，李瑞華榮獲
「政協委員履職為民故事獎」。她卻認為自己所做
的還遠遠不夠，經常被別的委員言行所感動。
「政協是一個能夠激發人的善念和公益性的平

台，沒有委員這個身份時，一般只想到做好自己獨
善其身，現在則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情不自禁
地想為這個社會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李
瑞華說。
曾經艱苦的求學經歷，使其在聲樂藝術的道路上

一直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在常年的聲樂教學中，李

瑞華一直強調不贊同「三大唱法」的劃分。她在北
大的演講內容亦將這個獨特的理念貫穿其中。
李瑞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在教學中看到太

多的學生飽受這種提法的折磨，她願意做的身份便
是「守門人」，「把聲樂的大門打開，讓愛聲樂的
人往裡進，讓美的東西往外傳。」而「三大唱法」
的劃分明顯是一個攔在門口的坎。「作為一名從事
音樂教育工作的人民教師，我認為應把創新意識也
納入教學改革中去，培養學生科學的發聲方法及演
唱技巧的同時提高其心理素質及綜合素養，最終達
到一種『聲與情』之間高度的美的統一，實現與觀
眾之間靈魂深處的碰撞和震顫。」

■■武菊英與她心愛的觀賞草武菊英與她心愛的觀賞草。。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觀賞草在景觀中應用越來越廣泛觀賞草在景觀中應用越來越廣泛。。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藝術學院聲樂教授李瑞華山東藝術學院聲樂教授李瑞華。。

■■李瑞華參加文化下鄉演出李瑞華參加文化下鄉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