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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

育工作的意见》，对学校美育工作做出全面部署。2024 年，《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

育浸润行动的通知》发布，要求“以美育浸润学生，全面提升学生文化理解、审美感知、

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学生身心更加愉悦，活

力更加彰显，人格更加健全”。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战略目标，要求建设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美育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具有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价

值功能。

音乐承载着历史，是风雨浇铸的精神建筑，是光阴荏苒的时代印痕，是积淀深厚的

文化烙印，是民族精神、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的深刻表达。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音

乐的创作水平、表演水平、鉴赏水平、审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物质文化生活

的需要和水平。音乐鉴赏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不同类型、不同年代的音乐进行分

析和比较，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音乐鉴赏观点和评价标准。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全面

认识音乐的本质和特点，还可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对于学生个人

的美育素养和文化素养的提高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目前，有关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欣赏的书籍已经出版了很多，但还未能满足

广大学生及音乐爱好者不断增长的需求。基于当前现状，编者力求编写一本简明、清

晰、准确、易用的音乐艺术欣赏图书，既可以为高校学生课堂所使用，也可以为音乐爱

好者日常所使用。具体来说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 创新体例，注重实用

本书不再沿袭大多数音乐类教材所采用的按时间、年代顺序来组织章节的编排方

式，而是以音乐体裁为主线、以经典音乐作品为主要内容编写各个专题。各个专题之间

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使用者可根据各自的需要，自由灵活地拆分重组。

2. 遵循教育规律，注重能力提升

本书分为“中国音乐” “外国音乐”两篇，共九个专题，通过对典型音乐体裁、经典

音乐作品的介绍，带领学生鉴赏古今中外音乐艺术作品，进而使学生了解、吸纳中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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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音乐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形象思维、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提高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同时，本书注重展现音

乐的人文色彩，注重展示作曲家或演唱者的个性和情感，进而增强学生的人文关怀、社

会责任和社会担当意识。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借鉴了一些公开出版的文献和网络资料，以及一些专家、

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向这些专家、学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

本书可能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此外，本书还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了服务于本书的教学资源库，有需要者可致电教

学助手 13810412048 或发邮件至 239386707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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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民　歌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1. 了解民歌的三种音乐形式。

2. 掌握号子、山歌及小调的音乐特征。

技能目标

1. 能够区分号子、山歌和小调。

2. 初步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能够从民歌作品中感受生活。

素养目标

1. 能够在音乐中感受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感受劳动人民只争朝夕、勇往直

前的宝贵精神，弘扬与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2. 提高自身对真善美的认识，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专题概述

民歌又称民间歌曲，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和演唱的歌曲。它

是由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于民间，是最能直

接反映现实生活、被人民普遍接受、广泛流传的一种短小的歌唱艺术，是各类民

间音乐的基础。民歌音乐形式依据体裁可以分为号子、山歌、小调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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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号　子

号子，也称劳动号子，是劳动者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集体创作的一种与劳

动紧密相关的歌曲形式。

一、号子的种类

号子主要包括农事号子、搬运号子、作坊号子、船渔号子、工程号子等。

（1）农事号子普遍流行于各地农业区，常以各种农业生产劳动命名，如车水

号子、舂米号子、打场号子、薅秧号子等。农事号子的旋律相对来说比较优美，

歌词展现的内容也比较多样，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2）搬运号子是在人力装卸、挑抬、推拉货物等重体力劳动中形成的一种民

间歌曲形式。在集体性的运输劳动中，它可以起到统一步伐、调节呼吸、振奋情

绪的作用。搬运号子大多没有固定唱词，往往一领众和或领和交叠，形成多声部

的歌唱形式。

（3）作坊号子是出现在制作劳动过程中的一种民间歌唱形式。它流行于各中

小城镇和乡村的造纸、榨油、染布等手工业作坊中，节奏鲜明，唱腔丰富多样，

主要以吆号声协调动作。

（4）船渔号子主要流传在沿海地区。它以海洋劳作为主要内容，通常包括划

船、撑篙、背纤、拉篷、起锚、拉网等多种号子样式，演唱者多为专事捕捞、驾

船的渔民。船渔号子词句简单，语调多粗犷豪放、坚定乐观，以吆喝、呐喊、领

和叫唱等方式表现，不采用任何乐器伴奏。

（5）工程号子是在造房、修田、开河、采石和伐木等协作性较强的劳动中使

用的号子。

二、号子的音乐特征

在劳动号子中，最常见的歌唱方式是一领众和。领唱者往往就是劳动的领导

者。领唱部分的歌词是领唱者对劳动大众的召唤，曲调富于变化；和唱部分的歌

词或是应和领唱者的衬词，或是劳动中的吆喝，或是对领唱者歌词的简单重复，

其曲调也常常比较简单而缺少变化。号子，最初是人们在劳动中简单而有节奏律

动的呼喊，逐渐发展为歌词内容丰富、曲调完整的歌曲形式，体现了劳动人民的

集体智慧和力量，并表现出他们不惧艰险的乐观精神和坚韧意志。

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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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绛州》

号子的节奏总是与人们所从事的劳动十分贴近，或者说，号子的节奏都是从劳动的

节律中提炼出来的。《走绛州》是一首流传在山西、陕西一带的挑担号子。那“软溜、

软溜”的歌词伴和着轻松、跳跃的节奏，与挑担子的节律十分吻合。具体来说，《走绛

州》具有以下音乐特征。

（一）曲体句式结构

从这首作品的歌词来看，忽略衬词部分，只剩“一根扁担软溜溜，担上了扁担走绛

州”。这两句并非乐曲中常见的五度模进，而是鲜明的上下句结构的七言两句体，其中

前一句落音 A 商，后一句落音 D 徴。在上下句之间还有一个乐句，包含四个小节衬腔，

旋律节选自上句，可看作上句旋律的“重复句”，在重复上句歌词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

些其他内容，突出了脚户们快活的情绪。下句后边是做了扩充处理的衬段，包含 4+6

（4+2）两个衬句。第一个衬句对下句后部分旋律做了一些改变，减去了一些稳定感，增

添了音乐的律动性；第二个衬句则是下句的换头重复，结尾处用了合尾的方式。由此可

见，《走绛州》主要是上下句的结构，同时运用加衬、重句等手法对乐句和结构进行了

增扩处理，让整首音乐更加和谐。

从乐句上看，先升后降，第一个乐句是向上行进的，最后一个音为 A 商，让人仿佛

飘了起来。紧接着第二个乐句就开始下降，最后一个音为 D 徴，给人一种反差感。第三

个乐句直接用重复乐节构建了转句，顺利承递了上一句。转句配合节奏能进一步增强乐

曲的律动感，丰富乐曲的情感内涵。第四个乐句与第二个乐句构成合尾关系，并对上一

句进行了总结。内容不多，但结构清晰，每个乐节包含两个小节；乐句之间彼此紧密相

连，层层深入，建立了有条理、有逻辑的旋律体系。

（二）“扁担”特性音程

《走绛州》讲的就是一群挑着扁担的货郎去绛州找寻生计的故事，因此，作品中运

用了不少衬词，比如用“软溜软溜”来模拟扁担的声音，并以动感的节奏为辅助，同时

还特意为此研发出了一种新的音程，即四度音程 sol-do。该音程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

发出类似扁担运动的声音，让整首曲子更加灵活生动，具体出现在《走绛州》的第 3—

5 小节与第 6—9 小节。当旋律行进到此处时，节奏也变得更加欢快，演唱者的语气也发

生了一定变化，做到了旋律与歌词的协调一致，为听众呈现了一幅脚户挑着扁担前往绛

州的赶路画面。这一新音程在《走绛州》中的成功应用，被不少音乐作品借鉴参考，尤

以民歌为首。最典型的就是河北阜平的《扁担歌》，在该音程的衬托下，又增加了新的

象声词——“颤悠颤悠” “刺溜刺溜”，将扁担在人肩上时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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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1-1

走　绛　州

山西民歌

辘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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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江船夫号子》

四川境内的长江被称为“川江”，川江自古水路险恶，水流湍急。川江号子是船工

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民间歌唱形

式；是船工们与险滩恶水搏斗时用热血和汗水凝铸而成的生命之歌，具有传承历史悠久、

品类曲目丰富、曲调高亢激越、一领众和、徒歌等特征。

《川江船夫号子》表现了川江行船的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这套号子是由《平水号

子》 《见滩号子》 《上滩号子》 《拼命号子》 《下滩号子》等八首不同的号子连缀而成的，整

体音乐形象粗犷有力，结构庞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其他各种劳动号子一样，《川

江船夫号子》也是以一领众和为其基本的演唱形式。领与和的交替进行和互相呼应，既

加强了劳动过程中的协作，又促进了劳动者之间的情感交流。

谱例 1-2

川江船夫号子（节选）

宽广地

四川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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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哈腰挂》

《哈腰挂》是林区号子中较为有名的一首。林区号子是东北地区的一种民歌，流行

于伐木工人之间。在集体性的伐木运输劳动中，林区号子起到统一步伐、调节呼吸、振

奋精神的作用，与劳动的安全和效率直接相关。

《哈腰挂》歌唱简便，气势雄浑，歌曲采用 D 宫调式。节拍采用两拍子与一拍子混

合形式，其节拍规律是“强、弱、强”。曲调的基本结构是单乐句多次反复变化，乐句

衔接不固定，也没有一定的句数，根据劳动的情况随时都可以结束。曲调起伏较小，全

曲虽有一个八度，但经常用的音调只在五度范围内。多为依字行腔，与当地方言音调紧

密结合。在抬较细的小木头时，进行的速度比较快，歌声高亢，号子的旋律性较强；在

遇到沉重的大木头时，每个人肩负着几百斤（1 斤 = 500 克）的重量，精神需要高度集

中，行进速度不仅减慢，而且唱时不可避免地带着粗重的自然呼喊声，领唱与和唱在接

腔时常形成声部重叠。

谱例 1-3

哈 腰 挂（节选）

齐

黑龙江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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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黑龙江民歌

1. 了解号子的不同种类，并说一说它们分别产生于哪些劳动场景中，各自的

特点是什么。

2. 欣赏以下四首劳动号子，并说一说它们有什么不同。

《催咚催》　《打硪歌》　《黄河船夫曲》　《打夯歌》

3. 请聆听比较各种“原汁原味”的号子与创新改编后不同声乐形式的号子在

音响上有什么不同。

4. 生活中同学们还见到或听到过哪些劳动号子呢？请与大家分享。

思考·探索

第二讲　山　歌

山歌，是劳动人民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抒情小曲，是在山野、田间、牧场等

劳动场所即兴抒发情感时演唱的民歌。

一、不同地区的山歌曲调名称

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山歌，有自己习用的民间称谓，即所谓的“歌种”。例

如：陕北的“信天游”，山西的“山曲”，内蒙古的“爬山调” “牧歌”，青海、甘

肃、宁夏的“花儿”，湖北的“赶五句”，四川的“晨歌” “扬歌”，安徽的“慢赶

牛” “挣颈红”，云南的“调子”，贵州苗族的“飞歌”，等等。以下简单介绍常见

的几种。

（一）陕北“信天游”

信天游是陕北民歌中一种特殊的体裁，最能代表陕北民歌的风韵和特色，它

构筑了陕北民歌的主体。信天游的曲调悠长高亢、粗犷奔放，韵律和美；其内容

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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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反映爱情、婚姻、日常生活、反抗压迫、争取自由为题材；节奏自由明快，

淳朴大方；句式结构随情、随意。

陕北信天游上句起兴，下句赋陈的表现手法与《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高度

趋同，从《汉书》记载的《上郡歌》来看，信天游在陕北大地应有两千年以上的

流布史。与《诗经》较成熟的四句体歌相比，信天游的二句体则更具原始性。

（二）山西“山曲”

山曲主要流行在山西西北部、陕西北部榆林地区和内蒙古西部一带。山曲的

音乐结构由上下两乐段反复而构成，上下句的前半曲调常常相似，有时两句会因

尾部落音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结构功能。山曲的旋法起伏较大，音调有时会受到

蒙古族民歌的影响。

山曲旋律的调式以民族五声调式为主，也有一些六声调式和七声调式，但是

只占少数。山曲大多数旋律的调式为徵调式，这是由于民族五声徵调式中，主音

到各个音级的音程关系除纯音程外，只包含大音程，音响上非常明亮，更能体现

出山曲嘹亮高亢的特点。

（三）内蒙古“爬山调”

爬山调是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一种短调民歌。其内容丰富，历史传说、

民众生活、爱情故事、军民情谊等均是其常见的题材。爬山调可分山区爬山调和

平原爬山调两种类型，前者以武川为代表，后者以河套地区为代表。爬山调还有

室内、室外之别：室内爬山调多以生活歌、爱情歌和恩怨歌为主，室外爬山调以

劳动歌、社会歌、生活歌和爱情歌为主。

爬山调唱词短小精悍，多用乡土方言重叠词，字数无定，虚实相间。音乐以

徵调式、商调式和宫调式居多，大都采用两乐句的乐段结构，下句多是上句的变

化重复。节拍以二拍子或四拍子为主，偶尔也能见到三拍子或变换拍子。除常见

的五声音阶旋律以外，六声音阶甚至七声音阶的旋律也能在爬山调中见到。其艺

术风格大都高亢粗犷、开阔奔放，善于运用比兴、夸张、排比等表现手法。

（四）青海、甘肃、宁夏“花儿”

花儿产生于明代初年（公元 1368 年前后），是流传在中国西北部青、甘、宁

三省（区）的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蒙等民族中共创共享的

民歌，因歌词中把女性比喻为花朵而得名“花儿”。它用汉语演唱，音乐上受羌、

藏、汉、土等民族和穆斯林传统音乐的影响。由于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地

区的不同，花儿被分为“河湟花儿” “洮岷花儿” “六盘山花儿”三个大类。人们除

了平常在田间劳动、山野放牧和旅途中即兴漫唱之外，每年还要在特定的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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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自发举行规模盛大的民歌竞唱活动——“花儿会”，可以说，花儿具有多民

族文化交流与情感交融的特殊价值。

二、山歌的音乐特征

山歌的歌词即兴性强，内容十分广泛。曲调结构比较简单，常见的是上下句

结构，相比于号子，节奏不受制约，比较自由，旋律高亢而抒情，情感真挚奔放。

旋律起伏较大，演唱时通常是独唱、对唱，在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山歌中还会

有多声部的重唱。

一、《上去高山望平川》

《上去高山望平川》是一首青海“花儿”的典型传统曲调，也称《河州大令》，因其

雅俗共赏、流传广泛而影响深远。这首曲令借对高山、平川的意境描写来展示雄伟壮丽

山川的外部环境，为下句抒情营造氛围，再通过望牡丹表达对爱情的渴望，充分体现了

花儿由景起兴再到抒情写意、从景入情、情景交融的艺术魅力。

（一）旋律特点

《上去高山望平川》在旋律的音级进行和情感表达中总结出四种音级进行方式。

1. 四度音程

一是四度音程上行跳进。在花儿的音调表现形式上，四度音程一高一低的跳跃表现

最为突出，曲调中上行走向的四度音程递进关系极其关键，给人跳进开放、高亢激昂的

感觉。第一句的持续上行递进让歌曲富有冲击力，让整首歌曲进入高音区。二是四度

音程下行跳进。第二乐句向下走向的四度音程递进配合下一句的花儿表现形式，与第

一乐句形成强烈的对比，同时也和旋律前后照应。三是四度音程混合跳进。在这首花儿

中，四度上行走向和四度下行走向错落起伏，音乐层次感提升，丰富了整曲的情感表现

形式。

正是四度音程的大量运用才使音乐线条有跌宕起伏之感，使西北人美好的理想抱负

和现实生活中失落的差距，以及爽快火爆的性格交相辉映。

2. 音级级进

在这首曲子里，音列的上行和下行的级进，以及基本的音级级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上行级进，音级逐步增进至上行发展，旋律开始展开的位置是花儿平铺直叙的主要

进行方向，此时的情绪是积极明朗的；下行级进，旋律的音高逐渐从高到低延伸，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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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出现在高音的延长音、结束音及小结处。下行级进的使用使音乐情绪减弱带有忧伤

的色彩。

3. 跳进

这首曲子里出现了多种大跳进，一般是从最高音向下跌落，给人豪迈的感觉，同时

也有种悲凉。本首曲子中出现了十一度的跳进，像是将现实生活的跌宕起伏放在旋律

中，表现形式极其独特，将人内心情感抒发得真实感人。

4. 同音进行

该曲在同一音级的音高上保持不变并展开旋律，在歌曲上保留着自身独有的特色和

当地的风土民情，与花儿这一音乐形式和谐统一。在表现上充分运用各种节奏型、装饰

音等，尤其是在本曲乐句结尾处，以主音的同音终止，这种具有特色的结尾，发挥出了

同音进行的重要作用。

（二）节奏特点

《上去高山望平川》以爱情为题材，情绪成为全曲节奏的主导因素，情感跌宕起伏，

呈现出花儿中独特的“情绪节奏”。虽然本曲是四四拍节奏，但在实际演唱时整首歌曲

的拍值是以情感为导向，情感所需要的强弱、快慢让音符之间形成松与紧的状态，让旋

律变得起伏回转，进而使以情感为导向的节奏形成自由散化性节奏。

（三）结构特点

《上去高山望平川》是两个乐句组成一个乐段，结构上是上下两句式，这也是花儿

最基本的曲式结构之一。这种曲式结构让花儿歌词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这首歌曲主要是

以情感为导向，往往是有感而发，乐句为非方整性结构，节拍上重音不规律、乐句之间

不等长，使得整个结构富有多样性且具有散化的特点。

谱例 1-4

上去高山望平川

青海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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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歌

二、《槐花几时开》

《槐花几时开》是四川民歌中的经典之作，它实际上是宜宾地区的一首传统山歌，

形成年代久远。曲调采自宜宾地区一种被称作“神歌”的山歌歌腔。《槐花几时开》就

是在川南“神歌”的基础上，几经演变、精雕细刻而成的四川民歌珍品。这首歌的歌词

只用短短的四句，就把一个坠入爱河、伶俐而羞涩的农村姑娘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听众

眼前，其语言淳朴、生动，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听起来格外亲切、甜美。

《槐花几时开》前后分为两个乐句，但前后两个乐句在小节数上并不对称，前后形

成非方整性的对比乐段，在曲式结构上属于两乐句乐段的单一部曲式结构。但是根据歌

词和旋律的发展，前一个乐句和后一个乐句又可以分为两句，总共四句，刚好又符合中

国歌曲当中一种常见的起、承、转、合的结构，这种结构在民歌中尤为常见，比较有代

表性的是云南的《弥渡山歌》、江苏的《茉莉花》等。

《槐花几时开》的旋律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声羽调式，全曲紧紧围绕着羽调式的功

能音 la-do-mi 展开。歌曲第一句开头部分由高音的宫音引导出羽音，接着这一句的结

束音落在了“ la”上面，并且这个“ la”是该句中的长音也是该句中的强音，羽调式特

征开始展现，歌曲中的徵音和商音紧紧地围绕羽音，起到支持和辅助的作用，最后全曲

结束在羽音上面，羽调式的特征鲜明。歌曲的旋律与歌词密切配合，节奏前紧后松，张

弛有度，使歌曲唱起来朗朗上口，自然亲切，充分展现了民歌的独特魅力。

谱例 1-5

槐花几时开

四川民歌



14 音乐鉴赏

四川民歌

三、《小河淌水》

《小河淌水》是一首优美抒情的云南弥渡民歌。歌词以比兴的手法、诗一般的语言，

把人们带到明月高照、微风轻拂、溪水潺潺的动人情景之中，生动地表达了阿妹对阿哥

的一片深情。该曲质朴自然，曲调婉转，意境幽美，抒发了至纯至真的人情人性，表达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小河淌水》采用的旋律、节奏和歌词都充满了浓厚的地方特色，展现了云南独特

的地域文化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性。首先，从旋律角度来看，《小河淌水》采用了云

南特有的调式和旋法，使得整首歌曲的旋律独具特色。其旋律线起伏较大，悠扬婉转，

让人仿佛置身于云南的山水之间，感受着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同时，歌曲中的润腔和装

饰音也极具云南地区的特点，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韵味。其次，从节奏角度来

看，《小河淌水》的节奏明快流畅，具有鲜明的律动感。其节奏型多采用二八、附点等

基本节奏型，简洁明快，易于传唱。这种节奏型在云南的民间音乐中十分常见，使得歌

曲充满了云南地方音乐的特色。最后，从歌词角度来看，《小河淌水》的歌词朴实真挚，

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思念。其歌词中运用了大量的云南方言和民俗词汇，如“亮汪汪” 

“半坡” “清悠悠”等，这些词汇具有鲜明的云南地方特色，为歌曲增添了浓厚的地域性。

总之，《小河淌水》是一首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云南民歌，其旋律、节奏和歌词都

充满了云南地区的独特风情。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云南地域文化的魅力，也是中华民族

文化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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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1-6

小河淌水

较慢、节奏自由　抒情地

哥？

云 南 民 歌
尹宜公　词

1. 通过本讲的学习，总结山歌的特点，找一找不同地区山歌的共通之处。

2. 试着学唱以上三首山歌中的任意一首，并在班级内演唱这首山歌。

3. 收集其他山歌作品，了解它们的故事，并与同学分享一首你最喜欢的山歌。

思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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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小　调

小调，又称“小曲” “俚曲” “时调”等，是中国汉族民歌体裁类别的一种。它

是人们在劳动之余、日常生活中及婚丧节庆时用以抒发情怀、娱乐消遣的民歌。

一、小调的音乐特征

人们常在劳动闲暇和风俗节日、娱乐、集会时歌唱小调。歌唱者不仅有非职

业人群，还有大量的职业艺人与半职业艺人。而且，小调与曲艺、戏曲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因而加工提炼的成分较多，词、曲即兴性少，较定型化，艺术上较

为成熟和完善。

相比于号子和山歌，小调的创作更加注重曲调的委婉动听，并将叙事与抒情

相结合，歌词也是预先编写好的，文学性较强。曲式结构相比山歌、号子更加匀

称、复杂，节奏比较整齐、平稳。演唱形式主要是独唱、对唱，演唱时常加入

伴奏。

二、职业艺人与半职业艺人

职业艺人专门从事商业性表演，并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半职业艺人平时从

事农业或手工业劳动，遇到风俗节日、集会和娱乐活动时，则从事商业性表演。

当歌唱小调成为艺人谋生的手段时，小调就不仅具有娱乐性，还具有商业性。

知识要点

一、《小白菜》

《小白菜》是一首旋律结构简单、音调的音域适中，并且全曲音乐流畅、朗朗上口

的民间歌曲，流传相当广泛且是河北省乃至全国民间歌曲的重要代表。在风格特点上，

该曲保留了河北民歌的演唱特色，在语言中加入了一些衬词，起到装饰作用，突出了地

方风味；每句的旋律趋势依次下行，每一个乐句也都是由高而低；在曲式上是典型的单

乐段结构，曲体单纯规整，曲调简朴流畅，旋法以向下级进为主。在演唱风格的把握

上，语言不能生硬；由于加入了装饰音，从而体现了河北民歌的地方特色，“小白菜”

必须身临其境充分表达出如泣如诉、委婉凄惨的感情。

该曲突出了河北民歌特有的哭腔的特点，以非常优美的音乐素材和洗练的艺术手

法，刻画了一个遭遇不公待遇、无依无靠的悲惨小女孩的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一个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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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娘而受人虐待、孤苦无依的女孩悲伤痛苦的心情，也是对旧社会偏见的控诉，情感悲

愤，感染力极强。

谱例 1-7

小 白 菜

河北民歌

二、《无锡景》

《无锡景》是江南地区的民间小调，清末就已经流行于江南一带，它无固定歌词，

任由演唱者即兴发挥。其旋律曲折婉转、清丽流畅、优美动听，歌曲具有分节歌的特

点。歌词描写了无锡的历史名胜和风土人情，呈现出一幅幅浓郁的江南水乡画卷。歌曲

为五声宫调式起、承、转、合的结构，四乐句落音分别为“ do” “ re” “ mi” “ sol” “ la”，

旋律趋于下行。乐句、乐节的句读处，常用“呀” “末”等语气衬字，再加上吴侬软语的

方言因素，词曲结合紧密，听起来亲切柔和、耐人寻味。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无锡景》曾被改编为诸多当时的流行歌曲，如周璇演唱的

《花开等郎来》、吴莺音的《我有一段情》等。不少电影中亦采用此曲调作为插曲，如

《三笑》中的《真心来相诉》、《金陵十三钗》中的《秦淮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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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1-8

无 锡 景

中速　抒情地

江苏民歌

1. 了解小调的音乐特点，说一说小调与号子、山歌的具体区别。

2. 学唱《无锡景》，学一学无锡方言，试着完整地演唱一段。

思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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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硪歌》     《兰花花》

《黄河船夫曲》    《赶马调》

《太阳出来喜洋洋》    《走西口》

《沂蒙山小调》    《山歌好比春江水》

《绣荷包》     《嘎达梅林》

《茉莉花》     《玛依拉》

《对花》     《半个月亮爬上来》

《辽阔的草原》    《娃哈哈》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阿里郎》

聆听·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