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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里的故事
《北京的春节》、《团圆》
《睿琳的春节》、《天泽小花的春节》、《宜
南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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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乐舞的融汇：龟兹乐舞

《十二木卡姆》表演：莎车县十二木卡姆民间艺术团

龟兹乐舞

龟兹琵琶弹奏演示_方锦龙

盛唐《龟兹乐舞》表演者：古丽米娜

新疆木卡姆

琵琶箜篌《霓裳羽衣曲》

唐：霓裳羽衣曲

古龟兹地区是西域乐舞圣地。它吸收印度、波斯和中原乐舞元素，
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乐舞体系，后在中国新疆地区发展成为维
吾尔木卡姆，并影响了中原乐舞的发展，唐玄宗所作《霓裳羽衣
曲》也采用了当地的乐舞大曲的音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Bh_ZsYUcBM
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hx411Z7J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J411K7j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lGMD0WyZM


《苏幕遮》的来历
《苏幕遮》又名“飒磨遮”、“婆罗遮”，是古龟兹国于乞寒
节表演的盛大歌舞，意为披肩之巾，此舞出自伊朗，由龟兹传
入中原。跳舞时舞者戴一种涂了油的帽子（此帽就叫“苏幕
遮”），用囊袋贮水互泼，唐人称之为“泼寒胡戏”。唐玄宗
时，《苏幕遮》成为教坊曲名，宋朝成为词牌名。



假期作业

1、寻秋、踏秋、赏秋，……，请同学们在假期里带回
一幅画，一个字，一首诗，一个属于秋天的物品。

2、复习本学期所学的高原、平原及盆地所处的地理
位置。

3、欣赏作业：每周有一个欣赏的视频，我会发到周
六学习群和邮件里，请同学们自行观看。

（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