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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广西传统戏剧之牛娘戏的传承与传播 
周瑶  陈诗妤  黎红  丁桥云  韦凤莲 

（北部湾大学） 

摘要：岑溪牛娘戏作为首批被列入广西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民俗风格更是让人

赞不绝口。然而，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牛娘戏演出形式的单一，宣传方式的落后，以及老戏骨的渐离更是成为了阻碍

牛娘戏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时代文化的多方走向，牛娘戏在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发展更是缓慢。对此，

在新时代发展中，牛娘戏自身加以创新是根本，以科技技术推广是关键。本文主要对牛娘戏现状进行剖析，探讨如何促进牛娘戏文

化发展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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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优良传统的民族，具有渊源流长、博大精

深的文化遗产，而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 深沉的精神追求

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丰厚滋养。中华传统文化已历经 5000 年文

化熏陶，早已汇聚成了一条灿烂的星河，时时散发着耀眼的光辉。

而其文化的厚重与博大精深，无时无刻不散发着一股令人难以拒绝

的魅力，让人产生一种无名的敬重感。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上

的缺失，西方文化进入带来的冲击，使得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发

展和弘扬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使其本应有的光芒渐渐暗淡。在如今

多元文化的普及下，传统文化的兴盛迫在眉睫。 

一马当先的则是地方戏曲文化，所谓地方戏曲文化，简言之就

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戏曲文化。岑溪牛娘戏

就是根植于岑溪市的、具有浓郁地方文化气息的小戏曲。岑溪市地

处桂东南，位于梧州市南端，与容县、藤县、苍梧县接壤。这里独

特的民俗习惯，使得牛娘戏有了扎根的民俗文化土壤。文章主要通

过文献法来对岑溪牛娘戏进行考察与研究，探讨影响牛娘戏发展与

传承的相关因素及解决措施，同时表明其存在的价值。 

一、牛娘戏概述 

岑溪“牛娘剧”，又叫牛娘戏，原名叫“牛戏”、“地戏”，起源

于中国祖先的春牛崇拜，是一种由舞春牛娱神活动发展起来的地方

戏曲，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地方剧种。据载，自清乾隆时期起，岑溪

就有牛娘戏班常年活动，剧种流传分布以岑溪为主。牛娘剧有传统

剧目 250 多个。民间的牛娘戏班人数一般在 10 至 16 人之间，行当

分生、旦、老、丑四类。表演时，演员唱完一个上下句，打一轮锣

鼓。唱词以七字句为主，惯用比兴，风趣幽默、通俗易懂，喜剧特

点突出，表演风格通俗朴素，深得地方群众的喜爱。解放前后，岑

溪几平每个村子都有牛娘剧戏班，70 年代市文化馆记录在案的牛娘

戏班，就有 240 多个，直到近年，市内仍有一批脱产和半脱产的民

间牛娘戏班，有的戏班年演出 150—200 场，个别演出点一批戏班轮

番演出，可以连演 2 至 3 个月，剧目不重复。70 年代以来，岑溪市

对牛娘剧进行了改革、创新，形式上古朴的锣鼓干唱变成了现代配

乐演出；内容上融入了时代的内容，使传统剧目和现代剧目相辅相

成，并出现了牛娘剧剧种作家，王其鹏创作的《鸡笼》、《千金》、《亲

家》等一批剧目，在区内外演出得到好评，提高了牛娘剧的知名度。

风趣、幽默的喜剧风格，已成为现代牛娘剧的公认特点。牛娘剧已

载入了《中国戏曲志》。2002 年岑溪被区文化厅列为“广西民间艺

术之乡（牛娘剧）”，同年，牛娘剧被团中央评为“全国优秀乡村青

年文化活动项目”，2007 年，广西区政府将岑溪牛娘戏纳入第一批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牛娘戏发展迎来了历史上的春天。

党的十九大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

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非遗理念的提出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

国毋庸置疑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然而，在全球化和现代化

不断发展的语境下，很多民族地区忽视了非遗保护的重要性，非遗

保护工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实施。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层出不穷，

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加上传统牛娘戏的新意不足，牛娘戏逐渐

没落，年轻人对于牛娘戏不甚了解，关注度不高，老一辈人也在逐

渐淡忘，使得牛娘剧团数量大幅度减少，牛娘戏的传承与发展遭遇

瓶颈时期，如何对牛娘戏进行改革创新已经成为促进牛娘戏发展的

首要任务。 

二、牛娘戏传承与发展中所遇到的困境 

（一）演出内容及形式缺乏新意 

牛娘戏作为广西传统民间的原生戏曲，从诞生到现在，一波三

折，如今仍佛系地保持着较为原始的模样。目前牛娘戏大多以封建

社会文化为背景，剧本内容落后，且主题大多为民间故事。传统民

间故事经过戏剧化以后，就变成了凝固化的模式，难以迎合年轻一

代的喜好。面对着日益深入人心的现代艺术，戏曲的一成不变便显

得麻木不仁。加上传统的牛娘戏通常需要通过搭戏台子来进行演出，

演出形式较为麻烦，且传统的牛娘戏演出时间较长，而如今社会气

氛又较为浮躁，牛娘戏的演出方式更不利于其扩大传播范围。作为

一个把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镌刻在血液里的民族，戏曲演出内容的

滞后性，使得传统牛娘戏剧难以在文化复兴热潮中占据一席之地。

戏曲演出形式的单一性，难以在如今“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让

人耳目一新。戏曲宣传方式的落后，更使得其难以传承与传播。在

观众看来习俗因传承而深入人心，文化因赓续而繁荣兴盛，现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饮水思源，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追寻文化

根脉，瞩望文化复兴。而戏曲一旦放弃自己综合能力的新的发挥，

它也就无法与现代艺术同步前进。其结果是它以封闭的体系将自己

孤立起来，它那古色古香的色彩与现代艺术很难协调发展。不忘历

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艾略特曾言：假如传统

或“世代相传”的意义仅是盲目地或一丝不苟地因循前人的风格，

那么传统就一无可取。牛娘戏只有秉持着“亘古亘今，日新又新”

的创新理念，方能在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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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们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 

（二）多元化、新媒体等冲击下牛娘戏演出市场减缩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的娱乐方式也逐渐丰富，传统牛娘

戏的传播受到极大冲击。牛娘戏舞美的简单、服装的繁琐，以及演

员化妆耗时长等问题，在这个以科技为主流、以快捷化为主题的时

代显得格格不入，大量观众把牛娘戏视为橱窗里的展品或束之高阁

的技艺绝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抖音、快手等众多短视

频软件的兴起，掀起了快餐式喜好的风潮。牛娘戏固定化的市场，

单一性的受众更是使其逐渐走向衰落，而传统牛娘戏落后的演出形

式和观看方式更是与时代主题——“科技”脱节，使其难以乘上文

化热潮的东风。现如今，传统文化类节目视频屡屡刷屏，这反应了

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萌发的巨大热情和不断提升的审美素

养。在此背景下，传统牛娘戏更应该“乘风破浪”抓住机遇，实现

自身创新性传承与发展。然而由于缺乏相关部门的支持，当地经济

的落后，牛娘戏在戏剧市场步履维艰。纵使有高超的表演技艺，精

彩纷呈的剧本，精美绝伦的服装，但若是没有媒体网站和政府相持，

还是难以被大众所知。在恢复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国家对戏曲的

投资，从业者对戏曲的宣传渐入佳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从事

戏曲行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剧场观看戏曲。在这一

有利背景下，若是牛娘戏仍旧坚持因循守旧，囿于成见，那么是很

难推进和维持牛娘戏赓续性发展的。现如今，随着文化复兴的热潮，

众多国粹例如京剧、相声等已占据较大一部分的戏剧市场。加之在

观众看来，京剧，相声等能够提供他们更为浅显、更为直观的情绪，

也更容易得到满足。而牛娘戏的语言基本按照诗歌的平仄规律而成，

语言苦涩，使得观众在观看期间难以产生共鸣。随着科技的快速发

展，影视剧和短视频在娱乐模式中逐渐占据主流地位。于是，传统

戏剧的存在于大众层面的观赏价值而言，逐渐被影视剧和短视频等

富有活力且不断创新的事物所替代。作为一个民间艺术，当牛娘戏

的生存土壤被挪到了殿堂，观众将其视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高高

供养却毫无作为时，日积月累后，牛娘戏也将只是一个被后世缅怀

和膜拜的传统艺术而已。现如今，牛娘戏的传承与发展仍处于停滞

阶段，对于牛娘戏来说，唯创方能破，唯变才能立。 （三）新老牛

娘艺人青黄不接 

三、应对方案 

（一）创新剧本与表演形式 

1．剧本创新 

牛娘戏剧本内容落后早已对其发展造成了不小影响，牛娘戏剧

本创作者应在原有剧本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尊重传统

的前提下适当添加一些现代化元素，坚持“三并举”政策的实施，

将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创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优秀剧本，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才能可持续

发展。 

2．表演形式创新 

传统戏剧表演已经满足不了大众的审美标准，简单的演出形式

布置早已满足不了现代戏曲表演形式的需要，更谈不上吸引当代年

轻人的关注与追捧。为了符合时代需求，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可以

在传统韵味依旧的基础上添加一些大众乐于接受的现代化元素，将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例如在戏剧原本基础上添加大众喜欢

的音乐，亦或是表演过程中的语言稍带风趣幽默，甚至于还可以往

动漫人物切入，利用适合的动漫主题，打造戏曲创新风格。 

（二）利用现代化资源，多角度、多方位宣传 

1．借助网络媒体等手段宣传 

如今，网络已经渐渐地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人民群

众的娱乐方式大尺度地转向可以通过上网刷视频、玩游戏的手机、

电脑等，网络上有趣的段子和视频每天也在源源不断的为消费者供

应，并且深受大众的喜欢。而对于牛娘戏的宣传，我们也要紧跟时

代的步伐，运用时代的工具，以便多方面发展牛娘戏非遗文化，例

如在抖音、哔哩哔哩、快手等比较火的应用 APP 上宣传牛娘文化的

相关知识及演出视频，演出时可以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并且以有

奖竞答的活动形式来吸引大众的关注，以提高牛娘戏在网络上的知

名度。通过录制牛娘戏演出视频，制作宣传片，并为其编写相应的

时代题材，将其发布在网络上，以达到宣传牛娘文化、并为大众普

及非遗视角下发展且推广传统戏剧文化的意义的效果，让牛娘戏文

化能够深刻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去。全国人大代表、毫州市委副书记

孔涛曾经对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

量”与当今社会发展相结合，做好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传播者的

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指出，身临其境，增强传统文化的人文

体验。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知道”“听说过”这

一层面，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实现线上线下共同出力。 

2．利用政府资源，搭建戏剧平台 

根据当地群众实际需求，将地方戏曲演出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目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建设一个戏曲舞台，渗入人民

群众，激起群众对牛娘戏戏剧的热情，提高大众对牛娘戏非遗传承

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根据岑溪市今年新出台的政策，建立健全

机构，增强保护实力。政府部门可以从实际出发，在岑溪市建设一

个非遗牛娘戏保护中心。积极开展保护工作，加强部门职能的管理，

加深对牛娘戏发展工作的熟悉度，深入科学的开展保护工作。牛娘

戏的文化传承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政府需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对牛娘戏文化的宣传及促进注入大量的资金，并推出相应优惠政策，

切实发挥公共财政的主导作用，设立民间文化艺术基金会，筹集资

金建设戏剧舞台、培养人才、开展活动等方面，推动文化事业健康

发展。 

四、结语 

在文化领域欣欣向荣的今天，各新老文化都在积极响应着“加

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号召，正如影视文化、音乐文化等的蓬勃发展

一方面不断刺激文化市场供给侧的更新，另一方面又给文化复兴热

潮带去了灵感，从而使得优秀传统文化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

对于传统戏剧文化而言，大众对文化产业的新型需求，让许多创新

不断地穿梭在戏剧市场中以寻找新的活水源头。现如今，随着加快

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将其振兴规划落到实处，用心实施好其带动

战略等相关策略的提出，传统优秀文化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传承

与发展，让传统文化在历史华章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互动与共

鸣，使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文化经典成为了维系中国人的

精神纽带，更让其在时代舞台上得以大放异彩。而对于岑溪市而言，

牛娘戏承载着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感，也背负着弘扬民间艺术

的重要责任。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积极影响，找到牛娘戏传统与现

代的契合点，积极地传播与继承优秀的牛娘戏文化，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焕发生机，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文化支持

和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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