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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奇特的乐声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标题“奇特的乐声”,不仅具有新意、吸引力,且浅显易懂,对四年级的小朋友

来讲能激发他们丰富的想象。首先,第一个板块“人人都有的乐器”,能使小朋友

联想到自己:我会有什么乐器? 往下一看,原来是口哨。会吹的小朋友或许马上

就会吹起来,不会的也没关系,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会激起他们吹口哨的浓厚兴趣。
紧接着在第二个板块“这些也可当乐器”中,小朋友会发现原来我们身边这么多东

西都是乐器。通过学习单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寻找身边的音源,从而开动脑筋

学习音乐。

(二)内容结构

奇
特
的
乐
声

—

—

人
人
都
有
的
乐
器

—
— 欣赏《小夜曲》(口哨音乐)

— 唱歌《芦笛》

—

这
些
也
可
当
乐
器

—

— 欣赏《纸乐》(管弦乐)

— 唱歌《青青竹子会唱歌》

— 欣赏《猎人的舞蹈》(钢鼓音乐)

— 欣赏《竹乐青》(竹乐合奏)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引导学生感受各种不同乐器的演奏形式,以及它们丰富多彩、特
色各异、奇妙无比的表现力。

2.通过演唱歌曲和学吹口哨,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3.通过编创活动,引导学生识别更多的、具有丰富表现力的乐器,并教他们寻

找身边的乐器,制作简易的乐器,为学习音乐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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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小夜曲》(口哨音乐)

这首由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小夜曲》原为独唱歌曲,作于1828年,由
雷尔斯塔甫作词,是声乐套曲《天鹅湖》的第四首,后被改编为管弦乐曲、合唱曲及

小提琴、钢琴、长笛、吉他等器乐独奏曲。乐曲以口哨的形式出现,容易引起学生

的兴趣。乐曲采用
  

拍,行板。伴奏声部的音型与实际生活中唱《小夜曲》时常

用的伴奏乐器吉他的音型相似。原曲歌词有三段:前两段歌词采用同一旋律,为
分节歌形式;第三段歌词采用另一旋律。

口哨的音乐按照歌词的顺序进行吹奏,如同一个人在吟诵,优美宁静。
模仿吉他伴奏音型的四小节引子之后,A 乐段的主题旋律用小调式轻轻

吹出。

开头两句,伴奏声部像回声似的重复歌曲的后半句,紧接转入D大调,然后重

复主题旋律,乐曲进入B乐段,出现了新的旋律。

附点音符和向上、向下跳进的创作手法,使乐曲的旋律更加流动,情绪逐渐被

推向高潮,随后慢慢地平静下来。
附谱:

小 夜 曲
(口哨音乐)

[奥地利]舒伯特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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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唱歌《芦笛》

此歌为E大调,
  

拍,二段体结构。这是一首活泼风趣的波兰歌曲。歌曲有

四个乐句,节奏紧凑、一气呵成。歌词描写美丽的芦笛只有七个音,而“我”的“十
个手指足够吹芦笛”,这说明手指灵活,看得绿叶都心里痒痒,说明“我”技法高超,
吹出的旋律优美动听,使人愉快。

(三)欣赏《纸乐》(管弦乐)

《纸乐》是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谭盾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向传统而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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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的古典音乐发出了挑战,它向人们证明了传统的古典音乐其实还具有许多可以

突破的地方,只要大胆地尝试就会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三个从天花板垂落至舞台的巨大纸轴俨然成了打击乐器,在打击乐手的敲击

下,翻滚、跃动的纸轴营造出一场惊天动地的暴风雨,令人心神触动,充满了想象

空间。舞台上,引人入胜的音乐竟都出自各种各样的纸制品:用硬纸板做成的纸

桶、纸箱,啦啦队的纸制绒球、纸袋、纸伞……交响乐队奏出激荡的旋律,时而清晰

明亮,时而含蓄隽永。
《纸乐》如同一部交响叙事曲,不仅演绎出丰富多彩的声音,而且引领我们经

历了一段奇妙的精神旅程。不可思议的是,在这部作品中,纸成了非常重要的

乐器。
谭盾(1957- ) 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他的音乐

跨越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多媒体与表演艺术的众多界限。曾赢得多项当

今世界颇具影响的音乐大奖,其中包括格莱美大奖、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格文

美尔古典作曲大奖和德国巴赫奖,并被美国音乐协会授予年度“最佳作曲家”称

号,纽约时报评其为“国际乐坛最重要的十位音乐家之一”。谭盾还被中国文化部

授予“二十世纪经典作曲家”的称号,并被凤凰卫视等十家华文媒体评为“2006年

影响世界十位华人”之一。谭盾的音乐被世界重要的交响乐团、歌剧院、艺术节、
电台和电视台广泛演播。作为指挥家,谭盾曾执棒世界众多著名乐团,其中包括:
荷兰皇家音乐厅乐团、伦敦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柏林爱乐

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英国BBC交响乐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

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意大利国家交响乐团和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乐团等。他的

“有机音乐三部曲”(《水乐》《纸乐》《垚乐》)和《武侠三部曲》,常上演于世界各大音

乐厅。他的多媒体代表作品《地图》由大提琴家马友友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做世界

首演,作品手稿已被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世界作曲大师手稿廊永久收藏并展出,他

是东方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音乐家。他的歌剧《秦始皇》由世界男高音歌唱家多明

戈首演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2008年他应邀创作中国奥运会徽标LOGO音乐和

颁奖音乐。他的钢琴协奏曲《火》由郎朗及纽约爱乐乐团首演。2010年,谭盾应邀

担任中国上海世博会全球文化大使。

(四)唱歌《青青竹子会唱歌》

歌曲为 拍,徵调式。歌曲轻快活泼,曲调悠扬动听。歌曲中间的衬词“啦啦

……”表现了苗家人对青青竹子的喜爱,最后一句苗语“绒蝶啰”(太好了)把愉悦

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欣赏《猎人的舞蹈》(钢鼓音乐)

这是一段南非音乐,用钢鼓和猎刀合奏。乐曲表现的是猎人打猎归来,生起

篝火,围坐火边,敲起钢鼓,打起手鼓,为了明天猎获更多的猎物而磨着猎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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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该乐曲为多段体结构,以“
  

”为

音乐主题,不断地自由反复。男子(鼓手)的领唱与女子的歌唱呼应,表达了猎人

及其亲属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反映了人们的喜悦、祝福和希望之情。领唱与

合唱的节奏和旋律近似说话,与钢鼓乐队的伴奏节奏形成复杂的对位效果(这一

特点正是南非多声部音乐的典型特征之一)。在乐曲中,还可听到牧笛的声音穿

插于乐队和歌声之间。尤为突出的是由演奏者在牧笛上吹奏的双音,给粗犷、浑
浊、单一的钢鼓乐队的音色增添了几分明亮的色彩,显得格外动人,给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

(六)欣赏《竹乐青》(竹乐合奏)

这是一首优美动人并极具特色的竹乐合奏乐曲。在欣赏这首乐曲前,先让我

们来认识几件竹乐器。
大筒

大筒是拉弦乐器,形似二胡,因琴筒较大较粗而得名。大筒的琴筒和琴杆都

是竹制的,声音洪亮有力,可以用于伴奏或独奏。
大竹竿

粗壮高大的竹竿一般高约2.2米,直径约0.15米。把竹竿均匀地劈成两瓣,
利用竹竿的弹性,并拢撞击可发出洪亮的声音。

竹板琴

用毛竹制作而成,竹板振动发音,外形和演奏方式类似于西洋打击乐器马林

巴。音色优美、独特,易于演奏。
竹沙筒

又叫竹沙锤。竹筒里装入沙粒而制成。
竹邦子

用天然竹筒制成,以两个或数个为一组。
竹鼓

鼓身采用云南“竹中之王”巨龙竹制成,粗大结实。鼓长约0.76米、直径约

0.22米,鼓面为牛皮,音色洪亮悦耳。
竹碗

碗状的竹筒相互碰击,声音响亮,随着两只竹碗接触面的各种变化,可以连续

打出丰富多彩的声音。
竹刮板

把直径约0.05米的竹竿一端锯成规则的齿状,用小棍子刮出柔和的声响。
竹管

在竹管中间开一个圆孔,并在相反方向向外开一条宽缝,用棍子敲击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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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乐合奏《竹乐青》就是用这些乐器演奏的。《竹乐青》是一首民族宫调式的

乐曲,三段体结构。
引子:竹板琴演奏简单的旋律,竹刮板、竹邦子、竹沙筒等奏出“

 

”
“ ”“ ”“ ”等节奏组合与之配合,并伴以动人的流

水声。
接着出现优美的A乐段主题:

这段音乐由大筒演奏,优美缠绵,伴奏使其更加清新、流动。
经过短小的伴奏后,过渡到B乐段。B乐段有两个主题,以下为B乐段第一

主题:

这一主题欢快跳跃,好似人们在竹林里追逐、嬉戏。
B乐段第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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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声 部 由 大 筒 演 奏,第 二 声 部 由 其 他 竹 制 乐 器 演 奏,不 断 重 复 的

“
  

”节奏组合与优美的旋律结合,犹如人们跳着动静相应的

民族舞蹈。
接着,再现A乐段主题。结尾时,音乐渐渐隐去。
杨春林(1953- ) 指挥家、作曲家,中国歌舞团常任指挥,中央民族歌舞团

客座指挥,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主要创作作品有:二胡独奏曲《陕北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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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合奏曲《丝竹新韵》《音乐会序曲第一号》《中国民歌主题变奏———小白菜》,
双胡琴协奏曲《长恨歌》,琵琶随想曲《千秋颂》,民族交响诗《龙魂》等。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3课时完成。

(一)人人都有的乐器

1.欣赏《小夜曲》。
(1)可用对比欣赏的手法,先让学生听口哨演奏的《小夜曲》,再听人声演唱的

《小夜曲》,让学生自己去辨别不同的音色所具有的不同表现作用,体验口哨音乐

的优美舒畅,为后面学吹口哨奠定基础。
(2)熟悉曲调以后,可开展一个活动———吹口哨。学生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

有的早就会吹了,有的一点不会。不会的同学当中肯定有的学得快,有的学得慢,
这就需要老师注意观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让会吹的带不会吹的,快的带慢的,相互

学习,比学赶帮,这样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在活动中,注意三连音的掌握。对三连

音的教学,重点是感受它的特点,而不是掌握它的概念,应让学生多听多唱。

2.唱歌《芦笛》。
(1)歌曲《芦笛》的特点是短小、流畅、通俗上口。学习时只需要注意“

  

”中
附点八分音符与“

  

”中八分音符的区别就行了。此外,歌曲中二声部合唱不能

忽略。
(2)唱熟《芦笛》曲调后,根据各地、各学校拥有乐器的实际情况,可用已学过

的乐器(如口琴、竖笛、口风琴)演奏曲调,其目的在于进一步熟悉曲调。

(二)这些也可当乐器

1.欣赏《纸乐》。
(1)设问:纸的功能作用都有哪些? 由此引出纸不仅可用于读书写字,还可以

发出美妙的声音,奏出动人的旋律,塑造不同的音乐形象。要求完整地聆听乐曲。
视听结合,一定要观看《纸乐》的视频。三个从天花板垂落至舞台的巨大纸轴

俨然成了打击乐器;在三个打击乐手的敲击下,翻滚、跃动,发出风声、雷声、雨声,
丰富多彩,变化无穷。

(2)在《纸乐》的课后安排了一个“创创做做”的活动,这个活动旨在让学生了

解树叶、盛满水的碗、盛满水的杯、钥匙等均可当乐器,只不过有的能发出不同音

高,有的只能有一个固定音高。将这些东西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他们知道这些

都可当作乐器,学生会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身边还有这么多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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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唱歌《青青竹子会唱歌》。
学唱歌曲《青青竹子会唱歌》,首先要让学生完整地聆听这首歌曲,学会中间

的苗语“绒蝶啰”。学唱过程中的难点是衬词“啦啦啦……”的地方,会给学生的演

唱带来困难,老师应减慢速度,让学生反复练习此处,待熟悉以后再恢复原速。另

外,注意歌曲风格的把握。

3.欣赏《猎人的舞蹈》。
《猎人的舞蹈》可让学生尽情地去领略非洲钢鼓的魅力,在这表现力丰富的节

奏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然后让学生谈感受。

4.欣赏《竹乐青》。
《竹乐青》那优美柔和、韵味深长的乐声,把学生带入一片幽静、古朴的深山竹

林中,让他们回味无穷,意犹未尽。在陶醉的同时不要忘了提醒学生记住乐曲的

主题。
这个单元主要是想让学生认识更多的奇特乐器,如陶笛、非洲钢鼓、竹乐器

等,辨别它们的音色,了解它们的来源及制作过程,最终达到能自制简易乐器的目

的。教学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学生能自制简易乐器是本单元的主

要教学目标之一,因此,怎样引导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在这里显得尤为

重要。作为老师首先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学生的兴趣、爱好,条件的许可度),
正确地引导,使学生的创造能力得以充分发挥。

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边学边玩做乐器》

(一)教学思路

作为本单元的最后一课时,前面学生已经见识过好几种独特的“乐器”,如口

哨、陶埙、钢鼓等。这一课中,将开展“边学边玩做乐器”的自制简易乐器编创活

动,这个活动应当在音乐听觉的基础上配合音乐要素和音乐基础知识的学习进

行。以学生对声势练习的浓厚兴趣为切入点,通过学习和感受节奏的强弱变化、

强弱规律,引导学生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感受、分辨和表现
  

拍、
  

拍、
  

拍;启发

学生相互合作,利用自己身边的物品制作简易乐器,并能用其为音乐伴奏。在这

些循序渐进、开放探究的音乐实践活动中,学生的音乐兴趣得到了激发,音乐知识

和技能得到了练习和巩固,学生的音乐创造才能得到了开启。



10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四
年
级
上
册

(二)教学内容

感受与鉴赏 表  现 创  造 音乐与相关文化

感受节拍的强、弱,并用自己

身体发出的音响和自制乐器

进行模仿,辨别
  

拍、
  

拍、
  

拍的不同

用 自 制 乐 器 为 旋 律

伴奏

自制 简 易 乐 器,开 展

编创 活 动《边 学 边 玩

做乐器》

———

(三)教学目标

1.在“边学边玩做乐器”的活动中走进音乐,在亲身参与音乐活动的过程中喜

爱音乐。
2.感受并用身势模仿节拍强弱,进行旋律片段的节拍听辨;分组开展自制简

易乐器的音乐活动,为旋律伴奏。

3.感受,听辨,表现
  

拍、
  

拍、
  

拍的强弱规律。

(四)教学重、难点

听辨并表现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的强弱规律;尝试自制简易乐器,为旋律

片段伴奏。

(五)教学准备

钢琴、CD机、音乐光盘,学生分组并准备各种自制乐器材料(各类盒子、瓶子、
管子、木条、筷子、勺子、碗、杯子、粗和细的橡筋等,各类填充物品:米、黄豆、绿豆

等)。

(六)教学课时

1课时。

(七)教学过程

1.身势练习

老师做由拍手、拍腿、拍肩、捻指四个基本动作组合成的身势练习。
老师:刚才,我用了身体的哪些部位和动作发出了声响? (学生回答并模仿)
老师:你们还可以拍击身体的哪些部位发出声响? (学生尝试身势练习,集体

做一做)

2.节奏节拍

老师:其实人的身体也是一件独特的“乐器”。现在,你们再听听我的“演奏”
与前面的“演奏”有什么不同。(老师加入强弱变化做身势练习,学生感受、分辨并

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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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请同学来记录我所“演奏”的节奏,同时用强弱标记记录下它的变化。
老师做三次身势练习,三次练习的节奏相同,分别为

  

拍、
  

拍和
  

拍的强

弱规律。老师讲解
  

拍及其强弱规律和次强拍的标记,带领学生用击掌、点手

心、半击掌的方法击出
  

拍强弱规律,用类似的方式击出
  

拍、
  

拍的强弱

规律。
老师:下面,大家来听辨我们曾欣赏过的音乐片段,通过强弱规律的不同来判

断它的拍号。(播放《小夜曲》《猎人的舞蹈》,请学生跟琴模唱一段,突出其强弱规

律,学生判断拍号)
老师:一次强拍开始到下一次强拍出现前为一个小节,你们能根据它们各自

的强弱规律为它们的旋律划分小节吗? (组织学生按强弱规律为三段旋律划分小

节)
老师:你们能设计一些节奏用自己的身体发出的强弱声响为它伴奏吗? (学

生设计节奏用带强弱的身势随音乐拍击)

3.边学边玩做乐器

老师:我们刚才所听过的三个音乐片段分别用了哪些独特的乐器来演奏?
学生:口哨、陶埙、钢鼓。
老师:我们在以往的欣赏中了解到,这三种乐器都来源于生活:一种是人体乐

器,除了口哨,还有我们刚才用过的身体音响;一种是吹奏乐器,除了陶埙、口弦,
还有用各种材料的管状物做成的乐器;一种是打击乐器,除了来源于铁桶、饼干盒

的钢鼓,还有一种是利用各种容器里装填充物制作而成的乐器。今天,给大家准

备了许多物品,这些物品都可以用来制作一些简易的乐器,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

样让这些物品成为简易的乐器呢? (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老师点拨)
老师:请大家以组为单位,利用现有的材料,可以用刚才提到的方法,也可以

用更有创意的方法来制作简易乐器。每组制作必须达到人手一件,可以是相同种

类的,如果是不同种类的更好。同时,按照前面为欣赏音乐设计的伴奏节奏,尝试

着探索新乐器的演奏方法。(学生分组讨论并制作乐器,老师巡回指导)
老师:让我们来看看这几件乐器。
有选择性地请几组学生展示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从乐器制作、音色、演奏方法

上给予点拨,也可以请其他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学生再分组对自己制作的乐器

进行修改和演奏练习。
老师:请大家展示自己的成果。
请每组学生介绍自己制作的乐器,并按节奏齐奏第2~4小节,演奏时必须体

现节拍的强弱规律。老师播放《小夜曲》《猎人的舞蹈》片段,将学生分为两大组,
分别用自制简易乐器为音乐伴奏,提示学生注意各段音乐的节拍强弱规律。

4.小结

奇特的乐声带来奇特的感受,音乐创作实践让我们乐在其中。音乐就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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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边,只要你们善于观察、乐于倾听、勤于思索、勇于动手,音乐会给你不一样的

惊喜、不一样的收获,这就是音乐独特的魅力。

(谢彬艺)

五、补充资料

钢 鼓

钢鼓是流行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圭亚那、苏里南、委内瑞拉等国

的打击乐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特立尼达人民在欢庆胜利时敲打饼

干筒、玻璃瓶来表达喜悦之情。后来,人们用汽油桶进行试验,将桶面凹下,分割

成若干音区使其能奏出不同的音高,用橡皮包头的木槌击奏能获得良好的音响效

果。在此基础上,制成了具有不同音高的高、中、低音钢鼓。高音钢鼓音色明亮,
中音钢鼓音色柔和,低音钢鼓音色低沉。钢鼓极少单独使用,常以乐队形式演出。
钢鼓乐队可以巧妙地模仿管风琴、木管、铜管和弦乐器的音响效果,还可与各种打

击乐器结合,和谐完美地进行演奏。钢鼓乐队最擅长演奏节奏鲜明的狂欢节音

乐,训练有素的钢鼓乐队亦能演奏较为复杂的欧洲古典音乐,有时也能用来为声

乐伴奏或与钢琴协奏。

非洲的鼓

在非洲黑人社会中,经常可以听到鼓声。有的是举行喜庆活动和传统仪式时

的音乐,有的是传送消息、互相联系、举行集会的信号,有的是指挥战争的号令。
黑人大多会击鼓,他们常根据不同的需要,击出各种鼓声:在欢迎贵宾时,众

鼓齐鸣;婚宴喜庆时,鼓声响亮;死亡报丧时,低沉缓慢;出现敌情时,则急促紧迫。

谭盾及其作品

谭盾,作曲家,1957年出生,湖南人。198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院,
同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之一,在校时

创作的第一弦乐四重奏《风·雅·颂》运用民间曲调、中国宫廷音乐、庙堂赞歌等

原始素材,给人清新、别致的感觉,获得了1983年德里斯顿·韦伯尔作曲比赛二

等奖。他被新闻界、艺术界称为“新潮音乐”“先锋派音乐”“崛起的一代”的代表人

物之一。到美国后,数家知名乐团聘他为乐团作曲,并出任BBC交响乐团(苏格

兰)驻团作曲兼副指挥。1988年在美国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这是中国音乐家

在美国首次举办的音乐会。
1995年,吴子牛导演了反映中国人民抗日历史的影片《南京大屠杀》,并邀请

谭盾为影片作曲。为了创作好该片音乐,谭盾不辞辛劳深入剧组体验生活,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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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重温历史,酝酿感情,全身心投入创作,并一改以往的创作风

格,完全融入了电影表达的历史氛围中。影片的音乐朴实无华,是一部悲壮宏伟

的交响诗魂。主题歌《不要哭啊,南京》用男低音独唱、童声合唱、男低音合唱三种

形式来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贯穿整个音乐中的二胡与乐队的交响协奏,好似一

位尝尽人间悲欢离合的老人在痛苦地回忆,在向孩子们讲述着历史。影片的音乐

注入了创作者热爱生命,向往和平的心愿,再现了中华民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统

治下所经受的苦难,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者的反抗与期待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的呐喊,撼人心魄,具有中国人特有的表达方式。
交响作品《门》由法国著名指挥家夏尔·迪图瓦指挥日本NHK交响乐团于

1999年做世界首演。《交响曲1997:天地人》由大提琴家马友友、香港管弦乐团和

中华编钟乐团于1997年香港回归仪式上首演。交响乐《死与火》由纽约大都会歌

剧院艺术总监詹姆斯·莱文在美国首演,并由大都会歌剧院乐团在各地巡演。歌

剧《牡丹亭》由美国著名导演彼得·萨拉斯执导并巡演。协奏曲《永恒的水》由库

尔特·马祖尔指挥纽约爱乐乐团首演,并在世界各地巡演。谭盾千禧年的第一个

作品是为全球千禧年电视庆典节目“2000年的今天”所写的同名交响曲;该庆典节

目由英国BBC广播公司、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和SONY唱片公司合作制作,经由中

国中央电视台等全球五十五家电视网卫星传送到世界各地。为纪念巴赫逝世250
周年,受国际巴赫协会委托所作的《水祭》(根据《马太受难曲》所作)已在德国、日
本、英国和俄国等地巡演,并在2002年纽约“下一浪潮艺术节”二十周年庆典上做

开幕演出。
在2001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他的《水乐》协奏曲和《卧虎藏龙》协奏曲以

全新的视听冲击力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水乐》这部作品

的演出十分特别,台上全是水,水即独奏乐器。谭盾为此专门做了五十多种有关

水的装置,它们可以让水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谭盾说:“我们天天的生活都与水

有关,可是你听到水的声音没有?”他为此讲了一个故事,在纽约一个岛上,一位犹

太老人天天坐在海边看水,谭盾问他:“你每天都在看什么?”他答:“水有意思,在
陆地上可以划分美国、加拿大,但水是划不开的,昨天有可能从我的家乡来,明天

又可能流到别处去,你看到每天的水是一样的,但我看水天天是不一样的。”谭盾

说,这部作品一是强调人们生活中从未听到的声音,听众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二
也算是环保。沈从文有几句话,大意是:水除了流过山流过河,是否流过你的头

脑,你的身体。能不能听到清澈、宁静,也是物质环境对人的乞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