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单元 世界音乐之窗（二）

—非洲、美洲音乐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由于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人类在漫长岁月中创造了丰富

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它们都有着各自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学习并了

解人类音乐的多样性，了解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音乐风格，是很有必要的。

本单元让学生了解非洲、美洲音乐的独特风格，为他们打开了世界音乐的又

一扇窗户。

为此，“世界音乐之窗（二）”这一主题单元从“非洲乐声”和“美洲音韵”两个

板块入手，精选了非洲、美洲民族民间音乐的精华，引导学生体验和感知非洲、美

洲民族民间音乐，同时参与音乐活动，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在“非洲乐声”这个板块中，首先让学生聆听布隆迪圣鼓齐奏的《鼓舞》，让学

生感受非洲鼓乐的神奇魅力，体会布隆迪民间舞曲的特点。接着让学生学唱埃

及民歌《尼罗河畔的歌声》，感受埃及民歌的优美、欢快，在学唱歌曲时从歌唱状

态、呼吸、音准、节奏、力度、速度等方面来表现《尼罗河畔的歌声》优美、欢快的特

点，体会尼罗河畔的人们用汗水和歌声迎接丰收的喜悦之情。最后让学生欣赏

乐曲《津巴布韦拇指钢琴演奏》，了解非洲传统乐器——拇指钢琴，感受乐曲欢

快、愉悦的情绪。

在“美洲音韵”这个板块中，欣赏了排箫独奏《飞逝的雄鹰》，感受乐曲飘逸、

灵动的特点，让学生了解排箫这一乐器，体会排箫的音色特点。接着聆听具有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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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舞曲风格的乐曲《小伙伴》，通过乐曲的欣赏，让学生感受探戈的风格特点，体

会乐曲平稳、持重的情调以及紧张、激越的情绪特点。最后让学生学唱歌曲《故

乡的亲人》，在学唱歌曲的过程中让学生感受歌曲朴实的曲调、真挚的感情以及

对家乡、亲人深切的怀念之情。

（二）内容结构

世
界
音
乐
之
窗
（
二
）

—
—

非
洲
、美
洲
音
乐

非
洲
乐
声

美
洲
音
韵

欣赏《津巴布韦拇指钢琴演奏》（拇指钢琴演奏）

欣赏《飞逝的雄鹰》（排箫独奏）

欣赏《小伙伴》（探戈舞曲）

歌曲《故乡的亲人》

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

欣赏《鼓舞》（布隆迪圣鼓齐奏）

（三）教学目标

1.在聆听欣赏、歌曲演唱、“创与做”的音乐活动中，让学生接触并体会非洲

和美洲部分地区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魅力，了解该地区民族民间音乐的特点和

风格。

2.在歌曲学习，“创与做”活动中，围绕歌唱气息、音准、节奏、情绪等方面进行

训练，加强歌唱教学。

3.在欣赏活动中，认识布隆迪圣鼓、拇指钢琴、排箫等乐器，以及这些乐器在

该地区民族民间音乐表现中的作用。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鼓舞》（布隆迪圣鼓齐奏）

非洲乐器以打击乐器、弹拨乐器等适合表现节奏的乐器为主，其打击乐器的

品种在世界各大洲的传统乐器中最为丰富。

非洲的各个地区都有形制不同的鼓，如独鼓、对鼓等，其中许多鼓都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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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或可以控制音高。鼓身常以木、竹、陶等材料制作，鼓皮常使用哺乳动物或

爬行动物的皮。

在布隆迪，圣鼓代表着权力，是皇族正统与种族延续的象征。圣鼓只有在特

定的场合下才可以表演，如国王加冕时或播种季节来临时。在布隆迪，圣鼓音乐

神圣而不可轻视，代表了繁衍与丰沃。

主题：

（1）
（2）

（二）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

这首歌曲是由朱宝勇根据埃及民歌作词编曲而成。歌曲为二段体加补充乐

句结构。典型的节奏型“ ”贯穿全曲，使音乐

十分活跃且独具特色。歌曲表现了埃及人民欢庆丰收的情景，同时也表现了勤

劳的埃及人民乐观豁达的精神面貌。

（三）欣赏《津巴布韦拇指钢琴演奏》（拇指钢琴演奏）

《津巴布韦拇指钢琴演奏》是非洲非常著名的一首拇指钢琴曲，乐曲节奏规

整，多采用八分音符和四分音符组成，曲调轻松、愉悦。

主题：

拇指钢琴 非洲传统乐器，在不同的地区，拇指钢琴有不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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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钢琴的发声体部分就是上面一根根长短不一的弹性金属条，下面则用

木头或葫芦瓜作为共鸣箱。拇指钢琴主要用来伴唱。演奏的时候，要两手拿着

琴体，然后用两只大拇指弹奏，当拇指按下再放开时，钢片便会振动而发出声音。

有些拇指钢琴上会装上一些贝壳或汽水瓶盖等物品，弹奏时能同时发出“嘶嘶”

的响声，或者像铃鼓金属片晃动时发出的响声，音响效果更加丰富。

拇指钢琴体积小，易于携带，当日落黄昏之时，人们会围成一圈，用它来作歌

唱或讲故事的伴奏，有些非洲人在长途步行时也会携带它，用以消遣时间。

（四）欣赏《飞逝的雄鹰》（排箫独奏）

排箫独奏的秘鲁印第安民间音乐乐曲《飞逝的雄鹰》，原本是秘鲁的民俗音

乐家罗布莱斯创作的一首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南美秘鲁民歌。教材选用的是后

来被改编的排箫独奏。旋律宁静、深邃、高远，让人心境明澈，徐缓的节奏与旋律

配合默契，表现了雄鹰自由飞翔的壮阔场景。

附谱：

印第安民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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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箫 是由一系列管子构成的管乐器。管子是按照由长到短或由短到长的

顺序排列，并且把它们并排连接在一起，管子的底部都用塞子堵住，构成一个个

独立的吹管。吹奏时，气流进入管中，可以产生高低不同的音调。排箫的音色纯

美，轻柔细腻，空灵飘逸。排箫这种乐器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排箫的名称也不相同。在世界各国排箫都有各自独

特的名字，如西瑞克斯（希腊）、菲斯图拉（古罗马）、弗莱斯特尔（中世纪法国）、伊

夫尼塔（罗马尼亚）、安塔拉（秘鲁）、龙达多尔（厄瓜多尔）、西库（玻利维亚）等。

在中国古代，排箫有许多美名——雅箫、颂箫、舜箫、秦箫、凤箫、凤翼、云箫。排

箫还有些我们不太熟悉的别名：参差、比竹、短箫、底箫、籥、籁等。中国有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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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华夏先祖黄帝曾命乐官伶伦制作乐器，他用竹做了“参差”，这种乐器是由

长短不一的竹管组成，所以人们都说“参差不齐”。“参差”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

排箫。

（五）欣赏《小伙伴》（探戈舞曲）

探戈舞曲的特点为 ΗΒ拍子的摇曳节奏，切分节奏尤为突出。多种多样的切

分节奏的运用是探戈音乐的一个重要特征。探戈名曲《小伙伴》既有平稳、持重

的情调，又有紧张、激越的情绪，乐曲旋律中七、八度的大跳和半音的级进并存，

使音乐表现出独特的风格。

附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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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歌曲《故乡的亲人》

歌曲作于 1851年。当时曲作者福斯特远离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来到辛辛那

提市工作。因远离亲人而产生的孤寂和惆怅，促使福斯特创作了这首歌曲，以寄

托思乡之情。这首歌曲为 D大调，由一个民歌风的乐段和副歌部分组成，曲调朴

实，感情真挚，结构简单。尤其是歌曲开始两小节的音乐主题优美而深情，具有

浓郁的赞美歌风格。全曲尽管多次重复，仍使听者感到亲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歌曲抒发了对家乡、亲人深切的怀念之情。

福斯特（1826—1864） 美国作曲家。以歌曲创作为主，一生创作了近 200首

歌曲，代表作品有歌曲《哦！苏珊娜》《老黑奴》等。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共有 4首欣赏曲、两首歌曲（1首独唱、1首合唱）以及节奏表现等音乐

活动。建议用 4课时完成，每个板块各 2课时。两首歌曲的教学作为本单元的重

点内容，也是本册唱歌教学的主要曲目，因此，如果完成不是很好的班级还可以

增加 1课时。

同时，为了丰富课堂教学，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建议老师选择、组合

教学内容时，不要上成单一的欣赏课、唱歌课、器乐课。比如：第 1课时学唱《尼罗

河畔的歌声》，欣赏《津巴布韦拇指钢琴演奏》，了解拇指钢琴；第 2课时欣赏《鼓

舞》，了解非洲鼓乐；第 3课时学唱《故乡的亲人》，进行合唱处理和评价；第 4课时

欣赏《飞逝的雄鹰》《小伙伴》，了解排箫和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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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洲乐声

1. 欣赏《鼓舞》。

建议从了解独特的非洲鼓开始。非洲鼓有各种形制，可控制音高是非洲鼓

独特之处，激发学生了解、感受非洲鼓的兴趣和愿望。（老师可以出示非洲鼓的实

物，让学生敲击，感受非洲鼓神奇的魅力）接着请学生欣赏乐曲《鼓舞》，让学生感

受乐曲的节奏、旋律特点，体会布隆迪民间舞曲的风格。在“创与做”活动中，引

导学生敲击节奏，感受改变节奏重音带来的乐趣。

2. 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

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教学重点是让学生用优美的声音、欢快的情绪演唱

歌曲。可让学生先了解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河流——埃及的尼罗河以及尼罗河畔

人民幸福、快乐的生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歌曲的兴趣和愿望。通过多次聆听歌

曲，引导学生体会歌曲节奏、旋律、情绪的特点。由于歌曲节奏稍显复杂，建议在

学唱过程中，先放慢速度学唱，唱会以后再回到歌曲的原速演唱。

3. 欣赏《津巴布韦拇指钢琴演奏》。

建议从聆听欣赏录音入手，感受拇指钢琴的音色，体会乐曲速度、节奏、曲调

特点，熟悉乐曲主题旋律，了解拇指钢琴。

（二）美洲音韵

1. 欣赏《飞逝的雄鹰》。

体会秘鲁印第安民间音乐风格特点，感受排箫的音色特点。通过欣赏，感受

乐曲飘逸、灵动的旋律特点，能划拍视唱第一主题旋律并听记第二主题旋律。

2. 欣赏《小伙伴》。

欣赏《小伙伴》这首乌拉圭民间乐曲前，老师可以先出示探戈舞曲的常用节

奏型：“ zoB;z z xo zoz z zo / xoz zoz z xo zozz z zo /”或者“ zz0z z xox xo zoz z zo / o; zo /”，最好能伴有表演性

质的舞步动作示范，让学生猜一猜是什么舞曲，由此导入教学。欣赏中，除了

介绍探戈舞曲以外，还应引导学生听辨音乐中的探戈节奏型，并鼓励学生随着

《小伙伴》的音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探戈节奏，由此感知探戈舞曲的音乐

风格。

3. 歌曲《故乡的亲人》。

这首歌曲教学重点主要是二声部合唱。由于歌曲曲调较简单，学唱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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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学生分声部用乐器演奏歌曲的曲调，并练习二声部的合奏，使乐器教学与歌

唱教学有机结合。在学唱这首歌曲时，老师还应该结合歌曲简要介绍美国音乐

多为欧洲音乐和黑人音乐文化相融合的产物这一知识，让学生对美国音乐及相

关知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四、课例

音乐欣赏课《非洲乐声》

（一）教学目标

1. 初步了解非洲音乐，体验非洲音乐中复杂多变的节奏特点，并进行鼓乐节

奏的表现与编创。

2. 能够熟悉非洲音乐中代表乐器的音色及其表现特征。

3. 引发学生对于非洲音乐的学习兴趣，初步建立对非洲音乐的总体印象，培

养学生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观念。

（二）教学重、难点

让学生感受非洲音乐的节奏特点。

（三）教材准备

鼓、教学课件、多媒体设备。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学 生 分

小组展示关

于非洲音乐

的相关内容。

总结：鼓是非洲普遍流行的乐

器，被称为非洲传统音乐之魂。鼓在

非洲有多种多样的功能和用途。除

了用于音乐外，有时还是民族、部落

或宗教的象征，或者用来传递各种信

息。在非洲，鼓既是音乐又是语言。

鼓在非洲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

其他任何乐器无法取代的。

同学收集和整理

资料，为大家做“专题

汇报”。

1. 通过让学生自

己动手收集、整理资料

并展示出来的教学环

节设计，让学生更加主

动地了解非洲音乐。

2. 使学生更好地

理解鼓在非洲音乐中

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老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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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受

与体验

三、模仿

与实践

四、音乐

知识

五、归纳

与思考

聆 听 布

隆迪圣鼓齐

奏《鼓舞》。

做 非 洲

鼓乐的节奏

练习。

聆听《津

巴布韦拇指

钢琴演奏》。

1. 感受乐曲的情绪、鼓的节奏

特点、歌唱形式。

2. 引子：高声长音的呼唤和齐声

应答。

3. 引导学生展开对布隆迪圣鼓

表演场景的想象，指出鼓在布隆迪

崇高的地位。

4. 聆听时，可以轻敲节奏或晃

动身体等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其情

绪、节奏。

1. 引导学生做非洲鼓乐的节奏

练习。

老师示范，模仿打击节奏。通

过亲身体验感受音乐的节奏感。

① ΚΒ oo o o o /
② ΚΒ zozz z zozozz z zo o oo o /
③ ΚΒ o oo o zozz z zo /
④ ΚΒ o; zo o oo /
（加粗体为节奏的重拍）

2. 总结：鼓在非洲音乐中的重

要地位和社会功能。

1. 聆听《津巴布韦拇指钢琴演

奏》。

2. 感受演奏乐器音色的特点。

3. 总结：拇指钢琴是津巴布韦

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乐器，被当地人

称为“瓦利哈”。

提问：非洲音乐给你带来何种

感受？

在热情奔放的鼓声中，结束今

天的非洲音乐之旅。

总结：非洲音乐是最朴实无华、

最纯真的音乐，其丰富多彩和复杂

多样的节奏是世界音乐的宝贵资

源。它给世界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数

不尽的创作灵感。相信通过这节课

的学习，同学们对非洲音乐会有更

深入的认识。

谈谈自己的感受

和对乐曲的理解。

音乐的风格：

第一部分：节奏

均匀、热烈。

第二部分：曲调

平稳、和谐。

第三部分：紧张、

热烈、激动。

1. 模仿视唱《鼓

舞》的节奏，用“哒”唱

出来，再用手模仿鼓

的 演 奏 形 式 轻 敲 桌

面，感受其节奏重音

的变化。

2. 采用接龙、合

奏的方法模仿节奏练

习，从而体验节奏从单

一声部到多声部的听

觉效果。

感 受 乐 曲 的 旋

律、节奏特点：乐曲节

奏规整，多采用八分

音 符 和 四 分 音 符 组

成；曲调轻松、愉悦。

聆听、感受非洲鼓

乐的情绪、节奏特点。

通过鼓的节奏练

习，引导学生对非洲

鼓 乐 进 行 体 验 与 感

受，并进行相关的知

识拓展延伸，让学生

体验、感受非洲鼓乐

的节奏。

了解非洲乐器的

音色和旋律重复的特

点。

旨在引导学生尊

重文化的多样性，树立

平等的音乐文化价值

观。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老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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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流

程

图
欣赏《津巴布韦拇指钢琴》 老师引导学生总结非洲代表乐

器音色的特点

模拟非洲鼓乐节奏进行表现

编创

老师：以音乐的鼓乐吸引学生

欣赏的热情和学习兴趣

知识拓展

归纳与思考

总结非洲音乐的特点

讨论导入：我了解的非洲音乐

感受与体验

创编与表演

学生部分：感受音乐的节奏特

点和鼓乐风格

老师：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创

设具体生动的音乐画面

（庄钟春晓）

五、补充资料

非洲音乐简介

非洲大陆有数十个国家、数百种语言和难以计数的族群和部落。由于众多

的部族和各种外来群的影响，非洲的音乐文化既千差万别、丰富多样，又具有非

洲民族音乐的共同特性和共同的传统。例如，非洲各部族音乐的共性是，西非和

中非复杂多变的节奏，旋律中常见三度音程进行；东非和南非较稳定的调性、多

种形态的多声部演唱（演奏）以及对鼓的喜爱和崇拜等。

非洲黑人音乐与社会生活有着极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音乐几乎伴随着人

们所有的活动，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非洲，音乐活动多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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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常生活进行的，许多劳动往往有音乐相伴随。音乐在许多重要仪式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在喜庆节日或农闲时节，各种音乐活动常常带有社交的性质。音

乐活动通常都是在露天环境中进行，或者是一个广场、市场，或者是一片树林、一

个庭院、一处陵墓。在公众活动中，自发聚集在一起的一般都是同一部落或使用

同一语言的人。他们通过集体音乐演出、载歌载舞的狂欢，加深彼此的感情，加

强部落成员间的联系。这时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到合唱、乐器合奏和舞蹈

中去，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即使在有专业音乐家表演的场合，他们与观众也没有

截然分开的界线。

总之，在非洲，音乐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它既注重艺术性，又强调社会性、

政治性和宗教性；它既可纯粹用于娱乐，又可以成为传递信息的手段，而且还是

部落成员表达共同情感和意志的重要渠道；它既可以颂神，又可赞美人，还常被

当地人用来驱魔祛病。

非洲音乐的影响

非洲音乐作为非洲黑人的原创音乐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也在历史不

断发展的过程中影响了很多其他的音乐。

爵士乐是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美国新奥尔良发展起来的一种流行音乐。

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爵士乐来自非洲音乐。17～18世纪，非

洲黑人被贩运到北美，过着非人的奴隶生活，音乐成为他们抒发内心痛苦、寻求

精神慰藉的主要工具。由于黑人奴隶保持了非洲音乐的传统，同时又逐渐受到

欧洲音乐的影响，于是产生出许多美国黑人的音乐形式，如布鲁斯、拉格泰姆、灵

歌、福音歌等。其中以布鲁斯和拉格泰姆对爵士乐的形成影响最为明显，它们的

一些艺术特征迄今仍保留在爵士音乐中。另外，从宏观的角度看，拉丁美洲音乐

正是欧洲音乐、印第安音乐、非洲音乐的混合体。但因混合成分、程度、层次、类

别各不相同，从而形成非常丰富的音乐风格。印第安人音乐主要是采用五声音

阶，乐句有下行的趋势；用偶数节拍多，也有切分节奏；独唱多，重唱少。拉丁美

洲民间音乐，主要是本土白人和印欧混血人的音乐，它采用七声音阶，旋律进行

平稳、圆滑，唱法放松，重唱较多，音乐中带有淡淡的乡愁。美洲—非洲音乐，其

节奏在音乐中起决定作用，节奏强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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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戈舞

探戈（Tango）是一种双人舞蹈，起源于非洲中西部的民间舞蹈探戈诺舞。探

戈是摩登舞中较为特殊的舞蹈，是摩登舞中唯一带有拉丁特色的舞蹈。16世纪

末到 17世纪初，随着黑奴贩卖进入美洲，融合了拉美民间舞蹈风格，形成了舞姿

优雅洒脱的墨西哥探戈和舞姿挺拔、舞步豪放健美的阿根廷探戈，随后传入欧

洲，不断融合发展至今。

探戈舞伴奏音乐为 ΗΒ拍，顿挫感非常强烈，断奏式演奏。在实际演奏时，将

每四分音符化为两个八分音符，使每一小节有四个八分音符。目前探戈是国际

标准舞大赛的正式项目之一。 跳探戈舞时，男女双方的组合姿势和其他摩登

舞略有区别，叫作“探戈定位”，双方靠得较紧，男士用于搂抱的右臂和女士的左

臂都要更向里一些，身体要相互接触，重心偏移，男士主要在右脚，女士在左

脚。男女双方不对视，定位时都向自己的左侧看。探戈音乐节奏明快，独特的

切分音为它鲜明的特征。探戈的舞步华丽高雅、热烈狂放且变化无穷，交叉步、

踢腿、跳跃、旋转令人眼花缭乱。跳舞时，男士打领结穿深色晚礼服，女士着一

侧高开衩的长裙。其他舞种表演时都要面带微笑，唯有跳探戈时不得微笑，表

情要严肃。男士原来跳舞时都佩带短刀，现在虽然不佩带短刀，但舞蹈者必须

表情严肃，表现出一副东张西望、提防被人发现的表情。探戈舞的肢体语言非

常丰富，但目前体育舞蹈比赛中经规范了的探戈舞已经比墨西哥或阿根廷本地

的探戈舞简单多了。

鼓和非洲人形影相随

在非洲，无论是迈进超级市场的器乐店，还是游览摆满地摊的贸易市场，你

一定会被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兽皮鼓所吸引。其数量众多，宛如一串串的葡

萄，让你仿佛置身于鼓的世界。

鼓，是非洲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劳累后的小憩，农忙过后的

闲暇，节日的庆典，婚寿的喜庆中，鼓，总是像一位亲密的伙伴，与非洲人民形影

相随。鼓声响处，人们不约而同地汇集，踏着铿锵明快的鼓点，热烈地舞蹈，激昂

地歌唱。那鼓声，时而雄壮激烈，有如江河咆哮，万马奔腾；时而清脆婉转，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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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人细语，情意缠绵。鼓，在非洲人民的心里，还有着特殊的地位。有些地区甚

至把鼓当成神灵与权力的象征。乌干达的安科莱王国，就曾将一种传统的巴基

叶丹瓦鼓尊为“国柄”来供奉，派兵士长年守护。并且在供鼓的房子里点上长明

灯，以此象征王国安乐永存。1967年前，其境内的四个独立王国，各有一套装潢

精巧的鼓，每套鼓有数百上千个之多，大小、音色各不相同。这些鼓代表着王室

的权力，只有当王室举行婚寿庆典、登基仪式或对外宣战时才用。至今，鼓仍不

失为国尊，成为乌干达共和国国徽图案的组成部分。

在非洲，鼓应用十分广泛，有音乐鼓、信号鼓、战鼓之别，其击法甚为奇妙。

就音乐鼓而论，在繁多的非洲器乐中，鼓可谓“无冕之王”。它明快刚健的节

奏，表达了丰富的音乐语言，构成了粗犷奔放的非洲舞蹈、歌曲的主旋律。能歌善

舞的非洲人，根据变幻莫测的鼓点的指挥，变换音调，变换舞步。在东非通用的斯

瓦希利语中，“鼓”和“舞”同为一词。可见，“鼓”“舞”实为非洲文化艺术的并蒂花。

非洲人击鼓善于运用鼓点音调、节奏的变化，来表达人们喜怒哀乐等复杂

情感。著名的坦桑尼亚盲人鼓手毛里斯，是一位杰出的鼓乐大师。他能同时用

20面鼓奏出音调和谐优美的旋律。他曾到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表演击

鼓艺术。他所奏出的激越而柔和、雄浑而感人的鼓乐，有一种独特的、朴实无华

的艺术魅力，使人们感受到非洲人民善良、粗犷、坚韧的性格和淳朴、热情、忠实

的感情。在非洲民间的各种文娱和庆祝活动中，鼓，都是当然的艺术主角。在

政府的盛大国宴和迎宾仪式上，美妙动人的鼓乐表演，是最隆重、最热烈的环

节。1965年，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的时候，盲人鼓师毛里斯，曾激动地敲起高若

人的迎宾大鼓，表达了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领导人的至爱至诚。布隆迪、卢旺

达、扎伊尔、加纳等国的鼓乐也妙趣横生。在加纳，每逢盛大节日，人们都要举

行传统的“赛鼓会”。一面面大小不同的兽皮鼓，整齐地排列在广场上。鼓手们

用神秘的“鼓语”讲故事，报道部落新闻，讲述社会趣事。非洲人领略“鼓语”艺

术，如同西方人欣赏钢琴家的演奏一样入迷、陶醉。由两组鼓手表演的“对鼓”

节目，更是鼓艺的精华。双方使出浑身解数，用鼓点互相嘲讽讥笑，向对方提出

种种难题。“对鼓”双方都不甘落后，大显自己的技巧和智慧，力争击败对方。这

样的文艺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壮观。

非洲人鼓艺精通，创造了玄妙的“鼓语”，使鼓又成为非洲一种特殊的通信工

具，被誉为“丛林电台”。许多非洲国家都使用这种“丛林电台”传递消息，进行联

络。“丛林电台”发播消息时，首先击鼓三下，提醒人们注意“收听”。接着用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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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送所讲事情，最后还要发出击鼓人的姓名，有签名负责的含义。当一位客人访

问某个部落时，客人的相貌特征，乃至性格特点，都由击鼓人播发出去，传给被访

部落，以便迎候接待。要是有人在森林里迷了路，人们也会巧妙地使用“丛林电

台”把他援救出来。在东非湖区的许多部落，几乎家家都有作为本家信号的鼓，

以便和家人、邻居联络之用。假如丈夫打猎回来，妻子外出未归，他就敲起自家

的鼓，用“鼓语”通知妻子回来。妻子一听，立即应召而归。遇有突发事件，如外

军入侵，或天灾人祸，消息立即通过“丛林电台”播发出去，飞过丛林湖泊，传遍村

村户户，动员人们紧急应战或救灾援助。1890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前身

——阿比西尼亚时，旁若无人，毫不保密地调兵遣将。阿军用“丛林电台”迅速把

情报报告了总司令部，当地军民出其不意地给了入侵者以沉重的打击。

信号鼓一般设置在山丘之巅，护之以防雨草棚。宁静的清晨和闲暇的傍晚，

是非洲人击鼓传信的最佳时间。

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鼓，又是动员非洲人民英勇斗争

的号角。苏丹历史上著名的马赫迪人民反英大起义，牛形战鼓宛若马赫迪人的

军号，通报敌情，传达命令，指挥战斗，大显神威。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血雨腥风

中，在非洲大陆独立解放战争中，鼓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

非洲鼓形状多样，有圆柱形、高脚杯形、锥形、箱形等。最常见的鼓，多是用

一段掏空的树干，在一端或两端蒙上豹皮、羚羊皮或其他兽皮制成。这些兽皮鼓

敲击起来发出轰响，雄浑壮烈，似猛兽吼叫。这正是非洲鼓得天独厚的音域特

色。非洲鼓大小规格差别甚大，最大的高达 3米左右，最小的宛如茶杯。

鼓，作为演奏乐器、通信工具、战斗武器，世世代代和非洲人民亲密相伴、息

息相通。

（作者李靖兰，选用时略做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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