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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斗牛文化

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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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牛与牛斗的斗牛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已成为我国斗牛运动最为盛

行的地区。为了与西班牙斗牛相区别，一些学者和媒体将其称为“东方文明斗牛”。然而，这种称呼却也存在一定争议。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当前各方力量对传统斗牛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开发从而造成的异化有关。在当今全球化以及动物

保护运动不断发展的挑战下，世界范围内斗牛运动衰落的趋势十分明显，西班牙斗牛如今所处的窘境就是典型。鉴于此，

对于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的斗牛文化和运动也应未雨绸缪，需要对其批判地继承并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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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Bullfighting Culture in

the Southwest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WANG Xiao-hui DONG 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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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ullfighting culture of cattle and cattle fighting in the southwestern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Now it ha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area of bullfighting in China.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Spanish bullfighting, some scholars and the media called it "Oriental Civilized Bullfighting". But this

kind of address is also controversial. The reason of such situ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cessiv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bullfighting culture. Under the curre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the animal protection

movement, the trend of the decline of bullfighting around the world is very obvious, and the dilemma of the Spanish

bullfighting is typical.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ahead for the traditional bullfighting culture and movement in

the southwestern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and we need to standardize it’s de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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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斗牛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人与
牛斗，其代表为西班牙斗牛，在我国则以浙江的
嘉兴掼牛为代表。另一类为牛与牛斗，这种斗牛
方式主要见于亚洲地区，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
西南的云贵两省和广西三江、浙江金华等地。近
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对民
族传统文化保护力度的加大，我国的斗牛运动有
了一定的发展，在贵州黔东南、云南石林等地更
是以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和商业开发为载体呈现出
快速发展的态势。为了与早已盛名在外的西班牙
斗牛相区分，一些学者和媒体开始将我国的诸种
斗牛称为“东方式斗牛”“中国式斗牛”或“东
方文明斗牛”。这样的称谓不仅用于人与牛斗的嘉
兴掼牛，而且也被广泛用于牛与牛斗的西南民族
地区斗牛以及金华斗牛。虽然都有“东方文明斗
牛”的称谓，但这两种斗牛除了参与主体（人与
牛、牛与牛） 的差异外，对参赛斗牛的影响也有
较大的不同。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后者即牛与牛斗
的斗牛形式，拟主要就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的
斗牛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商业化而出现的
异化，此种异化在全球化和动物保护运动日益发
展的背景下所可能面临的潜在挑战，以及在此情
况下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斗牛文化陈述一些不
成熟的意见，并求教于同仁。

一、当前我国斗牛文化和运动的发展概况
牛与牛斗的斗牛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较

早对我国斗牛进行分类的是浙江师范大学的宣炳
善教授。宣炳善在《中国斗牛民俗的分类》一文
中按地域将我国的斗牛分为两大类，北方斗牛和
南方斗牛。他认为，北方斗牛始于秦汉，终于宋
代，已随着历史的沿革而消亡，成为一种历史化
石。南方斗牛始于原始狩猎社会，“它有两个典
型的支系统，即苗族斗牛和越族斗牛，我们今天
称之为贵州斗牛和金华斗牛，其民俗延绵至今，
并日益焕发出其民间性的强大生命力。”宣炳善教
授在文中所谈及的斗牛实际上仅限于牛与牛斗的
斗牛形式。当前这种牛与牛斗的斗牛在我国贵州、
云南、广西、江西以及浙江金华等地都存在，尤
以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贵州黔东南、云南石林为
盛。贵州、云南等民族地区的斗牛有着悠久的历
史，是苗、侗、水、布依、彝等民族人民喜爱的
一项传统文化娱乐活动。浙江金华的斗牛也有着
悠久的历史，唐朝的文献中就有关于金华斗牛的

记载。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在1931年写作的
《金华斗牛的风俗》一文中认为金华斗牛起源于远
古初进犁耕时代，自发生至今为时已有二三千载。

以上各地的斗牛都有着辉煌的历史。但1949
年后，各地的斗牛都遭遇了低潮。在贵州等地，
文化大革命中，斗牛被视为“不轨”活动而停止。
而在金华，新中国成立后，金华斗牛习俗被废止。
直至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改变。进入
21世纪后，随着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地区旅游开
发的热潮，斗牛在一些地区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
一方面，斗牛开始被地方政府纳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范畴，将斗牛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
加以保护和发展：2007年金华斗牛被纳入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苗族斗牛被纳入贵
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高安土城斗牛
被纳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一方面，
斗牛也开始作为提高地方知名度和促进旅游经济
发展的重要载体而被广泛宣传和推广。如贵州黔
东南、云南石林、广西三江、浙江金华等地都将
斗牛作为地方的一张名片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推广。
在如此情况下，传统斗牛文化在一些地区的商业
化趋势开始加速发展，并尤其以位于西南民族地
区的贵州黔东南、云南石林等地最为典型。本文
主要以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斗牛文化在商业
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研究对象。

近年来，在贵州黔东南、云南石林等地相继
成立了不少以宣传和组织斗牛比赛为主的商业公
司。这些地区不仅耗费巨资修建大型专业化斗牛
场，经常组织大型的斗牛赛事，而且在一些本地
电台和电视台中还专门设立了斗牛节目，报道宣
传与斗牛相关的资讯。斗牛比赛的主办方为吸引
参赛者和观众，也往往会在赛前进行大量宣传，
还抛出巨额奖金以制造新闻效应。在这样的情况
下，一些大型斗牛赛事参加比赛的斗牛数量多达
百头，观众数万人，而获得第一名的“牛王”的
奖金更可高达数十万元。而且，近年来在商业化
手段的运作下，贵州黔东南等地的斗牛运动还逐
渐走出家门，远赴沿海和中部省市进行表演，并
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商业成功。

二、对“东方文明斗牛”之“文明”的一点
看法

我国贵州、云南等地牛与牛斗的文化或运动
常常被冠以“东方文明斗牛”的称号。有学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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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认为以西班牙斗牛为代表的西方斗牛没有悬
念，牛是被虐杀的对象，黔东南的斗牛不是把牛
杀死作为斗牛的目的，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苗
家侗寨敬牛爱牛、崇拜牛的情结。“对于西方的
斗牛，我们不敢苟同，那不叫‘斗牛’，而是‘杀
牛’”。“西班牙的斗牛，是一种优雅的残忍。作
为中国人，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去欣赏这种残忍的
优雅。”“在遥远的东方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斗牛
文化在悄然的兴起，这是一种带着‘和谐’感的
斗牛文化在不断地受到世人的关注，这就是东方
斗牛。”[1]对此，笔者有一些不同看法，并借此与
学界商榷。
斗牛原是我国一些地区的民众由宗教祭祀发

展而成的文化活动，往往只在一些重大节庆期间
才举行，间隔时间较长，规模也较为有限，而且
比赛往往点到为止，以表演性和娱乐群众为主。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斗牛赛事
逐渐增多，职业的斗牛养殖户开始出现。尤其是
近年来，随着政府的重视和社会资本的加入，一
些地方不仅兴建了大型的专业化斗牛场，还成立
了专门的斗牛赛事运营公司，由此斗牛赛事更加
频繁。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最终的胜利和激烈
的打斗场面就成了赛事参加者和组织者的最终追
求，而由此造成牛受伤和死亡、甚至牛伤人的场
面屡见不鲜。

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斗牛的强壮程度和技
巧都非常重要。因此，牛主人都会选择强壮的公
牛加以训练，并培养其“碰”和“抠”的技巧。
所谓“碰”就是训练斗牛的冲击力，力求以强大
的冲击力取胜。经过专门训练的碰牛，其强大的
冲击力可以在瞬间造成巨大的杀伤力。以曾经被
媒体多次报道过的中国第一牛王“擎天柱”为例。
该牛王成绩“显赫”，其拿手绝技即为“碰”。该
牛在55战中，“共碰死3头、碰废13头牛王”“
是其他斗牛的梦魇，演绎着碰牛的神话。”[2]而
“抠”则包括“抠眼”和“抠腮”等，其中又尤以
“抠眼”为必杀技。“抠眼功攻击性和目的性最
强，耗费体力相对较少，是杀伤力最大的技术类
别，事半功倍，获胜的机会最大”。经过特殊训练
具有抠眼技术的斗牛在比赛中往往都会造成很大
的杀伤力，“大部分都是以对方眼睛受伤为结果，
破坏力大，甚至有对手眼睛被抠出来的先例。”[3]

在这样的情况下，斗牛比赛并不像有学者认

为的那样“有的牛在相斗过程中会因为受伤过重
而死亡，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4]而是时有发生。
以专门报道、传播斗牛信息的东方斗牛网为例，
在报道斗牛信息时就曾透露出不少斗牛在搏斗中
受重伤、死亡的案例。如在2016年春节期间，凯
里地区就有多起斗牛在比赛中致死的案例。“2月
19日凯里鸭塘街道垭口村的比赛中，有两条碰牛
对碰，一个牛王（大何） 当场归西。”“2月20日，
凯里开怀街道龙井村的比赛中一头来自三棵树的
牛，被碰后身体碰墙腰椎骨折站不起来，牛主挥
泪宰牛。”“2月20日，凯里经济开发区铜鼓村的
比赛中，最后一架，双方争冠亚军时，双方对碰，
第二名的牛再也站不起来了。”这还仅是部分案
例，该文的作者在文末还特别指出，“最近的比
赛还没有结束，还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伤亡。已经
发生的重伤、残疾的我就不一一列举。”[5]

因此，尽管牛与牛斗的“东方斗牛”并不像
西班牙斗牛一样基本都以人对牛的屠杀而告终，
但在过度商业化的影响下，出于对高额奖金的追
求，抑或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和观众，最终的胜利
和激烈的打斗场面就成了赛事参加者和组织者的
必然追求。这样的结果往往会造成牛的受伤、死
亡，甚至人的伤亡，而且这样的事例实际上也并
不鲜见。因此，尽管被冠以“东方文明斗牛”的
称号，但这一称号却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

三、过度商业化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斗
牛文化的异化

之所以出现以上现象，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各方力量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对斗牛这一
传统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开发造成的。在当前传统
文化热和民族旅游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一些传统
文化和活动在各种力量尤其是商业利益的驱使下
出现了变异的趋向。其目的不再是着力于对民族
文化、民族精神的展现和弘扬，而主要成了戏牛
取乐，甚至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被日益功利化
和庸俗化。这种做法不仅超出了保护和弘扬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的范畴，而且会对民族文化造成致
命的损害。

尽管关于我国各少数民族斗牛文化的起源有
多种传说，但总体来看，其多源于宗教祭祀仪式，
并在农耕文化的演进中逐渐具备了怀念先祖、消
灾祈福、弘扬勇武精神以及社交联谊等功能，是
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记忆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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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
潮的冲击下，一些地区传统的斗牛文化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斗牛参与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在过去，
通常都是几户、几十户人家共同承担斗牛引起的
一切开支并轮流饲养，斗牛是整个家族、村寨的
象征，斗牛的胜利是整个村寨和家族的荣光。但
近年来，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及集体经济的
衰落，集体养牛的情况已很难见到，转而出现了
专门饲养斗牛的专业户和公司。在这种情况下，
参加斗牛比赛的斗牛基本上都由斗牛专业户或商
业公司提供，由此，斗牛已逐渐与村寨和家族等
集体脱钩，而成为一种个体谋利行为或公司的商
业行为。与此相应的，在当前的各类斗牛比赛中，
大型的商业赛事由于奖金高、影响力大，已经越
来越成为斗牛比赛的主流，与此相应的则是民间
小型公益性斗牛活动的式微。

其次，斗牛的目的发生了变化。在参与斗牛
活动的主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斗牛的目的也经
历了从娱神到娱人及日益向利益看齐的变迁。在
云南石林、贵州黔东南等斗牛运动风行的地区，
一场重大斗牛赛事的冠军甚至可以获得数十万元
的奖励。一头具有潜力或声名在外的斗牛往往会
被重金收买，而购买者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谋取
更大的经济利益。每逢比赛，斗牛养殖专业户和
斗牛公司都会带着斗牛四处参赛。饲养斗牛不仅
成为农民致富和公司盈利的一种手段，而且还成
为一些地区重要的产业，政府也大力推动。如黔
东南州的凯里、雷山等地政府就将斗牛作为一项
重要的产业来发展，通过宣传斗牛文化和运动，
寄希望于提高地方的知名度，从而为招商引资和
旅游宣传起到推动作用。

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固然提
高了一部分人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
地经济的发展，但却也使得传统的斗牛文化出现
了变异。传统的斗牛活动曾承载着怀念先祖、消
灾祈福、弘扬勇武精神以及社交联谊等多种功能，
但在金钱的驱使下，以上文化功能逐渐都沦为利
益的陪衬。谋求胜利后的金钱是牛主购买斗牛和
参赛的唯一目的，激烈的打斗场面也成为赛事组
织者吸引观众、售卖门票的不二法门。这样，斗
牛不仅在牛主的驱使下频繁参加比赛，而且比赛
的激烈程度也日益加剧。一些求胜心切的牛主为

了使自己的斗牛获胜开始给牛削尖牛角、在牛角
上装上锋利的金属，或者给牛灌进大量烈酒、打
兴奋剂，甚至给牛身容易受伤的部位涂上麻药。
这样就使得对牛的伤害更为加剧，以致频繁造成
牛的重伤和死亡。而且，近年来，不少地区的斗
牛赛事已逐渐被赌博所侵蚀，斗牛活动在很大程
度上已成为赌博的工具。

这些行为都远远脱离了保护和传承传统斗牛
文化的范畴，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包括政
府和个人在内各方力量对斗牛文化过度的商业化
开发则正是其根本原因之一。

四、动物保护运动的兴起对我国西南民族地
区传统斗牛文化的挑战

及至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的动物保护
运动愈益兴盛。一些具有悠久历史，并曾被视为
民族传统文化标志的动物竞技项目开始受到严重
的冲击。巴厘岛斗鸡如是，更为著名的西班牙斗
牛也不例外。虽然一些人士以斗牛是西班牙传统
文化的代表、是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并为西班
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为由为斗牛辩护，但在
时代的大背景下，斗牛运动的没落已是不容置疑
的事实。1991年，位于非洲西北部大西洋上的西
班牙飞地加那利群岛通过法令废除斗牛。2010年，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表决通过自2012年1月1日
起在该自治区禁止斗牛的决议。由此，这一西班
牙斗牛运动的重要发祥地却成为西班牙本土首个
禁止斗牛活动的地区。[6]除西班牙外，墨西哥、印
度等其他地区的斗牛运动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挑
战。以我国为例，2009年，西班牙斗牛项目曾一
度准备被引入到北京的怀柔。当时斗牛场已经开
始宣传并即将开园，但是该项目在一些政协委员
和人大代表的反对之下最终还是没有落成。[7]

本文谈论的我国云南、贵州等地牛与牛斗的
斗牛并非如西班牙一样是人与牛斗，但正如前文
所述，虽然形式不同，但其同样可能会对牛造成
严重的伤害。而尽量避免对动物造成不必要的伤
害则正是动物保护的基本要求。而且，虽然不同
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同情
和关注的对象从人自身逐渐转向非人的动物确是
历史发展的趋势。如今，动物保护运动在世界范
围内已成为一股热潮，一个国家和社会在动物保
护方面的作为也会对其国际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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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造成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的
动物保护运动飞速发展，动物保护的观念开始受
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反虐待动物的立法也不断
被提及，动物福利的理念有被纳入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内涵中去的趋势。[8]在2019年的两会期间，就
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要加强动物保护，以“提升
中华文明的全球影响力，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9]

由此，近年来一些涉及动物使用的民俗项目
在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对外宣传时愈发
注重避免可能来自动物保护方面的争议。以嘉兴
掼牛为例，在对外宣传时即强调“有别于西班牙
斗牛和其他杀戮式、残忍式的斗牛，掼牛体现的
是人和牛的角力之美，绝无血腥、残暴场面”。[10]

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韩海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
特别强调：“徒手掼牛，不伤害牛，也体现了人
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1]同样，重庆石柱
县玩牛民俗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也特
别突出其“保护动物”的主张。而2014年彝族火
把节由于涉及“动物搏斗”和“使用活体动物以
供娱乐”而落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例则更
应引起我们的警醒。可以预测，尽管当前还没有
多少声音将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斗牛活动与动物
保护相联系起来，但这种状况必然不能持久。因
此，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动物保护运动的兴起以
及生态文明建设可能会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
斗牛文化的挑战将是相关业界、政府以及学界不
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五、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斗牛文化进一
步发展的思考

所谓传统文化和民俗，本身从辞源上来说都
是一个中性词，而且其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是一直处在一个动态的、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演进
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其中既有历久弥新，承载
和体现丰富多彩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精品，同时
也有虽兴盛一时但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被
新的文明标准所调整、改变甚至淘汰的内容。因
此，传统文化和习俗中既有需要我们加以继承并
发扬光大的精华，同时也不免存在一些与新时期
的文明和道德观念不协调的因素，而随着社会文
明程度的提高，这些落后于时代的文化习俗的逐
渐式微或变革图新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西班
牙斗牛一直被视为西班牙国粹的运动便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其所遭遇的窘境无疑值得我们警醒。
因此，我们对于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斗

牛文化和运动也需未雨绸缪，需要对其批判的继
承并与时俱进。为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着手。

首先，相关政府应在方向和政策上予以引导，
斗牛协会则应对斗牛运动的各项规则予以规范，
尽量避免在斗牛运动中对牛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一些地区的斗牛运动之所以发生斗牛严重受伤甚
至死亡的案例，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在经济利益
的驱使下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以谋求最终的胜利而
造成的。因此，相关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应在方
向和政策上予以引导，斗牛协会则应对斗牛运动
制定严格的比赛规则，以行业规范的方式对参与
主体加强管理，并加强行业自律。比如，行业协
会应对参赛的斗牛按种类、年龄、体重、胸围等
进行分组，避免比赛严重失衡局面的出现；严格
禁止用打兴奋剂、大量灌饮烈酒、打麻醉药、削
尖牛角、给牛角安装金属尖角等方法进行比赛；
禁止使用抠眼等可能会对牛造成严重伤害的技巧；
对牛参加比赛的频率也应予以适当的规定，在一
场斗牛比赛中尽量避免出现车轮战的局面，以最
大程度减少牛受到伤害的可能。值得肯定的是，
在此方面由于近年来屡次出现斗牛比赛过程中牛
受重伤甚至死亡的案例，我国一些地方的斗牛协
会和斗牛爱好者已经在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如
2017年7月28日在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甲良镇举办
的“七七情人节猛牛争霸赛”中，由于有多头斗
牛重伤甚至死亡，在赛后“观众深感惋惜，两天
都一直议论纷纷如何保护牛”，而黔东南州斗牛协
会内部也“就如何制定更好的比赛规则进行了激
烈讨论。”

其次，尽量避免传统斗牛文化过度商业化的
倾向。当前斗牛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已使其出现了
严重的异化，为此需要在多方面予以引导和规
范：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对斗牛活动的宣
传加以规范，尽量减少暴力、刺激等内容的出
现，突出斗牛运动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斗牛活动
的举办应向相关部门或协会进行备案，控制在一
定的数量和规模，并尽量在一些重大传统节日举
行；政府和行业协会对于商业化的斗牛比赛应予
以一定的限制，对比赛的奖金也应予以规范；对
于在斗牛活动中穿插斗鸡、斗狗等动物竞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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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也应予以规范；严禁斗牛活动中的赌博行
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想遏止斗牛运
动中出现的种种乱象，最根本的还需要拓宽相关
地区民众的致富门路并更加丰富人们的文化生
活。人们对传统民族文化功利性利用的趋向很大
程度上还是由于民众的致富门路不多、精神文化
生活不够丰富、现代动物保护意识不强造成的。
客观来看，当今斗牛运动盛行的一些地区往往也
是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因
此，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还需要加速发展当地经
济，拓宽民众的致富门路，并大力发展教育，提
高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生
活。

六、结语
我国的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有

敬牛、爱牛的传统。实事求是地看，我国西南民
族地区的传统斗牛文化中虽有与现代动物保护理
念相冲突的内容，但当今斗牛运动中出现的异化
现象更多的还是由于对这一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开
发所造成的。因此，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做到
对斗牛这一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是包括
相关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等在内不得不深入思考
的一个问题，其中政府和学界理应未雨绸缪，起
到指导和引领的作用。作为学界来说，应该具有
辽阔的历史和国际视野，从历史发展、文明变迁、
国家形象、生态文明建设、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
的高度对该项活动予以适当超前的思考和分析，
从而真正起到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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