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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 金孔雀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边陲,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生活在距今170万年

的云南元谋猿人,是亚洲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人类。战国时期,这里是滇族部落

的生息之地。云南,即“彩云之南”,另一说法是因位于“云岭之南”而得名。云南

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居住着二十五个少数民族,那里风光优美,人们能歌

善舞。

在云南,孔雀被誉为傣族的吉祥物,本单元以“金孔雀”为主要音乐形象,安

排了傣族、哈尼族、纳西族、撒尼族等民族的音乐,集中介绍云南的少数民族

音乐。

在哈尼族儿歌《其多列》的歌声中,我们将体验到哈尼族的儿童劳动、生活的

场景。

葫芦丝是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特有的乐器,在本单元中我们将聆听葫芦丝独

奏《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在乐器特有的音色中去感受云南音乐的特点。

歌曲《金孔雀轻轻跳》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孔雀的美丽以及傣族的孩子们对

孔雀的喜爱之情。

阿细跳月也称“阿西跳月”“跳月”,流行于云南彝族地区,是彝族民间传统舞

蹈,青年男女社交娱乐的一种形式。男舞者弹大三弦或吹笛子,女子合着节拍与

男舞者对舞,或者牵手围圈,左右摆动,主要动作有三步一蹦跳、拍掌、旋转等,舞

蹈的节奏鲜明,情绪欢快。在本单元中,我们安排了两首相关作品———《阿细跳

月》《转圆圈》,从器乐、声乐两个不同的角度去感受这一独特的少数民族音乐。

纳西族系古羌人后裔,自西北河湟地区南迁,与土著融合而形成,拥有悠久

的历史文化。在本单元最后安排的歌曲《阿里里》是一首短小的纳西族民歌,通

过演唱活动,让学生感受纳西族的音乐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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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结构

金
孔
雀

—

—唱歌《其多列》

—欣赏《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葫芦丝独奏)

—唱歌《金孔雀轻轻跳》

—活动《孔雀开屏》

—欣赏《阿细跳月》(民族管弦乐)

—欣赏《转圆圈》(合唱)

—唱歌《阿里里》

(三)教学目标

1.在音乐活动中感受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

2.在演唱活动中继续巩固唱名,在柯尔文手势的帮助下唱准音。

3.能够随音乐即兴编创动作进行表演。

4.能够保持良好的歌唱习惯,用连贯的声音歌唱,在歌唱时能够用正确的歌

唱呼吸方法进行换气。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唱歌《其多列》

  这是一首哈尼族儿童歌曲,歌曲采用了哈尼族民歌的音调,富有少数民族音

乐的特点。歌曲为羽调式,一段体, 拍。

歌曲短小,为对称的双句体结构,每个乐句四小节,歌曲的旋律围绕“”“”
“”“”四个音展开。

第一乐句的旋律一开始就采用了下行的三度跳进,两小节的旋律完全相同,

第三小节再一次采用三度的向上跳进,三度跳跃的反复使用,使歌曲欢快的情绪

得到了凸显。

第二乐句与第一乐句相同,多采用三度的跳进,在最后结束的部分,采用了

两个小节的旋律重复,最终结束在主音上。

(二)欣赏《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葫芦丝独奏)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一首依据同名歌曲改编的葫芦丝独奏乐曲,此乐曲

旋律优美,具有鲜明的傣族民间音调, 拍,民族六声调式,二段体,是傣族音乐

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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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的第一部分为宫调式,旋律由四个乐句构成。乐曲采用了稍慢的演奏

速度,旋律起伏不大,音乐情绪婉转、优美。乐曲旋律始终围绕“”“”“ ”三个

音发展,偏音“ ”的出现凸显了傣族音乐的音乐风格。

在一个短小的间奏后,乐曲进入第二部分。第二部分采用了羽调式,由四个

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均采用了弱起,旋律采用了大量下滑音,增加了音乐的色彩。
旋律始终围绕主音“ ”发展,多采用级进的方式,延续了第一部分婉转的音乐

情绪。

整首乐曲旋律流畅,娓娓道来。葫芦丝特有的音色也对乐曲音乐风格的表

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葫芦丝,又称“葫芦箫”,傣语称“筚郎叨”(“筚”为傣语吹管乐器的泛称。

“郎”为直吹之意,“叨”即葫芦),是云南少数民族乐器,主要流传于傣、彝、阿昌、
德昂等民族中。葫芦丝可分为高、中、低音三种类型,常用的调为bB、C、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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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葫芦丝独奏)

    杨非 曲

  刑家铭 改编

刑家铭、和照 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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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唱歌《金孔雀轻轻跳》

这是一首具有西南少数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歌曲曲调清新优美,旋律多以

三、五度音程进行发展。

歌曲旋律跳跃,节奏规整。孔雀是傣族人民心中的吉祥物,歌曲表现了孔雀

的美丽,同时也展现了傣家的孩子们对孔雀的喜爱之情。

歌曲为一段体,宫调式, 拍。整首歌曲由四个乐句加上一个变化重复的乐

句构成,每个乐句四小节。

第一乐句旋律始终围绕主音展开,多采用三度跳进,从一开始就给人以跳跃

的感受;第二乐句节奏与第一乐句相似,只是在第二小节有微小的变化,旋律结

束在主音上。第三乐句在第二乐句的基础上采用了一个五度的大跳,使音乐欢

快的情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整个旋律都在较高的音域上呈现,将该歌曲情绪推

向高潮;第四乐句采用了一个七度的向下大跳,从一个较低音域展开旋律。歌曲

的结束乐句为第四乐句的变化重复,全曲最后结束在主音上。

(四)欣赏《阿细跳月》(民族管弦乐)

阿细跳月也叫“阿西跳月”“跳月”“跳乐”,是彝族的民间传统舞蹈,流行于云

南弥勒、路南、泸西等地。青年男女社交娱乐的一种形式,节奏鲜明,情绪欢快。

在本单元中,选用了中国民族音乐家彭修文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曲《阿细跳

月》的第一部分。

乐曲一开始由弹拨乐组奏出低沉的引子,仿佛在夜幕中,一场欢快的盛典即

将开始。随后,笛子独奏出了《阿细跳月》的主题旋律。旋律始终围绕“”“ ”
“”三个音展开,密集排列的节奏、较快的速度一开始就带给人以欢快的感受。

笛子在高音区悠扬的音色,仿佛宣告着欢庆的开始。

紧接着乐队的齐奏重复了这一主题旋律,同笛子的独奏相比,音乐的力度增

强,更多乐器的加入丰富了音乐的音色,将音乐的情绪逐步推高。

在这一部分,乐队的弦乐组、弹拨乐组、管乐组轮番作为主奏乐器演奏旋律

主题,不同的乐器组音色带给我们不同的音乐感受,表现了一群彝族姑娘和小伙

子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音乐在这一部分进行了两次转调,调性的变化将音乐旋律的音区逐步推高。

在弹拨乐组的主奏下,整个乐队的力度逐渐增强,速度逐渐加快,最终将乐曲情

绪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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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阿细跳月
(民族管弦乐)

彭修文 编曲

主题:

(五)欣赏《转圆圈》(合唱)

《转圆圈》是云南撒尼(彝族的支系)的童谣,表现了撒尼儿童在皎洁的月光

下,唱歌、跳舞、转圆圈的生动情景。歌曲为宫调式,一段体,混合拍子,具有浓郁

的撒尼族音乐风格特点。全曲只用了“”“”“”三个音,但结构完整,表现力丰

富,表达了热烈、质朴、欢快的音乐情绪。曲调的进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点,有别

于外国大调歌曲中主和弦的分解进行。

歌曲一开始为一个八小节的引子,采用了自由的速度,宽松的节奏排列,仿
佛是欢快的舞蹈即将开始,力度的强烈对比增强了歌曲的神秘感。

歌曲的主体部分由三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小节,旋律围绕“”“”“”三
个音展开,采用了重复、加花的创作手法,从词曲来看,基本采用一字一音的对应

手法,突出了歌曲欢快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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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转 圆 圈
(合唱)

撒尼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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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唱歌《阿里里》

本歌曲是一首流行在云南丽江一带质朴的纳西族传统民歌,全曲为单句体

结构,五声羽调式, 拍。歌曲旋律简洁纯朴,童趣盎然,加之歌词中多处出现具

有纳西族特色的衬词“阿里里”,使歌曲的曲调进一步得到强化,增强了作品活

泼、热闹的气氛,生动地表现了纳西族人民春耕的欢乐场面。

歌曲主体由六个小节构成,前两小节旋律相同,都从“”音开始,采用了小三

度向下级进的形式,第三小节体现了纳西族音乐的特点。乐句的后半部分采用

了大三度上行,再由小三度下行,反复的进行,表现了歌曲欢快的特点。

随后呈现的四个小节,为乐句的补充,旋律与歌曲主体的后半部分完全

相同。

三、教学建议

(一)唱歌《其多列》

  教学前先启发学生用简单的语言描述上学路上的愉快心情,用听唱法学习

歌曲。学会歌曲后,加上动作进行表演。老师通过分解表演动作让学生来猜的

方式,让学生明白歌词所表达的意思。将拣、砍、背三个动作,一一示范给学生

看,并给学生做讲解,然后,在完整的音乐中做示范,示范时要注意的是,面对学

生做反向动作,背对学生做正向动作,生动形象的动作,能帮助学生全面感受和

理解音乐。接着,让学生随着音乐完整地表演。提醒学生动作要符合音乐的情

绪和节奏特点。

(二)欣赏《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葫芦丝是一种独特的少数民族乐器,它音色优美,婉转动听,《在那美丽的地

方》是一首具有浓郁的傣族民间音调的乐曲。

本乐曲欣赏的重点有两个:1.聆听音乐,能够辨别葫芦丝的音色,认识葫芦

丝这种乐器;2.通过聆听,让学生了解傣族民间音乐的特点。

学生聆听音乐时,老师可结合图片、课件等辅助手段,让学生边听边看,了解

什么是“美丽的地方”,感受乐曲的情绪,并通过聆听和老师的讲解了解傣族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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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人情。

在学生聆听感受的基础上,给学生介绍葫芦丝这种民族乐器的音色及形状。

有能力、有条件的老师可以在课堂上用葫芦丝给学生演奏,让学生看看葫芦丝这

种乐器,聆听它的演奏音色,观看演奏的方式,还可以让学生实际体验。

在教学时,老师可以给学生聆听女生独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结合声乐作

品,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傣族音乐的特点,同时还可以让学生随音乐轻声哼唱,记
住乐曲的主题音调。

聆听时,老师可采用分段聆听和完整聆听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预计这

个乐曲老师要用一课时完成。在欣赏乐曲后,结合教材中“唱一唱”的实践活动,

引导学生用柯尔文手势进行视唱。在视唱后找出旋律中出现的音“”“”“ ”
“”“”,并唱一唱,引导学生感受民族五声调式音阶。

(三)唱歌《金孔雀轻轻跳》

这是一首具有浓郁傣族音乐特点的儿童歌曲,歌曲抒情、优美,表现了傣家

的孩子们和金孔雀一起翩翩起舞的场景。

教学时,老师可结合音乐活动《孔雀开屏》进行教学。音乐活动《孔雀开屏》

是一个以孔雀为音乐形象而展开的音乐技能训练,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听音模唱

的能力,教学时老师可以将学生分为四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就是一只孔雀,比比

看哪只孔雀最漂亮。

老师将歌曲分为四个乐句:

一个小组听音模唱一句,由老师分句范唱。当一小组学会以后,由这一小组

来教全班同学演唱,最后比比哪一个小组学得最好。

(四)活动《孔雀开屏》

这是一个训练学生听觉的活动。活动前老师可出示一只孔雀的图片和“”
“”“”“”“”五个音的卡片。随后老师弹奏单个的音符,学生通过聆听,找出

正确的音符卡片,并将音符卡片按照老师弹奏的顺序贴在孔雀羽毛上,在老师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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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所有的音符后,学生按照顺序在老师琴声的伴奏下唱出音符。
这个活动可进行反复练习,其目的在于通过听音培养学生的听觉能力和视

唱能力,提高学生识读乐谱的能力。

(五)欣赏《阿细跳月》

这是一首依据彝族的民间音调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在本单元中选用

了乐曲的第一部分,整首乐曲短小,主题鲜明,适合二年级学生聆听。
教学时,老师应首先培养学生安静聆听音乐的习惯。因此,建议老师在第一

次音乐聆听的过程中,不要设计律动等活动,而是让学生安静地进行聆听。
在教学中老师应把握好音乐的主题旋律,结合教材49页上呈现的旋律,引

导学生进行实践活动。
乐曲旋律进行了多次的反复,每一次反复都用了不同的乐器演奏,对于乐器

的分辨不是二年级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所以老师在教学时不用强调乐器的音

色,只需要引导学生通过听觉体会不同乐器的音色带来的不同感受。
乐曲采用了“跳月”的舞蹈旋律,具有强烈的动感。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老

师可先教给学生“跳月”的舞蹈动作,然后要求学生随音乐律动。
由于主题旋律的多次反复,通过聆听,学生对主题旋律已经非常熟悉了,在

这个基础上,老师可引导学生试着唱一唱主题旋律,并尝试记住主题。

(六)欣赏《转圆圈》

歌曲是一个二声部合唱歌曲,篇幅短小,主题突出,适合二年级学生聆听。
在教学中,老师应紧紧抓住歌曲的主题旋律特点,通过聆听,引导学生感受

歌曲的音乐情绪,体验少数民族音乐风格。
在聆听后,老师应结合欣赏内容,适时引入“唱一唱”的练习。“唱一唱”是一个师

生合作的发声练习,通过活动对学生的歌唱技巧进行训练,提高学生的歌唱能力。

教学时,老师应帮助学生熟悉旋律,关注学生音准和节奏的准确性。然后,
引导学生在正确的歌唱状态下进行发声练习。

(七)唱歌《阿里里》

这是一首短小的少数民族儿童歌曲,歌曲的旋律、节奏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

说都没有学习的难度。教学时老师应主要关注学生的歌唱状态,引导学生用连

贯的声音进行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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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例

歌唱教学课《金孔雀轻轻跳》

(一)教学内容

学唱歌曲《金孔雀轻轻跳》。

(二)学情分析

这是一首旋律跳跃的歌曲,歌曲中出现了五度、七度的大跳。虽然二年级的

孩子具有一定的演唱能力,但是他们的音高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在音准方面有

一定的演唱难度。

歌曲的第一、二乐句为两个相似乐句,在演唱时学生容易混淆旋律。

二年级的学生基本能够用连贯的声音轻声演唱歌曲,但演唱跳跃、欢快的歌

曲时,常常还会出现喊唱的问题。

学生可以采用两小节换气的歌唱呼吸方式演唱,这就要求学生能够合理地

保持、分配气息,在保持声音连贯性的同时,让声音具有弹性,表现歌曲欢快活泼

的情绪。

(三)教学目标

1.在演唱活动中体验孔雀的美丽和傣族人民对孔雀的喜爱之情,感受歌曲

欢快活泼的情绪。

2.在模唱、听辨活动中,引导学生进一步熟悉音高,提高学生的分辨能力。

3.学生能够用连贯、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能随音乐用形体动作表现

歌曲。

(四)教学重、难点

能够用连贯有弹性的声音表现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

(五)教学过程

1.导入

老师:孩子们,请看大屏幕,请仔细看演员的手势和动作。(课件播放舞蹈

《雀之灵》片段)

老师:你知道跳舞的人模仿的是什么动物吗?

学生:孔雀。

老师:你们观察得真仔细。(关注学生回答时说话的状态,提示学生轻声说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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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孔雀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地方———西双版纳,它是傣族人民心中的吉祥

物。我们也用动作来模仿一下美丽的孔雀吧。(师生一起模仿孔雀)

环节目标:引入音乐形象———孔雀,模仿孔雀。从说话入手规范学生的发声状

态。

2.歌唱基础训练

老师范唱。
老师:听,从傣家的竹楼里传出了一阵歌声。(出示歌谱,老师范唱)

学生默唱。
老师:请你们模仿老师的动作和口型,在心里默唱。
歌唱练习。
老师:来,让我们跟着琴声用“lu”轻轻唱。
教学行为:
(1)右手弹旋律、左手指挥。
(2)放慢演唱速度,引导学生体验连贯的声音。
(3)提示学生轻声地歌唱,唱的时候要注意听老师的琴声。
(4)关注学生的音准,出现问题时,采用老师范唱的方法及时纠正。
(5)关注学生的呼吸,两小节换气,用手势提示学生换气点。
(6)关注学生歌唱状态,让学生保持用连贯的声音演唱。
师生接唱。
老师:老师唱蓝色部分的歌词,你们唱红色部分的歌词。(采用师生接唱的

方式,引导学生用连贯的声音演唱)
歌唱能力训练。(采用师生接唱的方式,双手伴奏,半音级进进行歌唱发声

练习,从D调至 调)

环节目标:采用老师根据歌曲旋律编写的短小发声练习,放慢演唱速度,引导学

生体验用连贯的声音歌唱,调整学生的歌唱状态,提高学生的歌唱能力。

3.聆听

聆听范唱录音。
老师:噢,你们的歌声真美。听,傣家的小朋友们也唱起了歌来回应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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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播放范唱录音,出示歌谱)
老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它的名字是……
学生:《金孔雀轻轻跳》。(关注学生回答时说话的状态,通过示范引导学生

用歌唱的状态说话)
老师:你们知道这一句歌词是什么意思吗?
学生:……
老师:这个字念“bǔ”;小卜少是傣族的小女孩,小卜冒是傣族的小男孩。你

们就是一群可爱的小卜少、小卜冒。
聆听老师范唱。

环节目标:引导学生从听觉上完整地感受歌曲,体验歌曲情绪,解决歌曲难点。

4.旋律听辨

分乐句听辨、哼唱旋律。
老师:孔雀有非常多的羽毛(课件展示孔雀羽毛的图片),每一根都有一个美

丽的故事;每一根都藏着一句动听的旋律。这里有四根羽毛,仔细听,老师弹的

是哪一根羽毛上的旋律?
板书设计:

教学行为:
(1)老师分乐句弹奏,学生听辨后找出旋律。
(2)学生用“lu”哼唱旋律,要求声音要连贯,每两小节换气。
(3)完整哼唱歌曲旋律。
老师:把每一根羽毛连在一起,就变成了一首好听的歌。(点击课件,出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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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旋律谱)

老师:我们把四句旋律连起来唱一唱。

教学行为:
(1)放慢演唱速度,要求学生用连贯的声音演唱旋律。
(2)在学生熟悉旋律的基础上,适当加快演唱速度,要求学生保持正确的歌

唱状态。

环节目标:熟悉歌曲的旋律,通过听辨旋律来训练学生的音乐听辨能力。保持

正确的歌唱状态,进一步训练学生的歌唱技能。通过改变歌曲的演唱速度,逐
步训练学生在保持连贯声音的基础上,用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

5.按节奏朗读歌词

老师:这是一首表现美丽的金孔雀和傣族小伙伴们对孔雀的喜爱之情的歌

曲。“金孔雀,轻轻地跳,雪白的羽毛金光照……”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歌词。
(老师高位置、轻声、有情感地按节奏朗读第一、二乐句的歌词)

教学行为:
(1)学生按节奏朗读第一段歌词,老师用手势引导。节奏出现错误的地方,

老师应及时纠正。
(2)关注学生朗读的状态,要求用歌唱的方法朗读歌词。
(3)学生朗读第二段歌词,预计在第四乐句会出现节奏错误,老师可用示范

对比的方法解决难点。
(4)要求学生一边朗读一边用动作表演。

6.学唱歌曲

学唱第一段歌词。

教学行为:
(1)老师自弹自唱第一段歌词后,学生演唱第一段歌词。
(2)老师引导学生找出唱得不够好的地方,单独进行难点的解决。
老师:你们觉得自己唱得怎么样? 哪些地方比较难?
(3)老师进行示范演唱,引导学生就提出的问题进行练习,直到解决。
(4)学生再次完整演唱第一段歌词。(老师右手伴奏,左手指挥)
(5)关注学生的演唱效果,刚开始可以放慢演唱速度,在学生熟悉的基础上

逐步加快演唱速度。

老师:听听,老师唱的和你们唱的有什么不一样? (老师加快速度,用欢快活

泼的情绪演唱第一段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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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老师:正是因为歌曲的速度改变了,歌曲的情绪才由优美抒情变成了欢快活

泼。让我们带着欢快活泼的情绪再把歌曲唱一遍吧! (老师双手伴奏,学生演

唱)

学唱第二段歌词。

学生在第四乐句处仍然会出现节奏错误,老师采用对比示范的方法解决

难点。

7.完整演唱歌曲

老师:现在我们把两段歌词连起来演唱,注意听老师的琴声。(老师双手伴

奏,学生演唱)

8.表演

老师:你们唱得真好听呀! 同学们,让我们边唱歌曲,边用动作来表现歌曲。
(播放录音伴奏,老师和学生一起进行表演)

环节目标:能够用连贯、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表现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能
在演唱中用形体动作表现歌曲。

(刘佳)

五、补充资料

“阿细跳月”介绍

阿细是彝族的一个支系,自称“阿细璞”,聚居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县的西山

一带。阿细人能歌善舞。“阿细跳月”是他们最喜爱、最普及的民间优秀集体舞

蹈之一。
“阿细跳月”原称“跳乐”,因阿细青年男女常相聚于月下,趁着月色围着篝火

跳舞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始称“阿细跳月”。“跳月”来历传说颇多,但都与火相

关:一说源于劳动,在古代刀耕火种时,烧过的灌木桩容易刺伤脚掌,撬窝播种时

常跳起跳落,演化而成舞蹈;一说阿细山寨因“天火”成灾,阿细儿女阿者与阿娥

率民众奋勇扑火,因大地被烧烫,便双脚轮换弹跳,而形成今天“跳月”的基本动

作。“阿细跳月”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有老人舞和青年舞。老人舞弹的是小

三弦,舞步轻慢稳重。青年舞则热情激烈,是男女青年沟通感情、选择对象的活

动。每当节日或农闲,邻近村寨未婚的成年男女会先约定聚会的时间、地点,届
时,如一方失约,另一方则于路中用石头压上树枝,表示“压魂”(魂是彝族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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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诠释),被压一方需说明原委并道歉,如果得到谅解可再订日期。这种约会,甲
村来男,乙村只能来女。相会前,女方在林中梳妆打扮,故意磨时间,男方明知女

方在梳妆,也故意把短笛吹得短促,把大三弦弹得急迫,一方急,一方缓,别有一

番情趣,就在笛悠弦扬时,女方拍着清脆的掌声跳出树林,在草坪上列队与男方

欢歌起舞,曲调合着舞步,弦声扣着心声,其间或爆发“哦! 哦!”的吼声。在载歌

载舞中,寻找称心如意的伴侣,然后变换队形,一男一女对舞。由于“阿细跳月”

舞蹈强度大,尤其是男青年肩挎四五公斤重的大三弦,弹、唱、跳、旋,常常跳得满

头大汗,但颇具感染力的“阿细跳月”,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吸引着青年男女

尽兴尽情通宵达旦地进行。
“阿细跳月”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男青年挎着一个大三弦边弹边跳。大三弦全

长约135厘米,琴筒宽度约27厘米,长约33厘米,弦码处置有铁皮扣片,弹拨时

“嚓、嚓”作响。男青年斜挎如此大而重的三弦,边弹边舞,显示出男性的矫健与

豪放。伴奏曲多是五拍为一乐句,前三拍为主旋律,后两拍用力拨弦。舞者的步

伐与此相吻合,前三拍进退、转身、跳跃,后两拍原地拍掌对脚。表演时,大家随

着领舞者忽而形成两大横排,进退欢舞,如潮涨潮落,忽而又变为“二龙吐须”,双
双对舞后,依次散开,如渠水分流而去。舞蹈的基本动律是左右晃身、摆胯。整

个舞蹈热情奔放,大幅度的跳动和变化鲜明的图形,构成炽热的气氛。

自古以来,阿细山寨就流传着“活着不跳乐,白在世上活”“大三弦一响,脚
底板就痒”等谚语。新中国成立后,“阿细跳月”正式搬上文艺舞台,曾多次出

省、进京演出。1954年,“阿细跳月”作为中国的优秀民间舞蹈,到波兰华沙参加

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引起强烈的轰动;20世纪80年代,《阿细跳月》乐曲被

列为世界名曲之一;1992年2月,由云南省弥勒县西山地区彝族农民组成的阿

细跳月艺术团破天荒作为全国唯一的县级农民艺术团,列为第三届中国艺术节

大型文艺表演者之一,在昆明人民胜利堂一展诱人心动、让人迷恋的“阿细跳月”

风采,赢得了中外人士的赞誉。

傣族音乐介绍

傣族音乐分为民间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

1.民间歌曲

民间歌曲分山歌、叙事歌、悲歌、宗教歌等。

山歌:

多由青年在田野、山林独唱或男女对唱。有的表达爱情、赞美家乡、歌颂幸

福生活,有的为即兴编唱。德宏地区山歌主要有“喊嘛”与“喊同卯”两种。①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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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盈江等地的“喊嘛”又分城子山歌(傣语称“喊嘛勒勐”,意为流行于城镇的山

歌)、坝子山歌(傣语称“喊嘛勒姐”,意为流行于农村的山歌)两种。前者较柔和,

后者较明朗。各地流行的“喊嘛”风格较接近,音乐的基本特点是:曲调较抒情,

多用级进、小跳,宫、商、羽、徵等调式较多见,有时在结构内部出现调式交替或

向下属方向的离调、转调。流行于各地的老调山歌(傣语称“喊嘛板淘”)及流行

于遮放地区的说唱山歌(傣语称“旦喊嘛”),皆可归于“喊嘛”一类,但风格略异。

②“喊同卯”是流传于瑞丽一带的山歌,音乐爽朗热情,多用徵调式,节奏自由,曲
调中七度下行跳进、结尾连续上行跳进及上滑音,颇具特色。“喊同卯”用于男女

对唱情歌时,称为“喊必央爽”,意为相爱歌。瑞丽还流行缅甸傣区的山歌“喊傣

亮”“喊楞挡”等,音乐别具一格。西双版纳的傣族山歌与情歌曲调基本相同,节
拍鲜明,重音清楚,音乐明快,旋律以级进、小跳为主,中间有七八度的跳进,多为

宫调式,但强调徵、角音。

叙事歌:

包括“喊秀”(鹦鹉歌)、“喊吴哦”(叙事歌)、“喊暖轰”(流水歌)、“桑烘”(凤凰

情诗调)、“拽”“索”“森”等。①“喊秀”,直译为绿色的歌,是用以咏唱情诗或叙事

诗的民歌,流行于德宏的瑞丽、芒市等地。曲调富吟诵性,与跟鼓调旋律相近,

常由中、老年人在家中演唱。②“喊吴哦”与“喊暖轰”流行于德宏瑞丽地区。前

者富吟诵性,后者歌唱性较强,常用含有变徵音的羽调式。③“桑烘”,是流行于

西双版纳的古老诗歌形式,也是表达青年人真挚爱情的长篇抒情诗,有唱本流

传。唱腔类似赞哈调,依字行腔,旋律较自由,可用玎、筚等伴奏,亦可清唱。④
“拽”、“索”和“森”流行于孟连县边境孟阿地区。“拽”的音乐较抒情,速度稍自

由,多采用羽调式,演唱时常用弓弦乐器多洛伴奏;“索”的音乐较活跃,速度稍

快,多采用商调式;“森”的旋律性强,多为羽调式。演唱“索”与“森”时皆用弹拨

乐器玎来伴奏。

悲歌:

傣语称“喊细喊海”,包括“喊海”“喊海赛篾”“喊玎”“喊蹩”等,流传于德宏各

地。①“喊海”,傣语意为哭调,办丧事时由妇女边哭边唱。②“喊海赛篾”,是在

姑娘出嫁时母女相对哭泣而唱,歌词表现了母女恋恋不舍之情。二者曲调基本

相同,音域不宽,旋律似宫音三和弦的分解,句尾的长音常用较强烈的下滑音。

③“喊玎”,意为玎琴歌。④“喊蹩”,意为口弦歌。演唱时不用乐器伴奏,多在忧

伤时吟唱。

宗教歌:

德宏地区有拜佛调、念经调、倒水祝福调等,西双版纳地区有拜佛调、升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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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念经快调、念经慢调等。各地还有反映原始崇拜的祭神调,以及巫婆演唱的

师娘调、跳柳神调和巫师演唱的卜卦调等,其共同特点是音调近于朗诵。此外,

还有催眠歌、儿歌等。

2.歌舞音乐

包括孔雀歌、打鼓调、十二马调、依拉恢、喊扎等。在年节、赶摆、喜庆时演

唱,多用象脚鼓等打击乐器伴奏。①孔雀歌,傣语称“喊罗永”,流行于德宏地区,

歌唱与孔雀舞表演穿插进行。音乐轻快活跃,多为徵调式。②打鼓调,傣语称

“喊海光”,流行于德宏芒市、遮放一带,分跟鼓调(喊本光)及跟鼓说唱调(喊盏

光)两种,二者音乐近似,前者用宫调式,后者用徵调式,歌唱与舞蹈穿插进行。

③十二马调,傣语称“喊马细双”,流行于盈江、梁河等地。由12个青年男女腰间

套上竹扎的彩色纸马边歌边舞,表现青年们在赶摆路上相遇对歌的情形及每年

12个月中的生产活动。曲调抒情,多为商调式。④依拉恢是一种群众性歌舞,

流行于西双版纳各地。每年泼水节赛龙船、放爆竹时,人们载歌载舞,气氛热烈。

唱词基本是三字句,音乐质朴,多由羽调式的三音列或四音列构成。⑤喊扎,为
台上表演的歌舞,原是缅甸傣族民间歌舞剧中的曲调,亦在我国瑞丽地区流传。

用七声宫调式或徵调式。曲调欢快、清新,风格独特。德宏地区象脚鼓舞除以上

所举各种歌舞音乐之外,傣族地区还流行多种民间舞蹈,如象脚鼓舞、孔雀舞、鱼
舞、马鹿舞、锣舞以及其他多种鼓舞,均用打击乐器伴奏。

3.说唱音乐

主要流行于西双版纳及孟连等地。傣族人民在逢年过节、建造新房、婚嫁生

育、赕佛仪式等活动时,都邀请民间歌手到场演唱助兴。这种半职业性艺人在西

双版纳称“赞哈”,在孟连称“窝甘”。各地流传的曲调有“赞哈调”“窝甘调”“孟
连调”等。由一人演唱,一人伴奏,伴奏乐器分别用筚、西玎,曲调与语言结合紧

密,节奏较平稳,音乐结构基本是乐段的变化反复,唱词多押腰韵。由于唱词的

结构较自由,故乐句数量及长短也不固定;乐器伴奏常与唱腔声部形成支声复调

的关系。

4.戏曲音乐

傣剧是在傣族民间歌曲和歌舞音乐的基础上借鉴了汉族戏曲艺术的表现手

段而形成,流传于德宏、保山、临沧等傣族聚居区。傣剧包括多种男女唱腔,男腔

多用羽调式,女腔多用徵调式。20世纪50年代以来,傣剧吸收了多种傣族民歌

和舞曲,丰富了唱腔,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傣剧唱腔基本是上下句组成的乐段

及其变化反复。由于唱词字数可多可少,因此唱腔乐句长短不一。过去,傣剧只

用小堂鼓、锣、镲等伴奏,后逐步采用了多种民族乐器及西洋管弦乐器,组成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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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傣剧乐队。傣族的民族乐器属于吹奏乐器的有筚、葫芦丝、竖笛、木叶等;弹拨

乐器有玎琴、口弦等;弓弦乐器有西玎、牛角玎等;打击乐器有象脚鼓、光隆、光
边、光邦、锣、镲等。象脚鼓、锣、镲的合奏是傣族器乐合奏的主要形式。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文艺工作者对民族音乐遗产进行了收集、整理、

研究工作。在西双版纳成立了“赞哈协会”,组织民歌手的演唱、创作活动。各

族音乐工作者创作改编了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其中有傣剧《娥并与桑洛》,舞

剧及电影音乐《孔雀公主》,舞蹈音乐《孔雀舞》《小卜少》《追鱼》《送粮路上》,歌曲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西双版纳,我的家乡》,等等。

傣族音乐的代表乐器:葫芦丝、巴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