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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你还记得孩童时，奶奶哄你入睡时唱的咸水歌吗？你还记

得爸爸抱着你，讲述粤剧舞台上的人物故事吗？你听过爷爷讲述茶楼、

渡口龙舟说唱的精彩场景吗？你还记得龙舟竞渡时震天的龙舟鼓吗？

当你打开顺德音乐乡土教材时，也许你能找寻到曾经的记忆，回忆

起美丽的传说，收获更多顺德乡音乡情。

珠江河畔，富有岭南水乡特色的顺德，自古就是一个物华天宝、

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地，岭南文化底蕴深厚。顺德是极具独特人文风情

的宜居城乡，拥有中国曲艺之乡、中国厨师之乡、中国美食名城等城

市名片。我骄傲我是顺德人，无论我们走到天涯海角，乡音乡情总会

缠绕在心。

水乡船头，迎亲嫁娶时咸水歌的调子总是那么亲切。

龙舟说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的传承。

古老的锣鼓柜，因顺德人薪火相传，重新焕发青春。

万家灯火万家弦，粤剧名伶辈出的顺德沃土，因有你、有我、有她

而使中国曲艺之乡孕育出更多的明日之星。

坐拥秀丽的自然水乡风光，聆听顺德乡土音韵，探寻顺德乡土音

乐文化，历史的辉煌和神奇会感动你，把动听的乡音收藏心底，触摸琴

弦，传承魅力！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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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第    单元1

乡乐韵
古丝绸之路起始的岭南是古今文化、中外文化、南

北文化、雅俗文化的交汇地。19世纪中晚期，风格鲜

明、旋律节奏明快、具有浓郁民间风味的岭南音乐孕育

而生。随着文化的日渐融合，岭南音乐逐渐形成了广东

音乐、潮州音乐和客家音乐三大乐种，包括民歌、戏

剧、曲艺、牌子曲。岭南音乐名家不断涌现，将岭南民

俗和各种音乐现象不断丰富、创新，传承了历史和时代

发展的文化精神。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就像珠江三角洲腹地上的一颗

耀眼明珠，熠熠生辉。她是粤曲、粤剧的发源地之一，

名伶辈出，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千里驹、白驹荣、薛觉

先、马师曾等均出自顺德。

 顺德民间流传着众多音乐表演形式，如咸水歌、唱

龙舟、牧童歌、锣鼓柜、醒狮、赛龙舟、粤剧、粤曲、

顺德儿歌等，异彩纷呈，尽显顺德水乡乐韵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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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  德  颂

顺德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享有“鱼米之乡”之美誉。借改革开放之春

风，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被誉为 “中国家电之都”“中国厨师之乡”“广东四

小虎”“广东银行”等。顺德旅游资源丰富，著名景点有清晖园、西山庙、宝

林寺、逢简水乡、陈村花卉世界、顺德展览中心、乐从国际家具城、龙江国际

家具城、李小龙乐园、奎福古寺、新世纪农业园、甘竹滩、长鹿农庄、南国丝

都、容桂树生桥……

拍一张照片，画一幅画，找一张图片……选择你喜欢的方式和同学分享一

下你心目中最美的、最能打动你的顺德美景吧！

展示与评价 

欣赏与表现 

第  1  课  顺德好



展示与评价 

这首歌曲流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唱出了顺德“千顷鱼塘千顷蔗，万家

桑土万家弦”的秀丽风光。即使现在，顺德依然是大小河涌交汇、鱼塘星罗棋

布，加上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涌、基塘，呈现出一派独具特色的水乡美景。

为《顺德好风光》谱上新词，唱唱顺德新风光吧！

3第    单元 水乡乐韵1

顺德好风光

欣赏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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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  德  好

欣赏与表现 



5第    单元 水乡乐韵1

麦丁  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广东顺

德杏坛镇吉佑乡人，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作

曲家。1952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

专修钢琴、作曲，其代表作有《远方的客人请你

留下来》《壮锦献给毛主席》《西山谣》《中华

儿女是一家》等。

麦丁虽长期在北京生活，对故乡顺德却饱

含深深眷恋之情。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自豪地

对人们说：“我是顺德人，我的家乡是最美的地

方。”1997年，他一踏上故乡顺德的土地，看到家乡的面貌，再也抑制不住情

感的闸门，只用几天时间，便创作出了《顺德好》 这首颇具顺德水乡气息的歌

曲。

小 辞 典

1．议一议：说说歌曲《顺德好》中有哪些曲调蕴含了顺德乡土音

乐的元素。

2．小组讨论：《顺德好》的歌词从哪些方面体现了顺德在工业、

农业等方面的特色。

3．请同学们尝试使用《顺德好风光》的曲调，为以下歌词创编

歌曲。

猜  字  歌

乜字写来两座山？      出字写来两座山。

乜字写来左边一撇右边一捺？    入字写来左边一撇右边一捺。

乜字写来千字中间有对眼？    平字写来千字中间有对眼。

乜字写来拎乜冚住娇娥？     安字写来宝盖冚住娇娥。

活动与创编 

麦丁（1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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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与表现 

南方有条醉人的河

第  2  课  南方有条醉人的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7第    单元 水乡乐韵1

展示与评价 

这是一首有着浓郁顺德乡土音乐气息——咸水歌风格的歌曲，由顺德本土音

乐人陈列作词、李东全作曲。歌曲中那条醉人的河指的就是顺德美丽的桂畔河。

作为岭南水乡的典型代表，顺德拥有各类主、支干内河涌共计1889条，总长

超过2000公里，每平方公里河涌密度2.5公里，是珠三角河网密度最高的区域之

一。大榕树、镬耳屋、古庙老宅、小桥流水曾是许多顺德人的水乡记忆。

打开顺德水域图，和同学找找哪些河流是你们熟悉的，说说哪条河最让你迷

醉。

小 辞 典

    逢简水乡位于顺德区杏坛镇，村内古树遍布，石板古道纵横，岭南古村格局犹存，村里经常

可以看到长者肩扛精美龙头、手持小锣等道具表演“唱龙舟”。

混声合唱歌曲《南方有条醉人的河》由顺德合唱团首唱，并于2002年在波兰

举行的第37届“波兰国际合唱歌曲艺术节”上获得金奖。

顺德合唱团成立于1995年，曾出访奥

地利、德国、法国、波兰、新加坡、韩国

及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

和比赛，多次参加省、市区的各类重要

演出，是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职业合

唱团。
顺德合唱团在演唱《南方有条醉人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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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欣赏过哪些顺德乡土音乐作品？和同学组成“顺德乡土音乐搜集小分

队”，来找找身边流行的乡土音乐作品吧。

活动与创编 

作品名称：       

流行街镇：       

表演形式：       

作品名称：       

流行街镇：       

表演形式：       

作品名称：       

流行街镇：       

表演形式：       



顺

第    单元

德童谣
“落雨大，水浸街”“点虫虫，虫虫飞”……

顺德儿歌生动、淳朴、简洁，和着水乡独有的调子

点缀着顺德人的童年时光，是伴随顺德人成长的摇

篮曲，又是顺德人从小开启智慧、认识社会的启蒙

书。你还记得父辈曾经唱给你听的儿歌吗？

2



第  3  课   氹氹转  唱童谣

欣赏与表现 

氹  氹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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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与评价 

这是一首粤方言地区常常被儿童传唱的歌曲，不过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版本，

歌词稍有不同。这首儿歌的语言极富稚趣，是传统经典游戏氹氹转中的唱词。

游戏玩法：小朋友挽着手，围成一个圆圈，一边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一

边放开歌喉喊唱：“氹氹转，菊花圆……”圆圈中站着一个眼蒙黑布的“倒霉

蛋”， 这个“倒霉蛋”必须在歌声停止的最后一秒，伸出手去捉住一个人，并

辨认出他到底是谁。如果猜中了，那么双方就要互换位置。

想一想：歌曲中的“氹氹转”是什么意思？“唔”和“睇”又分别是什么

意思？

小 辞 典

炒米饼  炒米饼是广东传统美食，很多地方都有制作传统，主要成分是

大米、糖，配料根据各地习俗习惯而不同。

制作步骤：将大米翻炒至金黄，而后碾成米粉，和上糖胶及加入各地特

色的配料（可以是芝麻、花生、鸡蛋、花生碎、椰丝等），用木制米饼模具

碾压后敲出，放入烤炉中烤制而成。

米饼松脆、甘甜、可口，是广东（尤其是岭南一带）的特产。根据传统

习惯，一般都在秋冬季制作，过年时品尝。密封后放于阴凉处储藏，可长久

储存。

做好的炒米饼一般印有表征吉祥的文字 制作炒米饼的模具

11第    单元 顺德童谣2



展示与评价 

这是一首小朋友睡觉前，长辈在他们耳边轻声哼唱的歌谣。歌曲生动地反映

了岭南沿海地区渔家人简朴而美好的生活：阿爷看牛，阿嫲织网，阿爸捕鱼虾，

阿妈插秧，“虾仔”刚刚出世不久。明亮月光下，响起长辈期待“虾仔”快高长

大的童谣。

现在，顺德的渔家人逐渐告别了江河，上岸来了，因此，《月光光》所反

映的生活，已经日渐远离了我们。只有不断地把《月光光》传唱下去，才能“保

留”住这份曾经美好的月光回忆。

想一想：月亮在什么时候最圆最亮？歌曲中的“虾仔”是指谁？“地堂”又

是什么意思？

顺德  乡土音乐 12

欣赏与表现 

月  光  光
（传统童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