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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江县斗牛竞技的传承及保护开发研究 

罗开琴 令狐瑶瑶 江秋梅 杨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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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师范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4) 

【摘 要】：黔东南麻江县斗牛竞技作为当地一项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对当地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有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是传统体育习俗文化再现和民族文化哺育民族精神体现,传承与保护中存在制度性保

障机制不完善、生存状态疲软和价值功能错位、缺乏持续的投入和稳定的专业管理以及竞技规则的两难选择,需要

从制度构建、文化底蕴挖掘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升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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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牛在黔东南俗称牛打架,与西班牙斗牛不同的是黔东南的斗牛是牛与牛相斗,它是一种民间自发组织的民俗娱乐活动。黔

东南麻江县的斗牛历史悠久,并深受汉族、苗族、布依族、畲族、仫佬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喜爱,其中又以苗族的斗牛文化最为

普及和深入。 

1 斗牛竞技的文化内涵 

1.1传统体育习俗文化再现 

黔东南麻江县的各类竞技活动时间与麻江县各民族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麻江县竞技活动起源于各民族生活生产

方式,并且深受各民族传统习俗的影响。传统的斗牛竞技性运动与当地的风俗习惯互相渗透,形成了民族独特的祭拜习俗和民间

体育活动。麻江县在民族传统节日“四月八、芦笙节、龙舟节、各民族年节”和国家传统节日“国庆节、端午节、重阳节”等

节日期间还会举办“山歌比赛、篮球比赛、斗牛、广场舞比赛、”等各种传统体育竞技项目。传统节日因为有竞技活动而变得

丰富多彩,竞技活动因为传统节日而赋予了传统文化,二者相辅相成。 

牛帮助苗族人战胜了许多困难。传说在苗族人的迁徙过程中,帮人驮物负重,背小孩老人行走;遇到大河阻隔时,牛作渡船,载

人过江河;在苗族人定居时,牛耕田梨地。由此看来牛对苗家人来说多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苗族人依靠牛来耕作田地维持生活,

牛就是苗族的顶梁柱,所以苗家人非常爱牛敬牛,基本每个苗家寨大门就安置有大牛角,苗家女士头上戴着银饰牛角,牛角就是苗

族的一个标志,只要有牛角的地方就必定有苗族的存在,表现出斗牛和牛角只是苗族用理想的符号文化形态表达自己生存意义的

表现形式。 

最初苗族人民用各自的牛相斗取乐,后逐渐发展成固定的打斗模式,最后就演变成了现在的“斗牛节”,形成了当地少数民

族的一种“斗牛文化”。他们以斗牛为媒,在斗牛中娱乐,在斗牛中交往,在斗牛中谈情说爱。斗牛是一种集体活动方式,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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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牛初期,一头斗牛代表一个村寨参与比赛,还有的地方是一个村寨集体饲养一头斗牛,每到斗牛时节整个村村民都去助威。这说

明斗牛深受群众喜爱并且有着普遍和稳定的群众基础,同时也展示了人们对牛的敬爱和崇拜的民族特性。斗牛活动不仅给人们带

来了娱乐,而且促进了村民之间的交流,增加感情,促使整个集体更加团结。更重要的是人们以斗牛的方式展示了坚强勇敢的力量

和好斗敢斗的思想,对于村民来说斗牛是一种荣誉和一种信仰。它不仅传承了民俗体育文化,还弘扬了民族精神。 

1.2民族文化哺育民族精神 

中国盛行斗牛风俗活动的主要有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云南石林、广西三省份,贵州斗牛

最为隆重。一般斗牛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时都会以斗牛为主要活动之一。提起斗牛可能大家还会想起举

世闻名的西班牙斗牛,同样是国家民族斗牛文化,却哺育不同的民族心理、文化个性和精神气质。中国斗牛与西班牙斗牛最大的

不同之处就是西班牙是人与牛相斗而中国则是牛与牛相斗。 

那为什么要斗牛?关于这个问题回答由于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说法,就一个地区来说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

的解说。中国斗牛原因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祭祀娱神;二是娱神且娱人;三是为了纪念特殊的历史事件或是英

雄人物。由此可见中国的斗牛有一种神秘色彩,中国的斗牛不仅是要展示一项活动,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少数民族对牛的尊爱与崇

拜的民族心理,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把生活与娱乐相结合的文化个性,说明了农民勤奋、好斗,把斗牛作为一种心灵寄托,祈祷斗

牛能对来年带来好丰收的精神气质。而西班牙斗牛对牛来说比较残酷对人来说就比较危险,西班牙斗牛就是斗牛士先把公牛惹怒,

然后刺杀牛直至把牛刺死。西班牙斗牛是一场狂热的野性碰撞和交流,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最纯粹表达。于是,喜欢刺激和猎

杀的贵族就将公牛活捉养起来,以供他们随时捕猎、寻找刺激。西班牙斗牛体现了人们对斗牛士勇敢、激情和冒险精神的崇拜心

理,展现了西班牙人与动物搏斗的独特文化个性表达了西班牙人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所以说民族个性,实则是文化个性,是民族

文化所赋予的独特的思想感情及行为方式。 

2 传承和保护的价值与意义 

斗牛竞技作为麻江县的一块“名牌”,充分反映了麻江县人民独特的民族情怀和文化个性。对麻江县斗牛竞技进行传承和保

护的价值和意义表现如下。 

2.1彰显民族人文精神 

黔东南麻江县斗牛竞技游戏是该地区民族文化和民族个性的载体体现,并在其不断发展的同时,给予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以

强大的精神动力,形成了当地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人文风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斗牛竞技是麻江县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的“文

化烙印”和精神体现。因此,对麻江县斗牛竞技进行合理的传承和保护,可以彰显出该地区特色的民族人文精神。 

2.2提升苗族传统体育的大众性 

斗牛作为一项黔东南地区乃至世界其它国家所推崇的传统体育项目,有其独特的民族发展优势和历史渊源,具有一定的知名

度和游戏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其它大众性娱乐项目和娱乐工具的普及,如手机、电脑等,以及少数民族同化的加剧,

斗牛竞技的传承与发展受到极大的冲击。故而,对麻江县斗牛竞技进行传承和保护,有助于提高对该项竞技游戏乃至该民族其它

传统体育竞技的知名度,从而提升游客和传统体育竞技爱好者对斗牛竞技的参与度。 

2.3增进民族团结性和融洽性 

麻江县城西距省会贵阳 109公里,北距亚洲最大的瓮福磷矿肥基地 65公里,东距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凯里市 3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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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距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府都匀市 23 公里,地理位置特殊,是我国西部重要民族文化特色城市,截至 2011 年,麻江县总人口

22.01 万,有汉族、苗族、布依族、畲族、仫佬族、瑶族等多个民族,其中以苗族、布依族、畲族、仫佬族、瑶族为主体,少数民

族人口 169313人,约占总人口的 76.93%;同期,我国各少数民族总人口为 4907951人,麻江县少数民族约占我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3.45%。作为麻江县少数民族苗族竞技的斗牛竞技,在增进我国西部乃至我国少数民族团结融洽,促进我国西部山区稳定,是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 

2.4促进斗牛竞技的科学研究 

斗牛竞技和其它实体文物一样,都是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情怀积淀的产物。我们在对斗牛竞技的研究中,提炼出其中的精髓

内涵,依靠相关现代先进技术媒介,如电视媒体等,取其精华,与时俱进,对斗牛竞技进行就地保护与传承,在发展民族竞技项目的

同时,也为我们的斗牛竞技研究提供实物载体和为其它竞技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参考,重要的是促进斗牛竞技科学研究的发

展。 

3 传承与保护的现状 

在当今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各类旅游资源层出不穷,斗牛活动因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在信息和旅游快速发展的今天,

斗牛活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逐渐扩大,但也面临着开发经营的问题,如何使斗牛活动的文化传承发展与旅游发展相辅相成成为

斗牛文化的研究重点。 

3.1制度性保障机制不完善 

就麻江县斗牛活动现阶段而言,处于商业旅游发展初期,缺乏统一规划,管理机制尚不完善,在活动的组织、宣传及管理都存

在一定的问题,在安全方面存在隐患,活动期间人流量大,多数游客选择自驾到此游玩,但当地缺少停车场等相应的基础设施,车

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缺少相关人员进行疏散,容易导致拥堵、踩踏事件,影响游客体验感及威胁游客生命安全。另外,斗牛是一

种非常热烈惊险的竞技游戏,当参赛的牛情绪行动不受人们控制的时候,奔跑的牛容易冲进人群,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事件,在赛

场周围要做好防护工作,保障斗牛活动顺利进行。在宣传方面,缺少资金支持,缺乏相关专业人才进行活动的策划、宣传推广。对

活动利益相关者的约束作用,保障社区和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法制规范不足。 

3.2生存状态疲软和价值功能错位 

麻江县苗族斗牛赛历史悠久、多姿多彩,近年来更是跻身于旅游业,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对当地的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旅

游作为 20多年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新兴产业部门,各式各样的旅游资源势如破竹,层出不穷,对于时下的许多旅游者来讲,具有视觉

美感的自然旅游资源以及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具备饮食购物的人文旅游地更能吸引旅游者进行观赏和消费。斗牛文化缺乏时尚性,

容易在主流文化认同中受到冷遇,麻江县的斗牛文化受到冲击,虽然如今的斗牛赛融合了其他的部分活动,使其更加丰富多彩,但

是难免故步自封,发展缓慢,在利益的驱使下,旅游功利化倾向越发严重,斗牛活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比较分散,有些规模也受

到限制,在这样的状况下,斗牛赛面对如何将经济功能、物质消费功能与斗牛文化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精神消费功能发挥到

最大的效益,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保存斗牛文化的传统意义和民族内涵的问题。 

3.3缺乏持续的投入和稳定的专业管理 

凯里麻江县斗牛活动作为一项传统竞技活动,过去农村经济比较落后,交通不便,环境封闭,所以斗牛活动主要由村民自主开

展,比赛方式及场所比较原始封闭,在经济发展后,主要由当地村委会负责、商人投资、政府赞助,对于活动中一些基础设施的建

设、奖金的发放等需要大量资金,政府对此缺少规划,资金的来源不稳定,部分地区的斗牛活动因缺乏资金的支持而取消,另外,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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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农耕机械的推广,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养牛成本上升,许多农户放弃养殖,斗牛的专业人才也随之减少,在对斗牛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 

3.4竞技规则的两难选择 

过去的斗牛活动是当地居民庆祝节日、祭祀祖先的最高礼节,活动非常隆重并具有仪式感,有着非常浓厚的历史文化沉淀。

而现在的斗牛活动在各地发展旅游风这股力量的冲击下,竞技的规则也面临在恢复斗牛活动的各种规则,保护斗牛活动的文化底

蕴还是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的两难选择。麻江县的斗牛活动具有其独特的文化优势,过去的斗牛活动隆重、仪式感强,但现在商

业化的过程中部分规则逐渐简化,民族文化的淡化使竞争规则难以恢复保存。要扩大斗牛活动的影响力和显示其在旅游中的独特

性,就要考虑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把恢复传统斗牛活动的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发展斗牛文化和地区经济。 

4 保护开发的建议与意见 

4.1健全制度性保障机制 

在旅游产业方面,中国的旅游产业整体处于开拓期,民间组织、旅游发展阶段等深层次因素无法对斗牛活动的发展提供重大

帮助。贵州省在 2002年通过了《贵州省民间保护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发挥麻江政府主导干预作用,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和文化政策,结合本地情况制定更具体的地方性规章,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

例》。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传播、展示等经常性活动等。以立法的方式规范和相关者的参与活动起到约束作用,建立相关文化

建设服务管理机构,制定旅游公共政策,完善基础设施,从政治方面保障斗牛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对斗牛文化起到良好的

促进和保护作用。 

4.2挖掘斗牛文化底蕴,强化保护与传承重要性 

麻江苗族斗牛文化是“东方斗牛”的典型代表,具有独特的文化艺术,其中由相牛、养牛、训牛、斗牛四部分组成,有很高的

艺术观赏价值。通过查找整合斗牛文化的相关历史文化文献,建立整体的保护机制,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宣传出发点,同时加强

宣传力度,激发斗牛活动的活力,提高斗牛文化的知名度,同时调动当地居民的主人公意识,发挥当地居民对斗牛活动的积极性,

在保护斗牛文化的基础上动态发展,结合现代化元素,创新活动项目,丰富斗牛活动的现代色彩,充实斗牛活动。 

4.3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能力建设 

旅游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干预,政府发挥行政管理,协调干预等作用,为斗牛活动的举行提供政治力量,推动斗牛文化的

发展。加强能力建设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强当地居民以及管理人员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专业

人才是文化传承关键,综合素质是影响旅游增长的重要因素,号召当地居民积极参与发展斗牛文化,开展普及斗牛文化相关会议。

另一方面引入专业的第三方力量,例如行业协会、志愿者团体,学者阶层、新闻媒体等组织和群体,发挥斗牛活动的民间性、自主

性、公益性等特征。提高斗牛文化建设保护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4.4整合开发,打造独特的文化氛围 

一个民族如果淡视了自己的文化,民族文化必将消失,失去民族的灵魂。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故步自封,采用适宜的方法和手段

与现代相结合,从斗牛、住宿、饮食等基础设施的各个角度进行整合开发,联合各个部门进行配合共发展,在保护斗牛文化的基础

上促进斗牛文化现代化进程,保护好苗族斗牛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但是保护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空保护,而是要在发展基础上的

保护,在保留斗牛活动相关规则的同时也要进行动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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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麻江县斗牛竞技作为一项当地省级精神文化遗产,起源于当地各民族生活生产方式,联系了当地民族文化,其历史文化悠久。

发展至今,在场地、设备等硬性条件和宣传、规则的制定等方面有很大的改进。但同时仍存在一些待开发与完善的问题。目前建

议在健全制度保障机制、斗牛文化的传承保护、政府发挥主导能力和文化氛围的营造等方面进行传承与保护。其对当地民族人

文精神的体现、提高其知名度、增加民族凝聚力等对未来斗牛竞技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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