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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音乐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方
面。高尚的道德情操、高超的智能、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艺术修养，已经成为21世纪对
人才的基本要求。音乐教育对培养学生良好的艺术修养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为提高大学生的音乐修养，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根据教育部在大学生
中实施艺术教育的要求，结合当今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江西省教育厅学科教研中心组
织我们编写了这套教材。
《音乐》分为上、下两册，本册为下册。教材分读谱基础、唱歌、音乐欣赏三部分。上

册包括读谱基础和唱歌两部分，下册主要为音乐欣赏。读谱基础主要介绍简谱知识，配
合视唱练习，以达到增强乐感提高读谱能力的目的。歌唱部分则以大量群众喜闻乐见，
具有时代感，且适合群体演唱的歌曲为主要内容，以便教唱和学唱。音乐欣赏则以弘扬
民族音乐文化为主，兼带介绍西方音乐。其中主要有中外民歌介绍、器乐曲介绍、乐队
与乐器的基本知识等，做到中西结合、雅俗共赏。本教材力求做到活泼新颖，通俗易懂，
易教易学，强调实用性。三部分内容可分块教学也可交叉进行教学，同时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还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在内容上进行一些增减。
参加本册编写的有赵家麟、李一平、韩青、叶淳、林艳华、万丽萍、王晓雨和艾玲。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编写过程中难免有疏漏及错误，敬请专家和教师多

多批评指正。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多方的关心与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2010年5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革命历史民歌
东方 ：：：：：：：：：：：：：：：：：：：：：：：：：：：：：：：红 （1）
咱们的领袖毛泽 ：：：：：：：：：：：：：：：：：：：：：：：：：：东 （2）
绣金 ：：：：：：：：：：：：：：：：：：：：：：：：：：：：：：：匾 （3）
十送红 ：：：：：：：：：：：：：：：：：：：：：：：：：：：：：：军 （5）
八月桂花遍地 ：：：：：：：：：：：：：：：：：：：：：：：：：：：开 （7）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 ：：：：：：：：：：：：：：：：：：：：：：：：：起 （8）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 ：：：：：：：：：：：：：：：：：：：：：：：：：了 （9）

第二章 传统民歌

茉莉 ：：：：：：：：：：：：：：：：：：：：：：：：：：：：：：花 （10）
紫竹 ：：：：：：：：：：：：：：：：：：：：：：：：：：：：：：调 （12）
孟姜 ：：：：：：：：：：：：：：：：：：：：：：：：：：：：：：女 （14）
斑鸠 ：：：：：：：：：：：：：：：：：：：：：：：：：：：：：：调 （16）
放风 ：：：：：：：：：：：：：：：：：：：：：：：：：：：：：：筝 （17）
兰花 ：：：：：：：：：：：：：：：：：：：：：：：：：：：：：：花 （18）
龙船 ：：：：：：：：：：：：：：：：：：：：：：：：：：：：：：调 （19）
凤阳花 ：：：：：：：：：：：：：：：：：：：：：：：：：：：：：鼓 （20）

第三章 改编民歌

四季 ：：：：：：：：：：：：：：：：：：：：：：：：：：：：：：歌 （21）
新凤阳 ：：：：：：：：：：：：：：：：：：：：：：：：：：：：：歌 （23）
走西 ：：：：：：：：：：：：：：：：：：：：：：：：：：：：：：口 （24）
叫一声我的 ：：：：：：：：：：：：：：：：：：：：：：：：：：：哥 （26）
牧羊姑 ：：：：：：：：：：：：：：：：：：：：：：：：：：：：：娘 （27）
浏阳 ：：：：：：：：：：：：：：：：：：：：：：：：：：：：：：河 （29）
天涯歌 ：：：：：：：：：：：：：：：：：：：：：：：：：：：：：女 （30）

第四章 少数民族民歌

吹叶趁叶 ：：：：：：：：：：：：：：：：：：：：：：：：：：：：青 （31）
小山 ：：：：：：：：：：：：：：：：：：：：：：：：：：：：：：羊 （32）
阿西里 ：：：：：：：：：：：：：：：：：：：：：：：：：：：：：西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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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歌 （35）
在银色的月光 !!!!!!!!!!!!!!!!!!!!!!!!!!下 （36）
瑶族舞 !!!!!!!!!!!!!!!!!!!!!!!!!!!!!曲 （37）
阿妈的盖碗 !!!!!!!!!!!!!!!!!!!!!!!!!!!茶 （38）
北京的金山 !!!!!!!!!!!!!!!!!!!!!!!!!!!上 （39）

第五章 外国民歌

阿里 !!!!!!!!!!!!!!!!!!!!!!!!!!!!!!郎 （40）
樱 !!!!!!!!!!!!!!!!!!!!!!!!!!!!!!!花 （41）
友谊地久天 !!!!!!!!!!!!!!!!!!!!!!!!!!!长 （43）
三套 !!!!!!!!!!!!!!!!!!!!!!!!!!!!!!车 （45）
乘着歌声的翅 !!!!!!!!!!!!!!!!!!!!!!!!!!膀 （46）
划船 !!!!!!!!!!!!!!!!!!!!!!!!!!!!!!歌 （48）
重归苏莲 !!!!!!!!!!!!!!!!!!!!!!!!!!!!托 （50）
老黑 !!!!!!!!!!!!!!!!!!!!!!!!!!!!!!奴 （52）

第六章 演唱形式

第一节 齐 !!!!!!!!!!!!!!!!!!!!!!!!!!!唱 （53）
第二节 独 !!!!!!!!!!!!!!!!!!!!!!!!!!!唱 （53）
第三节 重 !!!!!!!!!!!!!!!!!!!!!!!!!!!唱 （55）
第四节 合 !!!!!!!!!!!!!!!!!!!!!!!!!!!唱 （57）
第五节 表演 !!!!!!!!!!!!!!!!!!!!!!!!!!唱 （58）

第七章 民族乐器简介

第一节 吹管乐器 !!!!!!!!!!!!!!!!!!!!!!!!组 （59）
第二节 弹拨乐器 !!!!!!!!!!!!!!!!!!!!!!!!组 （62）
第三节 拉弦乐器 !!!!!!!!!!!!!!!!!!!!!!!!组 （64）

第八章 民族器乐曲

第一节 江南丝 !!!!!!!!!!!!!!!!!!!!!!!!!竹 （69）
第二节 广东音 !!!!!!!!!!!!!!!!!!!!!!!!!乐 （70）
第三节 民族管弦乐 !!!!!!!!!!!!!!!!!!!!!!!曲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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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曲艺音乐

第一节 京韵大 !!!!!!!!!!!!!!!!!!!!!!!!!鼓 （76）
第二节 苏州弹 !!!!!!!!!!!!!!!!!!!!!!!!!词 （82）

第十章 戏曲音乐

第一节 京 !!!!!!!!!!!!!!!!!!!!!!!!!!!剧 （87）
第二节 越 !!!!!!!!!!!!!!!!!!!!!!!!!!!剧 （91）
第三节 黄梅 !!!!!!!!!!!!!!!!!!!!!!!!!!戏 （94）

第十一章 管弦乐

第一节 管弦乐 !!!!!!!!!!!!!!!!!!!!!!!!!曲 （98）
第二节 协奏 !!!!!!!!!!!!!!!!!!!!!!!!!!曲 （99）
第三节 交响 !!!!!!!!!!!!!!!!!!!!!!!!!!乐 （106）

第十二章 综合音乐欣赏

第一节 舞剧音 !!!!!!!!!!!!!!!!!!!!!!!!!乐 （108）
第二节 歌剧音 !!!!!!!!!!!!!!!!!!!!!!!!!乐 （109）

第十三章 演奏形式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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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革命历史民歌

东方红

陕西民歌
李有源 词

《东方红》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新民歌的代表作品。这首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
的革命歌曲，抗战时期从延安唱遍敌后所有根据地，而后一直唱到北京城，唱了几十年，感情
真挚地表达了几代人的心声。
《东方红》的曲调来源于陕北民歌，词的作者是农民李有源（1903～1958）。他是陕西省北

部的葭县（今佳县）的农民歌手，也是当地有名的“伞头”（秧歌的领唱和领舞者）。1943年他
曾采用陕北民歌《骑白马》的曲调编写了几段新词，他的侄子李增正带领移民队到延安开荒，
并用这几段新词为头，续编成长达十余段歌词的《移民歌》。这首歌随着移民队到处演唱传
播，深受群众欢迎。后来由延安文艺工作者将它整理为三段歌词，并改名为《东方红》，用以歌
唱新生活，歌唱共产党，歌唱革命领袖。1944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从此传遍全国。

1=F 2
4

·· · ·
1 7 6 ｜ 5 5 ｜ 2 3 2 ｜ 1 1 6 ｜ 2 3 2 1 ｜ 2 1 7 6 ｜ 5 - ｜ 5 0 ｜··

有了 共 产 党，呼 儿 咳 呀， 哪 里 人 民 得 解 放。

·
5 5 6 ｜ 2 - ｜ 1 1 6 ｜ 2 - ｜ 5 5 ｜ 6 1 6 5 ｜ 1 1 6 ｜ 2 - ｜ 5 2 ｜·

·
东 方 红， 太 阳 升 中 国 出 了 个 毛 泽 东； 他 为
毛 主 席， 爱 人 民， 他 是 我 们 的 带 路 人； 为 了
共 产 党， 像 太 阳， 照 到 哪 里 哪 里 亮； 哪 里

· · · · · · ·
1 7 6 ｜ 5 5 ｜ 2 3 2 ｜ 1 1 6 ｜ 2 3 2 1 ｜ 2 1 7 6 ｜ 5 - ｜ 5 0 5 2 ｜｜:·
人 民 谋 幸 福，呼 儿 咳 呀 他 是 人 民 大 救 星。 哪 里
建 设 新 中 国，呼 儿 咳 呀 领 导 我 们 向 前 进。
有 了 共 产 党，呼 儿 咳 呀 哪 里 人 民 得 解 放。

1· ·



2 - ｜ 1 6 1 6 ｜ 5 1 6 1 ｜ 5 4 2 ｜ 5 - ｜ 2 2 2 2 5 ｜ 2 1 7 6 ｜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陕北民歌
陕西文艺工作者集体改词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是流行于陕北的一首革命历史民歌，在 1943年陕甘宁边区召开的
英模大会上，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陇东曲子县劳动英雄孙万福。孙万福当时万分激动地拉着
毛主席的手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都是您给
的。没有您，我们这些穷汉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几天以后，这位不识字的农民诗人
孙万福，便满怀感激地唱出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民歌（又名《高楼万丈平地起》）。很
快，这首歌便传遍了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

1=F 2
4

热情洋溢

·
5 5 ｜ 1 5 4 ｜ 2 5 7 1 ｜ 2 - ｜ 5 5 ｜ 1 5 4 ｜ 2 5 7 1 ｜·

高 楼 万 丈 平 地 起， 盘 龙 卧 虎 高 山

·
·

山 川 万 里 气 象 新， 五 谷 生 长 绿 茵
自 力 更 生 闹 革 命， 开 展了 生 产 大 运

·
·

· ·
·

顶， 边 区 的 太 阳 红 又 红， 边 区 的 太 阳 红 又
茵， 来 了 咱 们 的 毛 主 席， 来 了 咱 们的 毛 主
动， 为 了 革 命 得 胜 利， 为 了 革 命 得 胜

5 - ｜ 1 7 1 ｜ 2 - ｜ 5 - ｜ 2 3 2 ｜ 1 3 ｜ 2 1 7 6 ｜· · ·
红， 咱 们 的 领 袖 毛 泽 东， 毛 泽
席， 挖 掉 了 苦 根 翻 了 身， 翻 了
利， 跟 着 咱 领 袖 毛 泽 东， 毛 泽

5 - 1 7 1 ｜ 2 - ｜ 5 - ｜ 2 3 2 ｜ 1 3 ｜ 2 1 7 6 ｜ 5 -｜: · ·结束句

东。 跟 着 咱 领 袖 毛 泽 东， 毛 泽 东。
·

身。
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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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金匾

陕北民歌
1=C 2

4

(6 2 5 6 ｜2 1 ｜6 1 6 5 ｜4 5 ｜6 6 2 ｜6 5 4 3 ｜2 5 ｜ 2 - ｜ 5 4 5 ｜ 6 2 ｜· · · · · ·

(6 543 ｜ 2 - ｜ 2 3 2 1 ｜6 2 ｜ 6 5 4 3 ｜ 2 - ｜6 01 6 5 ｜4 0 245 ｜6 016 5 ｜·······

(4 024 5 ｜ 6 2 ｜6 5 4 3 ｜ 2 5 ｜ 2 -） 2 1 6 ｜ 2 5 3 ｜ 2 3 2 ｜ 1 6 ｜· · ·· ··· · ·· ·｜:

（1）正 月里 闹 元 宵，
（2）二 月里 刮 春 风，

(2 3 5 ｜ 3 2 1 ｜ 6 5 4 2 ｜5 - ｜ 6 2 5 6 ｜ 2 1 ｜ 6 1 6 5 ｜ 4 5 ｜6 6 2 ｜········ ···

金 匾 绣 开 了， 金 匾 绣 咱 毛 主 席 领 导的
金 匾 绣 的 红， 金 匾 上 绣 的 是 领 袖

6 5 4 3 ｜ 2 5 ｜ 2 - ｜（6 2 5 6 ｜ 2 1 ｜ 6 1 6 5 ｜ 4 5 ｜ 6 6 2 ｜ 6 5 4 3 ｜·· ··

主 意 高。
毛 泽 东。

·

2 5 ｜ 2 -） 2 1 6 ｜ 2 5 ｜ 4 5 3 2 ｜ 1 6 ｜ 2 3 5 ｜ 3 2 1 ｜·｜: ｜: ············· ·

（1）一 绣 毛 主 席， 人 民的 好 福
（2）二 绣 总 司 令， 革 命的 老 英
（3）三 绣 周 总 理， 人 民的 好 总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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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4 2 ｜ 5 - ｜ 6 2 5 6 ｜ 2 1 ｜ 6 1 6 5 ｜ 4 5 ｜ 6 6 2 ｜ 6 5 4 3 ｜·· · · ·

气， 您 一 心 为 我 们， 我 们 拥 护
雄， 为 人 民 谋 生 存， 能 过 好 光
理， 鞠 躬 尽 瘁 为 革 命， 我 们 热 爱

2 5 ｜ 2 - ｜（6 2 5 6 ｜ 2 1 ｜ 6 1 6 5 ｜ 4 5 ｜ 6 6 2 ｜ 6 5 4 3 ｜ 2 5 ｜·· · ··

您。
景。
您。

2 -） 6 2 5 6 ｜ 2 2 1 ｜ 6 1 6 5 ｜ 4 5 ｜ 6 6 2 ｜ 6 5 4 3 ｜ 2 -

｜｜: ······ ·苌

鞠 躬 尽 瘁 为 革 命， 我 们 热 爱 您。

《绣金匾》原是流行于陕西渭河流域的一首传统小调，又名《绣荷包》。原为演唱历史人物
和传统故事，有多段唱词。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采用这个曲调填了五段
新词，歌颂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八路军。1943年开始在陕北普遍传唱，解放后流传全国，是一
首著名的革命历史民歌。
这首民歌由于内容的更新，曲调情绪也随之产生崭新的变化。歌曲以明朗亲切的感情，

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和子弟兵的无限热爱之情。
1976年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相继去逝，全国人民无比悲恸。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的纪念活动中，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怀着深切怀念之情，再次演唱了这首民歌，并将第五段歌
词改为“三绣周总理 /人民的好总理 /鞠躬尽瘁为革命 /我们热爱您”，深深打动了亿万人民
的心。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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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送红军

江西革命民歌
朱正本、张士燮收藏集整理1=C 2

4

稍慢、亲切地

=90

1.（混声齐唱）一送里 格 红军 介支个下 了 山， 秋风 里 格
3.（女声齐唱）五送里 格 红军 介支个过 了 坡， 鸿雁 里 格
6.（混声齐唱）十送里 格 红军 介支个望 月 亭， 望月 里 格

2 3（2 3 2 1） ｜ 6 1 5 6 7 6 ｜ 5（5 3 2 1 2 3）｜ 5 5 6 1 3 ｜ 2 1（7 6） ｜ 5 5 6 1 6 5 ｜
细雨 介 支个 缠绵 绵， 山上 里格 野鹿 声声 哀
阵阵 介 支个 空中 过， 鸿雁 里格 能够 捎 书
亭上 介 支个 搭高 台， 台高 里格 十丈 白 玉

号， 树树里格 梧 桐 叶呀 叶 落 完。 问一 声
信， 鸿雁里格 飞 到 天涯 海 角。 千言 万语
柱， 雕龙里格 画 凤 放呀 放 光 彩。 朝也 盼来

亲人 红军 啊！ 几时 里 格 人马 介 支个 再回 山。
嘱咐 红军 啊！ 捎信 里 格 多把 介 支个 革命 说。
晚也 想，红军 啊！ 这台 里 格 名叫 介 支个 望红 台。

1 1 6 1 2 ｜ 3 2 3 （3 2 3） ｜ 5 5 5 6 5 3 ｜ 2（2 1 6 1 2） ｜ 2 2 1 2 3 ｜
2.（男低音独唱）三送 里格 红 军 介支个 到 拿 山， 山上 里格
4.（女低音独唱）七送 里格 红 军 介支个 五 斗 江， 江上 里格

5 1（6 5） ｜ 3 3 1 2 3 ｜ 5（5 3 2 1 2 3） ｜ 5 6 1 ｜ 3 2 3（3 2 3） ｜ 5 5 3 5 7 ｜
包谷 介支个 金灿 灿， 包 谷 种 子 介支个 红军
船儿 介支个 穿梭 忙， 千 军 万 马 介支个 江畔

55 6165 ｜ 35（3532） ｜ 112 3231 ｜ 2（25 2523） ｜112 323 ｜·5· · ···· ······· ···· ·

·· ···· · ·····

3（3 5 3 5 3 2） ｜ 1 1 2 2 3 ｜ 2 3 5 3 5 ｜ 2 2 1 6 5 6 1 ｜ 2 (2 5 2 5 2 3 ) ｜ 1 1 2 3 ｜5 ·· ··· ··· ·· ·· ·· ·· ··

565 3 ｜ 116 5356 ｜ 1 - ｜ 112 323 ｜ 23（2321）｜ 6156 76 ｜ 5 - ｜··············· · ｜

··

··

·

5· ·



11 23 ｜ 2 3 5 35 ｜ 2 1 65 61 ｜ 2 (25 2523 ) ｜ 11 2 3 ｜ 5 6 5 3 ｜
心象 里格 黄 连 脸 在 笑, 血肉 之情 怎能 忘,

1 16 5 35 6 ｜ 1 - ｜ 1 12 3 23 ｜ 23 ( 2321 ) ｜ 61 56 7 6 ｜ 5 -
红军 啊! 盼望 里 格 早日 介 支个 传捷 报。 D.C.
｜

332 161 ｜ 2 3 ｜ 1 21 6 ｜ 5 3 5 ｜ 1 6 5 61 ｜ 13 2 ｜

5 3 321 ｜ 2 (21 6 12 ) ｜ 221 23 ｜ 5 35 (5 35 ) ｜ 61 56 27 ｜ 6 (65 356 ) ｜

5.(男高音齐唱)九送 红 军 上 大 道, 锣 儿 无 声 鼓不 敲

鼓 不 敲, 双双 里格 拉 着 长 茧的 手,

6（6 5 3 5 6） ｜ 1 6 1 ｜ 3 3 2 1 ｜ 6 5 3 2 1 ｜ 2（2 1 6 1 2） ｜ 2 2 1 2 3 ｜

红军 手， 红军 啊！ 撒 下 的 种子 介 支个 红了 天。 乡。
不能 忘， 红军 啊！ 革 命 成功 介 支个早回

5 5 3 5 6 ｜ 1 1 6 5 3 5 6 ｜ 1 - ｜ 5 6 1 ｜ 2 2 3 5 ｜ 6 1 5 6 7 6 ｜ 5 - ｜ 5 - ｜

种， 包 谷 棒棒 咱 们 穷人 搬。 紧紧 拉着
站， 十 万 百姓 泪 汪 汪。 恩情 似海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送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文工团于 60年代初编创和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
表演唱”中第三场“送红军北上抗日”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曲调是采用大革命时在江西
中央苏区民间流传的“长歌”加工整理的。所谓“长歌”，就是江西民间在送别亲友时演唱的一
种叙事性体裁民歌。
《十送红军》描述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工农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英明决策和指挥下，为了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暂时撤出部分苏区北上抗日时，人民群
众为红军送行，军民难舍难分的感人情景。这是一首著名的革命历史民歌，歌词有六段，分别
以一送、三送、五送、七送、九送、十送为序引。每一送（即每一段）的地点、自然环境和内容都
不相同，情景交融，感情表达很有层次。其语言质朴深情，词中穿插“里格”、“介支个”等衬词，
更突出了地方语言特点。
这首民歌的曲调建立在六声音阶、徵调式上，由三个乐段组成复乐段曲式结构。每个乐段

均由六个乐句组成。这三个乐段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后两个乐段均由第一乐段变化发
展而成，因而可以把曲式看作是 A、A1、A2重复变化的三段式。在实际演唱时成为 A、A1、A、A1、
A2、、A的一种回旋曲式的变奏曲结构。歌曲节拍规整，旋律优美而深情，具有鲜明的叙事性特
点。歌曲既统一，又有对比变化。各段分别采用男女齐唱、女声齐唱、男高音齐唱、男低音独唱、
女中音独唱等不同声部的演唱形式，细致完美地表达了歌曲的内容。歌腔中短小的间奏起着
承上启下的重要的桥梁作用，使旋律连贯流畅，给人以倍觉亲切之感。尤其是每段中的称谓词
“红军啊”形成的歌腔，是对亲人红军激动而深情的呼唤，把军民百感交加、千言万语难以言尽
的深厚情意，表现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仿佛把我们带到那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中。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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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桂花遍地开

江西民歌

2
4 )

·

1. 6 5 6 1 5 6 1 6 5 6 1 5 -1= E · · · ·

八 月 桂 花 遍 地 开，
八 月 桂 花 遍 地 开，

5. 6 1 2 6 5 3 5 2 3 5 1 -· ·

鲜 红 的 旗 帜 迎 风 摆，
武 装 的 工 农 好 气 派，

5 6 1 5 3 2 1 2 5 6 1 5 3 2 1 2·

敲 锣 又 打 鼓 呀， 张 灯 又 结 彩 呀，
保 卫 新 政 权 那， 消 灭 反 动 派 呀，

·

·

5. 6 1 2 6 5 3 5 2 3 5 1 -· ·

红 色 政 权 建 起 来。
跟 着 毛 委 员 打 出 新 世 界。

·

5. 6 1 2 6 5 3 3. 1 2 3 1 -· ·

跟 着 毛 委 员 打 出 新 世 界。

·
·

摩· · · · ·

结束句

7· ·



3 0 ｜ 2 2 3 5 1 ｜ 2. 3 2 1 6 ｜ 5 6 6 ｜ 5 - ｜ 5 6 6 ｜ 5 - ｜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3 6 5 5 3 ｜ 5 1 2 5 3 ｜ 2. 3 2 ｜ 6 3 2 2 3 ｜
1.红 米 饭 （那 个） 南 瓜 汤 哟 咳 啰 咳， 挖 野 菜 （那 个）
2.干 稻 草 （那 个） 软 又 黄 哟 咳 啰 咳， 金 丝 被 （那 个）
3.穿 草 鞋（那 个） 背 土 枪 哟 咳 啰 咳， 反 围 剿 （那 个）

1= A 2
4

陕北民歌

乐观地

·

2 6 1 7 6 ｜ 5. 6 5 ｜ 6 6 1 2 2 3 ｜ 5 3 5 6 ｜ 6 5 6 6 5 ｜
也 当 粮 啰 咳 啰 咳， 毛 委 员 和 我 们 在 一 起 啰 咳 啰

盖 身 上 啰 咳 啰 咳， 毛 委 员 和 我 们 在 一 起 啰 咳 啰

斗 志 旺 啰 咳 啰 咳， 毛 委 员 和 我 们 在 一 起 啰 咳 啰

····· · ··

咳 餐 餐 味 道 香 味 道 香 咳 啰 咳。
咳 心 里 暖 洋 洋 暖 洋 洋 咳 啰 咳。
咳 天 天 打 胜 仗 打 胜 仗 打 胜 仗。

5 ：
· · · · · ·

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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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陕西民歌）

（ 5 1 2 5 ｜ 5 - ｜ 5 1 2 5 ｜ 2 - ｜ 5 1 2 5 ｜ 5 - ｜

鸡 妹 子 儿 的个 叫 来 狗 妹 子儿 咬， 我 那

1= F 2
4 王方亮 编曲

·· · ·

2 21P mp mp 2

5 1 2 5 ｜ 1 - ） ｜ 5 1 1 1 1 ｜ 2 5. ｜ 5 1 5 2 ｜ 1 0 5 5 ｜
6·

· ··

6423摩
·

5 1 2. 2 ｜ 5 2 5 2 1 2 ｜ 5 2 1 6 5 ｜ 5 - ｜（ 1 2 5. 5 ｜ 6 5 6 5 ｜·
摩

·· ·
当 红 军 的 哥 哥 儿 哟 回 来 哟 嗬 了。 当 红 军 的 哥 哥 儿 哟

1 2 5 ｜ 5 - ） ｜ 1 2 5 5 5 ｜ 6 5 6 5 ｜ 5. 6 5 3 ｜ 5 2. ｜
回 来 了。 山 羊 羊 的 那 绵 羊 哟 五 花 儿 就 羊，

羊 肚 肚 的 个 手 巾 儿 哟 三 道 道 的 兰，

摩 1·：

5. 6 5 5 ｜ 5 1 ｜ 2 2 5 2 1 6 ｜ 5 - ｜ 6 6. 2 6 6 ｜ 5 3. 3 1 6 ｜· ·

摩1 ·
小快板 1=E 前调 5=后调 6

我 的 哥 哥儿 随 了 共 产 党。 你 当 你 那 红 军 呀
我 的 红 军 哥儿哥儿 跟 的 是 刘 志 丹。

6 6. 2 6 6 ｜ 3 - ｜ 6 6. 2 6 6 ｜ 5 3. 1 6. ｜ 2 2. 5 3 2 ｜ 6 - ｜
我 劳 的 那 动， 咱 二 人 那 一 心 一 意 闹 革 嗬 那 命。

5 > ·
·
>1

·

6 6. 2 6 6 ｜ 5 3. 3 1 6 ｜ 6 6. 2 6 6 ｜ 3 - ｜ 6 6. 2 6 6 ｜
一 杆 杆 那 红 旗 呀 半 空 中 那 飘， 当 红 军 的

·· > ·5

·

5 3. 3 1 6 ｜ 2 2. 5 3 2 ｜ 6 - ｜ 5 1 1. 1 ｜ 2 5. ｜ 5 1 5 2 ｜ 1. 0 ｜
哥 哥 儿 要 出 发 嗬 那 了， 我 送 我 的 哥 哥 坡 坡 里 下

手 拉 上 那 红 马 送 过 了 河 儿，

：
·

1>
· ·

摩 ·
转回原调

5 1 2 5 5 ｜ 2 1 2. ｜ 5 2 1 6 5 ｜ 5 - ｜：
摩

· ·

摩

·
红 军 哥 哥 你 骑 上 大 红 哟 嗬 马。
红 军 哥 哥 你 走 到 哪 都 记 住 儿 我。

9·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