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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梧州有听不厌的粤韵清音，看
不厌的岭南风情，在梧州除了粤剧之
外，地方戏曲也同样出彩。

不久前，国家乡村振兴局公示第一
批全国“一县一品”特色文化艺术典型
案例，全国共 146 个案例入选，梧州岑
溪牛娘戏是其中之一。岑溪牛娘戏是
在祈春傩戏“舞春牛”基础上衍变而成
的传统地方戏剧，有着500 多年文化历
史，以其表现形式独特、风趣幽默、地方
色彩浓厚的鲜明特征得到广大人民群
众的喜爱。岑溪市充分利用牛娘戏的
独特魅力，将各类政策融入牛娘戏里进
行宣传演出，取得显著效果。

牛娘戏主要流布于广西岑溪市及
其周边地区，以广西桂东南地区和广东
粤西地区传播最为广泛，2007 年被列
入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牛娘戏的表演都是直
接模仿农民自己平时农事劳动，演出服
装质朴简约，十分生活化，其演出布景

往往只需一块后幕，便可上演一出好
戏。这也是牛娘戏数百年来能得到传
承发展的原因。

牛娘戏又称牛娘剧，原也称为牛
戏、地戏与长衫戏。据《吕氏春秋·古
乐篇》记载：“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
尾，投足以歌八阙”，可见舞春牛的原
型在千年前早已有迹可循。《岑溪文化
志》记载的岑溪民间故事《石牛传说》
这样写道：岑溪市水汶镇西牛山脚下
有一头能显灵的石牛，为祈求丰收平
安，村民们在农事春耕前后都自发前
往拜祭——敲锣击鼓，手舞足蹈地舞
春牛，场面非常热闹。《岑溪牛娘戏曲
志》记载：在清代乾隆四年（公元 1739
年），岑溪市梨木乡高围村梁丽堂戏班
演出了牛娘戏《春色太平歌》，这是现存
史料最早形成的牛娘戏班和最早演出
的牛娘戏剧本。

民间“舞春牛”是由2至4人拉着一
个披上画有图案的彩布装扮的牛形，到
各家各户拜贺新春或庆祝春耕，边舞边
唱。最初只唱些祷祝之词，由一人主
唱，2至3人搭腔伴舞，后来逐渐演变为
娱乐性节目，演唱内容不再仅限于祈神
祝愿，还编演了一些有故事情节的生活
片断，一般是表现农事劳动过程，称为

“插戏”。牛娘戏开始由歌舞向戏曲形
态发展，角色也由一人主唱发展到牛
公和牛婆二人唱，并不断扩大表演角
色，最终由“舞春牛”发展为今天的牛娘
戏。

岑溪牛娘戏主要以唱为主，唱腔优
美，触动人心。演出时不分角色行当，
男女同腔，演唱时用桂东南地区白话演
绎，更贴近老百姓。爆肚戏是牛娘戏的
一大特色，即没有完整的剧本，唱词和
道白随口而出。唱词多是四三结构的
七字句，遵循平仄规律、对仗工整，多能
运用比喻、借代、拟人等手法，比兴有
韵、风趣诙谐、通俗易懂。器乐伴奏主
要以打击乐为主，包括鼓、钹和锣3种，

击乐多用“牛娘鼓”“采茶鼓”“贺春鼓”
等，后逐渐增加吹奏类的大笛、曲笛和
小号，拉弹类的二胡、提琴等。表演行
当分为文戏、武戏，生、旦、老、丑角
色。民间牛娘戏班人数一般在 10 至
16 人，演出时演员代角十分普遍，除生
旦主角外，其他任何角色都可兼演几个
角色。

传统牛娘戏作品有《春色太平歌》
《陈世美》《梁山伯与祝英台》《春草闯
堂》《天仙配》，现代牛娘戏代表作品有

《春大姐》《三试会计员》《鸡笼》《亲家》
《酒不醉人》《人间处处真情在》《我用牛
娘唱岑溪》《阿哥阿妹唱山歌》《岑溪特
产美名扬》，不少岑溪市民都不会感到
陌生。

牛娘戏有传统剧目340多个，现代
剧目 250多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是牛娘戏的兴盛时期，岑溪市的牛娘戏
文艺队达160多个。 近年来，岑溪市坚
持在创新中推动牛娘戏传承和发展，构

建起人才与传承基地相衔接“两位一体”
协同推进的牛娘戏传承发扬新模式，成
立牛娘戏协会、民间艺术家协会，打造9
个牛娘戏基地，以牛娘戏基地为中心，镇
级综合文化站、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戏台
为补充，巧用“党建+”赋能，打造出80多
个原创牛娘戏剧目品牌，近两年频繁演
出，受益群众达73万多人次，原创文艺
精品6次登上国家级平台。

2022年，岑溪市群众艺术馆编排的
牛娘戏节目《人间处处真情在》在中央电
视台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亮相，向
全国观众展示岑溪牛娘戏的独特魅
力。 岑溪牛娘戏植根于乡间田野，是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性节目，它在舞台
上宣传国家时事，展示人们的生活，演绎
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一句句唱词一幕
幕戏曲，戏台上光影琉璃，唱尽前世今
生，诉说着尘世间道不尽的苦楚心酸、甜
蜜爱恋和美好心愿。

（梧州市非遗传承保护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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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娘戏进校园，千人同唱牛娘曲。▲演员排练。

▲牛娘戏角色和服饰展示。

近年来，昭平县仙回瑶族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牢固树立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创新“民族团结进
步+文化振兴”模式，推进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同频
共振。

建立健全各村文化阵地，完善村文化广场、农
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群服务中心等各类
文化阵地建设，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公共文化
服务场所。组织当地原生态瑶族调马队、长鼓舞队
参加广西茶王节、“广西·三月三”、中国瑶族盘王
节、中国龙舟公开赛等大型活动表演展示，并获得
在央视节目播出；力推民族文化教学品牌，打造抛
绣球、竹竿舞、长鼓舞等民族特色品牌项目，建设
了 4 支由 150 余名当地瑶族同胞组成的非遗表演专业
队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拉近各民族情感
距离，增进民族感情和文化认同。

目前，在仙回瑶族乡境内形成了特色产业支
撑、民族团结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各
族群众齐心合力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同
频共振、同向发力的振兴之路。

（何华兰/文图）

6 月 20 日，“广西山歌传习基
地”授牌仪式暨“桂文艺”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山歌进校园
宣讲活动在忻城县民族中学举行。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
文联主席团委员韦苏文等出席授牌
仪式。

近年来，忻城县民族中学一直
以来秉承“民族文化为核心”教育
教学思想，坚持面向全体学生普及
与推广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课堂教
学、邀山歌专家指导授课、举办

“壮族三月三”系列活动、专题教
育活动和实践活动等多种方式积极
推进壮族山歌进校园，力促校园山
歌的常态化传承与发展。积极开展

“广西山歌传习基地”创建活动，
成立“广西山歌传习基地-刘三姐
小传人”工作领导小组，营造良好
山歌传习环境与氛围。

忻城县民族中学将以此次“广
西山歌传习基地”授牌仪式为契
机，因地制宜组织好教学活动，将
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有效结合起
来，把山歌文化融入学习和生活
中，不断推动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工作全面发展，不断推进该县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强大舆论和良好
社会风气。

(忻城县民族中学供稿）

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之花齐绽放
昭平县仙回瑶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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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回瑶族乡调马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