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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苑 杂 坛

——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主题歌

1 =  B  24  王晓 词

中速 说唱风格 王莉 曲

曲艺：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其主要表现手段是说唱，有的以说为主，有

的以唱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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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蛐蛐吹牛皮》

与同学一起合作表演。

北京童谣
4
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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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河山待后生

（京韵大鼓）

1 = G  44  林汝为 词

稍慢 自由地、悲壮高亢地 雷振邦、温中甲、雷蕾 曲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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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韵大鼓：说唱音乐的一种，也称“京音大鼓”。流行于华北、东北各

地，尤其是京津地区，是我国北方具有代表性的曲种之一。产生于清末，距今

已有100多年历史。它以唱为主，间有说白。唱腔以北方语调为基础，由演唱

者自击板鼓站唱。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骆玉笙（1914-2002）：艺名

“小彩舞”，天津人，出生于上海，

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是我国

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唱

京剧，后改唱京韵大鼓，创立了“骆

派”，被誉为“金嗓歌王”。

1.欣赏后，降调学唱歌曲标有色块的部分，感受京韵大鼓的风格特点和演

唱韵味。

2.学习京韵大鼓的基本伴奏型：

（嘣：敲鼓心；尺：击鼓边）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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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景

（天津时调）

1 =   E  34   44  

稍慢 

天津时调：说唱音乐的一种，是在时调小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在

市民中传唱，深受人们喜爱。表演时由一人站唱，数人伴唱，主要伴奏乐器是

大三弦和四胡。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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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唱以上片段，感受苏州评弹的风格韵味。

2.听完前面三段不同地区的说唱曲种后，说说不同地区方言对说唱音乐风

格的影响。

蝶恋花·答李淑一

（苏州评弹）

1 = G  24   34      毛泽东 词 

散板 赵开生 编曲

苏州评弹：说唱音乐的一种，包括评话与弹词(说与唱)，流行于江苏南

部、上海、浙江北部吴语地区。伴奏乐器以小三弦、琵琶为主。2006年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片段）



20

布谷鸟儿咕咕叫

（四川清音）

1 = F  24   黄伯亨 词

稍快 熊青云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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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唱一唱歌曲蓝色部分，感受四川清音的风格韵味。

2.请部分同学学敲“竹板”和“竹鼓”（或自制乐器）为歌曲伴奏。

四川清音：说唱音乐的一种，由明清的时调小曲及四川各地民歌、戏曲音

乐发展而成，在四川、重庆等地区广为流传。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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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试把身边的故事编创成四川金钱板，表演给同学听。

秀 才 过 沟

（四川金钱板）

1 = D  24    

中速 汤华荣、夏本玉 记谱

四川金钱板：流行于四川地区的说唱曲种，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早期称

为“打连三”。音调简单，说多唱少，人称“老调”。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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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史称“小

秧歌”，属走唱类曲艺。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流行于辽宁、吉林、黑

龙江、内蒙古等地。

小  拜  年

（东北二人转）

1 = A  24  王福山 传腔

中速 那炳晨 记谱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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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聆听音乐片段，分辨曲种，并说出你知道的代表人物。

        片段一                              片段二                             片段三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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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下列图片，说说它们分别是哪种表演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