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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彩蝶纷飞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蝴蝶是美丽的。它的美丽，装点了大自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四川峨眉山的

彩蝶，品种繁多、色彩斑斓，引来不少国内外宾客观赏，给“天下秀”的峨眉山平添

了一份美景。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蝴蝶泉”，每到春夏之交，成群的蝴蝶飞舞，

像各色动态的鲜花争奇斗艳，争相媲美，令人惊叹!
人们在生活中，往往借蝴蝶倾诉和表达美好的情怀。例如，人们为歌颂梁山

伯与祝英台的爱情，在他们双双死去之后，平添了“化蝶”的故事结尾——人虽

死，却化作了美丽的彩蝶，比翼双飞得到幸福；再如台湾有一种名花，人们取名为

“蝴蝶兰”，他们以物思情，把蝴蝶兰想象成为一种彩色的信笺，飞过海峡，向祖国

人民倾诉无尽的思念，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还有富于幻想的青少年，

他们把自己的理想化作想象中美丽的蝴蝶，以蝴蝶寄情，希望自己的理想像美丽

的蝴蝶一样，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美丽的蝴蝶装点了我们的大自然，也寄托了我们美丽的人生，为美丽的蝴蝶

歌唱，为美丽的人生歌唱。

本单元本着以审美、情感陶冶为核心的原则，从有关“蝴蝶”的曲目中，选出

以下作品作为本单元教学内容，并以“蝶儿翩跹”和“彩蝶传情”两个板块予以组

织，形成一个表现完整的单元。

在第一个板块栏里，选用了欣赏《飞》（女高音独唱）、《采茶扑蝶》（钢琴独奏）

和歌曲《蝴蝶飞呀》；第二个板块里，选用了欣赏《化蝶》（小提琴协奏曲）、欣赏《蝴

蝶》（女声独唱）。

综上所述，本单元具有以下特点：

l.“美”字当头。所选曲目旋律优美，给人遐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2. 民族风格突出。所选曲目都是世界名曲，如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

台》选段《化蝶》。

3. 形式多样。有器乐曲、有声乐曲，还有编创活动等。

62



第
四
单
元

彩
蝶
纷
飞

（二）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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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蝴蝶飞呀》

欣赏《化蝶》（小提琴协奏）

欣赏《蝴蝶》（女声独唱）

欣赏《采茶扑蝶》（钢琴独奏）

欣赏《飞》（女高音独唱）

（三）教学目标

1.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进一步激发学生热爱民族音乐的情感，使其在优美的

民族音乐中感受传统文化，增强审美能力；通过学唱歌曲，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

和审美能力，激励学生去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

2. 引导学生了解三部曲式，复习巩固协奏曲的定义。

3．增强学生理解器乐作品的能力，增强学生对调式的判断能力，培养学生

对旋律的编创能力。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飞》（女高音独唱）

歌曲由王晓玲作词，孟勇作曲。歌曲表现了人们在追求梦想、幸福、快乐时

的愉快心情，并用“飞”来表达这种欢乐的情绪。该歌曲为小调式，主副歌形式的

二段体结构，由引子+A+B+尾声构成。

引子部分：前四小节采用 B乐段材料，从属音开始，用典型附点节奏，形象地

描绘出飞的动作，依次下行二度模进，表现不停地、快乐地飞的情景，最后落在四

拍的属音上，引入 A乐段（主歌）主题。

A乐段由四个乐句构成，前三个乐句均为四小节，第四乐句扩展为七小节，

打破了结构的方整性。节奏平稳、均衡，极富动感，旋律流畅、愉悦，表现人们在

追求梦想、幸福、快乐时积极阳光的态度。前三乐句为相同材料，每乐句的终止

落音逐渐上扬，分别落于“6、7、82”。最后扩展的乐句，尾音落于高音的“ 83”，补充

的三小节终止于主音“6”上。其中八度跳进的运用，使音乐的旋律显得更悠长。

B乐段（副歌）部分由两个相同乐句构成。最后补充两小节，附点、切分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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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使音乐欢快、活跃而又显大气。紧接反复 A、B乐段（第二段歌词）后，经

过 4小节连接性质的乐句，依然是 B乐段材料，再将 B乐段略微变化再现陈述一

次，深化主题。

最后 6小节为尾声，也是全曲的高潮。结束音并没有落于更加稳定的主音上

而是落于其上方的属音上，更突出了“飞”的主题。

附谱：

飞

（女高音独唱）

1=B hb fb 王晓岭 词

飞翔地 孟 勇 曲

（二）欣赏《采茶扑蝶》（钢琴独奏）

钢琴独奏曲《采茶扑蝶》，由刘福安作于 1956年。这首乐曲是刘福安当时为

响应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理论，为探索有中国风味、民族特点的钢琴作

品而改编的一首钢琴曲。

该曲的音乐原型源于福建闽西地区的民间歌舞“采茶灯”，由“采茶灯”音乐

而改编。“采茶灯”又名采茶扑蝶，是由茶歌发展演化而来，是反应茶农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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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舞。采茶有“正采茶”与“倒采茶”之分，即在前山采茶为“正采茶”，在后山采

茶为“倒采茶”，表现了姑娘们采完茶后休息时看到因茶香引来的蝴蝶，众茶女欢

快追逐蝴蝶、扑蝶嬉戏的场景，充满欢快热烈的气氛。

乐曲为带再现的三部曲式结构（A+B+A）。曲首以模拟民族打击乐的节奏为

引子，仿佛把人们带到欢歌飞舞的气氛中来；第一部分，G羽调式，运用“正采茶”

的音乐改编，表现了采茶时欢快热烈的情绪；第二部分，C羽调式转 D羽调式，运

用“倒采茶”的音调改编，节奏舒缓，旋律优美、抒情，描绘了彩蝶与采茶女嬉戏的

场面，洋溢着无比欢乐的情绪，上行四度的转调手法，即 G调—C调进行过渡，充

分发挥了调性转换的表现力；最后一部分，回到 G调，是变化再现第一部分“正采

茶”音调主题，通过节奏变化和模进等手法作为铺垫，钢琴高音区以柱式和弦的

写法变化再现，加花变奏，使音乐达到高潮，在极为欢乐的场面中结束。

（三）歌曲《蝴蝶飞呀》

这是一首寓意深刻，反映青少年们追求美好未来的通俗歌曲。

这首歌曲出自小虎队专辑《爱》，由李子恒作词作曲，台湾偶像团体小虎队演

唱。歌曲旋律优美，给人以怀念、向往、憧憬之感，歌词通过对“海风”“贝壳”“毛

毛虫”“小河”等大自然现象的生动比拟，想象自己身心健康、迅速成长，像蝴蝶那

样“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那成长更快更美好”，反映了青少年们对

美好未来的追求和向往。

（四）欣赏《化蝶》（小提琴协奏曲）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陈钢与何占豪于 1958年就读于上海音乐

学院时所作，由中国女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首演的，以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梁

山伯与祝英台”为题材，以越剧里的部分曲调为素材写成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全曲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为主线，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三段剧情——相爱、抗

婚、化蝶为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化蝶》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里面的选段。

《化蝶》的乐曲曲式结构为带再现的三段体结构，选段描绘的是在梁山伯归

家后因过度悲伤绝望不久病逝，祝英台悲痛欲绝，纵身投坟自尽后，出现了传说

中“化蝶”的场景——当祝英台撞向石碑，墓开，祝英台纵身投入墓中后，从坟墓

中飞出一双蝴蝶。

音乐一开始，长笛奏出引子部分的华彩乐句，表现出现安详、宁静的气氛，竖

琴一连串明亮清脆的刮音仿佛把我们带入仙境一般，我们仿佛看到一对美丽的

蝴蝶从坟墓中飞出，那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身，是忠贞不渝的爱情的化身，更

是象征着对封建礼教的控诉。一对彩蝶飞向天国，去享受那里自由爱情的美

好。这时出现第二乐段，小提琴在乐队的协奏中再次奏出那段熟悉的爱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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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加弱音器的弦乐背景上，第一小提琴与独奏小提琴重新奏出了那使人难

忘的爱情主题，然后，色彩性的钢片琴在高音区轻柔地演奏五声音阶起伏的音

型，并多次移调，仿佛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天上翩翩起舞，歌唱着他们忠贞不渝

的爱情。第一乐段再次出现了开始的引子部分，把我们带入了神话般的意境，仿

佛梁祝二人在花丛中飞舞，在天上翩翩起舞。

陈钢（1935— ） 作曲家。早年，师从父亲陈歌辛和匈牙利钢琴家瓦拉学

习作曲和钢琴。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又师从丁善德和苏联音乐专家阿尔

扎马诺夫学习作曲与理论。早在求学期间，即以与何占豪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蜚声中外乐坛。这首流传较广的中国交响乐作品曾先后荣获

五次金唱片与白金唱片奖。

何占豪（1933— ） 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农民家庭，以唱绍兴剧为生

的父亲不希望儿子将来像自己一样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在何占豪 12岁时，父亲

用借来的钱把他送到杭州念初中，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没想到酷

爱戏曲的何占豪最后还是学上了越剧学校。一次上海之行让何占豪无意中考上

了上海音乐学院，并且与陈钢合作创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有人说这首作品

不仅是何占豪本人音乐生涯的最高峰，也是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完美结合

的典范。

俞丽拿（1940一 ） 中国女小提琴演奏家。浙江鄞县姜山镇人（今浙江

宁波市），生于上海。幼年学钢琴，1951年起，先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上

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先后师从窦立勋、谭抒真，曾被选入外国专家班学习；1962年

在该院毕业。曾任上海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客座

教授、上海宁波经促会副会长、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董事长。

（五）欣赏《蝴蝶》（女声独唱）

《蝴蝶》是由程义浩作词、印青作曲的一首优美抒情的女声独唱歌曲。歌曲

为带再现的三部曲式，E徵调式。歌曲采用活泼动感的 ΝΔ拍，生动形象地描绘了

蝴蝶翩跹飞舞的情形。歌词采用主人公内心的独白语句，把蝴蝶比作心上人，深

切地表达出对心上人的思念与牵挂。第一部分，旋律多级进，独白语句歌词就像

倾诉，倾诉对心上人的思念。第二部分为乐曲高潮部分，第一、三乐句原样重复，

第二、四乐句终止不同，旋律多跳进，歌词连续问句，将歌曲推向高潮，把浓烈的

思念与牵挂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部分是再现，歌曲的尾声将前奏里两种不同

的音乐材料进行整合，采用二声部对比复调的写法，高音部为女声独唱，低音部

为前奏里所呈示的男声伴唱，形成前奏与尾声的呼应。

66



第
四
单
元

彩
蝶
纷
飞

附谱：

蝴 蝶
（女声独唱）

1=A ΝΔ 程义浩 词

抒情地 印 青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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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共有四首欣赏曲目和一首歌曲。建议用 4课时完成，每个二级标题各

两个课时。

第 1课时欣赏《飞》《采茶扑蝶》，完成“创与做”；第 2课时学唱歌曲《蝴蝶飞

呀》；第 3课时欣赏《化蝶》，完成“创与做”，背唱乐曲主题旋律歌曲；第 4课时欣赏

《蝴蝶》，完成“创与做”，尝试二声部合唱。

（一）蝶儿翩跹

1. 欣赏《飞》。

建议从飞的动作节奏引入，体会作品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特点；体会、

观察附点节奏、旋律二度下行模进等在表现音乐形象和歌曲情绪时的作用；完成

68



第
四
单
元

彩
蝶
纷
飞

“创与做”的练习，为旋律画出旋律线。

2．欣赏《采茶扑蝶》。

从了解福建“采茶灯”入手，随后聆听欣赏《采茶扑蝶》，体会乐曲音调、节奏、

速度等音乐要素对乐曲的风格和情绪的表现作用，要求在欣赏过程中，能够说出

音调、节奏、速度、情绪情感等要素在乐曲中的变化，根据变化对乐曲进行分段；

完成“创与做”。

3．学唱《蝴蝶飞呀》。

学习歌曲时可采用整体聆听、分段学唱方式进行。教学 A、B乐段时，可让学

生从歌词朗诵入手，念熟歌词，再随录音学唱，C乐段为乐曲高潮部分，旋律性强，

学生易学。整首歌曲在演唱时注意情感的变化、力度的把握。

（二）彩蝶传情

1. 欣赏《化蝶》。

可从“梁祝”故事引入，让学生了解“梁祝”故事梗概，选段《化蝶》乐段的相关

背景，选段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接着，介绍小提琴协奏曲的相关常识、小提琴的

音色，以及小提琴在《化蝶》中的极致表现。仔细聆听音乐，从音乐的配器，乐器

的主次、音色，旋律的速度、力度等方面体会音乐要表达的意境。最后聆听越剧

版、歌曲版《化蝶》，完成“创与做”，背唱乐曲主题旋律。

2. 欣赏《蝴蝶》。

歌曲的尾声是二声部对比复调，建议在欣赏之后加入歌曲的学习。学习歌

曲时，先将尾声做二声部合唱训练，然后采用听唱法进行歌曲学习。先让学生整

体聆听，观察曲谱，认识反复记号。A乐段易学，B乐段旋律可以让学生做视唱识

谱练习，演唱时注意乐句中的休止符及 ΝΔ拍的强弱规律，它最能表现蝴蝶翩跹的

情形。学生基本会唱后，应对歌曲演唱进行处理。最后完成“创与做”，还可让学

生自己设计歌曲的演唱形式，培养他们处理歌曲的能力。

69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九
年
级
上
册

四、课例

音乐欣赏课《采茶扑蝶》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资源

教学过程

步骤

导入

欣

赏

了
解
乐
曲
相
关
背
景

（一）认知目标

1.了解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和民族五声调式。

2.掌握《采茶扑蝶》曲式结构及乐曲所表现的意境。

3.了解旋律节奏、力度、速度等音乐要素对音乐形象塑造的作用。

（二）技能目标

1.培养学生理解器乐作品的能力。

2.增强学生对调式的判断能力。

3.培养学生对旋律的编创能力。

（三）情感目标

1.增进学生热爱民族音乐的情感。

2.感受民族音乐中的美，增强审美能力。

3.培养学生形象思维。

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欣赏，并主动探索乐曲的相关知识，发现音乐要素与音乐形象

的关系。

让学生亲近并喜欢民族音乐，产生主动了解和感受民族音乐的愿望。

相关课件、教具。

老师活动

老师现场演奏钢琴独奏曲《采

茶扑蝶》。（或学生现场演奏，也可播

放乐曲演奏视频）

引导学生认识钢琴。

简介中外钢琴名家及名曲，引

出钢琴独奏曲《采茶扑蝶》。

介绍乐曲产生的时代背景。

介绍乐曲原始音调的来源，播

放乐曲原型视频——“采茶灯”。

出示“采茶灯”旋律，介绍“正采

茶”和“倒采茶”音乐，引导学生对旋

律进行调式分析。

学生活动

欣赏演奏，思考：表演

形式是怎样的？你知道这

首乐曲的名字吗？

学生通过观看、弹奏等

活动探索钢琴的特点、演奏

方式等。

学生和老师互动。

学生听讲。

学生边听边看。

学生哼唱“采茶灯”旋

律，并讨论出现了哪些音。

设计意图

引 起 学 生 学 习 兴

趣，了解钢琴独奏这种

表演形式。

认识乐器——钢琴。

揭示课题《采茶扑

蝶》。

让学生了解乐曲时

代背景。

为乐曲欣赏做好铺

垫。

让学生了解乐曲的

民族调式，为后面欣赏

乐曲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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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欣

赏

播放《采茶扑蝶》录音，乐

曲可分几部分？哪两部分相

同？听到“采茶灯”旋律了吗？

老师边问边板书：

采茶扑蝶：

ì
í

î

ïï
ïï

第一部分A□
第二部分B△
第三部分A′

讲解“带再现的单三部”

结构。

第

一

部

分

第
二
部
分

第
三
部
分

播放第一乐段音乐，

提问：乐曲主题出现了几

次？你能哼唱主题旋律

吗？是哪一音乐主题发

展来的?
再次聆听钢琴独奏

《采茶扑蝶》片段（第一部

分），提问：该部分音乐的

速度、力度、节奏、旋律有

何特点？表达了怎样的

情绪？描绘了怎样的画

面？能为该部分取名吗？

播放第二部分录音，

提问：乐曲采用了“采茶

灯”中的哪部分音乐？主

题出现了几次？你们能

为本段取名吗？

再次播放第二部分，

提问：本部分的音乐要素

有何特点？

播 放 第 三 部 分 ，提

问：第三部分和第一乐段

不同的地方在哪儿？为

该部分取名。

板书出第一部分和

第三部分音乐要素的对

比。

学生闭目聆听，思考教

师提出的问题。

抽学生回答问题，并为

乐段选图形。

学生思考第一部分和

第三部分的异同。

边默唱，边聆听，边思

考；完后，回答老师问题。

学生编配舞蹈、采茶等

动作，聆听，边听边思考老

师提出的问题，为乐曲取名

（如采茶欢歌等）。

结合图形谱欣赏、思考

老师提出的问题，并为第二

部分取名（如扑蝶嬉戏等）。

听后回答问题。

指挥或模拟弹钢琴的

动作，聆听本部分，思考老

师提出的问题，为乐曲取名

（如欢歌飞舞等）。

对第一和第三部分进

行对比。

带着问题聆听，引

导 学 生 有 目 的 地 去 欣

赏，提高学习鉴赏力，养

成良好欣赏的习惯。

引导学生为乐曲分

段，并找出再现部分。

让学生认识“带再

现的单三部”结构。

学习第一部分，记

住主题旋律，知道第一

乐段是由“正采茶”音乐

发展而来的。

了解第一部分所描

绘的意境，理解音乐要

素对音乐情绪及意境的

作用和关系。

了解第二部分音乐

由“采茶灯”中“倒采茶”

音乐发展而来，结合图

形谱欣赏、了解乐曲所

要表达的意境。

通过对本部分音乐

要素特点的了解，帮助

学生理解作品要表达的

情绪及意境。

找出第三部分与第

一部分的不同之处，了

解“加花变奏”的音乐手

法，及这种手法对音乐

形象的影响。

了解第一部分和第

三部分的相同与不同，

进一步了解“带再现的

单三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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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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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播放中国钢琴曲，如：《百鸟朝

凤》《解放区的天》《夕阳箫鼓》《彩云

追月》等。

播放郎朗演奏中国钢琴曲的视

频。

根据《采茶扑蝶》编创舞蹈。

写出一个乐句，请学生对乐句

进行加花变奏改编。

提问：在本节课中，你们学到了

些什么？

播乐曲录音，要求：请大

家闭目聆听，用心感受音乐带

来的美妙感受，想象乐曲所描

绘的美好意境。

对乐曲进行整体评价，分

享欣赏感受。

闭目用心聆听全曲，再

次感受音乐所带来的美妙

意境，体验乐曲的美。

和老师交流听觉享受

到的美感，脑海中出现的美

妙意境。

聆听其他中国钢琴曲。

观看，欣赏。

学生说出舞蹈构思，课

后进行舞蹈编创，下节课表

演。

学生对乐句进行加花

变奏改编。

学生：答略。

感受美，欣赏美，对

学生进行美的陶冶。

交流听后感，提升

学生欣赏、表达能力。

激起学生热爱民族

音乐的热情和兴趣。

激发学生热爱中国

民族音乐热情，争做民

族音乐传播者。

在熟悉、了解音乐

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

行二度创作。

培养学生对旋律的

编创能力。

对本堂课进行小结，

学生反馈学习情况，检查

教学目标达成情况。

(冉宏)
五、补充资料

小虎队简介

小虎队，由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乖乖虎苏有朋三人组成。1988年，

他们一出道就因其青春阳光的外形、活力四射的舞蹈及淳朴励志的歌曲迅速红

遍全亚洲。是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中期亚洲流行歌坛最走红的演唱组合之

一，被誉为“华人偶像团体鼻祖”，在整个华语世界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是华语

乐坛里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团体。小虎队曾创下了二十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纪

录，仅《逍遥游》和《爱》两张专辑销量就近 1500 万张。后因陈志朋要服兵役于

1991年宣布暂时解散，陈志朋服完兵役后又发了几张专辑，后又因吴奇隆 1997
年要服兵役再度解散。2010年央视春晚，三人重新联袂演唱他们的三首经典歌

曲《爱》《蝴蝶飞呀》和《青苹果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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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简介

小提琴（violin）是一种弦乐器，总共四根弦，靠弦和弓摩擦发出声音。它广泛

流传于世界各国，是现代管弦乐队弦乐组中最主要的乐器之一。它在器乐中占

有极重要的位置，是现代交响乐队的支柱，也是具有高难度演奏技巧的独奏乐

器。小提琴的出现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自 17世纪以来西方音乐历史中最为

重要的乐器之一。小提琴音色优美，接近人声，音域宽广，表现力强，从它诞生那

天起，就一直在乐器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为人们所宠爱。如果说钢琴是“乐器之

王”，那么小提琴就是“乐器中的王后”了。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著名作曲家创作了大量的小提琴经典作品，小提

琴演奏家在这种乐器上注入了灵魂，发展了精湛的演奏艺术。小提琴既可以合

奏，又可以进行独奏。

小提琴是提琴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该族系中的其他成员是中提琴、大提琴和

低音提琴。现代小提琴起源于意大利的克瑞莫纳，在 1600-1750年间成为最大

的小提琴制作中心。著名的制琴大师有尼古拉·阿马蒂（Nicola Amati）、安东尼

奥·斯特拉底瓦里（Antonio Stradivari）及吉塞浦·瓜奈里（Giusepoe Glaameri），他

们制造的乐器至今都是无价之宝。

小提琴由三十多个零件组成，其主要构件有琴头、琴身、琴颈、弦轴、琴弦、琴

马、腮托、琴弓、面板、侧板、音柱等。小提琴共有四根弦，分为：1弦（E弦）、2弦（A
弦）、3弦（D弦）和 4弦（G弦）；五度定弦为：g,d1，al，e2，音域超过 3个半组；小提琴

琴身（共鸣箱）长约 35.5厘米，由具有弧度的面板、背板和侧板黏合而成。面板常

用云杉制作，质地较软；背板和侧板用枫木，质地较硬。琴头、琴颈用整条枫木

制成，指板用乌木制成。小提琴的音质基本上取决于它的木质和相应的结构，耳

义决于木材的振动频率和它对弦振动的反应。优质琴能把发出的每个声音的基

音和泛音都同样灵敏地传播出去。

小提琴琴弦原为羊肠制的裸弦，约从 18世纪起，低音 G弦常包以银丝，使其

反应灵敏。现代则将 G弦、D弦、A弦用缠金属丝的羊肠弦或钢丝缠弦，后期也用

尼龙弦。E弦改用钢丝弦，使其在高音区的音色更佳。

小提琴制作成现代这种样式，并非完全从形态美观出发，而是有其音响上和

演奏上的需要。小提琴面板和背板有弧度，使其共鸣良好，发音洪亮；琴的腰身

狭窄，便于演奏高把位和低音弦；面板和背板加嵌条，除防止木板开裂外，对琴的

音质也起一定作用。面板与背板中间有音柱支撑，其位置变化对小提琴音色影

响明显。小提琴表面的油漆如太硬、太软，或漆得不匀，都会有损于音质。当琴

弓与琴弦摩擦使琴弦振动时，通过琴马引起面板振动，又通过音柱使背板振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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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振动较小，而 G弦振动较大，从而使低音梁有更大的振动。能否使琴声得以充

分发挥，取决于琴弦及其张力、琴马质量、运弓的压力和速度。要想把琴的各种

音质都表达出来，还要加上演奏者的弓法、指法和揉弦、弹弦等演奏技巧。

越 剧

越剧——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全国第二大剧种。越剧擅于抒情，以唱为

主，声音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多以“才子佳

人”题材为主，艺术流派纷呈。主要流行于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安徽等

广大江南地区，以及北京、天津等北方大部分地区。鼎盛时期除西藏、广东、广西

等少数省、自治区外，全国都有专业剧团存在。新中国成立后，越剧剧团多次随

周恩来总理出访各国，在海外亦有很高的声誉和广泛的群众基础。1954年的日

内瓦会议上，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被用来招待外宾，获得了广泛的赞誉。2006年 5月 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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