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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曲苑撷英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本单元以中央电视台经典节目——曲苑杂坛的主题歌曲《曲苑杂坛》为导

入，主要介绍了中国民间传统曲艺，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尽显民族艺术瑰

宝。中国民间传统曲艺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集合了文学、音乐、

表演等综合艺术形式，充分体现出各地风俗民情，具有鲜明的东方艺术特点和较

高的民族文化传承价值。

根据本单元的曲目内容，大致可设计为两个课时。

1.“南词北鼓”的学习是以歌曲《曲苑杂坛》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初步了解曲

艺的演唱风格。“创与做”板块中的北京童谣《两只蛐蛐吹牛皮》的趣味学习大大

提高了学生的兴趣，为后面的学习奠定了基础。欣赏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

生》、天津时调《秋景》、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三首曲艺，通过详细的对比，

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南方（词）和北方（鼓）曲艺特色，涉及伴奏乐器、曲调、说唱、唱

腔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曲艺的学习起到了细化、丰富和延续的作用。

2.“乡音乡情”在巩固曲艺的作用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特色，拓展欣赏了四川

清音《布谷鸟儿咕咕叫》和四川金钱板《秀才过沟》，对比欣赏东北当地特色说唱

音乐二人转《小拜年》。三首曲艺都极具地方特色，尤其是结合四川本地学生的

学习情况，加入了四川的传统戏曲的介绍，对于地方传统曲艺的传承具有很重要

的意义。

22



第
二
单
元

曲
苑
撷
英

（二）内容结构

南
词
北
鼓 欣赏《秋景》（天津时调）

欣赏《重整河山待后生》（京韵大鼓）

歌曲《曲苑杂坛》

欣赏《蝶恋花·答李淑一》（苏州评弹）曲
苑
撷
英

欣赏《秀才过沟》（四川金钱板）

欣赏《布谷鸟咕咕叫》（四川清音）

欣赏《小拜年》（东北二人转）

乡
音
乡
情

（三）教学目标

1. 在中国传统曲艺的听觉和视觉体验中，引导学生感受中国曲艺的特点，喜

欢聆听、演唱，乐于了解其历史发展、表现形式和艺术特色，产生欣赏中国传统音

乐的兴趣；感受体验《蝶恋花·答李淑一》和《重整河山待后生》唱段中所表现的革

命家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

2. 在多种学习方法中，学生能表演歌曲《两只蛐蛐吹牛皮》和东北二人转《小

拜年》，并模仿表现其音乐形象；学会简单哼唱《布谷鸟儿》歌曲主题；哼唱《重整

河山待后生》主题曲调并尝试用京韵大鼓节奏伴奏；学会模仿说唱音色，领略《秋

景》《秀才过沟》的唱腔；模唱《蝶恋花·答李淑一》片段，感受其音乐特点；了解我

国南北有代表性的两种说唱音乐——南方弹词和北方鼓词的主要特点。

3. 在多样化的课堂设计中，学生理解或较准确地归纳中国传统曲艺的特点，

并能聆听、辨别，培养良好的欣赏、思考、总结等学习习惯。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歌曲《曲苑杂坛》

歌曲《曲苑杂坛》是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节目的主题歌，该栏目开播于 1991
年，以曲艺为主，坚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尽显民族艺术瑰宝”的宗旨。曲调轻

松的《曲苑杂坛》一歌更使得该节目被众人所了解，借说唱的风格来表现中华民

族的传统艺术，以中速演唱，更显文化底蕴。该歌曲的唱腔是诙谐的，旋律与民

歌小调基本框架大致相同。在演唱时，学生基本能“顺水而歌”，并产生应和互动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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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欣赏《重整河山待后生》（京韵大鼓）

《重整河山待后生》这个唱段是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歌，林汝为作词，雷

振邦、温中甲、雷蕾谱曲。其旋律音调素材大多来源于京韵大鼓。

根据著名作家老舍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四世同堂》是以抗日战争

时期沦陷前后的北京为背景，通过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表现了抗日

期间，广大人民血与泪交织的生活画面，反映了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民逐渐觉

醒的过程和坚强不屈、奋起抗日的精神。

歌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宫调式，二段体，第一个乐段的第一乐句以坚定有力、掷

地有声的音调把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表现了出来，中间旋律趋于

平缓，最后一句“ ”唱出了大

众的激情、亢愤、顽强与悲壮。

《重整河山待后生》在伴奏形式上，采用了传统伴奏乐器（特别是大三弦）与

西洋管弦乐队相结合的方式，更深刻而形象地体现出悲壮、大义凛然、坚强不屈

的音乐形象。

骆玉笙（1914—2002） 天津人，出生于上海，是我国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

创立“骆派”，被誉为“金嗓歌王”，艺名“小彩舞”。她在七十余年的京韵大鼓艺术

生涯中，继承和研习前辈的艺术成就，博采众家之长，以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努力

创立了以字正腔圆、声音甜美、委婉抒情、韵味醇厚为特色的“骆派”京韵，开拓了

京韵大鼓艺术的新生，达到了这一艺术形式的一大高峰。其代表曲目有《剑阁闻

铃》《丑末寅初》《红梅阁》《子期听琴》《和氏璧》及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主题歌

《重整河山待后生》等。曾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荣誉委

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天津市文联副主席。

雷蕾（1952— ） 女作曲家，满族，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

曲系。现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从事音乐创作。作品有电视剧音乐《渴望》《四世

同堂》（合作）、《便衣警察》等。其作品曾获国内多项音乐创作奖。

（三）欣赏《秋景》（天津时调）

音乐描写了自然界各种寒虫入冬前的凄凉情景。该曲唱腔是天津时调中的

主要曲调——“靠山调”，由四个乐句组成。第一乐句篇幅稍大，音域宽广，旋律

性强，第一句中的三个腔节都用相似的间奏隔开，演唱时通过巧妙灵活的装饰音

和上、下滑音的润色，使唱腔细腻妩媚，委婉动听；接着出现的数唱，近似数板和

说白，ΗΒ拍，常作为插入部分，篇幅有长有短，一般不独立使用；最后是靠山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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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句腔，为了抒发不能腾飞的“油葫芦”的苦衷，乐曲在第三句腔后加了一个衬

腔，旋律高起低落，跳跃顿挫，为富有特色的低回的结束句做了铺垫。

附谱：

秋 景
（天津时调）

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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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欣赏《蝶恋花·答李淑一》（苏州评弹）

《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弹词开篇的优秀作品之一。

它可在评弹书场中演唱。1961年获全国业余歌曲创作一等奖。

此曲唱腔是运用评弹中“蒋调”和“陈调”的旋律，并吸收了戏曲的板腔变化

手法而构成的一个抒情的完整唱段。如“我失骄杨君失柳”句，就是典型的“蒋

调”的上句腔，变化出“散板”“中板”，结合旋律的起伏，加强了激动的情绪；“问讯

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则以深邃的眷恋之情，揭示了革命者的博大胸

怀；又如“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音乐用舒展悠扬的慢板，频繁

的强弱力度变化，忽放忽收，形象地唱出嫦娥在万里长空为忠魂翩翩起舞的意

境，其中“魂”字是利用了韵母作拖腔处理，抒发了对烈士崇敬缅怀之情；最后一

句“泪飞顿作倾盆雨”的“顿作倾盆”四字用了强音唱法，使字音铿锵有力，表现出

难以抑制的革命激情，“雨”字的闭口韵，在行腔中运用渐强的唱法，仿佛人的激

情涌动如海如潮，由远及近从天而降。整个唱腔优美抒情、细腻委婉，既保留了

苏州弹词的音乐特点，又赋予了新时代的气息。

附谱：

蝶恋花·答李淑一
（苏州评弹）

1=G fb ΙΒ 毛泽东 词

散板 赵开生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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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欣赏《布谷鸟儿咕咕叫》（四川清音）

这一选段用民歌《鲜花调》改编而成。《鲜花调》的曲调原为江苏民歌《茉莉

花》，经著名清音演员李月秋的演唱，曲调有了变化。虽然句式结构，调式主音等

仍基本相同，但由于与四川方言紧密结合，旋律加花发展，并运用了灵活轻巧的

“哈哈腔”唱法，从而使之“清音化”。李月秋演唱的这一选段，曲调跳跃、优美、

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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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布谷鸟儿咕咕叫
（四川清音）

黄伯亨 词

稍快 熊青云 曲

& b 42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jœ œ œ œ œ .œ œ
黄伯亭 词
李月秋 唱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 b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 rœ œ œ œ œ œ œ œ
布 谷 鸟 儿 咕 咕

œ œ œ œ rœ œ œ œ
叫 呵 哈，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飞 出 山 林 往 南

& b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
飘，

‰ œ œ œ œ œ
这 边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绕 来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那 边

& b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
绕，

œ œ œ œ œ œ
鼓 起

≈ œ œ œ œ œ œ œ
眼 睛 它 在

œ 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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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œ œ jœ œ jœ
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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œ


œ rœ œ œ
 œ

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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œ


œ


œ œ œ
 œ rœ jœ œ


Jœ（

（大过门略）

）
œ œ rœ œ œ œ œ
姐 姐 妹 妹 多 活

œ œ œ œ rœ œ œ œ
跃 哇，

& b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早 稻 秧 苗 穿 绿

‰ œ œ œ
袍 哇，

‰ œ œ .œ œ
苞 谷

œ œ œ œ œ œ
出 土 呵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多 苗

& b œ œ œ rœ( œ œ œ )
条，

œ œ œ œ œ œ
两 根

‰ rœ jœ œ œ œ œ
毛 辫 在

œ œ œ œ œ œ œ
随 呀

œ œ œ jœ
风 呵

& b .œ œ œ œ œ rœ œ œ œ
飘 啊。

.œ œ œ œ œ œ œ œ rœ .œ Jœ( )
（大过门略）

.œ œ œ œ œ œ œ
瓜 藤 苕藤遍 坡

œ œ œ œ œ œ œ
绕 哇，

布谷鸟儿咕咕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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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欣赏《秀才过沟》（四川金钱板）

这首金钱板旋律与语言结合得非常紧密，它的唱词通俗易懂，唱腔旋律简

单，形成了一种似说似唱的唱腔。曲牌使用的是“富贵花”。该段子幽默风趣，很

有教育意义，讽刺了一名读死书的秀才，教育人们不要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否则

会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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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秀才过沟
（四川金钱板）

中速 汤华荣、夏本玉 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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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欣赏《小拜年》（东北二人转）

东北二人转《小拜年》是根据同名吉林民歌改编。曲调热烈、欢快、活泼，歌

曲简单易学。歌曲 ΚΒ 拍，羽调式，节奏紧凑，变化比较多，旋律活泼欢快，抑扬有

致。由于歌曲后半拍起唱，带有东北地方戏曲“小帽”的特点，边歌边舞，使用扇

子或手绢，别具一格。唢呐、锣鼓等民族器乐的使用渲染了欢乐的气氛，具有浓

郁的东北民间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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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小 拜 年
（东北二人转）

王福山 传腔

中速 那炳晨 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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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两课时完成。

（一）南词北鼓

l. 先播放歌曲《曲苑杂坛》，再问题式导入了解《曲苑杂坛》栏目。欣赏歌曲

视频表演后，观察分析演唱的情绪、唱腔和音色，引导学生分组尝试模仿演唱或

编创表演。这首歌曲的学习目标只在于引导学生形成对曲艺音乐的初步感受，

初步了解曲艺的演唱风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 通过介绍中国曲艺，引入教材中“创与做”北京童谣《两只蛐蛐吹牛皮》的

学习，以小组合作为主要学习方法。

首先，学生自主讨论体会，练习念一段唱词，并尝试表达对应的内容和形

象。接着，出示谱例，引导学生加上感情、正确的节奏念词，同时关注第二声部的

伴奏节奏型。分组配合，念词和配二声部伴奏，可以拍手或者念“qi”等，再加入

指挥。建议老师还可以用钢琴伴奏模拟音乐的形象，引领学生两个声部配合演

唱，将童谣演绎得更为生动。最后老师简单介绍说唱音乐和《两只蛐蛐吹牛皮》

的背景资料，顺带拓展欣赏一些其他童谣音乐（如《小叭狗儿带铃铛》）。

3. 先聆听《重整河山待后生》，分析其节奏和思想内涵。结合教材中“创与

做”学习击奏京韵大鼓基本伴奏型，配合伴奏学唱紫色部分唱词，熟悉主题曲

调。由于音调过高，建议降调学习。在体验学习中穿插讲解京韵大鼓《重整河山

待后生》的故事背景（可收集一些图片、视频资料），以及原唱者骆玉笙的相关情

况，还可以播放其他优秀翻唱者的音频或视频材料作为拓展了解。

4. 学习天津时调和苏州评弹时，需了解的知识点是流行地域、伴奏乐器和唱

腔等。学习《秋景》时，可多次聆听，把握歌曲的意境、节奏和曲调特点。学习《蝶

恋花·答李淑一》，可尝试模仿苏州评弹的腔调，要注重分析其表达的情感，还可

以结合《重整河山待后生》唱段体验革命家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毛泽东创作

《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背景也需要做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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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音乡情

后面的拓展总结部分，先回顾三首音乐的片段，引导学生小组讨论，清晰归

纳三种说唱方式的不同（从地域、唱腔、伴奏乐器三方面），得出南方弹词、北方鼓

词的主要特点。最后可以请学生列举自己了解的其他中国传统曲艺（如相声）。

学习的时候可以对前面学过的曲艺音乐知识进行巩固复习，学生在对四川

清音、四川金钱板、东北二人转有大致了解后，老师可以小组的方式带领全班学

生学习三首曲艺作品。学之前要提要求或建议，每首乐曲至少有一次完整的播

放。每首曲艺需要学习的是：《布谷鸟儿咕咕叫》视唱歌曲蓝色部分；击奏节奏

型，模拟伴奏乐器进行伴奏；《秀才过沟》的唱腔模仿，思考身边可以编创四川金

钱板的故事；《小拜年》的形象模仿，并配合演唱；同时，引导学生根据前面的简要

知识点进行归类，并对比分析各自的音乐特点，建议用清晰的表格分组完成。

最后，还需要回顾本单元学习过的曲艺的特点，完成课后“创与做”。

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南词北鼓》

（一）教学内容

欣赏《重整河山待后生》、天津时调《秋景》、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

（二）教学目标

1. 欣赏、对比和分析三首说唱音乐。引导学生学会简单哼唱《重整河山待后

生》歌曲中紫色部分，能跟着音乐模仿京韵大鼓进行伴奏；领略《秋景》唱腔音调；

模唱《蝶恋花·答李淑一》片段；感受体验《蝶恋花·答李淑一》和《重整河山待后

生》唱段中所表现的革命家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

2. 引导学生能理解或较准确地归纳三首说唱音乐的特点，充分体会我国南

北有代表性的两种说唱音乐——南方弹词、北方鼓词的主要特点。

（三）教学重、难点

1. 学生学唱《重整河山待后生》，并能跟着音乐模仿京韵大鼓进行伴奏。

2. 学生学习、了解和对比三首说唱音乐，熟悉其音调。

3. 学生聆听与赏析音乐，对比三首说唱音乐的不同特点。

（四）教学准备

课前搜集的相关文字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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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

现代说唱

音乐

2.《重 整

河山待后

生》

3.《秋景》

（1）播 放 中 国 现 代 经 典 说 唱

《本草纲目》。

（2）从中国现代说唱音乐引导

到中国传统说唱。

（1）播放《四世同堂》主题歌

《重整河山待后生》。思考：歌曲用

什么样的节奏，表达了什么思想感

情？

（2）引领学习体验京韵大鼓的

基本伴奏型（见教材）。

（3）学唱教材紫色部分唱词，

并配合伴奏演唱。

（4）讲解京韵大鼓，包括其所

在地域、伴奏乐器、唱腔等。

（5）介绍《重整河山待后生》的

创作背景。

（6）介绍骆玉笙，播放其代表

作品。

（7）播放韩红演唱的《重整河

山待后生》。

（8）从京韵大鼓引导到对天津

时调的了解。

（1）讲解天津时调，包括其流

行地域、伴奏乐器、唱腔等。

（2）播放天津时调《秋景》，提

问：歌曲的意境、节奏和曲调特点。

（3）介绍歌曲《秋景》，再播放

欣赏，引导模仿腔调。

（4）语言引导从天津时调到苏

州评弹。

（1）仔细聆听播放歌曲，

并思考音乐的类型（说唱）。

（2）跟随老师讲解，学习

中国传统说唱音乐。

聆听音乐，了解音乐节

奏，讨论回答。

学唱京韵大鼓，用心体

会。

学唱主题歌词。

学习京韵大鼓相关知识

点。

了解创作背景，感受作

品蕴含的情感。

了解艺术家的生平及相

关情况。

欣赏韩红演唱的版本。

回味京韵大鼓。

学习天津时调相关知识

点。

聆听音乐，思考问题。

总结歌曲《秋景》，模仿

其演唱腔调。

总结天津时调的内容，

学习新的说唱音乐。

让 学 生 了 解 说 唱

不仅仅是欧美的饶舌，

中国的说唱音乐也非

常精彩。

（1）让学生对歌曲

形成总体印象和直观

感受，总结歌曲内涵。

这既开发学生思维，激

发学生爱国精神，又增

进学生对文化知识的

运用，还有助于后面的

进一步分析。

（2）在 模 仿 、视 唱

过程中，实现师生、生

生互动。

（3）提高学生的形

象思维能力，拓展学生

艺术视野，深化学生对

曲艺艺术的理解，开发

学生的创造性潜质。

实 现 延 伸 情 绪 和

学习步骤的自然过渡。

（1）培 养 赏 析 、思

考能力，能够以音乐为

基础，感受、对比、分析

其特点，并善于总结。

（2）培养积极参与

意识，增强体验和实践

的能力。

教学流程 老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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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

总结下课

4.《蝶 恋

花·答 李

淑一》

（1）讲解苏州评弹，包括其地

域、伴奏乐器、唱腔等。

（2）播放苏州评弹《蝶恋花·答

李淑一》，引导分析其表达的情感。

（3）介绍《蝶恋花·答李淑一》

以及作者毛泽东创作这首词的背

景。

（1）分 别 播 放 三 首 曲 艺 的 片

段。

（2）归纳得出三种说唱方式的

不同。（从地域、唱腔、伴奏乐器三

方面）

请学生列举自己了解的中国

传统说唱音乐（如相声）。

学习了解苏州评弹相关

知识点。

思考讨论歌曲所表达的

情感。

学习歌曲创作背景。

回顾欣赏

讨论总结

列举和视唱自己了解或

老师介绍的中国传统说唱音

乐。

（1）从介绍天津时

调到播放苏州评弹《蝶

恋花·答李淑一》，旨在

延伸情绪和学习步骤

的自然过渡。

（2）培 养 赏 析 、思

考能力，能够以音乐为

基础，感受、对比、分析

其特点，并善于总结。

（3）丰 富 情 感 体

验，培养良好的审美情

趣和积极乐观的生活

态度。

（1）巩 固 培 养 对

比、分析、总结的能力。

（2）最后的总结归

纳使整个学习流程和

结构划分更加清晰。

师生、生生互动，

进一步感受中国传统

说唱音乐的魅力。

教学流程 老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裴锫榆）

五、补充资料

苏州评弹

苏州评话和弹词总称为苏州评弹，产生并流行于江苏、浙、沪一带，用苏州方

言演唱。评话通常一人登台开讲，内容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

侠义豪杰。弹词一般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内容多为儿

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评话和弹词均以说唱细腻见长，吴侬软语娓娓

动听。演出中常穿插一些笑料，妙趣横生。

蝶恋花

蝶恋花是中国词牌的名称，分上下两阕，共六十个字，一般用来填写多愁善

感和缠绵悱恻的内容。自宋代以来，产生了不少以《蝶恋花》为词牌的优美辞章，

像宋代柳永、苏轼、晏殊等人的《蝶恋花》，都是历代经久不衰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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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时调

天津时调，是中国天津曲艺中最有代表性的汉族曲种之一。它渊源于明清

以来的时调小曲，清末民初以来，流传于天津（主要在船夫、搬运工人、手工业者、

人力车夫中传唱）。其曲调非常丰富，包含许多天津地方民歌小调和外地流入天

津的曲调。它用天津地方语的字音演唱，内容通俗易懂，腔调高亢爽朗，具有浓

郁的天津乡土气息。天津时调的表演形式为一人或二人执节子板站唱，另有人

操大三弦和四胡等伴奏。天津时调除《要婆婆》等少数二人对唱节目外，多为一

人独唱，伴奏乐器为大三弦、四胡、节子板。唱腔有“靠山调”“老鸳鸯调”“喇哈

调”“落尺时调”等；句式以七字句为主，有长短句相间；板式有慢板、中板、二六板

和垛子板等。

四川清音

四川清音是曲牌类说唱音乐中发展较成熟的曲种，早期称“唱小曲”“唱小

调”，又因演唱时艺人自弹月琴或琵琶，被称为“唱琵琶”或“唱月琴”。20世纪 30
年代在成都、重庆相继成立清音歌曲演唱会，或“改进会”，20世纪 50年代以后才

定名为“四川清音”。它用四川方言演唱，流行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与农村，以

及长江沿岸的水陆码头。

四川清音是由明、清的时调小曲及四川民歌发展而成。音乐形态十分丰富，

计有一百多支曲牌，如“赵调”“背工调”“满江红”“打枣杆调”“马头调”“叠断桥”

“小桃红”“银纽丝”“梅花落”等，音乐唱腔结构分曲牌和板腔两类。板腔类又有

“汉调”和“反西皮”两种。唱腔继承了宋代唱赚以来的曲牌连缀结构，在吸收明

清小曲基础上又吸收了南北各地的民歌和小曲，经清音艺人创造发展而来。唱

腔轻盈，细腻圆润，运腔中有一种风格独具、跳跃式的连续顿音唱法“哈哈腔”。

伴奏乐器为琵琶、二胡、竹鼓、檀板等。

传统的演唱方式为坐唱，即摆上一张或两张八仙桌，演唱者面对听客正面而

坐，主唱者居中（多数为女艺人），琴师坐在主唱者的左右两边。月琴、琵琶或三

弦在左面，碗碗琴、二胡或小胡琴在右面。主要在茶楼、书馆里演唱，另外还有沿

街卖唱或到旅店客栈卖唱的。清代中期以后，四川清音卖唱的艺人很多，出现了

“大街小巷唱月琴，茶楼旅店客盈门”的景象。清代吴好山在其《成都竹枝词》中

写道：“名都真个极繁华，不仅炊烟廿万家。四百余条街整饬，吹弹夜夜乱如麻”。

38



第
二
单
元

曲
苑
撷
英

四川金钱板

金钱板又称“打连三”“三才板”“金签板”。流行于四川汉族地区及贵州遵

义、铜仁、毕节等地。金钱板的唱词通俗易懂，段末一句略有拖腔。句型变化节

奏鲜明，每句字数不限。它的唱腔是前辈艺人在川剧高腔一些曲牌的基础上加

工、改革而成。早期（清代）的演出方式都是“跑乡场”“扯地圈”，后来进入茶馆、

书场演唱，逐渐流传到云南、贵州两省。金钱板多为一人演唱。唱词为七字句或

十字句，可根据内容需要适当伸缩，两句一联。击节乐器为三个九寸长的楠竹

片。演唱者一手执两片的下端，上端张台击拍；一手执一个竹片敲打那两个竹片

击节。三个竹片上端嵌有铜制钱，所以叫作“金钱板”，可以打出风云雷雨九种不

同的节奏。金钱板的传统书目有《三国》《水浒》《游江南》等长篇的“长条书”；还

有取材于民间寓言、故事、笑话的二三十句的小段，叫作“诗头子”。传统书目中

最能吸引听众的三段“买米书”，即《武松赶会》《武松闹庙》《武松打店》。前辈著

名艺人有杨永昌、闵贵亭、万年宽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大量的金

钱板新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演员是成都的邹忠新，他吸收了“清派”“花派”“杂派”

等各艺术流派之长，创新表演，并不断改革金钱板的演唱艺术。此外还有重庆的

唐心林、宜宾的李少华、南充的冯治国等也是颇有影响力的演员。

东北二人转

二人转，史称小秧歌、双玩艺、蹦蹦，又称过口、双条边曲、风柳、春歌、半班

戏、东北地方戏等。它植根于民间文化，属走唱类曲艺，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

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三市一盟。由一男一女表演，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

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主奏乐器为唢呐、

板胡。击节乐器除用竹板外，还用玉子板，也叫手玉子。东北特色二人转主要来

源于东北大秧歌和河北的莲花落，用东北人的俏皮话说：二人转是“秧歌打底，莲

花落镶边”。莲花落亦称“落子”，是北方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边说边唱，载歌载

舞。其中，名段有《大两厢》《回杯记》《祝九红吊孝》《梁塞金擀面》《马前泼水》《包

公断太后》等。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自古以来除辽东、辽西有少量汉人外，

以白山黑水为中心的广袤地区则是少数民族的天下。在康熙、雍正、乾隆盛世期

间，清朝实习严厉的“封关”政策，严禁汉人进入关东。盛世过后，清朝的皇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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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不如一代，国力日弱，加上外敌入侵，“封关”政策名存实亡，导致清后期和民国

初年出现“闯关东”大潮，大批山东、河北人进入东北，“秧歌打底，莲花落镶边”的

二人转就是“闯关东”的人从关内带至关外的。

《两只蛐蛐吹牛皮》

北京童谣是一种富有浓厚民族传统特色的民间文学形式，在民间儿童中传

唱，悠久的历史使其具有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充分地体现了老北京的风俗民情，

具有较高的民族文化传承价值。北京童谣有十种表现形式，包括顶针格、串话、

绕口令、谣谚格、摇篮曲、谜语格、连锁调、数数歌、问答歌、排比格。在创作过程

中要合辙押韵，包括双句押韵、句句押韵、每两句一押韵等押韵方法。

《两只蛐蛐吹牛皮》是一首北京童谣，曲调欢快而跳跃，中等速度，节奏规整，

诙谐地描绘了两只蛐蛐的生动形象。歌曲亲切、动人、活泼，具有幽默感，童声演

唱使歌曲更带童趣色彩。它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广泛吸纳古代诗歌的艺

术手段，如：比兴、夸张、拟人、顶真等，且运用得灵活自如，具有独到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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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两只蛐蛐吹牛皮

hb fb 北京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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