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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戏曲茂腔的传承及发展
刘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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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茂腔是一种产生于民间，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特色艺术。作为山东的传统戏曲品种，茂腔形成于清朝道光年间，且主

要流传于山东省的青岛、潍坊、日照等地。茂腔具有本地化的特征，因此不同茂腔又被分为了诸城茂强、高密茂腔、胶州茂腔等。因

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本文以胶州茂腔为研究对象。从山东胶州茂腔的发展现状以及板式特点的出发，就舞台表演的特征、传承等措

施进行讨论，得出相应的对策解决。目前，胶州茂腔的保护不足，必须结合未来的发展趋势，实现全新的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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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腔在传承以及发展中，通过本文的资料查阅、分析茂腔的

唱腔。从其声腔类属、唱腔音乐等方面，对茂腔的艺术特点进行

了深度探究。从茂腔的声源而言，茂腔自带鲜明的地方特色以及

民间特色，这决定了茂腔是地方戏曲的根本属性。同时，胶州茂

腔通过不断的传承借鉴以及创新，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板式体系。

其节奏悠扬婉转，具备独特的风格。胶州茂腔以女腔为主，胶州

唱腔表达浓烈情绪，具备极高的艺术感染力。使用方言、俗语，

全部使用演唱者的本腔。同时，配合说唱、运用衬词等一系列演

唱方式，强化了胶州茂腔的本土特色以及乡土气息。茂腔的语言

生动、丰富，能够表达民意。且相应的题材更好的贴近生活，全

面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灵活多样，这种特点使茂

腔更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一、民间戏曲茂腔的发展

民间戏曲茂腔的发展自 160 多年前出现，并延续至今。民间

戏曲茂腔见证了中国从封建王朝过渡至半封建主义社会，又经历

改革开放。因此，民间戏曲茂腔吸取了丰富的历史背景以及相应

的人文因素。随着历史的进一步推进，民间戏曲茂腔以特有的形

式，不断地实现发展。胶州茂腔经历了本肘鼓、冒肘鼓等三个阶段。

其中，在本肘鼓中，“本”泛指“本土”的意思。“本肘鼓”

的含义便是本土的肘子鼓。在本肘鼓阶段，其伴奏基本为打击乐

器，根据乐器的使用方式，演唱者随节拍进行演唱。演出多以打

地摊为主，没有固定的演出舞台，具备较高的流通性。同时，在

演出内容上，贴近群众生活。而到光绪年间，当地的本肘鼓融合

了外来因素，其旋律更加优美。如延伸出“拉魂腔”，这使本肘

鼓艺人学习拉魂腔的新鲜唱法，并将拉魂腔的演唱形式与本肘鼓

结合，生成了全新的表演品种。自此，茂腔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阶段 [1]。

而到了冒肘鼓阶段，其演出形式有较大改变。在演出职责上

有了角色分工。在打地摊的演出方式上，转为了家庭戏班为主的

搭台演唱，在演唱时，部分演唱家将自己擅长的戏曲等品种融入

了冒肘鼓中，使冒肘鼓的旋律更加完善。在冒肘鼓的伴奏中，又

加入了京剧三大件，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特色。至此，胶州茂腔逐

渐达到了全盛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胶州茂腔迎来了自己的时

代，以全新的发展机遇为主题，依托政府的大力支持。在 1962 年，

登上山东省汇报演出舞台，并受到副省长的亲切接见。但随着社

会的发展以及进步，更多的艺术形式出现。且互联网体系下，人

们逐渐欣赏西方音乐以及流行音乐，在众多艺术形式的冲击中，

胶州茂腔的部分团体解散。山东胶州茂腔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威

胁 [2]。

二、民间戏曲茂腔的声腔特点

（一）声腔与剧种

民间戏曲茂腔具有自身的独特艺术魅力，在戏曲历史上，各

地形成的地方戏曲大多采用的腔调命名。比如，昆山腔、梆子腔、

乱弹腔等。在民间戏曲茂腔艺术上，在声腔的曲调以及演出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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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上，与当地文化特色具有明显的一致性。随着戏曲声腔的流

转传播。胶州茂腔在本地继续吸收当地的文化特征，并与其他

艺术品种进行交流融合。每名演唱者都有自身的独特唱腔，由

此一来，民间戏曲茂腔其唱腔方式以及关系更为复杂多样。但

万变不离其宗。民间戏曲茂腔能够明确反映出演唱者自身的特

点，能够综合地方戏曲之间的差别推动剧种风格，对同一剧种

的创作演出等具有极强的推动力 [3]。民间戏曲茂腔是声腔系统

的一个分支，在演化过程中会不断革新，形成自己的特定属性。

但同时，民间戏曲茂腔依然会延续其母体的原始属性，如肘子

鼓的声腔特点。更重要的是，在其基母体特点的前提下，能够

清楚的得知茂腔作为一个地方剧种，与其他声腔系统相比，有

哪些横向差异，对胶州茂腔就有一个明确定位，更准确地揭示

其自身的艺术特征 [4]。

（二）茂腔的声腔特点

茂腔具有自身独特的声腔特点，茂腔是一个地方剧种，因

此在很大程度上与肘子鼓体系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胶州茂腔的

声腔特点中，主要可包含以下几项：

1. 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民间特色，胶州茂腔在产生之初，

便扎根于民间，与当地群众的生活密切融合。并且融合各年代

发展规划，在唱腔、唱词、唱曲上，有明显的灵活性。在融入

全新的表演形式后，民间戏曲唱腔转变为灵活上口的上下句形

式，更适合当地演唱者进行随口编唱 [5]。其唱词的变化，可以反

映群众的生产流程以及群众的日常生活，如民间嫁娶等，具有

民间独特的艺术魅力。且民间戏曲茂腔的演唱场合多样性，如

祭祀、乞食或是群众娱乐等，胶州唱腔均发挥了自身的独特艺

术特征 [5]。肘子鼓与民间戏曲茂腔二者是发展关系，民间戏曲茂

腔基于肘子鼓形式上延伸，可以更好地反映出当地群众的家庭

伦理道德、男女爱情婚姻、民间传说故事等内容，生活情趣浓郁，

表现形式多样。在后续分化上，胶州茂腔在民间特色的具体体

现以及进一步强化中，与当地的方言俗语实现融合，使当地的

方言俗语能够与民间艺术实现对接，解决了以往山东文化局限

性的问题。使胶州唱腔自身得到了良好的传承以及体现。

2. 简约、质朴的唱腔风格。肘子鼓具有天然的民间艺术性，

从某种形式上，能够决定其唱腔风格。从肘子鼓系统的各种现

状而言，肘子鼓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这也就为山东胶州茂腔的

后续发展提供了先天依据。民间戏曲茂腔以自然、淳朴、唯美

为主，其旋律简约、通俗，剧种的唱腔尽管有所不同，但在句

式结构以及基本原则、安排上，有相似的共同点。茂腔的唱腔

一般包含了闪板或头抬、头眼起唱为主，自上而下，都能够系

统性地采用真声演唱或真声为主的方法，较为亲切。在演唱中，

茂腔巧妙地运用衬词，突出自身的韵味以及色彩，并采用说唱

结合的新方式，使唱腔更加丰富、情绪化。同时，渗透演唱者

的情绪，其宏伟宽广。具有明快的对比。

3. 通过简洁、轻快的表演形式。茂腔有自身的独特艺术性，

凸显表演风格的魅力。山东胶州茂腔有地方小戏的特点，在地

区上，与皮黄、梆子等唱腔有一定的交融性。而在演出形式上，

其实经历了由一人演唱至多人演唱的过程，由简到繁。因此，其

以地方三小戏为主，表演贴近生活。在当地曲目中，部分角色

可以直接将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搬运至舞台，保留民间特征。

在演出时，载歌载舞。使戏曲欢快、生动。随着后续剧种的发

展以及完善，山东胶州茂腔已然走进剧场，并不断实现高雅化，

其创作通过旋律的优化能够得以延伸。

三、山东胶州茂腔的传承与发展

（一）茂腔传承的价值以及意义

茂腔传承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以及意义，可由以下几点进

行分析：

1. 茂腔具有丰厚的文化历史底蕴，集文学、音乐、表演、

美术等于一体，是一个由地方社会至文化发展的集中反映。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历史演进的活化石。随着大量地方剧

种相继绝迹，茂腔必须保存完整，且在后续的流转过程中，能

够鲜活地反映当地的历史背景以及变迁。从古流传，便可以清

晰反映出当地的历史结构以及相应自然灾害给贫苦百姓带来的

影响。分析胶州茂腔的唱词，还可以记录当地百姓的迁移。因

此，唱腔的传承，更好地帮助后人了解当地的历史背景。而在

后续，随着茂腔的高雅化，将会流入其他城市演出，实现艺术

交流。受到当各地群众的喜爱，从民俗学角度而言，茂腔的内

容包含了民俗学因子。如道德观念、日常生活等，许多唱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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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非常直观的体现，对于民俗学研究极有价值。茂腔贴近民众

生活，对民众而言，承载着过去的生活方式以及回忆，是个人成

长历程以及生活感受的记录，更是一种精神需要。

2. 具有极高的艺术以及研究价值。茂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

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简约、质朴。因此，茂腔的唱腔起伏较大，

演唱的曲调可以更好地保障群众能够了解茂腔的艺术特性，实现

艺术的传承。茂腔善于表现各种人物形象，具有非常独特的音乐

冲击。茂腔唱腔的特点，以最初的设计以及变化，都具有讨论价值。

山东胶州茂腔 100 余部传统保留剧目以及几十部新编现代戏，并

与柳琴戏等艺术结合，实现发展，具有极为深厚的血缘关系。因

此，其更可以见证周边地区的发展背景。对于相关学者研究剧种

的后续衍生以及转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二）确保茂腔的活化状态

确保茂腔具有自身独特的活化状态，一个剧种只有保持活跃，

才能够实现传承。而活化状态的保留，必须体现在两方面。如相

应的剧团以及专业的创作表演人员，并吸收传承意识水准较高的

领军人物，因此。保持茂腔的民间性以及地方性，需要当地政府

的大力支持，使茂腔能够有渠道进行艺术表演，并能够更好地融

合致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发展自身的艺术特性，达成表演

诉求。山东胶州茂腔剧种反映内容精准，在贴近当地百姓生活日

常交往的区域，使茂腔能够结合现有文化，生成自身的独特影响

力。群众喜闻乐见，胶州茂腔便可以在更大的领域内得到流行。

（三）进行演唱方式的创新

茂腔传承上，进行演唱方式的创新，可以更好地将其集文学、

音乐、舞蹈等多种元素于一体，凸显自身的独特艺术魅力。因此，

在发展中，从某个程度而言，对胶州茂腔生成保护效果，就需要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结合新时代的元素，如丰富唱腔旋律。唱

腔是茂腔的灵魂，作为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始终为剧目内容服务，

能够更好地体现剧目内容。在改革唱腔上，丰富曲调。通过茂腔

发展的根本路径，分析现有问题。致力于音乐元素多元化，勇于

在结构形式上打破传统，注重配乐的新颖以及简化。在演唱方面，

还需运用科学的演唱方法，结合真假声，使唱腔更加流畅。增加

艺术表演形式。

（四）大力培养高素质演员团队，获得政府支持

大力培养高素质演员团队，优秀的演员演唱是一个剧种能够

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茂腔演员的整体文化素养需要得到提升，

在人物塑造上，演员需要彻底了解该唱腔的历史背景，融入自身

感情，使观众能够产生共鸣。在演唱技巧上，通过集中培养，使

演员能够拥有扎实的技术功底。同时，政府还应加大扶持以及引

导力度，使茂腔艺术长久不衰，保持活力。社会各方面对胶州茂

腔提供赖以生存的土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或是经济角度而

言，政府都应发挥自身的作用，增强对于茂腔的保护、传承以及

发展。广泛动员以及吸纳相关的机构、单位等，对胶州茂腔开展

保护工作。同时，与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合作，积极

开展对于茂腔的传播以及展示。鼓励茂腔剧团进行曲目创新，给

予大量资金支持，解决茂腔艺术家后顾之忧。在精神、物质上给

予双重扶持，扩大茂腔的传播面。

结束语

综上所述，山东戏曲是我国众多民间戏曲中的一个种类。其

声腔、板式、表演等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需要对茂腔的

发展现状、艺术特点等进行多方面阐述，可以更好地结合茂腔的

未来发展，凸显自身的价值。胶州茂腔有自身的艺术特性，需要

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进行传承。在未来，我们更有责任以及义务，

不使这种优秀的民间戏曲淡出人们视野。因此，结合其茂腔的文

化、政府协作，给茂腔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以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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