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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云之南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在我国西南边疆有一片神奇的土地,这片土地风光壮丽:梅里雪山、哈巴雪山

高耸入云;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汹涌奔腾;滇池、洱海、抚仙湖、泸沽湖上荡漾着美

丽的传说。26个民族在此和谐共处,民族风情多姿多彩:淳朴的纳西古乐;别致的

傣家竹楼、精美的民族服饰令人眼花缭乱;白族的三月街、傣族的泼水节、苗族和

侗族的斗牛会……还有古城丽江、神秘浪漫的西双版纳、神奇的九乡溶洞、路南石

林和柔美的安宁温泉……这里集中了我国几乎所有的气候类型,地理差异显著,
有四季如春的昆明,也有千里冰封的大雪山。这里就是云南。

云南历史悠久,人类发展的多个阶段在这里都有丰富的遗迹:元谋人,南诏

国,大理国,汉习楼船,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云南物产丰饶:斑铜制品、云南白

药、小粒咖啡、过桥米线、普洱茶等美名满天下。云南的民族民间音乐更是丰富多

彩,有“音乐之乡”的美誉。
本单元选编了富有云南各民族音乐风格特色,表现云南历史文化、自然风光、

风土人情的代表性曲目。结合这个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和认知水平,通过欣赏、唱
歌、器乐演奏和“创创做做”等音乐实践活动,学生初步感受云南的多姿多彩、美丽

风光,了解云南的音乐风格特色,激发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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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结构

云
之
南

—

— 欣赏《彩云之南》(女声独唱)

— 欣赏《小河淌水》(人声与民乐)

— 唱歌《我爱我家小竹楼》

— 欣赏《小姑娘小花伞》(对唱)

— 葫芦丝吹奏

— 欣赏《渔歌》(巴乌独奏)

— 唱歌《哦,香格里拉》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在多姿多彩的音乐和云南美丽风光的陶冶下,感
受云南的美、家乡的美和祖国的美,激发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怀。

2.初步感受云南的音乐风格特色。了解云南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当地人

的生活习性。

3.认识乐器巴乌及其特点,继续学习和练习葫芦丝的吹奏。

4.通过“创创做做”等音乐实践活动,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彩云之南》(女声独唱)

《彩云之南》由中国知名作曲家何沐阳创作,歌曲为
  

大调,
  

拍,两段体结

构,表现作者对云南风光的赞美之情。
歌曲的第一乐段为五声宫调式,第二乐段为五声羽调式。歌曲的第一乐段由

多个规整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均从弱拍起。每个乐句中,乐汇之间相互跨越小节,
形成了相对自由的节奏排列,乐汇起始时的八分休止符,起到了语气停顿的作用,
而乐汇发展中的八分休止符则使节奏产生了更多的变化,这一变化形成了第一乐

段的音乐风格。
歌曲的第二乐段为一个伴唱段落,从

  

调转到
  

调,由单小节的多个乐汇构

成。歌曲的节奏型变得密集,出现了大量十六分音符,将乐曲进一步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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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彩
 

云
 

之
 

南
(女声独唱)

 
深情、向往地

何沐阳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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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欣赏《小河淌水》(人声与民乐)

《小河淌水》是一首典型的云南弥渡山歌(当地称“调子”)。本教材选用的是

人声与民乐版的《小河淌水》。乐曲为羽调式,由五个乐句构成,速度稍慢,以从容

舒展的旋律谱成,清新优美而具有云南地方特色。在旋律发展上,以基本音阶形

成复乐段结构,刻画了非常鲜明的音乐形象,又被人称为“东方小夜曲”。随着时

间的推移,它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创新。
乐曲的引子部分为描绘性的旋律。舒缓的旋律、较慢的速度了让人身心放

松,静静地欣赏接下来的音乐。
乐曲第一部分为主部主题,用民乐演奏,清新透明。华彩部分也来源于主旋

律,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节奏比较自由,突出了云南音乐的地方特色。
乐曲第二部分的旋律以民乐和人声交替的形式出现。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

的变化重复,旋律基本未变,只在节奏上做了一些变化,显得音乐有些急促,恰似

急切盼望亲人见面的心情。乐曲最后渐慢,人们将深厚的情意寄托于流淌的小

河,向远处深山的亲人表达其思念之情。

(三)唱歌《我爱我家小竹楼》

歌曲为民族五声宫调式,二段体结构。歌曲活泼,旋律优美,表现了傣族儿童

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第一乐段由4个规整乐句组成,每个乐句四个小节。从歌曲的前奏部分来

看,旋律出现了八度的大跳和多次四度、五度的跳进,使歌曲生动活泼。第一乐句

由四个小节组成,第3小节出现了两个后八分休止符“
  

”,显得歌曲很俏

皮,也使得小竹楼的形象更鲜明。第二乐句前两个小节旋律比较迂回,跟歌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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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让人仿佛置身于茂盛错综的绿树丛中欣赏美景,后两个小节的“哎啰”出
现了上波音和前倚音,使得歌曲的傣族音乐风格更加浓郁。第三乐句又回到了第

一乐句的音调上,并且旋律重复第一乐句。第四乐句前两个小节和第二乐句前两

小节一样,后两个小节同样出现了上波音和前倚音,旋律相较第二乐句略有不同,
最后一个音回到“

  

”上,让音乐有一个暂时的结束之感,仿佛是远方的客人也在热

情地回应。
第二乐段开始在带前倚音的“

  

”音上,这也是第一乐段和第二乐段之间的一

个过渡,表现了作者看到家乡美丽景色后发出的由衷感叹。紧接着,每个乐句都

由两个小节组成,节奏紧缩,显得更加欢快。最后一个乐句进行了扩张,在主音上

延长了四拍,既缓冲了前面的节奏,又稳定地结束在主音“
  

”上,同时还表现出了

傣族小朋友热情好客的特点。
歌曲采用了带反复记号的终止线,从头反复后,加入了一个结束乐句。乐句

旋律完全重复了第二乐段的第二、三乐句的旋律,起到了强调歌曲主题的作用。
歌词采用了儿童化的语言,形象地表现了少数民族儿童热情好客的性格特

点。歌词中加入了大量的衬词,突出了歌曲民歌的特点。

(四)欣赏《小姑娘小花伞》(对唱)

歌曲为七声宫调式,由两个乐段构成。第一乐段可分为两个长乐句, 拍子加

上优美的旋律,给歌曲增添了美的表现力。第二乐段在两个小节的间奏后由四个

乐句构成,描绘了“路上”的美景和小姑娘的美丽。四个乐句后,接以两个过渡乐

句,这两个过渡乐句是情景交融发自内心的歌唱、歌颂。最末为乐器奏出的尾声,
音调提高后落在主音上结束,使音乐有美不胜收的感觉。

歌曲以傣族姑娘“赶摆”和上学路上为线索,情景交融,描绘了在小花伞的映

衬下,傣族地区风光的美,特别是小姑娘的美,叫人难以忘怀。歌曲傣族特色非常

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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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小姑娘小花伞
(对唱)

  
轻快、活泼地

金鸿为 词

顾春雨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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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欣赏《渔歌》(巴乌独奏)

《渔歌》是严铁明运用我国云南省红河地区的哈尼族、彝族等民间音调写成的

一首巴乌独奏曲,生动地表现了红河地区渔民们的劳动、生活情景。
全曲由“晨曦(引子)”“渔歌”“欢唱”“跳月”“渔歌”“远去(尾声)”几个部分组

成,曲调优美清新,充分发挥了乐器巴乌的特色和演奏技巧。
乐曲开始在筝和笙奏出犹如水波荡漾的旋律伴奏上,巴乌奏出了辽阔自由的

引子,旋律优美舒展,描述了红河早晨美丽如画的风景:

 

在引子后,巴乌以浓郁的哈尼族民歌调式奏出了“渔歌”的主题,节奏轻盈荡

漾,表现了红河地区的各族人民对新生活的赞颂。

 
抒情、优美地

主题音调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构成“欢唱”部分,表现了红河两岸各族人民欢乐

的歌舞场面。

 

巴乌与筝、笙(伴奏)的问答句,奏出了红河地区彝族人民“跳月”的旋律,节奏

的变化很有特色,把音乐引向高潮:

  

接着主题再现“渔歌”,全曲在优美动听的尾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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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铁明(1943- ) 黑龙江富锦人,作曲家,民族器乐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

员。1962年毕业于哈尔滨艺术学院竹笛专业。对音乐声学、音响学、乐器制造等

领域有较深入研究,掌握了三十余种民族民间器乐的演奏技巧。创作并演奏的主

要曲目有:巴乌曲《渔歌》《春到草原》《赫哲新歌》《景颇山上》《彝族舞曲》《乡思》
《情满日月潭》;加键竖笛曲《塔吉克族人民心花放》;加键小筚篥曲《佳节》;十种中

国古乐器和少数民族乐器联奏曲《凤尾竹下》等。其制造的改革巴乌,传入英国、
美国、意大利等国。

(六)唱歌《哦,香格里拉》

这是一首民族六声羽调式,
  

拍,单二段体结构的歌曲。歌曲具有浓郁的藏

族民歌特色。歌曲中速开始,情绪较舒展,第二乐段由轻快的节奏、跳动的旋律组

成,表现了人们对香格里拉的向往与热爱。
歌曲的节奏具有鲜明特点,采用了大量前八后十六节奏以及连续的四个十六

音符节奏的排列方式,呈现了强烈的藏族民歌色彩。在第二乐段中出现的四个十

六分音符节奏与附点节奏,给人热情、推动的感觉,使音乐既有叙述性,又有激动、
热情的风格特点。

歌曲旋律部分分为两段,第一乐段由四个规整乐句构成,第一、二乐句变化重

复,第三乐句旋律上行展开,第四乐句变化重复结束第一乐段。四个乐句呈现了

“起、承、转、合”的发展关系。

 
圣洁、向往、优美地

第二乐段旋律从舒展转变为热情,多以级进的音阶进行,给人强烈的律动感,
最后结束在主音上,给人以完整的感觉。乐段由三个乐句构成,第一乐句为弱起

小节,节奏相对于第一乐段拉宽,连续出现的十六分音符,强调了藏族民歌的风格

特点。第二乐句回到第一乐段的节奏排列规律上,第三乐句为第二乐句的变化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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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在反复第二段歌词后加入了一个较长的结束乐句,乐句节奏拉宽,多次

运用了延长音,将欢快的歌唱逐渐变换为悠长的吟唱,充分地表现了对家乡的热

爱之情。

 

三、教学建议

建议本单元用2~3课时完成。

1.欣赏《彩云之南》。
(1)老师可以结合歌曲的节奏特点,让学生边看谱子边听辨不同的节奏型,从

而更好地理解乐曲。
(2)转调这一知识点,四年级的学生,只要了解就可以了。

2.欣赏《小河淌水》。
(1)乐曲具有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曲调清新。欣赏时,应让学生很好地感

受、体会民族音乐的特色。
(2)老师可展示一些云南具有代表性的风景名胜图片,一边聆听乐曲一边欣

赏图片,视听结合给学生以美的感受。
(3)欣赏《彩云之南》和《小河淌水》时,注意引导学生感受其不同的情绪和不

同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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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唱歌《我爱我家小竹楼》。
(1)要求学生能准确演唱出带有装饰音的旋律。
(2)歌曲速度稍慢,旋律悠扬连贯。在演唱时,要用连贯的声音演唱。
(3)歌曲中出现的八分休止符,要运用声断气连的演唱方法演唱,唱出灵巧的

感觉。
(4)老师要关注学生的歌唱状态,帮助学生巩固和提高歌唱技巧。

4.欣赏《小姑娘小花伞》。
(1)歌曲以傣族姑娘“赶摆”和上学路上为线索,描绘了傣族地区风光的美和

小姑娘的美。欣赏时,注意感受歌曲鲜明的傣族特色。
(2)歌曲情绪欢快活泼,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让学生体会和感受民

族音乐的特色。

5.欣赏《渔歌》。
(1)乐曲具有独特的少数民族特色,欣赏时,应让学生感受民族音乐的特色。
(2)乐曲曲调清新,充分表现了巴乌的特色和演奏技巧。除了认识巴乌和感

受其音色外,还应感受音乐的情绪变化。
(3)熟悉主题并背唱。

6.唱歌《哦,香格里拉》。
(1)歌曲抒情优美、欢快热情,是一首赞美香格里拉的藏族风格歌曲。演唱

时,应注意把握歌曲的情绪和其风格特点。
(2)歌曲中的切分节奏、附点节奏与四个十六分音符节奏的连接,有一定难

度。老师要让学生单独练习。
(3)歌曲难度不大,篇幅不长,应要求学生用自然、连贯的声音演唱歌曲,发挥

丰富的想象力。
(4)背唱歌曲。

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我爱我家小竹楼》

(一)教学思路

本课的设计以音乐审美为核心,借助多媒体课件,从播放少数民族舞蹈片段、
欣赏云南风光图片入手,使学生初步领略云南的民族风情,激发主动探究学习知

识的兴趣,从而引入歌曲的学唱。通过歌曲学唱及表演,培养学生感受音乐、表现

音乐、创新音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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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

感受与鉴赏 表  现 创  造 音乐与相关文化

欣赏有关云南的风光图片 学唱《我爱我家小竹楼》  为歌曲编创动作 了解云南的民族风情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教学活动,学生领略云南的民族风情,激发学生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

情;学生感受地方音乐的特色,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学习兴趣。

2.有感情地表演《我爱我家小竹楼》,感受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场面。

3.通过小组合作,进行编创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创造能力。

(四)教学重、难点

1.学唱并表演歌曲《我爱我家小竹楼》。

2.掌握上波音、前倚音的唱法。

(五)教学准备

钢琴,多媒体课件。

(六)教学过程

1.创设情境,营造氛围

老师:我们中华民族有哪些民族,你们都知道吗? (学生答略)
老师:同学们,谁到过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为我们介绍介绍。
老师:老师曾经到过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能歌善舞,让我们去看看吧。
(播放彝族、白族、傣族的歌舞画面)
老师:你们听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学生可能会说出音乐情绪或者是哪

个少数民族等)
老师:你们知道这些美妙的音乐来自哪些民族吗? 他们是彝族、白族和傣族。

在云南除了汉族外,还聚居着二十五个少数民族,那里的民族风情多姿多彩,风光

绮丽,浪漫而神奇。今天老师就带你们到云南傣族的小竹楼去看看。

2.学唱歌曲《我爱我家小竹楼》

老师:傣族的小朋友为我们出了一道难题,说要想去看小竹楼,必须先唱好一

段旋律,你们有信心唱好吗?
(1)学习上波音、前倚音的正确唱法。
展示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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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示范上波音、前倚音的唱法,学生完整视唱旋律。
(2)学生聆听范唱音乐《我爱我家小竹楼》。(播放《我爱我家小竹楼》录音范

唱)
老师:听,傣族的朋友知道我们要来,都唱起了歌儿欢迎我们呢!
学生聆听歌曲,理解歌曲意境和表达的情感。
老师:听了他们唱的歌,你们了解傣族音乐的特点吗?
学生:歌曲优美抒情……
(3)欣赏傣族舞蹈。
老师:傣族音乐特点是优美抒情。傣族人不仅歌声美,而且非常好客。看,他

们又跳起了傣族舞蹈,捧出了美酒迎接我们的到来。
老师随着录音跳起傣族舞。
(4)学唱歌曲《我爱我家小竹楼》。
老师:这首歌是傣族小朋友欢迎远方客人到来时唱的歌曲,歌曲表现了傣族

人的热情好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唱这首歌。请大家看屏幕。(用课件展示

大歌单,同时播放歌曲范唱录音)
老师:今天我们就唱好《我爱我家小竹楼》这首歌,让更多的人从我们的歌声

中了解傣族人民的情意,好吗? 请仔细看歌单听录音,跟着音乐轻轻哼唱。
把歌曲分成前后两段(第一、二乐句为第一乐段,第三、四乐句为第二乐段),

学生分小组自学旋律,一部分同学唱前段旋律,另一部分同学唱后段旋律。
分组演唱后,在两段旋律熟练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另一段。
学生完整视唱歌曲旋律。
学生听琴轻唱歌曲,注意音准,唱好上波音、前倚音。
歌曲接龙:歌曲分为四个乐句,可采用师生接龙的形式,学生、老师各唱两句

或者学生分成小组,一个组唱一句。
学生完整并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3.歌表演《我爱我家小竹楼》,表达各族人民团结友爱之情。 让学生轻声、流

畅演唱歌曲,提高其表演能力

老师:我们已经游完了小竹楼,这里的人们能歌善舞,他们要邀请我们参加舞

会,老师先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傣族舞蹈动作。
(1)学习简单的舞蹈动作。(老师示范,学生学习)
(2)即兴编创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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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请各小组的组长带领组员们编排歌曲并表演吧!
学生分组排练,老师来回巡视指导。
(3)学生分组进行歌曲表演。
(4)选出表现好的小组汇报表演。
老师:现在舞会正式开始,让我们和傣族的朋友们一起唱吧、跳吧!

4.小结

老师:今天我们来到傣族的小竹楼做客,下节课我们还要到彝族、白族地区看

看那里的“火把节”“三月街”,回家以后,希望你们搜集有关的图片和信息,让我们

进一步领略云南的民族风情。
(段萍)

五、补充资料

石  林

石林位于昆明东南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在350平

方千米的范围内,分布着众多石峰、石柱,其势拔地而起,直指青天。当地岩溶地貌

发育典型,地下溶洞和地下河流密布,峰回路转,别有洞天,自然景观丰富多彩。
景区有绿芳塘、小篝、石林湖、大石林、小石林等景点。相传美丽动人的阿诗

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泸 沽 湖

泸沽湖位于云南西北宁蒗彝族自治县与四川相邻处,分属川、滇两省。泸沽

湖风光秀美,碧波荡漾,青山四合。独木舟为湖区主要交通工具。湖畔为纳西族

聚居区,当地保留有传统的母系社会生活方式。

西山森林公园

起伏于滇池西岸的西山,由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龙门等组成,山势婀娜,
远望有如睡美人,故有“睡美人山”之称。又如睡佛仰卧云中,故又被称作“卧佛

山”。全山林木葱郁,繁花不绝,为昆明市郊著名的旅游景点和疗养胜地。
龙门背依绝壁,面临浩渺的滇池,视野广阔,风光壮美,气象万千,人称“滇中

第一胜景”。诗云:“仰笑宛离天尺五,凭临恰在水中央。”
太华寺为元代古寺,清代重修,坐落于西山太华山麓,规模宏大,金碧辉煌。

全寺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寺内古木参天,尤以朱砂玉兰和古银杏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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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音乐家、《义勇军进行曲》曲作者聂耳就长眠于此。聂耳墓坐落于秀山碧

水之间,造型别致,宛如鸣琴,周围松柏苍茂、环境幽静。

大理白族“三月街”

大理白族的“三月街”,又叫“观音市”,是白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三月十五

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在大理城西的苍山脚下举行。“三月街”起源于唐代,至今已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现已成为滇西各族人民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盛会。
集会上除传统的物资贸易外,滇戏、花灯、赛马等各种文艺和体育活动丰富多

彩。每天与会者多达数十万,盛况极为壮观。

彝族火把节

彝族传统的火把节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佳节之前,各家都要准备

丰盛的食品,在节日里纵情欢聚,放歌畅饮。白天,举行斗牛、摔跤等娱乐活动;入
夜,则点燃火把,成群结队行进在村边地头、山岭田埂。远处望去,火龙映天,蜿蜒

起伏,十分动人。最后人们会聚广场,将许多火把堆成火塔,火焰熊熊,人们围成

一圈,唱歌跳舞,一片欢腾。

蝴 蝶 泉

蝴蝶泉在苍山十九峰的第一峰云弄峰下,清泉流碧,绿树成荫。泉水汇集为

池,旁有大理石栏杆围护。每年春末夏初时节,都有大量彩蝶翩跹飞至。最为奇

特的是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大量蝴蝶首尾相衔,从古树上一直垂到池面,其情其

景,极为奇美。泉周的蝴蝶楼、凉亭、花台等建筑均富于民族色彩。近年来,新建

有蝴蝶博物馆、咏蝶碑等。每年都要举办传统的蝴蝶会。

丽
 

江
 

十
 

绝

1.阳春白雪玉龙山;     2.金江劈流虎跳峡;

3.万里长江第一湾;     4.古风斑斓大研城;

5.宝山石头城奇观;     6.杜鹃王国老君山;

7.神秘的东巴文;      8.玉水清音纳西古乐;

9.蓬莱仙境泸沽湖;     10.摩梭风情女儿国。

丽  江

丽江位于滇西北,历史悠久,风光秀美,是世界东巴文化中心、国家重点风景

名胜区。全境山河交错,地形多样,冬暖夏凉,四季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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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市有全国唯一的纳西族自治县。在漫长的历史中,纳西族人民创造了光

彩夺目的东巴文化,至今仍保存有大量用东巴文写成的宗教、文化、科技文献。
丽江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玉龙雪山横亘西北,丽江古城古色古香,丽江壁画分

布于县城及附近乡村的十余处佛寺和道观的墙壁上,其形象之生动,用色之大量,
令后人叹为观止。

纳西族民风民俗丰富独特,有三多节、棒棒会和骡马大会等民族传统节日。
丽江畜牧业素有传统,丽江马以品种优良闻名于世。铜锁、铜盆等为传统生

活用品,工艺价值很高。风味小吃和著名土特产繁多。

长江第一湾

万里长江自青藏高原南下,到云南石鼓被海罗山崖阻挡,突然转向东北,这就

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江第一湾”。

虎 跳 峡

虎跳峡是世界上最为险峻的大峡谷之一,东西两岸的玉龙、哈巴雪山高出江

面三千九百多米,奔涌不息的金沙江被峭壁紧束,最窄处只有三十余米。峡谷全

长十六千米,中有险滩十八处,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堪称天下奇观。

傣族泼水节

傣族泼水节影响面广,参加人数多,是云南最著名的民族节日之一。
泼水节为傣历新年的庆祝活动,一般在阳历4月13日至4月15日之间。届

时人们先到佛寺浴佛,然后互相泼水,用飞溅的水花表示真诚的祝福。到处欢声

笑语,充满了节日气氛。
泼水节的活动内容,还有赛龙舟、放高升、斗鸡、跳孔雀舞等,人们身着盛装,

喜气洋洋,场面极为热烈。周恩来总理曾经参加过西双版纳的泼水节,春观公园

内现有周恩来总理泼水纪念铜像。

苗
 

族
 

斗
 

牛

苗族斗牛,在每年的立秋之日举行,所以又叫“赶秋节”。斗牛比赛一般在相

邻的苗族村寨轮流举行,届时,人们纷纷身着民族盛装,唱着山歌,吹着芦笙,牵着

各自膘肥体壮的斗牛来到赛场。斗牛比赛紧张刺激,开始是众多斗牛互相挑战,
赶走败者。得胜者又捉对继续拼争,直至决出最后一对。这时的比赛为全场最精

彩的决斗。经过拼死相争,最后得胜者昂立场中,英勇无比。主持人给它戴上红

花,由主人牵着绕场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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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美丽的地方

大理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和44个风景名胜游览

区之一,是五朵金花的故乡。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胜古迹灿若星辰,自然

风光美丽迷人,素有“文献名邦”之称;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独具特点;土肥物丰,名
贵中草药、奇花异卉为稀世珍品。

大理在唐南诏国、宋大理国50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是云南省政治、经济、文
化的中心,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四个

典故都与大理有关,金庸描写大理的传世之作《天龙八部》更给大理平添了几许神

秘色彩。
大理境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个,州级文物保

护单位28个,历史文化名城2座。全国著名的大理风景区,由苍山洱海、石宝山、
鸡足山、巍宝山和茈碧湖5大景区组成。这里苍山雄奇壮丽,古松苍劲,白雪皑

皑,经夏不消;洱海碧波万顷,气象万千;大理坝子富饶秀美,名胜古迹灿若繁星,
民俗风情浓郁迷人。苍山洱海珠联璧合,相互辉映,“风花雪月”四景唱绝天下。
宾川境内的佛教圣地鸡足山闻名东南亚,剑川县境内的石钟山唐代石窟与敦煌壁

画齐名,巍山县境内的唐南诏国发祥地巍宝山,巍峨神奇。还有弥渡县境内的唐

代铁柱,永平县境内的汉代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洱源县境内的茈碧湖九气台

温泉休疗区,祥云县境内的水目寺、天华山,云龙县境内的天池风光等等,无一不

醉倒四方游客,令人流连忘返。大理州十二县市,有众多的风景名胜古迹,且以

古、奇、险、美为主要特色。
大理州境内有白、彝等18种民族,长期的多民族社会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多

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各种民族语言、民居、服饰、婚俗、礼节、信仰独特,节庆众多,
饶有风趣,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灿烂辉煌。大理白族的三月街、绕三灵、花潮节、葛
根会、渔潭会、观音会、耍海会、剑川石宝山的对歌会、洱源茈碧湖的海灯会、弥渡

密祉的花灯会……无一不热闹非凡,让人如痴如醉;白族的大本曲、白剧、三弦唢

呐、洞经音乐、霸王鞭,彝族的打歌、跳菜舞、狮舞,弥渡汉族的花灯……无一不技

艺独特,驰名中外;民族民间的创世神话,本主神话,九隆神话,图腾神话,密教神

话和风俗、风物、地名传说,动植物故事脍炙人口,优美动听。
大理物产丰富,盛产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粮食作物,烤烟、花生、甘蔗、茶叶

经济作物,核桃、梅子、木瓜、梨、桃水果,是个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在这块宝地

上,还埋藏有锡、金、银、铜、铂、锰、钨等有色金属和大理石、煤、盐、石油、天然气等

矿产。这里有满目琳琅、异彩缤纷的大理石工艺品、大理扎染、大理草编、剑川木

雕、洱源雕梅、乳扇、宾川香叶油、漾濞薄壳核桃等名优特产,有珍贵的中药材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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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有金丝猴、小熊猫、老虎等50多种珍稀动物和绿孔雀、血雎等;有茶花、杜鹃

花、兰花、木莲花、映山红等1000多种奇花异草。
大理交通发达,已形成海、陆、空运输网络,是云南省滇西片八地州的交通枢

纽。西汉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纵贯全境,现代修筑的滇缅、滇藏公路交会于此。
境内省道、乡村公路四通八达,洱海客货航运畅通无阻,随着楚大一级高速公路、
广大铁路、大理飞机场相继开通,亚洲“多瑙河”———澜沧江水电的梯级开发和水

运的开通,由大理内可直达全国各地,外可直通东南亚,走向全世界。

巴  乌

巴乌是彝、哈尼、傣、佤、布朗、苗等民族的吹管乐器。巴乌是汉族的称呼,彝
语称“吉非里”,哈尼语称“梅巴”,苗族称“苗笛”,傣族称“筚”,佤族称“ ”。巴乌一

般指竹管铜簧的吹管乐器,流行于云南、广西及贵州等地。有高音、中音、低音三

种,形状基本相同。以竹为管,上端留竹节,近节处右侧嵌尖三角形铜制簧片。管

设8个按孔,能吹9个乐音。管粗者横吹,管细者竖吹,吹、吸皆能发音。音色柔

和优美,为人们所喜爱。
巴乌原音量小,音域窄,演奏上有很大的局限性。1976年研制成的一种改革

巴乌,音域达两个八度,能吹15个音,装有4个音键,便于吹奏,增加了调节音高

的装置。它以银铜合金簧片或黄铜合金簧片代替了铜簧片,以塑料管代替竹管,
使巴乌的表现力更加丰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