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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歌声飞出大凉山》此书是基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四川凉

山彝族自治州中小学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研究》，在课题主研皮欢老师精

心组织和带领下，课题组研究成员一年来辛勤工作的成果。值得称赞！

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是一个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事。一个民族的文化血

脉延续，需要千千万万有责任心的文化工作者不辞辛劳，潜心研究，在科学、有

效地研究、传承过程中让中华文明得以发扬光大。为此，我要对课题的研究与本

书稿的编写者们的努力表达敬意！

彝族民间音乐同我国其他55个民族的音乐一样，音韵幽远，博大精深，是一

座极富开采价值的文化宝库。而对它的学习、传承、发展、创新更是兼具现实与

未来意义的工作。从教育的角度，特别是从关注于基础教育课堂教学中，较有系

统地学习与传承彝族民间音乐，《歌声飞出大凉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开始。

我一直致力于彝族民间音乐传承的研究，我期望有更多的彝族民间音乐教育研究

成果，更多的适合于中小学阅读的音乐读本，更多的让中小学生喜闻乐唱的音乐

作品问世；更期望有更多的、充满责任感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参与到此项工作之

中。我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包括彝族音乐在内的民族民间音乐一

定会有光明灿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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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飞出大凉山

（一）彝族传统风俗文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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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彝族传统歌舞“朵乐荷”

①　朵乐荷

②　朵乐荷传统“黄油伞”

③　“朵乐荷”一景

④　彝族妇女精心装扮参加彝族选美

2. 彝族火把节

⑤　布拖火把节

⑥　彝族火把节竞技活动——摔跤

⑦　彝族民俗活动——抢羊

（以上图片由韩远华拍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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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彝族宗教

①　苏尼（韩远华拍摄）

②　毕摩法器（阿牛史日拍摄）

③ ④　毕摩念诵的经文（阿牛史日拍摄）

4. 彝族传统婚俗

⑤　彝族传统婚礼“泼水迎亲”（韩远华拍摄）

⑥　彝族婚礼宴请宾客（韩远华拍摄）

⑦　彝族传统婚礼“送亲”（韩远华拍摄）

5. 彝族葬礼

⑧　彝族葬礼——老者“指路”（韩远华拍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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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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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彝族传统乐器进课堂

① ②　克西举尔代表性传承人阿西竹一辅导学生学习克西举尔

（阎鲁军拍摄）

③　月琴音乐传承人井古阿合走进课堂，向彝族学生传授月琴音

乐（游小军拍摄）

④　口弦传承人为彝族学生传授口弦音乐（游小军拍摄）

2. 课题开展的相关工作照片

⑤　课题组成员在小学开展“彝族音乐课程资源开发”的问卷调

查工作（马正华、王利桥拍摄）

3. 其他照片

⑥　喜德县瓦尔九年一贯制学校彝族母语合唱队（裴锫榆拍摄）

⑦　喜德县瓦尔九年一贯制学校月琴班（裴锫榆拍摄）

⑧　2015彝族国际火把节演出照片（王利桥拍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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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彝族民间歌曲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彝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

造了灿烂的文化，凉山彝族地区的音乐以优美古朴的旋律和

深刻的文化内涵而独具魅力，在我国各族人民的民歌百花园

中成为一枝绚丽多彩的花朵。凉山彝族民间歌曲在它的歌词、

旋律、演唱风格上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浓郁的民族风格。本

单元主要从民歌体裁上分类，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儿歌、劳动

歌、节日歌等歌曲进行学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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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阿依伙格（儿歌）

阿依伙格，彝语“阿依”即儿童，“伙格”即玩耍唱，阿依伙格即儿歌的意思。歌曲

主要包括儿童玩乐游戏时唱的和大人们为传授知识、教育儿童编唱的两类。

一、听一听

1. 聆听儿歌《种杉树》， 请告诉大家这首儿歌的内容是什么？你有过种树的经历

吗？请唱着歌把你的经历表演出来吧。

2. 欣赏《阿唧唧阿嘎嘎（五指歌）》《散惹跛脚 》，尝试着边听边哼唱你喜欢的旋律。

种　杉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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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妞啊妞妞妮，

拿来呀拿来，

坝上的树种找到没有？

坝上的树种找到了。

拿给书童表哥看，

书童表哥认识吗？

书童表哥不认识。

拿给高官大舅看，

高官大舅认识吗？

高官大舅认着了，

说是杉树的一种。

拿来种在房前，

因为是牛羊经常过的地方，

这不是种杉地。

拿来种在房后，

因为是虎豹经过的地方，

这不是种杉地。

拿来种在房对面，

因为是马牛经过的地方，

这不是种杉地。

拿去种在阿呷地托的地方，

杉树终于发了芽。

【歌词意译】

阿唧唧阿嘎嘎



13

【歌词意译】①

【歌词意译】

小指头，无名指，小指无名指，中指，食指，大拇指。通风口啊，做坝子啊，打荞的

坝子，戴手镯的地方，抱儿子的地方，抱儿子的地方。小指头，无名指，小指无名指，小

指头，无名指，小指无名指，小指无名指。

背用肩，吞用喉，吃用嘴，闻用鼻，看用眼，听用耳。乌鸦筑巢的地方，喜鹊筑巢的

地方。果洛果洛洛，乌鸦筑巢的地方，喜鹊筑巢的地方，果洛果洛洛。

散  惹  跛  脚

甲：散惹②跛脚！

　　去年这时候，

　　一老一小两山羊，

　　寄养你家中。

　　今年这时候，

　　自己要安家，

①　省略的歌词与已“歌词意译”中的问答形式、格式均同，唯名指牲畜不同，依次为猪、鸡、牛等。

②　散惹：人名、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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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自己养。

二、 唱一唱

1. 能流畅地把《别叫醒小孩》背唱下来。

2.《别叫醒小孩》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你觉得用什么方式演唱最能把这种情绪

表达出来？

别叫醒小孩

乙：散惹跛脚！

　　去年这时候，

　　一老一小两山羊，

　　寄养我家中；

　　今年这时候，

　　老羊被豹吃，

　　小羊还在圈，

　　要就快来拿，

　　不要就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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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意译】

夜半三更别叫醒小孩。

叫醒小孩小孩要粑粑。

小孩要粑粑，粑粑哪去找？

三、　　做一做

1. 同学们互相交流几首彝族“阿依伙格”歌曲。

2. 把你知道的其他“阿依伙格”歌曲歌名填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四、给你推荐（结合互联网和多媒体教学，听录音，看视频）

为你推荐几首歌曲，尝试着演唱，你喜欢吗？

1.《大舅舅家》

2.《木惹嫂嫂》

3.《苦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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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尔木莫牛（劳动歌）

劳动歌：彝族人从事生产劳动时唱的歌。用以抒发对劳动的热爱，激励劳动的信心，

传授生产经验。一般由青年男女演唱，与咏景紧密联系。

一、听一听

1. 聆听歌曲《寻猪歌》，说说歌曲演唱的什么内容？

2. 试一试，模仿唱出你认为最有趣的地方。

彝寨晨牧（韩远华拍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