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蜀韵川音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四川音乐以其浓厚的历史沉淀，在中国音乐文化中独树一帜。本单元选取

的四川音乐，集合了现代音乐、民族民间音乐、传统音乐。例如：描绘四川风物的

器乐曲《峨眉山月歌》，表现四川民俗风情的歌曲《红月亮》，介绍四川生态及国宝

大熊猫的合唱歌曲《熊猫的摇篮》，彝族舞蹈音乐《席勒的红裙》，羌族混声合唱

《羌族锅庄舞曲》，藏族歌曲《卓玛》。

本单元的课时设计按照音乐的特点，引导学生从学习中较全面地感受四川

音乐，了解四川音乐。

（二）内容结构

欣赏《熊猫的摇篮》（领唱、合唱）

歌曲《红月亮》

欣赏《峨眉山月歌》（小提琴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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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席勒的红裙》（群舞）

歌曲《卓玛》

欣赏《羌族锅庄舞曲》（混声合唱）

（三）教学目标

1.通过参与各项音乐活动，引导学生感受巴山蜀水的音乐文化、人文特征，

初步了解四川彝族、羌族、藏族三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音乐特色；聆听、演唱四

川歌曲，培养学生学习四川音乐的浓厚兴趣。

2.引导学生体会四川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特点，想象音乐所表现的画面，了

解民族民间音乐的几种演唱形式；会哼唱主题旋律，并设计歌曲的演唱形式及编

创表演。

3.理解、归纳四川音乐风格特点，分析作品结构及主题，能充分感受音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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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的形象，积极参与音乐活动；能聆听主奏乐器和辨别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音

乐，培养学生欣赏能力和认真思考、总结的学习习惯。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峨眉山月歌》（小提琴独奏）

黄虎威新作小提琴曲《峨眉山月歌》根据李白同名诗歌的诗意创作而成，乐

曲为三部曲式。开始，小提琴以稍慢的行板速度奏出柔美的旋律。

主题一：

这是主题一，宁静之中使人感到寂寞，清丽之中使人感到冷峻，让人在脑海

中浮现出一幅“冷色调”的秋夜风景画：弥漫着寒气的月光倾泻在山水之间，无垠

的苍穹显得朦胧、幽深；江中一叶轻舟顺水而下，孤独的诗人端立船头，正在低吟

着，诉说离情别绪……在这“画面”之中，我们不禁感到一种深沉忧思和感伤。

随着乐思的发展，音乐进入对比的中间部分。乐曲的中部本身也是一个三

段结构，包含两个新的主题。中部第一主题以小行板速度奏出，表达出一种激动

而亲切的感情。

主题二：

优美地

继而出现的中部第二主题速度加快，由小提琴 G弦演奏的旋律如诉如泣，哀

婉、悲凉。

主题三：

乐曲发展到此，小提琴以双音的奏法，强烈而充满激情的音响将音乐推向激

动人心的高潮。当音乐渐渐平息下来以后，主题在逐渐放慢的速度中，以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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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音区微弱的长音悠然结束，将音乐的意境渲染得更富诗情画意，撩人遐思，耐

人寻味。这些细微之处，显现出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精密细腻的创作风格。

附谱：

黄虎威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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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虎威（1932— ） 四川内江人，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1954年毕业

于西南音乐专科学校（1959 年改名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后，留校任教至今。

1989年以成果“培养优秀作曲人才”获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第一届优秀教学成果

一等奖。发表论文、音乐作品以及出版书籍共计 120余件，其中《和声写作基本知

识》《转调法》等书籍多次再版重印，音乐作品《巴蜀之画》《阳光灿烂照天山》《峨

眉山月歌》已被载入《中国现代音乐史纲》。

（二）歌曲《红月亮》

《红月亮》依托于巴山蜀水文化而创作，歌曲旋律优美、奔放，节奏规整，歌词

简洁、爽朗，感情真挚炽烈，情绪欢快，借“红月亮”描写了蜀地姑娘热辣而又温柔

大方的性格。歌词既是对四川姑娘形象的描绘，更是对家乡的赞美热爱。

歌曲为二段体，节奏轻快，旋律朗朗上口。第一乐段与第二乐段分别用了

“起、承、转、合”的手法，第一乐段为第 1~9小节，第二乐段为第 10~20小节。第二

乐段整体的创作特点与第一乐段相似，音调与节奏特点上与前乐段有一定的联

系，又有一定变化。曲中少许节奏上的延展使歌曲富有弹性，又略显俏皮感。

徐沛东（1954— ） 辽宁省大连市人。1979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

系，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作曲，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1991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30 名候选人之

一。主要作品有《爱我中华》《得民心者得天下》《大地飞歌》《篱笆墙的影子》等。

（三）欣赏《熊猫的摇篮》（领唱、合唱）

歌曲《熊猫的摇篮》是 ΚΒ 拍，徵调式，三段体结构。本教材内容选用的是由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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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改编的童声合唱。歌词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区竹叶沙沙

的响声，以及熊猫俏皮可爱的形象。歌曲第一部分由很弱的前奏开始，节奏舒

缓，旋律具有浓郁的四川民间摇篮曲音调特色；第二部分的节奏一张一弛；第三

部分是带衬词的演唱，节奏感强。整个曲调具有双重特点：优美抒情的旋律性与

较强的节奏感；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的完美结合，使整体曲风清新、自然，具有鲜

明的民族特色。

附谱：

熊猫的摇篮

(领唱、合唱)

1=G hb 何山怀 词

柔和地 昌英中 曲

李西林 改编

sɑsɑsɑsɑ sɑ sɑ sɑ

sɑsɑsɑ sɑ sɑ sɑ sɑsɑ sɑsɑ sɑ sɑ sɑ sɑ
李西林（1948— ） 四川达州人，著名音乐教育家 、指挥家 、作曲家。

1977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作曲指挥专业，1981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

sɑ sɑsɑ sɑ sɑ sɑ sɑ sɑ sɑsɑ sɑ sɑ sɑ s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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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ɑ sɑ sɑsɑ sɑ sɑ cei lɑnɡ

sɑ sɑsɑ sɑ sɑ sɑ sɑ

der der lɑnɡ cei der der lɑnɡ lɑnɡ li ɡcei

der der lɑnɡ cei der der lɑnɡ lɑnɡ li ɡcei

konɡ konɡ lɑnɡ lɑnɡ cei lɑnɡ konɡ konɡ lɑnɡ lɑnɡ c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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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der yi yɑ bei der der ye

konɡ konɡ yi yɑ hei konɡ konɡ ye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xiɑ xiɑ

xiɑ xi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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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ɑ sɑ sɑ sɑ sɑ sɑ sɑ
sɑ sɑ sɑ sɑ sɑ sɑ s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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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系。原任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现任四川音乐学院正院级调研员、指挥专业教

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四川省学科技术带头人。其指挥的

合唱团多次荣获国家级金奖、优秀奖，2006年指挥四川音乐学院女子合唱团参加

萨尔茨堡国际合唱节，并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2007年指挥四川音乐学院男声

合唱团分获“金钟奖”和“央视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合唱比赛优秀奖等。主要音

乐作品有《洁白的鸽子》《欢乐的节日》《孩子、鸽子、明天》《小猫钓鱼新编》《小火

车开呀开》等等。

（四）欣赏《席勒的红裙》（群舞）

《席勒的红裙》是由吉古夫铁根据四川地区彝族风情创作的一首舞蹈音乐。

舞蹈由马琳编导。这个作品动作简单明快，音乐悠扬流畅，民族气息浓郁，时代

色彩强烈。

乐曲主要伴奏乐器为月琴，舞蹈展示了凉山彝族舞蹈的经典传神之美，令观

众赏心悦目。作曲家采用流传于四川大凉山高亢的布托山歌曲调和布托地区彝

族民间器乐音调为创作素材，以彝族最具特色的民间乐器葫芦笙、马布（或巴乌）

和月琴作为主奏乐器，辅之以管弦乐伴奏。整个乐曲结构为 A+B+A 三段式结

构，优美的旋律颇具彝族特色，充分展示了彝族姑娘的美丽和欢愉的心情。

彝族月琴，彝语称“弦子”，是彝族人民常用的弹弦乐器，历史悠久，早在宋代

《乐书》中就有记载。主要流行于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月琴的演奏有多种技

巧，主要用弹片弹奏。在弹奏舞曲时，还可用手指击拍面板，以增加气氛。月琴

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男女青年谈情说爱，还是

在喜庆的日子里庆祝，都少不了月琴的弹奏。尤其在节庆日子，小伙子弹着月

琴，而姑娘们则和着琴声或拍手或拉手，跳出多种优美的舞蹈。随着优美的琴

声，让自己的情感随之释放，跳出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快乐。优美的琴声和欢快的

歌舞，展现出彝族人民坦荡的胸襟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附谱：

lu lɑ lɑ lɑ ye o

lu lɑ lɑ lɑ ye o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lɑ y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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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红裙
（群舞）

主题一：

1=F fb 吉古夫铁 曲

欢快、活泼地 马琳 编导

主题二：

1=F fb
抒情地

（五）欣赏《羌族锅庄舞曲》（混声合唱）

《羌族锅庄舞曲》是一首混声合唱曲目，徵调式为主。音乐色彩明朗，旋律流

畅，用简单的歌词、美丽的歌声赞美了家乡的美景。歌曲分三个部分，曲调多变，

时而激昂，时而抒情。第一部分旋律和歌词都极具鲜明的羌族音乐风格，尤其是

衬词部分，情绪饱满有力。第二部分速度加快，情绪更为高涨、激昂。第三部分

速度变慢，旋律悠扬，情绪舒缓；尾声变化再现第一部分，快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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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羌族锅庄舞曲
（混声合唱）

1=G fb 廖纲源 词

稍快 活跃地 舞曲风格 黄万品 曲

11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九
年
级
上
册

12



第
一
单
元

蜀
韵
川
音

13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九
年
级
上
册

14



第
一
单
元

蜀
韵
川
音

15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九
年
级
上
册

（六）歌曲《卓玛》

歌曲《卓玛》为五声羽调式。歌曲舒展辽阔、婉转动听，旋律悠扬、绵长。歌

曲前面部分较为平缓，音与音之间多为级进，像在讲述一个故事或介绍一个人；

后一部分在衬词“啊”的推动下走向高潮，把草原人民对卓玛的赞美之情真真切

切地表现了出来。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三个课时完成，全是具有四川（统称巴蜀地区）特色的音乐。

除了学习教材内容，老师还可以带领学生结合实际需要搜集学习更多相关的音

乐知识，拓宽知识面，挖掘教材深度。

1. 学习器乐曲《峨眉山月歌》，加深对独奏乐器小提琴的了解，进行简单的音

色辨别。对乐曲进行深入学习时，建议反复聆听乐曲，感受乐曲情绪，想象意境，

了解峨眉山地理风光；配合音乐朗诵诗歌，或者把想象的画面用语言、绘画等方

式展示出来；分析乐曲结构和对比主题之间的异同，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进一步

体会乐曲不同段落间的情绪。

2.《红月亮》是一首具有巴山蜀水音乐文化和人文特征的歌曲。

（1）先要通过聆听初步感受、分析歌曲的音乐特点（曲调风格、歌词特点、演

唱音色），大致了解歌曲的曲作者。

（2）进行歌唱学习的时候，除了歌唱状态，还要注意掌握典型节奏型：“ zozo zoB;
xo /zozo o /zoxoxo zoxoxo/zozo o /”，可以通过模唱、视唱、小组合作讨论等方式找出难点

（尤其是滑音的学唱），着重练习。

（3）在拓展设计歌曲演唱形式及编创表演时，更应注意演唱状态和表现出歌

曲的情感。除此之外，还可以带动学生搜集整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巴蜀歌曲来

欣赏，感受、分析其鲜明的巴蜀音乐特点。

3. 合唱歌曲《熊猫的摇篮》整体曲风清新、自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音乐

风格是学习的重点。在简单了解歌曲演唱形式后，建议多模唱主题，感受歌曲传

统与现代结合的风格和三段体结构，从歌词中了解四川地理特点、熊猫的形象，

同时了解改编者李西林。结合教材“创与做”，了解四川音乐的韵味（四川方言

等）和民间摇篮曲风格。教学方法以引导、分析、总结为主，提高学生自主分析和

总结能力。

4.学习《席勒的红裙》，对彝族音乐的学习可以从了解、模仿彝族基本舞蹈动

作开始，提炼主要节奏型（zozo zozo/ zoxoxo o /等），穿插对音乐背景和主奏乐器月琴的

知识介绍，熟悉音乐的主题，多次聆听，找出主题出现的次数，观看舞蹈视频。建

议侧重对主题旋律的熟悉和对彝族舞蹈动作的了解，学习中需要结合教材“创与

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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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前面彝族的动作过渡到羌族动作，很自然地进入《羌族锅庄舞曲》的学

习。模拟羌族锅庄围圈，老师唱一句，学生跟着唱衬词，再直接引入《羌族锅庄舞

曲》第一部分歌词，简要介绍羌族音乐。这一部分学习主要围绕体验羌族音乐文

化进行，这是这一课的重点所在。有了前面的知识铺垫，完成“创与做”中分析歌

曲结构和不同的情绪就较为容易了。

6.《卓玛》是广为流传的歌曲，很多学生都会唱，可与《羌族锅庄舞曲》做对比，

简要分析藏族音乐的特色。反复聆听、学唱，分析歌曲的情绪、演唱风格后，可引

导学生小组合作，设计不同演唱形式及编创表演，如藏族歌舞编创表演等。

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多彩民族风》

（一）教学内容

欣赏《席勒的红裙》《羌族锅庄舞曲》《卓玛》

（二）教学目标

1. 通过对四川彝族、羌族、藏族少数民族歌舞音乐的欣赏、学唱和律动体验，

感受、了解这三个少数民族的歌舞音乐的特色，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

2. 在聆听、欣赏、对比、分析、模仿等方法中能分析《席勒的红裙》的结构，熟

悉主题，了解主奏乐器，学跳简单的彝族舞蹈动作；能分析《羌族锅庄舞曲》的结

构和不同的情绪，了解演唱形式，哼唱主题旋律；能背唱《卓玛》，并尝试设计演唱

形式及编创表演。

3. 在多样化的课堂设计中，能聆听、辨别不同少数民族音乐，培养良好的欣

赏、思考、总结等学习习惯。

（三）教学重、难点

1. 在各种体验活动中，欣赏音乐和分析作品，了解三首音乐各自的特点。

2. 分析《席勒的红裙》和《羌族锅庄舞曲》的结构；设计《卓玛》演唱形式及编

创表演。

（四）教学准备

课前学生搜集关于彝族、羌族、藏族的文本资料介绍，音像、图片资料，多媒

体课件、钢琴等。

（五）教学课时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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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进

行

新

课

一、《席勒的红裙》

1. 对号入座：出示三幅

代表三个少数民族的图片，

播放三个音乐片段，让同学

们区分每段音乐对应哪个少

数民族。

2. 找原因：为什么？是

从哪些方面判断的？（提示：

音乐情绪、节奏、风格等）引

出本节课主要内容：学习了

解四川地区的彝、羌、藏三个

少数民族的音乐。

1. 播放《席勒的红裙》的

舞蹈视频，提问：里面有哪些

舞蹈动作让你记忆深刻？你

能模仿哪些动作？如果不会

做的能不能击奏出典型的节

奏型？

2. 教学生跳几个简单的

彝族舞蹈动作，提炼主要节

奏型（zozo zozo/ zoxoxo o/ 等），

并引导击奏，介绍《席勒的红

裙》的创作背景。

3. 播放视频，分组跟音

乐跳动作，击奏节奏型，感受

音乐的主题旋律，并尝试哼

唱。

4. 得出结论，播放视频，

提问：乐曲的主题主要是由

什么乐器演奏的？主题出现

了几次？

5. 介绍月琴，再播放音

频，引导学生聆听，找出主题

出现的次数。（可以用比画手

指数的方式）

6. 播放全曲，分组表演。

观看图片，聆听

音乐，思考问题。

跟随老师的引导，

认真思考，回答问题。

认真观看视频，

感受音乐并试着模仿

舞蹈动作。

学跳彝族舞蹈，

学习典型节奏型。学

生根据课前搜集的资

料 简 单 介 绍 彝 族 文

化。

观看视频，感受

歌曲节奏。

认真听音频，思

考并回答问题。

学习、了解月琴

的知识与特点；熟悉

乐曲主题。

配合老师完成歌

曲表演。

营造学习氛围，集中

注意力。

1. 对彝族音乐有初

步印象。

2. 体验彝族舞蹈，使

学生初步掌握一些简单

动作。

3. 对歌曲形成总体

印象和直观感受，丰富歌

曲知识，增进学生的文化

知识，有助于后面的进一

步分析和学习。

完整表演，巩固整首

歌曲的学习。

教学流程 老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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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

新

课

总结下课

过渡

二、《羌族锅庄舞

曲》

三、《卓玛》

总结前面的内容，引入

羌族文化的介绍。

1. 简 要 了 解 羌 族 文 化

后，带领学生围成圈，模仿锅

庄的表演形式，老师唱一句

歌词，让学生每一句结尾加

一个衬词。

2. 播放《羌族锅庄舞曲》

音频，跟唱第一部分歌词，引

导总结羌族音乐特点。

3. 完整播放音频，提问：

歌曲分成几个部分？各部分

音乐情绪有什么改变？

4. 介 绍 混 声 合 唱 的 特

点，播放歌曲。

1. 播放歌曲《卓玛》，带

领学生跟唱歌曲。

2. 提问：这首歌体现了

藏族音乐什么特点？讲解歌

曲的情绪和演唱音色。

3. 跟随音乐再唱全曲，

要求：符合歌曲情绪和音色。

4. 介绍藏族音乐特点及

民俗。

5. 请自行设计表演，提

示可加入编创节奏表演或舞

蹈动作等。

拓展、介绍、欣赏彝、羌、

藏族的其他代表音乐。

学生展示课前搜

集 的 羌 族 文 化 介 绍

资料。

听从老师安排，

模 仿 锅 庄 的 表 演 形

式，配合老师歌唱。

学 习 并 跟 唱 歌

曲，跟随老师总结羌

族音乐特点。

认真聆听音频，

回答问题。

欣赏并学习混声

合唱的特点。

回 顾 前 面 的 音

乐，总结并进入新的

歌曲学习。

讨论并思考歌曲

的音乐特色。

完 整 地 演 唱 歌

曲。

认真学习藏族音

乐及民俗。

讨论并展现自己

的设计。

了解彝、羌、藏族

的其他代表音乐。

不同歌曲间的过渡，

使两首歌曲之间的教学

连接更自然。

1. 思考旋律特点，参

与音乐编创活动，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归纳能

力。

2. 认 真 学 习 、了 解

《羌族锅庄舞曲》，加深学

生对歌曲的认识。

3. 增加学生对羌族

歌舞音乐的认识，拓展学

生的音乐知识面。

1. 培养学生对音乐

的直观感受，能在模仿、

视唱、分析等形式中体验

音乐的特点，达到师生、

生生互动的效果。

2. 完整演唱，巩固整

首歌曲的学唱。

巩 固 培 养 对 比 、分

析、总结的能力，拓宽知

识面，加深印象。

教学流程 老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裴锫榆）

五、补充资料

四川民歌的种类

四川民歌是中国民族音乐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它因巴山而增色，因蜀水而

灵秀，更因那里的人民而充满生命力。四川人性格幽默诙谐、乐观，这一民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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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川剧、清音、快板书、相书、金钱板、说笑话、谐剧

等，颇为幽默，常引起观众阵阵发笑。四川民歌分为山歌、薅秧歌、盘歌、翻杈号

子、风俗歌、川江号子等几种。

山歌：人们在山野里劳动时歌唱的曲子。歌词一般为即兴创作，质朴、率直，

内容多以反映劳动的欢悦、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为主，题材极为广泛，看山唱山，

见水唱水。山歌的音乐曲调一般具有高亢、嘹亮、简洁、爽朗、悠长、奔放、节奏自

由等特点，如《太阳出来喜洋洋》。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山里人豪爽、粗犷

的特点，走起路来一阵风，说起话来连珠炮。以川东为例，川东地区语言语调直

白，高亢有力，唱歌时也是真挚炽烈，欢快热情。像《槐花几时开》《妹儿多勤快》

等风格的作品，演唱时，四川人称声音要“到堂”，意为一开始不管从声音到情绪

都要全部到位，每句都要有迸发力，节奏可以自由，但音调要高亢明亮，歌词密

集，衬词松散，高音区真假混合时真声成分多。四川气候变化不太大，因此山歌

的音乐与演唱不像秦腔那样悲壮、苍凉，也不像“花儿”那样跌宕起伏，荡气回

肠。四川的山地民歌曲调悠远绵长、慷慨阳刚，有很强的自娱性，但也很富于激

情，一般都强调字头的喷口，句式间节奏处理特别强调乐句乐节的重音；句逗分

明，节奏抑扬顿挫，要求声音放松，在衬词或行腔跳跃处，往往还伴有四川独有的

“哈哈腔”（即花腔式的颗粒性跳跃音节），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槐花几时

开》《闹新春》以及《妹儿多勤快》等。

薅秧歌：农耕文化下产生的田间劳动歌。歌曲的演唱形式有对唱、领唱与合

唱等。因有统一劳动节奏的功能，所以它的节奏性强，多是进行曲速度；又因是

繁重劳动中的一种娱乐，所以歌词多与劳动和生活内容有关，例如《大田薅秧排

对排》。演唱时大多节奏明快，腔少词多，吐字简单明了，上下句式的结构较多，

最具特色的是每句收尾处大都为下一句留一个“肩膀”（一种倾向音或气口）。

盘歌：一问一答的演唱形式，有点盘问的意思，叙事性强。在缺少文化交流

和传媒的农村地区，“盘歌”无疑成了一种口头文化的传播形式，它的歌词内容大

多以一些人生经验、生活经历为主，向后人和大众传授知识与智慧等。演唱时每

句的句首都有几个相同的衬词，句尾也有衬词，高音区假声成分较大（四川民歌

的假声用得并不多）。

翻杈号子：四川地区晾晒谷物时，用竹杈翻打谷物脱粒时演唱的劳动歌曲。

大多为领唱与合唱，由上下句式结构组成。合唱部分有和音，这是一般民歌中少

有的。

风俗歌：山地民歌中也有许多种类，婚丧嫁娶中，玩火耍灯时，逢年过节时等

都有许多生动的歌曲，长久传承，形成风俗。在许多的宗教仪式中，“神歌”作为

一种法事音乐较为规范，开始的内容与神无关，后来随着演唱者的增多，融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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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民俗内容，成为山歌的一部分。

川江号子：分成平水号子、下水号子、过滩、见滩、下滩、龙船等，都是根据水

势情形、劳动方式的要求而约定俗成的一种口传心授的口头音乐。歌词随心、随

景而成，信手拈来，生动有趣。号子的演唱富于激情，发音硬挺洪亮，音色坚实，

吐字清晰有力，强调字头喷口，节奏自由又在板式里。似唱似说、似说非说是一

个特色，每句领唱都要“挑”起来，而且每句落腔都要给和唱一个“肩膀”（即一个

有倾向主音的下滑音和气口）。号子有许多种类，像下水号子里又包括“抓抓号

子”“壮壮号子”“蔫叭叭号子”“加强号子”等，丰富多彩的号子，给了许多作曲家

以创作灵感，由李双江演唱的《川江号子》里，就有平水号子的影子。四川有着丰

富的水流资源，依靠河流的舟楫之利，从事运输、商贸、服务的人口众多，以水拟

人、对江而歌的民歌也很多，如《大河涨水浪沙洲》表现一个失恋女子对着大江呐

喊心中的悲苦，真切感人。第一句唱词以说唱的形式表达出来，“大河涨水浪沙

洲”中除了一个“洲”字，前面几个字都是说，也可以说是喊出来的；第二、三句也

是腔少字多的说唱；第四句突然几个大跨度的强音，表现了四川女子刚烈不阿、

敢爱敢恨的鲜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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