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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山寨传声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此

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音乐文化,有着品种纷繁的音乐体裁,拥有本民族创造和传

承下来的优秀而独特的音乐,表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

在本套教材中,已经有大量介绍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主题单元,本单元将以

西南地区的彝族、瑶族音乐为主要内容,融合多种音乐形态与相关文化,以川西

少数民族为主线,集中介绍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

本单元设置了两个板块:“迷人的山寨”“欢乐的山寨”。

在第一个板块“迷人的山寨”中,以欣赏、唱歌的形式了解彝族、傣族的音乐,

选用的音乐作品突出了山寨的美丽景色,仿佛把我们带到一个风光迷人的山寨

中。结合聆听内容,介绍中国传统音乐的相关知识。

在第二个板块“欢乐的山寨”中,随着欣赏,介绍少数民族乐器———芦笙;结

合唱歌,设置了合唱训练、器乐吹奏,同时还介绍了少数民族的舞蹈。

(二)内容结构

山

寨

传

声

—

—

迷

人

的

山

寨

—

— 欣赏《彝族舞曲》(琵琶独奏)

— 欣赏《竹林深处》(葫芦丝独奏)

— 唱歌《节日的夜晚》

—

欢

乐

的

山

寨

—

— 欣赏《欢乐的芦笙》(笙齐奏)

— 唱歌《瑶山乐》

— 葫芦丝吹奏

— 欣赏《阳光羌娃》(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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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1.在欣赏、唱歌等实践活动中,感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了解少数民族

音乐的风格特点,感受各民族音乐文化。

2.结合聆听实践活动,了解我国民族音乐的相关知识,认识少数民族乐器。

能够分辨乐器音色,感受音乐段落的划分,体验速度这一音乐要素对音乐的表现

作用。

3.进一步提高合唱能力,能够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4.能够运用葫芦丝吹奏短小的旋律片段。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彝族舞曲》(琵琶独奏)

  《彝族舞曲》是王惠然1965年创作的琵琶独奏曲,乐曲取材于云南彝族《海
菜腔》《烟盒舞曲》,抒情优美的旋律、粗犷强烈的节奏,描绘了彝家山寨迷人的夜

色和人们欢乐舞蹈的场面。音乐富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并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深受音乐家喜爱,被改编成古筝、三弦、扬琴、阮独奏曲及管弦乐曲。

引子

乐段以轮指开始,采用了慢起渐快的速度,犹如悠扬的笛声。接着奏出由彝

族山歌《海菜腔》发展而来的旋律,缓慢自由、色彩朦胧,描绘了恬静的山寨美景。

 
  

 慢起渐快、自由地

主题一

主题源自彝族民间乐曲《烟盒舞曲》,琵琶演奏时以推挽指法奏出柔美的滑

音,旋律悠扬,富于歌唱性,并伴以舞蹈性节奏音型,生动地描绘了姑娘们轻盈的

舞姿。

 
 

 舒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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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二

主题旋律被简化,速度突然加快,力度加强,运用了扫弦的演奏技巧,刻画了

小伙子们跳舞时的画面。

 
 

 欢乐地

主题三(主题二再现)

旋律出现了一小段以均匀音型陪衬的长音旋律后,速度突慢,与第一乐段形

成鲜明的对比。乐段结束处,再现了主题二的旋律,速度再一次回到主题二。

华彩段落一

这是一段浑厚、深沉的排比乐句。音乐坚实有力、热烈红火。尾部以音区的

逐层提高把音乐推向高潮。

华彩段落二

对比性的抒情段落。乐曲旋律由较慢的速度开始,运用了密集的轮指,力度

逐渐加强,展现了一个更加恬美、朦胧的意境,呈现了一对对恋人互吐衷肠、情意

绵绵的情景。

主题一再现

乐段重复了主题一的旋律,渐弱、渐慢,表现了一幅热恋的青年男女沉浸于

幸福之中,渐行渐远,意境深远的画面。

附谱:

彝
 

族
 

舞
 

曲
(琵琶独奏)

  

王惠然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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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欣赏《竹林深处》(葫芦丝独奏)

乐曲根据流行于云南德宏地区的《葫芦箫调》创作。该曲以极其抒情的风

格,表现了傣族青年们的爱情。葫芦丝独特的音色及其打音、颤音、吐音等特殊

演奏技巧所产生的旋律,将傣族宁静、和谐的生活画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乐曲分为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结构为:引子+A+B+A'。

引子

乐曲一开始是一个短小的引子,稍慢的速度,中弱的力度,自由的节奏,仿佛

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美妙的山寨夜色图。

A(慢板)

乐曲运用了较慢的速度,中弱的力度,表现了傣族的小伙子吹起了葫芦丝。

悠长、宁静的旋律如流水般从竹林中传来,充满了诗情画意。
 

抒情、悠扬地

B(快板)

同A段相比,乐曲这一段落中用较快的速度,强的力度。密集排列的节奏

同A乐段形成了一种较为强烈的对比。乐曲情绪欢快、热烈,仿佛傣族的小姑

娘在葫芦丝的伴奏下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欢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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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再现)
这是乐曲的再现乐段,乐曲变化再现了 A段的主题。在结束的部分,速度

减慢、力度渐弱。仿佛夜渐渐深了,欢乐舞蹈的人们渐渐散去,山寨慢慢恢复了

宁静。

(三)唱歌《节日的夜晚》

这是一首二段体、宫调式的歌曲。歌曲依据彝族民歌收集整理而成,表现了

彝族人们围着火塘欢快起舞的场面。
歌曲第1~26小节为第一乐段。乐段由四个乐汇加上两个较长的乐句构

成。旋律一开始是四个并列的、相似的乐汇,每个乐汇三个小节。乐汇的节奏排

列规整,前三个乐汇节奏完全相同,这种排列较为密集的节奏,给我们营造了一

个欢快热烈的气氛。
 

欢快地

第一乐句由七个小节构成,旋律由全曲的最高音开始,向下跳进后在全曲的

最低音处开始向上三度跳进。这样的旋律构成和音区上的变化,进一步为我们

营造着欢快的情绪。
第二乐句为第一乐句的变化重复,乐段结束在主音上。

 

欢快地

第二乐段由四个规整的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个小节。第一、二乐句为相似

乐句,旋律围绕全曲的最高音展开,一直在高音区发展,将歌曲的情绪推到高潮,
仿佛人们的舞蹈越来越欢快。第三、四乐句为相似乐句,乐曲的音区回到低音

区,音乐情绪渐渐恢复平静。全曲最后结束在主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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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欣赏《欢乐的芦笙》(笙齐奏)

乐曲情绪欢快活泼,表现了水族人民欢快舞蹈的场面。乐曲结构为:引子+

A+B+
 

A',羽调式, 拍。

引子

乐曲开始,由单支芦笙吹奏出自由的旋律作为全曲的引子,仿佛盛会即将

开始。

A(慢板)
在这一乐段中出现了两个主题旋律,第一主题旋律速度较慢,节奏排列宽

松,悠长的旋律仿佛是姑娘们翩翩起舞。
 

中速

第二主题较第一主题情绪更为热烈,中速,仿佛表现欢庆的气氛越来越

浓烈。
 

中速

B(快板)
第二乐段速度较快、力度较强,旋律节奏排列密集,仿佛表现盛会已经进入

高潮,乐曲情绪更加欢快。
 

欢快地

A'
第三部分采用了乐曲第一、二乐段的主题旋律进行变奏,再一次烘托了音乐

主题,将乐曲情绪推向高潮。
整首乐曲除引子部分外,完全采用芦笙的齐奏形式。在每一个乐段的中间

还加入了短小的鼓的节奏,使乐曲的节奏更加鲜明,富有动感。

(五)唱歌《瑶山乐》

歌曲依据器乐合奏《瑶族舞曲》的两个主题旋律填词创作而成旋律通过多次

的反复,表现了瑶族人民庆祝丰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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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歌曲的第1~32小节,采用了《瑶族舞曲》

的第 一 主 题 旋律进行编创“

”。作者通过反复的创作手法,填入相应的歌词来

表达歌曲的意境。这一主题旋律由四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四个小节。四个乐

句呈现出典型的起承转合的关系。

歌曲的 第 二 部 分 采 用 了《瑶 族 舞 曲》的 第 二 主 题 旋 律,“

”。旋 律 较

第一主题,节奏排列更加紧密,将歌曲的情绪渲染得更加欢快。旋律分为四个乐

句,每个乐句两小节。第一、二乐句完全相同,乐曲结束在主音上。
(六)欣赏《阳光羌娃》(群舞)

这是一个运用了羌族民间舞蹈元素创作改编而成的儿童群舞。舞蹈表现了

一群快乐的羌族孩子快乐游戏的场面。
舞蹈《阳光羌娃》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群活泼可爱的羌族男孩子,

在表演他们民族的图腾“牛”的各种动作。他们呼朋唤友,引来了一群女孩子。
于是,他们开始了互相之间不服气的比赛:女孩子们表演跳舞,男孩子们表演蚂

蚁爬行、翻跟头;女孩子们抬来了羌族的长竹竿,男孩子们抢过来,爬上了竹竿,
还把人撑在竹竿上转了起来……女孩子们服气了,于是,大家一起跳起了欢乐的

舞蹈……

三、教学建议

(一)迷人的山寨

  1.欣赏《彝族舞曲》。
通过聆听等实践活动要求学生能够听辨出琵琶的音色。教学时,老师应出

示乐器的图片,帮助学生复习乐器知识。
乐曲演奏中,多次以速度和力度的变化来表现乐曲情感,老师应通过聆听活

动,引导学生感受速度的变化,感受速度的变化对音乐情感的表达、音乐画面的

描述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及力度这一音乐要素在本首乐曲中也得到了充分的

运用。第一主题与第二主题的演奏力度、华彩乐段的力度变化都非常有效地表

达了音乐的情感。在教学中应积极引导学生去感受力度的变化所带来的音乐情

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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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经典的中国乐曲,在教学中应用多种教学方法帮助学生记住音乐

主题,通过主题的听记,分辨音乐的段落,并用一定的方式表示出段落的划分。
乐曲描述了彝族山寨的美丽景色,表现了彝族人民的生活场景。作品具有

非常清晰的画面感,老师教学时应在聆听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去描

述感受到的画面。
2.欣赏《竹林深处》。
这是一首篇幅短小、结构清晰的乐曲。葫芦丝是学生非常熟悉的一种乐器,

六年级的学生已经能够用葫芦丝演奏短小的旋律片段。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
在教学中应充分地给予学生用葫芦丝进行吹奏练习的机会。

首先,老师可以给出乐曲的主题旋律,引导学生进行吹奏,让学生熟悉主题

旋律,同时也促进学生的吹奏能力。
在学生熟记主题旋律的基础上,老师通过聆听活动,引导学生体验乐曲在速

度、力度上的变化,以及体会这两个音乐要素对表现音乐所起到的作用。
在活动中,老师应引导学生通过对主题的聆听,分辨乐曲的段落。
通过聆听,老师还应引导学生用教材上呈现的画面来对应音乐的段落,帮助

学生理解音乐段落的划分。
3.唱歌《节日的夜晚》。
这是一首二段体歌曲,音域跨度为十二度,最高音在小字二组的“d”上,这对

于六年级的学生来说,没有学习难度。
教学时,老师应关注学生歌唱的发声状态,划分好歌唱的换气点,特别是乐段

中的长乐句,例:“ ”,

建议在第1小节结束的地方换气。在这一乐句结束的地方,采用了连音线,形成

了一个从强拍开始的跨小节的延长音。教学时,老师一定要关注这一个音的演

唱时值,提醒学生唱足时值。
歌曲情绪欢快活泼,节奏排列较为密集,但大多为一字两音或一字多音的词

曲对应。歌曲的这一特点会造成学生在演唱时对音准的把握有一定难度,在教

学时老师应给予一定的关注。
在演唱时,要表现欢快活泼的情绪,需要用跳跃、有弹性的声音进行演唱。
(二)欢乐的山寨

1.欣赏《欢乐的芦笙》。
这是一首器乐齐奏曲,老师应出示芦笙和笙这两种乐器的图片,便于学生认

识。同时,配合图片还应给予学生听辨乐器音色,便于学生分辨乐器,认识乐器。
同时,结合聆听,通过视唱等手段熟悉音乐主题,并通过对主题的听辨划分出音

乐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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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感受速度、力度的变化,能够引导学生用简单的语言描述这两个音乐要

素对音乐的表现作用。
能够拍出教材上出示的节奏型,并通过聆听,找出这些节奏型出现在哪些乐

段中,选择合适的节奏型为不同的乐段进行伴奏。

2.唱歌《瑶山乐》。
歌曲旋律流畅,音域不宽,非常适合六年级的学生演唱。老师可按照两小节

划分换气点,要求学生控制好演唱时的气息。
教学时,先放慢演唱速度,引导学生唱好音准、节奏,保持连贯的气息。在学

生基本唱会歌曲后,再加快速度,引导学生用有弹性的声音进行演唱,表现歌曲

欢快活泼的情绪。
歌曲多处出现了一字多音的情况,这将是学生学习旋律的难点。
在歌曲的后面有一个“创创做做”的练习,这是一个合唱训练的发声练习。

这一乐段为一个三声部的合唱,采用了声部逐步叠加的形式,但是三个声部的旋

律基本相似。教学时,老师可先要求学生随琴学唱第一声部的旋律,然后请学生

比较第二、三声部的旋律与第一声部有什么不同。在分声部演唱后,再进行三个

声部的合唱,合唱时要注意声部的均衡练习,每一个声部的第1小节用较强的力

度演唱,当下一声部出现的时候渐弱自己声部的音量,突出下一个声部的旋律,
实现声部的叠加。

 

连贯地

3.葫芦丝吹奏。
这是一个二声部的吹奏练习,通过六年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了葫芦丝的吹

奏技巧,这个练习是选用了《瑶族舞曲》的主题旋律片段改编而成的。吹奏时首

先让学生分声部吹奏,然后再进行合奏。这个葫芦丝吹奏练习可结合歌曲《瑶山

乐》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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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欣赏《阳光羌娃》。
舞蹈是与音乐相关的艺术形态,通过舞蹈的欣赏,达成音乐教学的目标。在

教学时,老师在让学生欣赏舞蹈视频的过程中,应及时引导学生观察舞蹈动作,
分辨是哪一个少数民族的舞蹈,从而总结出羌族舞蹈的动作特点,为教材后面的

“创创做做”打好基础。
在“创创做做”的活动中,老师应用钢琴弹奏出羌族的音乐,引导学生随琴声

视唱旋律,感受羌族音乐的特点,然后在音乐的伴奏下进行简单的羌族舞蹈动作

的学习。在学生掌握了基本舞蹈动作后,老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分小组进行舞蹈

组合编创。

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瑶山乐》

(一)学情分析

六年级学生对音乐知识的掌握比较扎实,识谱能力也较强,能在老师的引导

下进行视唱,本首歌曲六度大跳比较多,需强调学生的音准。另外,十六分音符

节奏较多,附点八分音符节奏和附点四分音符节奏交替出现,注意指导学生准确

把握节奏。六年级的学生唱歌,不但是会唱歌,更重要的是唱好歌,要能用优美

的声音表现歌曲,因此,正确的发声尤为重要。

(二)教学目标

1.通过学唱歌曲《瑶山乐》,感受歌曲欢乐、喜悦的情绪,用轻快、连贯的声

音表达瑶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热爱之情。

2.能将优美、连贯的声音与欢快、弹性的声音有机结合,表现歌曲的不同情

绪和意境。唱准附点节奏、十六分音符节奏。

3.通过反复聆听和演唱歌曲,以模唱、视唱、师生接唱等方式学唱歌曲。

(三)教学重、难点

用欢快、优美的声音,连贯的气息表现歌曲的情绪和意境。

(四)教学课时

1课时。

(五)教学过程

1.发声练习

用“lu”练唱歌曲的第一乐句,注意声音优美,气息连贯,口型、发声位置正

确,节奏和音准准确。用这一乐句做移调练习。
教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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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生随琴模唱。

②老师通过示范,随时纠正学生的发声、音准和节奏的问题,强调气息连贯。

  环节目标:通过练唱规范学生的声音,初步感知歌曲大跳音程的音准和附

点节奏,为后面歌曲的学唱打下基础。

2.视唱歌谱一、二乐句

(1)视唱歌谱第一乐句。

板书设计:
   

教学行为:

①学生划拍随琴轻声视唱。

②老师右手弹单音伴奏。随时纠正学生的音准、节奏、唱名,特别注意两个

附点节奏的准确性,演唱时不换气,一口气唱完一个乐句。
(2)视唱歌谱第二乐句。

板书设计:
   

教学行为:

①学生先划拍随琴默唱,再轻声视唱。

②老师右手弹单音旋律。随时纠正学生的音准、节奏、唱名。
(3)完整地演唱第一、二乐句。
教学行为:

①学生随琴划拍,完整视唱第一、二乐句。

②老师右手弹单音旋律,强调学生换气处(每四小节换气一次)。

  环节目标:进行视唱练习,通过练习掌握音准、节奏和正确的换气处。培养

学生的识谱能力,加深对歌曲旋律的印象。

3.学唱歌曲

(1)初听歌曲,感受歌曲情绪。
(2)学唱歌谱第五、六乐句。
老师:刚才我们视唱的第一、二乐句,在歌曲中还出现过吗?
学生:出现过,在第五、六乐句中。
老师:对,第五、六乐句有反复记号要重复一遍。现在我们来接唱,你们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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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六乐句,其他乐句老师唱,注意一个乐句结束了才能换气。
教学行为:

①学生找出歌曲中与第一、二乐句相同的乐句。

②老师与学生进行接唱练习,强调反复记号和换气。
(3)复听歌曲。
老师:听听歌曲中的长鼓节奏是什么。
学生: 。
(4)模仿拍击长鼓节奏。
教学行为:

①老师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拍四分音符节奏,一组拍八分音符节奏。

②学生进行合奏练习。
(5)复听歌曲。
老师:我们用合奏的方式为歌曲伴奏。
教学行为:
学生用长鼓节奏为歌曲伴奏,再次聆听歌曲。

  环节目标:通过接唱歌谱,反复地聆听歌曲,形成对歌曲完整的印象,为学

唱歌曲打下基础。

(6)歌曲学习。
放慢速度,第一遍练唱歌曲。
老师:我们放慢速度轻声练唱一遍歌曲。
教学行为:

①老师放慢钢琴伴奏的速度。

②学生随琴练唱。
纠正错误,第二遍演唱歌曲。
教学行为:

①老师纠正错误,强调学生注意声音优美,气息连贯,换气准确。

②学生练唱。

③还原正常速度,第三遍练唱歌曲。
老师:这是一首情绪欢快、喜悦的歌曲,我们加快速度演唱。
教学行为:

①老师加快伴奏速度。

②学生随伴奏练唱歌曲。
(7)师生接唱,处理歌曲情绪。
老师:这首歌曲既表现了夜晚的宁静,又表现了庆丰收的欢乐场景,那么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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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怎么表现这两种不同的意境呢? 现在,通过老师和你们的接唱来感受一下。
你们唱第一、二、五、六乐句,要唱得优美、连贯。老师唱其他乐句,你们听听有什

么不同。
教学行为:

①学生随伴奏录音唱第一、二、五、六乐句。

②老师接唱其他乐句。
(8)区别感受不同意境。
老师:老师唱的这几个乐句,有什么不同?
学生:更加轻快、有弹性。
老师:表现了什么样的情景呢?
学生:跳舞、唱歌……
老师:那你们唱得优美、连贯的乐句又表现了什么情景呢?
学生:夜晚……
老师:那我们就用轻快、有弹性的声音练唱老师唱的这几个乐句,感受一下

欢快的情绪。
教学行为:

①老师伴奏。

②学生用轻快、有弹性的声音练唱老师唱的这几个乐句。
(9)完整演唱歌曲,表现歌曲两种不同的意境。
老师:现在我们就用优美、连贯和轻快而有弹性的两种声音表现歌曲的不同

意境。
教学行为:

①学生随伴奏生动地演唱。

②老师指挥。

  环节目标:通过反复练唱,基本掌握这首歌曲,并能用优美、连贯和轻快、有
弹性的两种声音表现歌曲的不同意境。

(兰霞)

五、补充资料

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音乐

狭义上的中国民族音乐指的是汉族音乐,简称“民乐”。中国的少数民族音

乐却有着更多的样式和内容,如藏族音乐、蒙古族音乐、壮族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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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音乐

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歌曲旋律优美辽阔、婉转动听。藏族音乐

大体上可以分为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包括藏传佛教寺院音乐(诵经

音乐、羌姆音乐、寺院器乐)和原始宗教本教音乐。
藏族民歌高亢嘹亮,听起来就有高原蓝天辽阔的气象,曲调悠扬,但也是以

五声为主。歌舞音乐有“果谐”“果卓(锅庄)”等。藏族音乐的一些元素被汉族和

西方音乐所吸收。有一些汉族歌曲作者模仿藏族音乐的特点创作了诸如《逛新

城》《青藏高原》一类的歌曲。
满族音乐

中国的东北和北京等地是满族的聚居地。满族最有名的民间乐器是源自清

朝的八角鼓。满族的摇篮曲《悠悠扎》等作品很著名,经常被用现代的汉语翻唱。
蒙古族音乐

蒙古族民歌分“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
 

长调,是蒙古族牧民在放牧时演

唱的一种牧歌,有时也在宴席、婚礼和那达慕大会演唱。它产生于广阔无际的内

蒙古大草原,是蒙古族牧民在长期游牧生活中集体创造的歌唱形式。大都属于

上下两个乐句的单乐段结构。自由、舒缓、悠长的节奏,绵延起伏、富于装饰的旋

律,以及真假声并用的演唱方法,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
短调,是蒙古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演唱的民歌。多流行于半农半牧区。音

乐结构较为匀称,节奏规整,旋律音调较为朴素而少装饰,多用本嗓演唱。具有

叙事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特点。
壮族音乐

壮族大部分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那里的男女青年经常对歌,有人甚至说

壮族人一生唱歌的时间比说话的时间长。壮族民歌和汉族音乐风格相似,以五

声音阶为主。歌词有明显的对仗格式,常运用象征、比喻等手法,内容以生活中

的交流为主,有时歌词也引用中国古典故事和典故。
 

壮族音乐可以在电影音乐

剧《刘三姐》中一窥其妙。
傣族音乐

傣族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中,民歌有山歌、叙事歌、
风俗歌、情歌、劳动歌、儿歌、酒歌等;歌舞音乐有十二马歌舞(喊嘛西双)、打鼓调

(喊海光)、孔雀舞(嘎洛水或嘎朗洛)、歌舞剧(喊扎)等;说唱音乐有赞哈调、窝甘

调等;戏曲音乐有傣剧、赞哈剧等;民间器乐,有筚南叨(葫芦丝)、筚、西玎、玎号

哦(牛角胡琴)、玎、象脚鼓、芒锣及其音乐等。宗教音乐有小乘佛教寺院音乐的

原始信仰的各种仪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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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古乐

纳西族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两大类。民间音乐中,民歌有谷

器(吟唱)、倮白倮孜补(劳动歌)、都木孜(习俗歌)、刚于刚兹(即兴歌)、啊卡巴

拉、儿歌等;歌舞音乐有窝猛达、窝热热、热尺蹉、阿里里等舞蹈歌,跳笛子舞、跳
葫芦笙舞、跳锅庄等舞曲;器乐曲有白沙音乐、丽江古乐、比力调、口弦调等。宗

教音乐主要有东巴教的宗教仪式音乐—东巴音乐,含东巴唱腔(东巴调)和东巴

器乐。
侗族音乐

侗族民间音乐包括民歌、歌舞、戏曲、民间器乐等。民歌,从织体分有单声部

民歌和多声部民歌,从体裁分有:山歌、情歌(玩山歌、琵琶歌、牛腿琴歌、笛子

歌)、礼俗歌(拦路歌、祭祀歌、酒歌、伴嫁歌、款歌)、叙事歌、小歌、大歌等。歌舞

有多耶(踩堂歌)、芦笙乐舞、灯歌、灯舞等。戏曲有侗戏。民间器乐,有侗族琵

琶、牛腿琴、侗笛、芦笙、木叶等特色乐器及其音乐。
维吾尔族音乐

维吾尔族音乐是以古代北方草原上的维吾尔族音乐为基础,融合龟兹、疏
勒、和田、高昌等古代西域音乐的精华,又与中原汉族音乐,以及外国的印度、波
斯阿拉伯音乐等,长期交流,相互吸收、从而形成现代的维吾尔族音乐文化。

维吾尔族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木卡姆和宗教音乐。民间音乐中,民歌有

古代歌曲、劳动歌曲、爱情歌曲、习俗歌曲等;民间说唱有达斯坦、库夏克、买达、
艾提西希等;民间歌舞音乐有赛乃姆、来派尔、纳兹尔库姆、萨玛等;民间乐器有

弹布尔、都它尔、热瓦甫、卡龙、扬琴、艾捷克、萨它尔、胡西它尔、哈密胡琴、乃依、
巴拉曼、唢呐、喀乃依、曲拉、达普、纳格拉、冬巴克、萨巴依等,民间乐曲多采用民

歌曲调或木卡姆间奏曲发展改编而成,尚有鼓吹曲。木卡姆有喀什、莎车地区木

卡姆,哈密地区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宗教音乐有伊斯兰教一般性宗教音乐呼

祷调(阿赞)、唱经调(吾苛买提)、诵经调(克里埃特)、封斋调(拉木尚调)等,苏菲

派宗教音乐,阿希克行乞时唱的歌,巴克希作法时使用的音乐,瓦依孜、宗教节日

及朝拜“圣裔麻扎”时演奏的器乐曲等。
土家族音乐

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无文字,长期以来使用汉文。
土家族信仰祖先崇拜,道教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傩戏是集戏剧、说唱、诗词、音
乐、舞蹈为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源于土家族祭神还愿的仪式,至今还存活在湘

西许多偏远山乡,被文学界和史学界誉为“活化石”。土家族摆手舞是一种祈求

幸福、酬报祖先的舞蹈,它表现了土家族人的生产、生活、战争、神话传说等内容。
社巴节是土家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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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民间音乐主要有民歌、曲艺和民间器乐等。
朝鲜族音乐

在明末清初,一部分中国朝鲜族的祖先就已定居中国东北境内,19世纪中

叶有更多的朝鲜族人迁入是中国。他们能歌善舞,民歌有农谣、抒情谣、风俗谣、
童谣和长歌等,其中以抒情谣和农谣的流传最为广泛。其代表性曲目有:《阿里

郎》《嗡嗡呀》《呃郎打令》《道拉基》《桔梗谣》《丰收歌》《苦媳妇》《月令歌》《释花

图》《老头打令》《棍杯打令》等。
水族音乐

水族有自己的语言,属于藏语系壮侗语族。通用汉文。历史上曾在一部分

人群中使用过一种古老的文字,称为“水书”。水族信仰多神,崇拜自然物。有自

己的历法。传统节日主要有端午、卯节、苏宁喜、额节和春节等。
水族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歌曲和民间器乐。民间歌曲有旭基(单歌)、旭早(双

歌)、古歌、旭腊的(儿歌)等。民间器乐有芦笙、铜鼓及其音乐。
彝族音乐

彝族民间音乐包括民歌、舞蹈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器乐等五大

类。民歌有情歌、劳动歌、叙事歌、风俗歌(迎客调、婚嫁歌)、儿歌等。舞蹈有跳

月舞、跌脚舞、烟盒舞、花鼓舞、跳笙、金竹舞、铜鼓舞、快乐的罗梭等。说唱音乐

有甲苏(讲书)、四弦弹唱、白话腔、噻噻调、耍柳叶等。戏曲主要有彝剧。民间器

乐有马布、口弦、月琴、葫芦笙、巴乌、小闷笛等乐器及其音乐。
京族音乐

京族现有人口2.25万,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的山心、巫头、
氵万尾三个岛上。京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京语。京族过去一般信仰天主教。传

统节日是哈节,“哈”是唱歌的意思。民间音乐包括民歌、民间器乐。民歌有海

歌、小调、舞歌、祭祀歌等。民间器乐有特色乐器独弦琴及其音乐,以及吉弹及其

音乐等。

少数民族音乐体裁

我国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

民族音乐文化,有着品种纷繁的音乐体裁。和汉族一样,各少数民族的音乐从表

演形式可分为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民间戏曲音乐。
民间歌曲

民间歌曲,是各少数民族用以表达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的艺术形式。许

多少数民族地区被称誉为歌海、音乐之乡。歌声伴随着他们的劳动生产、社交、
娱乐等活动。他们在放牧、从事农业生产时唱歌,婚礼或丧葬时唱歌,谈情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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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故土时也唱歌。许多民族都有歌唱节日,如壮族的歌、回及撒拉等族的花儿

会、苗族的龙船节及绕三灵、侗族的采桑节对歌、布依族的老鹰坡歌会、瑶族的耍

歌堂、彝族的火把节等。情歌在少数民族民歌中占有很大比例,或在草原、山野、
森林或在月光下、火塘边、公房(供男女青年社交活动的房屋)

 

,都荡漾着优美动

听的歌声。
民间器乐

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蕴藏着一定数量的民间乐器和乐曲。据不完全统计,各
种形制的乐器达五百余种,有拉奏、吹奏、弹奏和击奏等类别,其表现性能丰富多

样。各民族的民间乐曲均含有独奏曲和合奏曲。合奏曲又分吹奏乐、拉奏乐、弹
拨乐、锣鼓乐以及丝竹乐、吹打乐、弦索乐等。少数民族的乐种也颇具特色,如维

吾尔族的木卡姆和纳格拉、土家族的打溜子、白族的洞经音乐、纳西族的白沙细

月、景颇族的文邦木宽等,还有苗、壮、彝、侗、瑶等民族的芦笙乐和铜鼓乐也有着

独特的风格。
民间歌舞

民间歌舞是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有机结合的艺术形式。最富特色的有鼓

舞、跳乐、踏歌三种类型。一为鼓舞,是采用击乐伴奏,合节起舞。主要是以鼓为

伴奏乐器,用特有的节奏和音色变化,配合舞姿。如壮族的蜂鼓舞和扁担舞,佤
族的木鼓舞,朝鲜族的长鼓舞,苗、瑶、彝、水、黎等民族的铜鼓舞等。二为跳乐,
是一种完全用乐器伴奏的舞蹈,如哈萨克族的黑走马摆舞和天鹅舞,锡伯族的贝

伦舞,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芦笙舞、葫芦笙舞、月琴舞、三弦舞等。三为踏歌,即在

歌声和乐声中踏着舞步欢跳,或载歌载舞,或歌舞相间,或歌伴舞的形式。如蒙

古族的安代、维吾尔族的来派尔及赛乃姆、壮族的采茶舞、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彝
族的甲苏、白族的大本曲、侗族的琵琶歌、壮族的末伦等。

民间戏曲

民间戏曲音乐是少数民族的一种综合了民歌、歌舞、器乐及说唱的艺术形

式。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剧种、曲种,如藏剧、白剧、壮剧、漫瀚剧(蒙
古剧)

 

、侗剧、彝剧、苗剧、布依剧、毛难剧、傣剧、唱剧(朝鲜族)
 

、新城戏(满
族)等。

如此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歌种、乐种、剧种,构成了我国少数民族光辉灿

烂的音乐文化,在中华民族音乐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我们深信,随着时代前进

的步伐,少数民族音乐还会不断发展,源远流长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艺术必将在

未来的岁月中更加灿烂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