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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广西那坡壮族特色曲调——以春牛调为例
杨科磊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广西那坡县位于广西西南部，聚居着壮、汉、苗、瑶、

彝五个民族，按照不同的曲调分为“虽敏”“伦”“尼的呀”“请

仙调”和“春牛调”六大种类，在六大种类中，除“虽敏”为二

声部之外，其他均为二声部，以对唱为主，也有少部分小调为独唱。

广西那坡的特色曲唱春牛，是当地颇有盛名的壮乡习俗歌，也被

当地人称为春牛调。在广西德保地区、靖西、上思、邕宁、横县

等地区流传较广。在新年佳节时间进行演唱表演。男生和女生采

用对唱的方式，运用假音的歌唱技巧来表现真实情感，其表演难

度较大、演唱音区高。本文主要是经过对其广西那坡壮族的历史

背景、那坡壮族特色曲调等方面来探究广西那坡壮族特色曲调之

一的春牛调，希望能给往后的研究人员提供分析材料，起到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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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历史文化悠久。地理位置座落在与

越南相邻的边境线上，面积是广西各县城陆地边境线面积之最。

那坡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最西南边上，这里的大多数少数民族

都以大小不一的聚居区的形式在一起生活。少数的汉族也在其中。

那坡县的西北方向是云南省的富宁县，西南方向与越南相接，东

面和被称为“小昆明”的靖西市相邻。那坡县是在国际东盟贸易

区中，最前端的位置，是中国东盟贸易交易的主要途径之一。因

优越的地理位置，那坡县被称为中国的八角之乡，此称号由国家

林业局授予。原名镇边县，因毛泽东一句话“还是‘那坡’好”

而改名为那坡县。广西那坡壮族的特色曲调繁多，艺术文化浓厚，

内容有描述故事、自然、历史的叙事小调，也有表达内在情感、

倾述苦难的苦情歌，同时也有表现农作生活的农事曲子等一系列

不同的类型的曲调。根据笔者采风后定题，通过在中国知网收集

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文章采用文献法以春牛调为例进行浅

析，共查阅 10 余篇有关方面的期刊以及学术论文。在分析其历

史文化内涵方面有所突破。从目前搜索的文献资料来看，尚未发

现针对其的相关研究。本课题可以为此领域做一补充，可供他人

参考。

一、广西那坡壮族的历史背景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群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而

以壮族为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群聚地，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壮族的产生，是来源于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据先秦史籍记载，

在全国各地区都有壮族足迹。广西那坡地区的壮族以名为“黑衣壮”

的群体为主，黑衣壮族是历史上泰老民族南迁移过程中的遗留群

体，根据其族谱记述和流传，黑衣壮族祖先原本居住在广西邕江

两岸流域四周，到宋朝的时候，从邕州（今南宁市）一带逐渐受

自然环境及战事影响开始迁移而来。广西黑衣壮族的文化是壮族

文化中的活化石。由于长时期受其日常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的影

响作用下，黑衣壮族现如今仍然保留着古老的传统习俗生活习惯，

所以被认为是现如今壮族中留存少数民族特色最完整最久远的支

系。

二、广西那坡壮族特色曲调

（一）风格迥异的声调文化

广西那坡壮族的特色曲调，按照其艺术手法来讲，风格迥异

的声调文化形式，形成了广西那坡壮族地区独具特色的曲调音乐

文化，也使得那坡壮族民歌产生了区别于其他地区民歌文化的艺

术内涵。那坡壮族的声调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六大种类，分别为“春

牛调”“虽敏”“盘锐”“伦”“请仙歌”和“尼的呀”。经前

人核算收集，大约有 160 多套。在这之中，“虽敏”表示壮语的

意思，翻译成汉语来说是指的是“明人的歌”，也泛指黑衣壮。“虽

敏”的歌词结构，大多数为七言两句式的。“尼的呀”在广西民

歌中经常会被用到，其字面含义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可以理解成

汉语中“好的、好的啊”的意思。它也是那坡黑衣壮民歌曲调中

最常用的词语，在该生活地区流传较广。“尼的呀”的旋律优美、

曲调清新悠扬，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人们的心情。在如今的广西壮

族地区中，已经成为表现壮族音乐最独具特色的曲调标签。“伦”

流行于南部壮族方言区那坡、大新、防城等县。流行于那坡县的

“伦”，曲调高亢嘹亮，气息悠长，采用 3561235 音列行腔，旋

律常出现跳进甚至八度大跳。传统的“伦”在歌头与歌尾中常采

用对人称呼的固定衬句“哈哎，郎呀呐”或“哈哎，妹呀呐”等，

现多采用“尼勒，同志呐”和“同志呐”等。“末伦‘也是其中

的一种形式，在壮语翻译中，“末”被译为“巫”。“巫”在壮

族古时候，被称为“越巫”，按性别分为巫婆和魔公。“伦”可

以翻译成叙述的意思，侧面也可以理解成“讲故事、讲事”的含

义。加在一起理解，也就是巫婆或魔公在举办仪式时，所吟唱的

一种特殊的曲调。“末伦”在壮语中的也是采用汉字记音的方法，

它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音乐艺术文化中，一种另类的说唱形式。

春牛调，壮族风俗歌。又称“唱春牛”多在春节期间演唱。祭祀

神的活动是“请仙调”形成的由来以及形成的基础条件，从侧面

可以看出广西那坡壮族的民间信仰祭祀宗教活动，也在不知不觉

间成为了壮族民歌传承和发扬的一个重要途径和传播方式。

（二）寓意不同的曲调内容

众所周知，我国壮族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就是分布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下的各县市范围。另外，在广东、云南和贵州等地也有

分布。环境可以创造文化，而文化的形成也具有它自身特定的音

乐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广西那坡地区，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

歌文化。按照广西那坡壮族特色曲调、不同含义的曲调内容，以

及从民间分类习惯来说，可以大致分为有神话传说、人物史记、

大自然的环境变迁、历史事件等记时叙事的曲子，也有表达人物

内心情绪、与旧社会势力压迫的苦情励志曲。有一些曲调，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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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诵表达人与人的礼仪涵养，歌唱大自然以及歌唱人民群众的生

活经历与农事时发生的故事。曲调内容也有宣扬本民族传统习惯

的生活风俗曲子。有宗教信仰的道歌和巫歌以及吊唁的祭祀歌，

其中，那坡壮族传统情歌最为著名，内容包含着爱情中出现的各

种细节的关系情绪。大致可以分为抒发两人相爱之前生成的情愫、

初恋、确定恋人关系、相互离别思念、离别相聚以及相伴终老时

各部分的细节变化。这些曲调的产生和创作贴近人民生活，表达

人民群众心声，从而侧面表现出他她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以及对

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真实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人们的生活变化。

三、“春牛调”

（一）何为“春牛调”

春牛调在壮族人民生活中创作产生，它是含有壮族风俗内容

的民歌曲调。也有“唱春牛”之称。春牛调主要唱“叹牛调”和

“使牛调”，传播流行于广西德保、靖西、上思、邕宁、横县等地。

春牛调演唱的环境是在春节期间演唱，壮族人民群众舞动着用纸

糊成春牛造型，在广场上唱歌跳舞，嘴里唱着春牛调。演唱方式

是运用男生和女生采用对唱的方式，表演形式是以锣鼓伴奏串村

走寨的形式展现，春牛调运用假音的歌唱技巧，结合通俗易懂的

唱词，来表现人民的真实情感，春牛调的表演难度较大、演唱音

区高。每次演唱都有开场白，常见开场白的唱词为：“初到贵境，

脚踏实地，今晚在此唱春牛不是采茶戏，好看你就看到尾，不好

看你就回去，回去记得带好。”开场白随之接着唱的就是“叹牛”，

接着会唱庆祝新年的曲子等。歌词内容：春天来了，应该去耕种，

为明年的丰收作准备。多用灵山话演唱。它也是灵山地区流传比

较广的曲调。

（二）“春牛调”的用途

春牛调主要是为了表现人们庆祝新年，祈祷庄稼丰收的情感。

每到春节欢庆期间，人们都会相聚在一起，来自周边各地的壮乡

民间歌手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才艺表演，来表现人们的开心激动的

心情。这种方式也是壮族人民通常是由一男一女来扮演成牛郎、

牛娘的角色，带着用纸做成的牛、马、麒麟等形状的纸灯或者其

他道具，一同载歌载舞，春牛调普遍常用歌词以及曲调，来表现

从春耕到秋收的农作活动，同样也可以采用即兴编曲说唱的方式

来表达。其音乐形象生动活泼，富于风趣。流行较广的曲目有《犁

土浪翻浪》《春牛笑微微》《麒麟歌》等。

（三）“春牛调”独特的艺术结构

春牛调，主要是说“叹牛调”和“使牛调”。有固定的唱本，

伴奏乐器锣鼓为主，调试都是上下句相呼应。春牛调的歌词，运

用七言四句的艺术手法，可以创作出来一首整体的春牛曲调，同

时也特别押脚韵。其曲调与歌词也越来越相对应，以四句体最为

常见。随着社会经济和时代的快速发展，春牛调也随之有所拓展

创新。由于春牛调在表演过程中需要一边唱一边舞动，有时还会

填加上乐器锣鼓的伴奏，因而春牛调的音乐节奏十分鲜明且生动。

现今为止其演唱内容也日趋丰富多彩，从演唱春牛延伸到演唱自

然、农作及爱情等多种形式，逐渐在全国少数民族各地区普遍采

用流行开来。

（四）“春牛调”的未来发展

时代在发展，经济在提升。在漫长的历史生活文化发展过程中，

广西那坡民歌也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内容丰富生动

多彩，也具有鲜明的民族原生性特质。贴近人民民间习俗，两者

相互依存。那坡民歌曲调创作结构方式，也是比较统一和固定的。

在此基础上，那坡壮族民歌的价值也逐渐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

具有交际、宣扬、教育、娱乐等作用外，广西那坡壮族民歌同时

具有实用、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而在广西壮族民歌一系列曲

调中，“春牛调”是更加独特的存在，虽然流行范围窄，但它却

是壮族群族中，最古老歌谣艺术文化的遗存，同时它也是壮乡人

历代历史生活的见证者，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广西那坡

壮乡人的生活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广西那坡特色曲调创作，依

赖生存的发展空间和文化内容也在不断地随之改变。因为传承的

主要途径正在变窄，乃至消失，导致很少有人去学习和关注，从

而产生了受众范围变窄和活动场地变小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春

牛调”面临着严峻的传承危机。因此，拯救、挖掘、整理、保护“春

牛调”，已经刻不容缓。同时也在标志着传承和发扬广西那坡壮

族特色曲调，是一项重中之重的民心工程。

四、结语

广西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故形成了多元化的艺

术文化优势，一个国家或地区，保持活力最好的催化剂便是多元

的艺术文化。文化的多样性，会激发了群众活跃的思想，提高创

新能力，丰富文化生活。广西那坡壮族特色曲调，来源于生活，

创新于生活，将少数民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通过曲调歌唱出来，

真实地展现少数民族对生活的热爱。在此基础上，把民族文化与

外来的音乐文化相互融合创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音乐

的传承，注入新鲜的血液，促进广西民族音乐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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