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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茂腔是山东的地方戏曲，发源于山东南部的花鼓秧歌，最早形式是从民间艺人为了生计而形成的落地唱书，后

来形成民间小戏，在其发展中曾经在北方很多城市红极一时，同京剧河北梆子等戏曲同台演出，并在演出中吸收了其他

戏曲的优点，最终完善了自己后来更名为茂腔。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了当今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窘迫局面。这种局面

表现在茂腔戏班组织形式、演员的职业素养、演员的培养、戏班的社会影响力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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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内开花墙外香”———诸城茂腔生存状况探微
王 涛

（上海音乐学院，上海 200031）

诸城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潍坊市境东南端，潍河上游；东

邻青岛，西接临沂，南连日照，北靠潍坊。诸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

灿烂的文化：诸城百尺河大鼓是风靡一时的曲艺剧种，京剧、吕

剧等各类戏曲也具有广泛的影响，最著名的地方戏曲当属茂腔。

一、关于茂腔
据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山东各地流行的戏曲剧种有

30 余种。既有传统四大声腔中的“东柳”、“西梆”，即山东柳子戏

和山东梆子剧种。也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吕剧、柳琴戏、茂腔、

五音戏，两夹弦，四平调、柳腔、蓝关戏、渔鼓戏、八仙戏等剧种。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载，茂腔在其发展过程中，大体经历了“本

肘鼓”“冒肘鼓”和“茂腔”三个阶段。

本肘鼓。又称“肘鼓子”，由于其唱腔在每句的末尾总是有
哻“噢嗬 ”的耍腔。本肘鼓由民间花鼓秧歌发展起来，随时随地都

可以演出，有简单的化妆；其音乐源于民歌，旋律较为简单，唱词

多为七字句；伴奏乐器只有锣鼓打击乐，作用是表演前招徕观

众，表演中烘托气氛和表演后欢送观众的作用；在开场后便不用

大锣，只是在唱腔间歇处打【加官点】，常用的锣鼓点有【老河

南】、【一封书】、【滴粒子】等。其风格质朴自然，具有热情奔放，粗

犷豪迈的风格。

冒肘鼓。据记载大约在 1895 年到 1900 年之间，有一位丁氏

还俗尼姑，从临沂携带儿女在诸城落户安家。她的三个女儿擅长

演唱“拉魂腔”（今天的柳琴戏）并在演出后引起了轰动。后来，丁

氏尼姑把自己的二女儿许配给诸城本肘鼓世家王玉林。之后这

两种艺术形式得以迅速的结合，并吸取了当地的民歌、小曲，形

成了后来的“冒肘鼓”。

这一时期随着丁氏一家的“南岔子”和本肘鼓的“北岔子”相

融合，产生了这一剧种的保留剧目“四大京”和“八大记”等数百

个具有本剧种特点的戏。由于家族戏班的发展壮大冒肘鼓的演

出形式逐渐由“唱门子”、“盘凳子”过渡到以家族为主的戏班子，

在这些戏班子四处表演，将这一剧种带到了大中型城市，如青

岛、营口、天津、抚顺、沈阳、牡丹江等地。后来由于和京剧、河北

梆子一同演出，互相取长补使得冒肘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茂腔。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打冒”逐渐由弦乐过门代替，

建国后，取冒肘鼓的“冒”字同音，更名为茂腔。

二、调查资料整理
（一）调查过程

1、2014 年 2 月 7 日，上午八点随诸城市少年宫茂腔剧团，

前往孔戈庄镇土墙社区，观看茂腔的下乡演出并采访；

表演剧目《小姑不贤》、《张郎休妻》；

受访人：刘团长。

采访内容：

（1）诸城民间社团的现状。

（2）剧团的运行情况。

（3）在经营状况方面诸城茂腔剧团与专业剧团的对比。

（4）少年宫茂腔剧团的演员的培养。

（5）观众人数：50 人左右（其中大部分都是 55 岁以上的老

人）。

2、2014 年 2 月 12 日，观看少年宫茂腔剧团的剧场演出；

演出地点：少年宫礼堂。

演出剧目：《张郎休妻》，《小姑不贤》。

观众人数：200 人左右。

3、2014 年 2 月 13 日，观看高密茂腔剧团的演出；

演出地点：少年宫礼堂。

演出剧目：《墙头记》，《马前泼水》。

观众人数：300 多人。

4、2014 年 2 月 14 日，下午 2:00

受访人：颜炳智。

受访人身份：采访伴奏乐队头弦（从事戏曲工作几十年）。

采访内容：茂腔的伴奏音乐。

5、2014 年 2 月 15 日，下午 2：00

受访人：王玉利。

受访人身份：采访乐队的司鼓，专业戏曲创作人员。

采访内容：茂腔的音乐构成与创作。

（二）调查内容梳理

1、诸城茂腔音乐的发展及其现状。

茂腔发源于诸城，先后经历了“本肘鼓”、“冒肘鼓”、“茂腔”

三个阶段，在上世纪曾经影响力一度遍及东北多个城市，天津，

以及山东半岛地区等多个地区。其发展也吸收了民间歌曲，京

剧，河北梆子等剧种的一些特点。到上世纪 1954 年以前，诸城茂

腔以民间家族性戏班的形式生存在民间；随着 1954 年国家对民

间家族性的戏班进行统计和统一管理，自此诸城成立了诸城茂

腔艺术团和诸城京剧艺术团，它们都属于国家的事业单位。专业

艺术团由于有政府的资金支持，使得茂腔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诸城艺术团先后解散了茂腔剧团和京剧

团，并由政府机构转变为民营艺术团。这就导致了大量的民间艺

人为了生计而放弃了茂腔的表演，从此诸城茂腔便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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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世纪，先后又有民间爱好者，自发的组成了十几个民

间业余的班社，这些班社有：2001 年成立的诸城夕阳红艺术团，

2003 年成立的玉山茂腔艺术团和职工艺术团；还有密州艺团，

增光茂腔剧团，诸冯茂腔剧团，邱家庄子茂腔剧团，斜屋茂腔剧

团，杨春艺术团，以及后来职工艺术团和杨春艺术团合并成的诸

城市少年宫茂腔剧团。

从规模上说，这些民间业余剧团零零散散的小班社居多，少

年宫茂腔团相对完整；从表演场所来看，各个民间社团大都在社

区的广场上、公园进行一些演出；从演员构成看，大部分的演唱

者都是戏曲业余爱好者；从剧目的学习看，大部分表演者都是对

着录音学唱，有些唱腔因为难度大还不得不请教专业较强的人

员；从表演戏曲的剧目数量看，由于演员的学习时间有限，且学

习唱腔较慢，所以每次能表演的剧目往往只有两三部。

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了实际表演中的很多问题：首先，由于演

员大多数为业余演员使得表演容易产生各种欠规范的现象，比

如穿戴，表演动作等；第二，为了节约资金，伴奏乐队中出现了一

个人兼任“三块铜”的演奏，严重影响了乐器性能的发挥，很多效

果难以实现这就限制了音乐的表现力；第三，因为演员数量有限

导致了有些人数稍微多一点的剧目无法编排演出。

与诸城茂腔发展窘境相比较，胶县、胶南、青岛、高密等诸城

周围几个市县的专业茂腔剧团历经几十年，已经得到了充分的

发展，如高密茂腔艺术团，胶州心连心艺术团等。就拿高密茂腔

艺术团来说：

高密茂腔艺术团属于事业单位，每一个演员和工作人员都

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人员，不仅有工资，而且艺术团还有政府的资

金支持，这就使很多演员可以不用担心生计问题，而一心一意的

进行茂腔的创作和表演。不仅如此，他们的艺术团有茂腔的专业

老师，演员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演员。还有一批上世纪八十

年代就已经成名的优秀的专业演员。另外，为了培训下一代的茂

腔演员，高密茂腔剧团还成立了四十多人的青年团。他们是潍坊

艺术学校招收的茂腔专业的专科学生，一毕业便以事业单位人

员的身份进入高密茂腔剧团。

经过几天的现场观看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专业的和

业余的茂腔表演团体的观众人数虽然有差别，但是其观众的年

龄构成往往是相似的，大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2、茂腔剧目的编排与演出。

茂腔的戏曲音乐结构分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的“跑亮子

戏”茂腔；第二种是现代的茂腔，这种茂腔类似于“样板戏”的音

乐结构，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文武场形式的茂腔。

前者作为茂腔戏曲传统的音乐结构，起源于茂腔形成初期。

这种方式演出的时候整个剧目的音乐包涵：开场锣鼓，唱腔和说

白，器乐间奏和伴奏，锣鼓结束这几部分。这种戏曲在表演上面

对演员的要求比较少，一般演员只要熟悉了唱腔和念白就可以

上场表演，在说白的最后几个字用说白节奏叫板，告诉伴奏人员

下面将要演唱的板式，之后便可进行演唱，而伴奏大都是即兴伴

奏形式。对于专业的戏曲演员来说，这种戏曲甚至可以不用排练

可直接上场表演。

由于各方面的限制，诸城市少年宫茂腔剧团的表演还都属

于这种形式。

后者这种结构在当代茂腔的创作表演中被广泛使用，是一

种当今专业茂腔团所使用最多的音乐结构规则，这种结构的茂

腔戏曲音乐往往会有一些乐谱用来标明戏曲音乐的特殊处理，

包括开场曲，间奏，闭幕去等，演员也必须经过排练才能熟悉音

乐和配合伴奏。一般的新戏排练过程包括：

（1）导演根据文学剧本构想并着人作曲。

（2）学唱腔背念白。

（3）“搭架子”即排动作。

（4）哑排：对唱腔，对白，布景，道具等象征性的排练。

（5）乐队合乐：排练乐队，乐队根据曲子从头到尾排练完全。

（6）响排：所有人员包括(ABC 角)一起到场进行排列。

（7）彩排：灯光道具等排练到位，最后一次彩排均化妆。

这种排练出来的茂腔戏曲往往对唱腔和伴奏等都有较为严

格的要求，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有特殊的处理，有些段落因为有个

人自己的发挥往往会比较精彩，有些比较好的演员会自己设计

唱腔来提高作品的戏剧性。高密茂腔剧团所表演的多为这种形

式结构的作品。

三、总结
诸城是茂腔的产生地，但是如今却是到了这样艰难的境地。

笔者通过对比相邻各县市的茂腔剧团的发展发现，引起上述问

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关注较少，这是导致诸城茂腔衰落的最主要的原

因。诸城戏曲团体最早是有两个一个是京剧团，一个是茂腔剧

团。后来由于历届政府主管人员的喜好不同，导致了茂腔剧团的

逐渐淡出了事业单位；而最终京剧团也随着诸城艺术团的个人

承包进入了民间自生自灭的道路。由于缺少了政府财力和政策

的支持，诸城茂腔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越来越衰落。这与周边县市

茂腔的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本来

是茂腔产生地的诸城现今已经难觅地方戏曲的影子。

第二，诸城茂腔的演员的业余化。由于八九十年代大量专业

戏曲工作者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放弃戏曲这一事业。导致了现在

的茂腔表演在传承上产生了很大的断层。整个少年宫茂腔剧团

只有个一头弦和一个司鼓是退休的专业戏曲工作者，其他人都

是业余人员。导致了诸城茂腔表演形式呆板，水平低劣，因而无

法吸引更多的爱好者的关注和参与。

第三，当今流行文化的冲击。

综上所述，诸城茂腔的现状是：民间剧团多很多，大都处于

自生自灭的无统一管理状态；群众关注少；没有专业的演员，专

业水平低。诸城各个剧团都发现，依靠自己发展壮大是不可能

的，纷纷借鉴高密，胶州，青岛等地的发展模式和研究成果。不过

政府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如果不介入可能诸城茂腔的发展还会经

历一个艰苦的过程，前途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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