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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情满三峡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古老的长江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雄伟险峻、秀丽幽深、滩多水急,两
岸的天然画廊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震撼人心、摄人魂魄的三峡号子声,
千百年来早已闻名遐迩、流传中外。

土生土长在三峡地区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古老的三峡朝夕相依

相伴。三峡库区建设的百万移民工程,更是牵动每位三峡儿女的心,难分难舍的

故土情、魂牵梦绕的家乡景怎不让世人慨叹? 宏伟的三峡大坝工程全面完成后,
整个长江流域的水利、电力、经济、旅游、工农业等方面的发展已经为我国现代化

建设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宣传三峡、歌唱三峡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本单元在主题“情满三峡”的标题下,分别设置了“号子声声”“高峡出平湖”

两个板块,体现了“生在三峡”“爱在三峡”“情满三峡”三个表现层次,同时也遵循

了三峡大坝建成前与建成后的逻辑。
第一个板块“号子声声”,我们选用了《川江船夫号子》中的《平水号子》和《拼

命号子》作为欣赏曲目,因为《川江船夫号子》是巴蜀乃至全国的一大特色,也是

优秀的民歌品种和曲目之一。“三峡号子”也被称为“川江号子”“峡江船夫号

子”,千百年来流传于滩多水急的长江三峡。1957年,“川江号子”在世界青年联

欢节上获金奖,扩大了三峡号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它以独具魅力的音乐形象和深

厚的人文底蕴,成为三峡人民最富有凝聚力、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已于2006
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歌曲《爷爷的三峡号子》是近年来出现的以三峡号子为题材同时又充满童趣

的优秀少儿歌曲,一领众合的演唱形式既充分展现了劳动号子的特点,又让学生

在亲身参与中感受到三峡号子的魅力,激发学生对三峡号子风格特征的探究

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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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板块“高峡出平湖”,首先欣赏传唱度较高的经典歌曲《三峡情》,这
首歌曲突出了地域特色,表达了对故土深情的思念,把本单元“情满三峡”的题

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歌曲《三峡的孩子爱三峡》能让学生在演唱实践中进

一步体验对三峡的喜爱之情,领会劳动号子在歌曲中的表现作用。
在“创与做”中,设计了比较丰富的音乐实践活动。从三峡号子“一领众

合”的表现形式中体验劳动者之间的情感交流,接着从音乐作品本身的特点中

体验音乐表现要素的作用,并进行《拼命号子》的合作表演。结合号子的特点

体验《三峡情》中的深情与《三峡的孩子爱三峡》中的演唱意境,逐步提升学生

的审美能力。

(二)内容结构

情
满
三
峡

—

—
号
子
声
声

—
— 欣赏 — 《川江船夫号子(节选)》(领唱、齐唱)

— 歌曲 — 《爷爷的三峡号子》

—

高
峡
出
平
湖

—
— 欣赏 — 《三峡情》(男高音独唱)

— 歌曲 —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

(三)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聆听并演唱具有长江三峡地域特点、以三峡号子为主要表现特

色的四首音乐作品,体验其强烈的民族风格,并能在音乐作品中感受祖国巨大的

发展变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

2.引导学生从力度、速度、音色、节奏及旋律等音乐表现要素和一定的情感

中感知三峡号子的音乐表现特点,并能在合作表演中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说出

这些音乐要素的表现作用。

3.在歌曲学习中适当加强简谱的视唱练习;引导学生能够用不同的力度、音
量、音色较好地完成歌曲演唱,体验具有地方特点的衬词在歌曲演唱中的表现作

用,逐步积累和增强自己的音乐创作能力和审美能力。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川江船夫号子》(节选)(领唱、齐唱)

  《川江船夫号子》是劳动号子的一种,流传于重庆、四川境内长江流域,为船

夫在行船、拉纤、划船时所唱。川江号子的演唱形式是“一领众合”,领唱者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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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工”,也是劳动的指挥者,行船时,通过“号工”的领唱来指挥和协调大家的动

作,领唱部分旋律婉转,装饰音较多,常用远距离音程;合唱部分节奏富于变化,

旋律性较强,常与领唱交织重叠,构成多声部合唱。《川江船夫号子》由《平江号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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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连缀而成为一个既统一又有变化的大型号子套曲,其节奏和曲调配合着劳动

过程,有丰富的变化。其中,《平水号子》和《下滩号子》是在平静江面上行船时唱

的,劳动强度不大,因而它的速度较慢,曲调舒展悠扬,富有歌唱性;《见滩号子》

是在发现险滩,准备投入紧张战斗时唱的,它坚定有力、充满信心;《上滩号子》

《拼命号子》是在闯滩夺险、与凶滩恶水搏斗时所唱,劳动强度很大,协作性很强,

因此旋律简单,节奏急促紧张,气势强烈,旋律出现了转调,整个号子的音乐丰富

多变,有很高的艺术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川江船夫号子》就已成为驰名中

外、誉满全国的一种四川民间劳动歌曲。我们选用了其中的《平水号子》和《拼命

号子》二节作为欣赏曲目,以领略川江船夫号子的风情。

附谱:

川江船夫号子
(领唱、齐唱)
(一)平江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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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水号子

(三)平水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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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见滩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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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滩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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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滩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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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拼命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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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下滩号子

(二)歌曲《爷爷的三峡号子》

《爷爷的三峡号子》是一首将原生态素材和新时代风格相融合的儿童歌曲。

歌词文字隽永,朗朗上口,富有韵律。以第一人称孙子的口吻,描述听爷爷喊号

子的情境,语言朴实,亲切自然。以儿童的视角,通过听爷爷喊号子,了解三峡地

区的巨大变迁。创作上充分表达了原生态文化的原貌,并与当今音乐流行风格

有机统一,完美地诠释了歌曲所要表达的主旨。音乐形象鲜活,表现手法独特:

用峡江最具特色的原生态船工号子塑造爷爷的形象,与童声领唱———代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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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孙子形象的音调,形成叠置,号子高亢沧桑,童声清纯嘹亮,产生强烈对比,

寓意三峡文化的历史传承和时代的变迁及生命的延续。

在曲调创作上,以“峡江号子”原曲调和三峡地区的民歌为素材,提取其中

的核心音调和节奏,采用民族五声D羽调式, 拍,塑造出孙子形象的主题动

机:“ ”,这种同音反复的律动音型极具号子的特点,富

有推力和动感,与“爷爷”的号子声十分协调。两者叠置,一个浑厚、一个清亮,形象鲜

明,相得益彰。在歌曲表现上沿用三峡船夫“一领众合”的形式,采用童声领唱、合唱

的形式与之相应,使原生态素材和歌曲浑然一体。在体裁上,采用中段为连接部的三

部曲式:A+B+A'。A段按“起、承、转、合”的结构,由四个不规整的乐句组成,每个乐

句均有领唱,合唱则以压缩的音调重复呼应,具有号子的炽烈情愫,充满生气、雄壮有

力。B段是一个连接部,也可看作是 A段的补充,主要突出渐强的号子声:

“ ”,使 情 绪

趋于激动,推出“爷爷的三峡号子永远不会老”的结束乐句。A'段是A段的变化

再现,由四个较规整的乐句组成。这种再现重复的手法,使歌曲的旋律简洁精

练,易于学唱和记忆,便于传播流行。紧接着是一段十四小节的间奏(不同于一

般歌曲反复至开头的前奏),它以较大的篇幅将乐器声、原始号子的喊声和模仿

船工号子的合唱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立体重叠的强劲交响,仿佛在奔腾不息的

峡江上,呈现出船工激流勇进的拼搏景象。这也是此歌的一个亮点,可见作曲家

的独具匠心。

歌曲在合唱号子不断重复、由强渐弱的歌声中结束,具有“一曲已终,余韵似

流”的感觉,象征三峡文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三)欣赏《三峡情》(男高音独唱)

这是一首深情怀念故乡三峡的歌。歌曲结构为带引子和尾声的二段式,

六声E羽调式。第一乐段由四个乐句构成。第一乐句由两个重复的乐节组

成;第二乐句一气呵成;第三乐句一开始就紧缩了节奏,用节奏重复和三度模

进的旋律发展手法展开乐句;第四乐句又在此基础上,以同样的手法把乐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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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潮,并把乐句扩充为六个小节,以属和弦的冠音“ ”结束,似意犹未尽。第

二乐段一开始就在高音中循环,以后旋律逐渐在起伏中下行,进入“思乡”的境

界。第二乐段由五个乐句构成,其中,第四乐句可看成是情感激动过后的缓

冲,也可看成是过渡句,旋律材料来自歌曲主题旋律。第五乐句是第三乐句的

完全重复,从而突出了“牵动儿女思乡情”的歌唱主题。最后一个长乐句是结

束乐句,是第二乐段的扩充乐句,似在川江号子声中,人物带着思绪远去的形

象。歌曲旋律取材于三峡地区的民歌,同时糅合了川江船夫号子的音调,极富

地域特色,充满深情表达出川江儿女对故乡三峡的深切思念。

附谱:

三 峡 情
(男高音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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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歌曲《三峡的孩子爱三峡》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以三峡工程改变了三峡孩子的生活为背景,歌唱了

三峡的孩子对三峡由衷而真挚的爱。在歌词的创作上,倾向于写实,从孩子们

每天耳闻目睹的景物切入,如船、橘树、航标灯、号子、涛声等,点出三峡的孩子

对三峡的爱之深切,平淡之中隐含深刻的寓意。为升华主题又不失童趣,歌词

设计了“鸟儿飞来报告大坝建设的喜讯”“孩子从睡梦中笑醒”等情节,试图表

现三峡工程对三峡孩子心灵的触动;再用“江水升高我长高,大坝建成我长成”

来说明孩子的认识和憧憬;最后,反复吟咏“三峡的孩子爱三峡,它让我心里的

梦成真”,歌唱孩子们对家乡和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既然歌曲写的是三峡的

孩子,歌曲音调就应该有三峡地区的特点,谱写带有地方音调的歌曲最难处理

的是“既要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又不受地方民歌音调的束缚”这个问题。这首歌

不以某个民歌素材为原则,从总体上体现峡江地区的音调韵味,加以个性化的

发展,这样才能有所谓“新意”的出现。正像画人物一样,不停留在“形似”的层

面上,要尽可能追求“神似”。儿童歌曲重在儿童性格的表现。歌曲中的伴唱

“也衣”的处理,不仅仅符合歌曲的结构特征,而且表现了山里孩子活泼、天真、

朴实性格的特点。它是这首歌曲音乐形象极为重要的部分,没有它这首歌就

少了许多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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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结构为带引子和尾声的二段体,是一首五声羽调式的歌曲。引子部

分“也衣”衬字的使用,一开始就表现了三峡孩子的特性。第一乐段四个乐句,

以节奏和旋律变化重复的方式进行,并落在主音上结束。接着是重复歌曲的

引子部分为过渡乐句。第二乐段提高了音调,同第一乐段形成对比,在节奏上

又同第一乐段相对统一,第四乐句做了扩充,稳定地结束在主音上。最后的乐

句是扩充乐句,是尾声,是引子乐句的旋律。以歌曲的引子部分作为起歌、连

接和尾声,起了纽带作用,从而把歌曲组织成了一个既有主音调的对比,又极

富三峡地区少儿形象的歌曲。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的四首曲目选材都极富三峡地区特色,对三峡号子音乐表现特点的

层层挖掘、三峡情感的逐步体验应该作为教学的重点。因此,音乐教学活动的设

计应该以一个“情”字为中心,从了解三峡、感知三峡音乐风格开始,由古至今、由

远及近、由外而内,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参与音乐实践活动,初步积累审美能力。

建议本单元内容用4课时完成,每首作品都可独立1课时完成。

(一) 号子声声

1.欣赏《川江船夫号子》

(1)教材中只呈现了《平水号子》和《拼命号子》,这两个片段的音乐特点对比

相对较为明显。建议在教学中让学生听完整的《川江船夫号子》,并根据劳动特

点来区分不同的号子特点。

(2)《平水号子》和《拼命号子》两个片段都需要学生参与演唱,如果领唱有困

难,老师可做示范,最好是引导学生自己编创歌词来领唱。

(3)分析号子的音乐特点应从音响、音乐要素入手,还可从学生自身的感受

体验入手,避免老师空泛的讲解,最好能够让学生用比较规范的音乐术语来表述

自己的欣赏体会。

2.歌曲《爷爷的三峡号子》

(1)在“一领众合”的演唱形式中,体验并发现“帮腔”和“以号子为衬词”的音

乐表现特点。例如,“帮腔”是将领唱者的后半句的节奏压缩而成,歌词重复,衬

词中的号子声以力度渐强来推动音乐段落的衔接和发展,同时老师要为学生营

造一个“一领众合”劳动号子的表现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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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歌曲的学习以第一段歌词为主,并在歌词中适当挖掘长江三峡的相关音

乐文化,同时加强视唱识谱学习。

(二)高峡出平湖

1.欣赏《三峡情》

这首歌的重点是情感体验———故乡的景和情,都牵动着三峡儿女的思绪,歌

曲旋律的走向恰好表现了感情的激动、起伏。建议在欣赏中,让学生采用舒缓

的、豪迈的、激烈的、平静的等不同的号子声,配合歌曲不同段落的情感变化,做

声势情景再现,例如:

(1)第一部分

(2)第二部分

(3)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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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第四部分

2.歌曲《三峡的孩子爱三峡》

(1)要求学生识读歌谱后,能简单地分析歌曲的结构、风格等特点,找出其中

相同和相近的乐句,并能够为演唱时的音色、表现方式和情感做出自己的初步设

想,尤其是能够根据歌词内容设计表情动作。

(2)因歌曲有的地方旋律跳进较大,在学唱时尤其要注意音准,强调气息

的运用:唱低音时,要能够沉稳有力不发虚音;唱高音时要结实明亮但又不能

喊叫。演唱歌曲时,咬字吐字要清晰准确,富有表情和语气,能体现歌曲的风

格特点。

四、课例

落寞的千古绝唱

———选自第三单元“情满三峡”

(一)教学目标

  1.通过本课学习,引导学生了解《川江船夫号子》相关的音乐文化,对传统民

歌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2.引导学生了解《川江船夫号子》的分类,感受不同种类号子的音乐特点。

3.通过聆听、比较、讨论、歌唱等音乐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川江船夫号子》

的认识。

(二)教学重点

用多种方法让学生感受《川江船夫号子》的音乐特点。

(三)教学难点

感受五种类型的号子音乐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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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过程

1.导入

(1)欣赏油画《长江魂———三峡纤夫》,学生交流感受,老师讲解引出课题。

老师:从画中看到了什么?

学生:劳动人民拉船,滔滔江水,雷电,山路。

总结:这是一幅重庆籍画家陈可之创作的油画《长江魂———三峡纤夫》,描绘

的是纤夫拉纤情景。在云烟翻滚、电闪雷鸣、浊浪滔天的画面中,一群纤夫曲着

身子,拽着缰绳,一步一步地往前迈进,他们举步艰难,在与大自然的恶劣环境

搏斗。

(陈可之,重庆江津白沙镇人,当代油画家。作品《长江魂———三峡纤夫》获

文化部“群星奖”金奖。)

(2)让学生模仿画中人拉船的样子,尝试模仿纤夫们在劳动中发出声音。

设计意图:通过名画欣赏、师生交流,了解作者背景,让学生感受这群靠拉

船谋生的劳动人民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艰苦的劳动中,创造出的流传至今的

音乐。让学生模仿拉船的动作和劳动时发出的声音,切身感受劳动音乐,引发

学生对音乐的思考,为下面的教学做铺垫。

2.号子根

(1)聆听音乐片段。

音乐片段加上字幕的形式,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川江号子,将自己刚才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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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猜想与原音乐作对比,对川江号子音乐有初步认识。

(2)老师结合图片讲解川江号子的起源和形成。

川江(长江上游,自四川省宜宾市至湖北省宜昌市段的习称)地势陡窄,险滩甚

多。《川江船夫号子》是船夫在劳动中自发创作的一种民间音乐,表现了川江行船

的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重点让学生明白音乐由劳动而生,具有即兴创作的特点。

设计意图:用音乐结合图片加上老师的讲解,让学生加深对作品的了解,激

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了解《川江船夫号子》是在劳动中即兴创作而成。

3.号子情

(1)完整聆听《川江船夫号子》,老师结合音乐用板书帮助学生理解音乐。

老师:歌曲划为分几个段落? 划分的依据是什么?

《川江船夫号子》音乐较长,旋律顿挫有力,节奏多变,对于这种原始的号子

音乐,学生之前没有接触过,聆听起来没有切入点,划分段落有一定困难。在音

乐中加入简笔画,给学生很好的提示,简笔画代表了不同的段落,学生根据老师

所画图案知道此时音乐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助于学生理解音乐。

根据学生回答,从音乐节奏、速度、情绪的变化把歌曲分五个段落,从而得出

音乐形象变化丰富、对比强烈的特点。

老师:音乐为什么会有如此丰富的变化?

根据学生回答,分析得出音乐是在劳动中即兴产生,五个段落是根据行船时

面临的五种不同情况而划分的,从而引出号子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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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让学生完整感受音乐,在黑板上用简笔画的形式帮助学生划分段

落,通过简笔画与劳动场面相结合,形象理解音乐中速度、力度、情绪的变化。

(2)结合简笔画从劳动条件和音乐特点分析讨论五种号子,分别聆听音乐片

段,老师范唱,带领学生模仿不同号子声音。

①平水号子:二分音符节奏,速度缓慢,旋律舒畅、悠扬动听,表现水流平缓

的江面,说唱结合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氛围。

学生模唱。

②见滩号子:四分音符节奏,速度加快,发现险滩时演唱,情绪变得紧张,

“加把劲、冲过去”等歌词,激发船工齐心协力冲过险滩,是准备闯滩的“前奏曲”。

学生模唱。

③上滩号子:八分音符节奏,速度更快,接近险滩急促紧张,气势逐渐强烈,

领唱声音长而大,音调高亢,合唱简单整齐。

④拼命号子:十六分音符节奏,速度最快,描述冲险滩的时刻,气氛最紧张激

烈,所喊号子短促、刚劲有力,速度最快,是整个号子的高潮和重要部分。

学生模唱。

⑤下滩号子:二分音符节奏,速度变慢,经历了生死边缘的紧张环境后,回到

了风平浪静的画面,表现了船工闯过险滩后的喜悦心情。

学生模唱。

设计意图:分别聆听、分析、讲解五种号子,了解不同节奏的速度变化,让学

生感受不同号子的音乐特点。学生参与模唱,结合肢体动作,感受音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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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一听,比一比 。

将学生分为四个小组,分别播放五种号子音乐片段,学生分组自由讨论,按

照先后顺序记录号子名称,派代表发言。

对小组聆听有错的片段,再次重听,针对性讲解。

设计意图:检验和巩固对刚才所学音乐的认识,在此音乐活动中通过聆听、

比较、合作讨论等方式让学生加深对《川江船夫号子》五种号子音乐的认识。

4.号子声

(1)思考川江号子演唱特点。

师生讨论得出演唱形式:一领众合;合唱:船工;领唱:号工。

(2)教师领唱,学生合唱,共同演唱《见滩号子》片段。

设计意图:在认识分辨五种号子声音的基础上,分析“一领众合”这个知识

点,师生共同演绎《见滩号子》,通过合作演唱,感受音乐所表达的情感。

5.号子魂

老师总结归纳本课:随着社会的发展,三峡工程的建设,机械船已经替代木

船,原始的拉纤方式被淘汰,昔日在川江上拉纤、喊号子的场面已经不复存在了,

川江号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那世世代代激励人们向上的号子,成为人类战

胜大自然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后人的千古绝唱。

(余金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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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资料
锦绣三峡

  长江奔流,到了四川和湖北两省接壤的地方,遇到巫山山脉阻挡。在长期地

质作用下,滚滚的江水,好像一把巨斧,劈穿了巫山的崇山峻岭,形成了一条壮丽

的大峡谷———瞿塘峡、巫峡、西陵峡,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长江三峡,西

起重庆市的白帝城,东到湖北省的南津关,地跨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全

长198公里。两岸美丽的风光,组成了一条天然画廊,置身其中,如同进入神话

般的境界。

雄伟险峻的瞿塘峡

船离奉节码头,顺流而下,经白帝城,便进入了瞿塘峡。瞿塘峡,又名夔峡。

两岸高山夹峙,左有赤甲山,右有白盐山,二山悬崖壁立,紧束大江,形如两扇宏

伟的大门,故称夔门。在右岸的石壁上,镌刻有“夔门天下雄”五个大字,向人们

提示着瞿塘峡的险要。江水到此,势若万马奔腾,汹涌湍急地冲过夔门。正如

1200年前著名诗人杜甫描写的那样:“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这是形容长江

从上面的涪陵、万州一带已汇合了众多的支流,到了夔门争着入峡的情景。唐代

著名诗人李白,写了一首过三峡的名诗,是这样写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

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中说早晨辞别白帝城,当天就

到了千里迢迢的江陵,那是诗人浪漫主义的手笔,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快的,但是

对于三峡水势之急确是做了传神的描绘。

秀丽幽深的巫峡

出了瞿塘峡,船只继续东行,走完一段叫大宁河的宽谷,便进入了景致极为

秀丽的巫峡。巫峡在长江三峡中最长,西起重庆的巫山县大宁河口,东到湖北的

巴东县官渡口,绵延40千米,又称“大峡”。巫峡的河道迂回曲折,水势稍为平

缓,不像在瞿塘峡那样惊险。两岸群峰罗列,高低参差相映,海拔多在1500~

2000米以上。山上植物茂密,有苍松、翠竹、油桐、藤蔓、刺条、兰草和蕨类等,从

山顶一直分布到岸边,把群山覆盖得一片茵绿。船在弯弯曲曲的巫峡中穿行,忽

遇大山当前,几乎无法前进;忽儿绕山而过,却是一水相通,真有“石出疑无路,云

开别有天”之感。船过青石和碚石一带,两岸的山景更为迷人,座座峰峦,姿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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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有的像凤凰展翅,有的似龙腾霄汉,有的如雄狮昂首,蹲在高山之巅……当

地人民按山峰的形态,分别赋予了“望霞”“登龙”“聚鹤”“翠屏”等名称,这就是著

名的巫山十二峰。“放舟下巫峡,心在十二峰”,其中北岸有一座山峰,最为高峻

秀丽,上面有一个石柱,形似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在俯视长江航道。来往行船,

远远就望见这座山峰,它宛如在茫茫波涛中耸立在江岸中的一座航标。这就是

神女峰上的神女石,据说每天她第一个迎来朝霞,最后一个送走晚霞,因而又名

望霞峰。关于神女峰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古时候有12条凶恶的孽龙,在巫山上

空作怪,经常刮起猛烈的飓风,使得天昏地暗,房屋倒塌,人畜死伤无数。有一

次,恰巧天宫中西王母的小女儿瑶姬驾着彩云过来,一看此景,就用雷劈死了12
条孽龙。她喜欢上了美丽的巫山,从此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并帮助大禹(传说中

的治水英雄)开凿三峡,疏通江水,为农民保丰收。老百姓感激她为民造福,就给

她修建了一座庙宇。她为了报答老百姓的深情,就化成了神女石,永远留在巫峡

为行船导航。“神女导航”的神话,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劳动人民对治理

山河的一种理想,那时,有多少船工驾着木船,在水上过着颠簸漂流的生活啊!

他们唱着悲壮的《川江号子》(船夫曲),从神女峰下经过,峡谷里是一片凄凉气

氛。如今,回荡在峡谷中的是人们幸福的欢笑声和汽笛的长鸣声,船员们驾驶着

国产的新型客轮和货船,在巫峡中破浪前进。

滩多水急的西陵峡

出了巫峡,又走完一段宽谷(香溪宽谷)就来到了西陵峡。这是长江三峡中

最后的一个峡。从秭归的香溪河口起,到宜昌的南津关止,长达76千米的峡区

里,中间被若干个宽谷地带分成了一系列长短不一的小峡,比较著名的有兵书宝

剑峡、牛肝马肺峡等。这些峡段,或以峭壁的岩石形状而得名,或以古人古事而

著称,更加引人入胜。

(摘自《长江旅行记》1979年12月,邱桓兴等著)

新三峡风光无限

2003年6月1日,三峡大坝“关门”蓄水。6月15日三峡初期蓄水完成。三

峡大坝坝前水位由5月31日的海拔98米高程增加到海拔135米高程,美丽壮

观的高峡平湖展现在世人面前。据不完全统计,三峡工程初期蓄水后,三峡河段

将平添逍遥岛、隍华岛等岛屿和三斗坪湖、巫山湖等湖泊。烟波浩渺,壮美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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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万千共同构建了新三峡的风光。老三峡风光犹存,“大坝、高峡、平湖”壮景

齐现,神韵不减,新老三峡风光并存。初期蓄水三峡大坝坝前水位增加到海拔

135米后,瞿塘峡水位升高9米,巫峡水位升高16米,西陵峡水位升高46米,峡

谷两岸山峰顶端高约1000米~1500米,西陵峡、巫峡、瞿塘峡的峡谷感并没有

减弱。长江三峡的主要景点基本不受影响,三峡的雄、秀、奇、幽自然风貌依存,

三峡大坝旅游区及三峡大坝下游38千米的西陵峡也没受蓄水影响,“天然画廊”

风采依旧。

据了解,受135米水位影响的景观据统计有47处,但具有一定价值的景观

已迁移或复建,张飞庙已经“迁旧如旧”,7月1日将以熟悉的面孔再次与游人见

面,三峡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目前正在加紧进行。被淹没的景观中,真

正有价值的并不多。除兵书宝剑峡中的“宝剑”、牛肝马肺峡中“牛肝”“马肺”外,

被淹没的景观如倒吊和尚、凤凰泉等景点知名度不高,游船一般都不停靠。三峡

旅游线上的主要景点如石宝寨、丰都鬼城、夔门、白帝城、巫山十二峰、屈原祠、兵

书宝剑峡中的“兵书”、大宁河小三峡的部分峡段等不受影响。神农溪、九畹溪漂

流项目将向上游推进,两岸古朴依旧,旅游更添野趣。

蓄水后三峡添新景

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和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泊,交相辉映,蔚为壮

观,令人神往。屈原、昭君诞生地香溪河畔,是三峡通往神农架的必经之地,水位

上升改善了香溪航道,拉近了三峡、神农架、屈原故里、昭君故里之间的距离,135
米水位时,香溪将变成一条近百米宽的河流,河上将建起包括滚装货运码头在内

的五座码头,游客可乘快艇直抵乐平里和昭君村,与走陆路相比,既可减少舟车

之劳苦,又可节约一半的时间,三峡旅游线路更加多样化。库区回水抬升了沿岸

支流的水位,许多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景观将展现在游人面前。在三峡河段,像神

农溪那样的小溪流有十多条。由于水浅,以前游船无法进入溪流深处。水库蓄

水后,游船可以开进溪流深处,欣赏更为神秘的风光,三峡旅游更加丰富多彩。

(原载《成都商报》2003年6月2日)

三峡工程给国人带来六大好处

三峡工程的修建,究竟能给中国人带来多大的利益? 有关人士指出,三峡工

程将带来如下六个方面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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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洪屏障。三峡工程建成后,当正常蓄水位到175米时,会有221.5亿

立方米的防洪库容,能够控制百年一遇的洪水,如遇千年一遇的洪水时,配合运

用沿江各分蓄洪区,可以防止发生毁灭性灾害。二、发电建功。三峡建坝后,滔

滔江水为三峡水电站做工,效益相当可观,工程总装机26×70万千瓦时,设计年

发电846亿千瓦时,位居世界第一,相当于建了10座大亚湾核电站。三、航运通

畅。高峡出平湖,千里峡江一日还的梦想成为现实,万吨级船队将通江达海,可

直抵重庆朝天门港,航运成本可降低37%。四、养殖致富。1150万平方千米的

库面形成,除去航道,仍有近700平方千米水面,流速变缓,水质变清变肥,表层

转暖,库区将成为虾、贝、鱼、鹅、鸭等的养殖基地。五、旅游更兴。三峡建坝后,

长江上的两大奇观———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将成为三峡旅游的新亮点。六、开发

性移民。兴建三峡工程,实施百万大移民,这将给库区两岸带来千载难逢的经济

腾飞的良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布局,有力地促进了一个个

优质工业新区在库区崛起。在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沿江地带可以大力开发高

效生态农业产业,而库区小城镇建设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速发展。

(原载《文摘周报》2002年11月11日)

陶鹏与川江号子

他将川江号子搬上舞台。“在川江木船上出生的我,风里来雨里去,听川江

潮起潮落长大。并跟着身为船长的父亲学推船喊号子,船工的艰辛和劳作时吆

喝的号子,成了童年中最难忘的记忆,自然对这些号子耳熟能详。”74岁的陶鹏

是重庆市话剧团退休演员,提起一生挚爱的“川江号子”,他就像谈论自己的孩子

一样,亲切中带着疼爱。

1949年9月,陶鹏考入重庆中华戏剧专科学校本科表演专业。“由于自己

是水上人家,经常在外面推船挣钱找饭吃,所以上学也没有个连贯性。初二辍

学,家里经济稍好时进入高中,这样下来,文化课成绩不尽如人意。但由于我从

小就对电影和地方戏感兴趣,模仿能力和语言能力又比较强,所以考进了这所学

校。”陶鹏笑说自己文化成绩不好,但表演是拔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中华戏剧专科学校第一个公演《白毛女》,于是

陶鹏就成了重庆的第一个“杨白劳”。“那年11月,全校师生都积极参加为庆祝

重庆解放的演出活动。现在是四川省作协一级作家的王余老师动员我把‘川江

号子’搬上舞台。在旧社会,我们驾船人被人看不起,在外人面前不愿说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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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人家,更不愿唱‘号子’给别人听。现在叫我把它拿到舞台上去唱,着实不太

情愿。”王余认为陶的观念太陈旧,就给他做思想工作,说“号子”唱出的是劳动人

民的心声。王余的一席话让陶鹏改变了看法。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我将自

己在推船时喊的‘号子’经过艺术加工,按一般艺术作品的‘起、承、转、合’编成了

歌颂劳动人民战胜大自然的男声小合唱《川江船夫号子》。”陶鹏本人也深入到船

工中体验生活,为小合唱写了一首豪迈的朗诵词。

1950年3月,重庆中华戏剧专科学校合唱团公开演出《川江船夫号子》,陶

鹏担纲朗诵和领唱,首场演出引起了强烈反响。几家电台竞相介绍,当时在渝的

著名音乐家时乐濛和专业作曲家蓝河也找到陶鹏,想要“川江号子”的素材。当

时重庆中华戏剧专科学校校长赵铭彝是西南文化代表团的领导人之一,他把《川

江船夫号子》录音带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领导张庚和曹禺对曲子和陶鹏的

嗓音很是称道,并让赵校长征求陶的意见,是否愿意去北京工作。“我收到赵校

长的来信后,不顾家里的经济困难,借了路费赶到北京。”副院长曹禺亲自接见了

陶鹏,立马安排他在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当演员,与王昆、郭兰英等同团工作。

在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当演员的日子里,陶鹏出演了不少作品。1952年,中戏

的老院长欧阳予倩导演的歌剧《打击侵略者》,陶鹏出演志愿军战士老戴;1954
年,在四川第一部故事片《猛河的黎明》中,陶鹏成功地扮演了男主角达尔介。

家喻户晓的天音

“记得抗美援朝开始后的一天,当时任中央戏剧学院研究室主任的光未然老

师找我到他家,叫我按照生活中的语言自己写词,像大人教小孩写字一样,指导我

写到深夜;《白毛女》的主要曲作者、当时中戏音乐创作室主任马可,在音乐方面也

花了不少心血,不仅给予指导,并派《小二黑结婚》的曲作者杜宇协助我整理;音乐

家贺绿汀老师从上海赶来,同我熬了一个通宵记下了‘川江号子’最难记的那部分

音调和音符。”经过几位艺术家的加工与润色,《川江船夫号子》更趋于完美,随后在

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音乐堂,数千人的广场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

欢迎。1951年6月,《川江船夫号子》在《人民音乐》上发表,同年又被灌成唱片发

往国内外,在50年代,它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音乐名曲,“东南亚的侨胞更是把《川

江船夫号子》作为思念祖国的精神寄托。”谈到此时,陶鹏兴致盎然,声情并茂地哼

唱起来,“……嗨嗨,清风吹来凉悠悠,连手推船下涪州,嗨嗨,嗨嗨,有钱人在家中

坐……”1951年,全国遴选一台歌舞节目出国,曹禺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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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都积极推荐《川江船夫号子》,但北京人艺院长李伯钊认为该节目有待进一步加

工,《川江船夫号子》最终落选。出国节目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执行外宾演出时,曹禺

坚持要《川江船夫号子》参加。在表演过程中,中戏歌剧团合唱队的全体演员都铆

足了劲,使出浑身解数,“这次演出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次,当唱到‘拼命号子’时,

台下的外宾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等船过了滩,悠扬的‘下滩号子’出现时,大家才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接着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落下大幕,连续谢了好几次幕,观众才安

静下来。”由于《川江船夫号子》的表演将整台晚会一开始就推向了高潮,后面节目

演出时,就再也没有产生如此好的效应了。国际俱乐部主任不得不埋怨舞台监督:

“这么好的节目为什么不放在最后压轴呢?”

坎坷的艺术之路

从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后,陶鹏的艺术生涯开始辗转不定。1955
年,拍完《猛河的黎明》,陶鹏被调往创作室搞文学创作。1956年,又从北京调往

云南,随后又调到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打成右派

后,我到农场种地。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后,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川江,当起

了搬运工、‘水猫子’(即不穿潜水衣的潜水员)。”为了生存,他还干过木工、混泥

工、钢筋工等。1979年,等到落实政策、恢复公职时,陶鹏已年过半百。他调回

故乡,在重庆市话剧团当演员。其间,他在《重庆谈判》《挺进中原》《上党战役》等

影视剧中,扮演了柳亚子、王若飞等角色。20世纪9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陶

鹏听到了范裕伦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金质奖章的《川江号子》唱

片,“尽管曲名去掉了‘船夫’二字,尽管署名为‘四川民歌’,尽管把原来的领唱变

为独唱,尽管合唱变为钢琴伴奏,但歌曲从头到尾并无大的改变,还是按我发表

在《人民音乐》上的《川江船夫号子》作基础的。”经过这么多人的辛勤劳动,终于

让这首取材于民间的《川江号子》在国际上得了金质奖章,陶鹏很是激动。对那

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所产生的侵权行为,陶鹏深感遗憾,却只能表示理解。

“1998年5月,剧专师生为庆祝剧专成立50周年聚会,校友们再次唱起了

《川江船夫号子》。大家有感于我命运的变迁,就督促我提笔,为后代留下这段文

化史料。”没想到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首先是人

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初版、第5次再版的《中国民歌选》,仍将《川江号子》署为

‘四川民歌’。更使我惊奇的是1998年2月27日《工人日报》刊登了名为《<川江

号子>歌词作者找到了》的文章,称它的作者是铁五局的张长生。此后《法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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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大众电影》还转载了该文!”所有知情人都认为不能任其以讹传讹,陶鹏决意

澄清事实,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1998年10月,我拿出当年《川江号子》的发表稿和唱片署名,数次往返于

北京、成都和重庆,刊发了误导文章的报刊在了解了真相后都及时刊登了叶语、

刘子农等知情人为我澄清的文章。”人民音乐出版社经多方查证后,于1999年3
月10日在北京与陶鹏签署了协议,肯定了他是《川江号子》词、曲(采编)作者,规

定《中国民歌选》再版时,《川江号子》歌谱恢复陶鹏署名。“那年出版社还给予了

我一次性赔偿。”说起重归名下的《川江号子》,他仿佛是在谈失散多年的孩子终

于回到了父母身边,显得满足、坦然。“我要抢救川江号子!”陶鹏现在心里装着

三件大事。“一是回忆录《青龙背上九十年》,目前已写了一部分了;二是打算把

我办的吴玉振烈士陈列室的资料全部捐献给他牺牲的地方;最后就是抢救‘川江

号子’。”陶鹏担心的是,自从《川江船夫号子》1951年被灌制成唱片以来,“川江

号子”日渐失去传承土壤。“毕竟我年岁已大,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危机感,所以要

抢救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木船这一原始运输工具早已退出了川江,会唱川

江号子的人也越来越少。“趁现在还有几位老船工和熟悉船工生活的老艺术家

健在,我们应该协助政府把“川江号子”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保留下来,把这一世

界品牌的音乐瑰宝发扬光大。”2004年初,得知宜宾屏山县有一位叫江净乐的

人,因擅长演唱“川江号子”而出名,陶鹏急忙赶到屏山,辗转找到这名已67岁的

号子歌手。江净乐也出生于船工世家,14岁起就在金沙江上推船拉纤,是当地

有名的川江号子手,尽管近年江上的船舶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闲在家的他仍

痴情不改,经常到江边演唱川江号子。2003年,江净乐还因此获得了宜宾市第

五届阳翰笙文艺一等奖和全国第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金奖。屏山之行,更

坚定了陶鹏将古老的民间艺术传承下去的信心。陶鹏多方奔走,联络一批能造

木船的老木匠和能唱号子的老船工、老艺人,准备组建川江号子文化旅游公司,

聘请一批年轻人学习演唱“号子歌”等,并打算在川江上选一段水域,复原川江的

船工生活,再现消失的川江文化。“前不久全国‘两会’期间,我向全国人大办公

厅寄去了抢救‘川江号子’的建议。建议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大胆设想:造一批木

船行走于江上;请一些下岗人员做船工纤夫;用成组的趸船建设船工生活一条

街,集中重庆水码头的名特小吃及原始火锅,陈列川江历史文物、图片;承办一年

一度的大河歌会……这至少需要50万元,要是我有,自己就干起来了。”陶鹏说。

(原载《重庆晚报》2004年5月29日,朱阳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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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号子王”的传奇人生

2003年6月4日,长江三峡大坝蓄水已经4天了,长江重庆段的水位已明显

升高,昔日的河滩逐渐消失。已经87岁高龄的老船工、“川江号子”的最后传人

陈帮贵老先生和记者一起来到龙门浩外的礁石上,摸着这些被江水冲刷得奇形

怪状的礁石,老人感叹着说:“当年我们拉纤的时候,这里每块石头都是踩遍了

的。或许过不了几天这几块礁石也要被淹了。”坐在石头上,看着滚滚江水,老人

再度回忆起那段在险滩急流中讨生活的日子———从险滩急流中求生说到三峡天

险,陈老不住地摇头:“三峡里面,江底险滩密布,暗礁林立,泡泡水、漩涡子、急流

水、钩钩水随处可见,水流速度快,航道窄又小,好多船工都是在这里面见了阎

王。其中最险的要算西陵峡口的崆岭滩,这是一个像是向左倾斜了90°的‘品’字

一样的怪弯,船身几乎要与河道垂直才能转过,而两岸又有暗礁又有急流漩涡,

于是船工号子就唱道‘青滩泄滩不算滩,西陵才是鬼门关’”。那时在三峡行船

时,陈帮贵就曾亲眼看见前面的木船被崆岭滩下的礁石撞得粉碎,船上的人不是

被碎木块打死,就是被漩涡吞没,想到他们家中的老小从此就要无依无靠,陈帮

贵和他的同船弟兄都免不了热泪盈盈。能够在长江天险中活出命来,又没有在

拉纤时跌落山崖,陈帮贵的确算是幸运的。因此想到三峡蓄水后,再也不会有险

滩恶水了,老人不觉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不知是感怀今日三峡终于被驯服了,还

是怀念自己在这一江之上所付的青春。

从苦命娃到号子王

1916年,陈帮贵出生于重庆綦江县綦河边一个贫苦家庭,在他出生之前,父

亲就患病去世了。陈帮贵到重庆当船工时只有13岁,大人们都以为他这么小的

孩子受不了船上的苦,但没想到陈帮贵却坚持留了下来,因为他被船夫领唱的号

子深深吸引了。这种发源于古代,为人们劳动时鼓舞力量的原始方式,简单明了

地抒发出了人们的心情,声音高亢而又雄壮,当他看到号子手一人高喊、众人附

和的那种气势时,心中便生出无限的向往。从此他专注于学习号子,每次发了工

资,他把别人用来抽烟喝茶的钱都用到了听唱戏和说书上,不断为号子丰富内

容,同时拜当时有“老小生”之称的川江号子手彭绍清为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陈帮贵成了驳船站的工人,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川江号子的创作和演唱,特

别是在参加文化学习以后,陈帮贵的号子更是如虎添翼。1954年,《川江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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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正式搬上舞台,1956年陈帮贵又带着《川江号子》到首都剧场参加工人文艺调

演,荣获了一等奖,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后

陈帮贵还把川江号子喊出了国门。1987年7月25日,法国阿维尼翁工学院草坪

上,掌声雷动、喝彩阵阵,71岁的陈帮贵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一曲“二四八月天气

长,情妹下河洗衣裳……”的简单号子,怎么会让这群不懂中国话更不懂重庆土

话的老外如此疯狂! “当一个老船工唱的时候,他还要做动作,这些古老的劳动

动作,来源于从前在长江上行舟还没有马达的时代……他们的音量抵得上50人

之众,是音乐栏里最出色的部分……”这些便是当年法国媒体对陈帮贵他们这几

个《川江号子》演唱者的评价。如今,陈帮贵仍然没有停止对《川江号子》的新创

作,近日为了三峡大坝成功蓄水,他又完成了《高峡出平湖》的新作。

(原载《重庆商报》2003年6月8日)

“船夫号子王”的喜与忧

“峡江彻底改变了!”站在曾经是长江三峡四大险滩之一的青滩岸边,望着静

静流淌的江水,年已80岁的“船夫号子王”胡振浩大为感慨。自小生长于三峡的

胡振浩,长期致力于民间文化研究工作,多年与船夫一起生活的体验,让他学会

了喊号子,并扬名海外,享有“船夫号子王”的美誉。江面平滑,令他想起几番行

船遇险的惊心动魄;青山倒映,使他忆及往昔故人的音容笑貌。禁不住,老人扯

亮喉咙喊了起来,声音高亢激昂:“如今三峡建大坝,千秋大业兴中华,高峡平湖

梦成真,前程似锦美如画。”在老人的家里,书桌上堆满了四处收集的各类船夫号

子词谱,胡振浩每天都在整理。有的号子失去了文字记录,他就靠着记忆一一写

下来。对三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胡振浩不无忧虑:“如今能喊好号子的几个人

年纪都大了,我是其中之一。三峡翻天覆地,与船夫号子息息相关的生活体系也

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不及时寻找到接班人,流传多年的峡江号子就有可能真

正成为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