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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胶州茂腔是流行于胶东地区的特色剧种，曾以其自然朴实、幽深委婉的唱腔和民间化的表演方式深受胶

东人民的喜爱，但是目前其也面临着观众断层、演员流失、剧团减少、剧本缺失等地方戏发展过程中的

常态化问题。当前，政策的支持、经济的发展、地理位置的优势、广泛的群众基础等都为胶州茂腔的传

承与保护提供了可行条件。对胶州茂腔的保护与传承进行关照，具体措施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政府主导，

文化部门牵头，送戏下乡；持续实施戏曲进校园；建立胶州茂腔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旅游业互动，走产

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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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aozhou Maoqiang is a characteristic opera popular in Jiaodong area, but it also faces the norma-
lization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ocal opera, such as audience fault, actor loss, 
troupe reduction, and script loss. At present, policy sup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broad mass base all provide feasible condition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
tion of Jiaozhou Maoqi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
ance of Jiaozhou Maoqiang can be observed. The specific measur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
ing categories: restoring the life field, building the consciousness field, optimizing the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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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and improving the materi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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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胶州茂腔是流行于山东胶州地区的一种地方特色小戏，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记载：茂腔在发

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从“本肘鼓”、“冒肘鼓”到“茂腔”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其独有的自然朴实、

幽深委婉的唱腔，最终以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而深受胶东人民喜爱。 
作为孕育于胶东地区的地方戏曲，胶州茂腔在表演特色、剧目呈现、审美倾向等方面展现出浓郁的

胶东文化特色，在地方文化渐趋同质化的现代社会，胶州茂腔中的地方文化元素，对于传承和发扬胶东

文化显得弥足珍贵。2006 年胶州茂腔被国家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成熟，多

元的娱乐方式占据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现代文明以无与伦比的渗透性改变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也改变了

人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改变传统文化生态，现代文化传播导致传统文

化认同危机，城镇化加速原有文化空间瓦解”[1]，曾经的演出盛景一去不复返，胶州茂腔如今也面临着

多重发展困境。本文试对当前胶州茂腔保护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传承保护措施。 

2. 胶州茂腔传承保护的可行性分析 

文化生态学的学科创始人朱利安·海内斯·斯图尔特曾指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对环境适应的过

程”[2]。胶州茂腔作为戏曲文化，其发展也是与外在文化生态系统动态互动的过程：政治、经济、文化、

自然等元素均会对其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前，政策的支持、经济的发展、地理位置的优势、广

泛的群众基础等都为胶州茂腔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可行条件。 

2.1. 胶州市政府大力支持  

政府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戏曲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近年来，胶

州市政府十分关注、支持胶州茂腔的传承保护工作，大力扶持茂腔产业化，成立胶州茂腔艺术传承保

护中心，该中心主导了相关资料整理、汇编工作，吸收各地先进工作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传统

文化保护工作机制，不仅得到了许多胶州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也让山东其他地区的人们关注到这朵“胶

东之花”。在胶州市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当前胶州茂腔传承保护工作已取得了如下进展：一、设立

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并纳入财政预算，逐年增加茂腔传承保护经费，从软硬件全方位改善茂腔演出条

件，为一些茂腔剧团改善了演出条件，免除了他们在演出设备设施方面的忧虑；二、由胶州文化部门

牵头，胶州茂腔艺术传承保护中心主导，成立工作小组，深入乡间田野、走访民间艺人，分类归档现

有材料，挖掘抢救遗失材料，了解当前胶州茂腔分布的情况与发展现状；三、胶州市大力推进非遗项

目进校园活动，推进以胶州秧歌、茂腔、胶州剪纸为代表的优秀非遗项目传承活动，让更多学生了解

茂腔、喜欢茂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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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以往在对地方戏进行分析阐释时，我们更多是从其艺术本体和人文环境因素出发，去研究它们产生、

发展的条件，而孕育地方戏的自然条件则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自然环境也会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就自然条件而言，胶州地区地貌地形以平原、丘陵和滨海低地为主，气候四季分明、温和宜

人，地表水文条件优越，胶州因东南临胶州湾，以胶水而得名；拥有 5000 多年历史，唐朝于境内设立板

桥镇，北宋时期港盛州兴，海运贸易持续繁荣，是长江以北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全国五大商埠之一，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2018 年 6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郑重宣布，

“中国政府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上合示范区在胶州建立并正式

成为国家战略。由此可见，胶州自古便具有优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这也使得胶州能够成为交通要塞和经

济重镇，这些经济、政治上的交流也无形带动了地方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胶州茂腔的对外传播。 

2.3. 经济优势突出 

胶州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自古以来便是通商口岸、交通要塞，所以胶州经济发展历史悠久。

胶州城自公元 623 年始建，至清末已建成 5 平方公里的城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乡规

划与建设，胶州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经济飞速发展，多次跻身中国百强县级市行列。2017 年 10 月 18 日，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胶州市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立足资源禀赋，发掘优势

特色，积极发挥多个下属村镇的齐鲁样板主阵地作用。2020 年 12 月，社科院发布《全国县域经济综合

竞争力 100 强》，胶州市排名第 15 名。2022 年 5 月，胶州多个村镇入选“山东省第三批乡村振兴十百

千工程示范名单”，胶州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城市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良好的

经济发展环境将为文化发展提供依托，戏曲文化传承保护同样需要经济层面的支撑。胶州当前良好的经

济发展态势有能力为胶州茂腔生态场域的恢复、健全提供坚实基础。 

2.4. 广泛的群众基础 

作为东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胶州早在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定居，他们以血缘

关系为纽带结成聚落，以石斧、石铲、石刀为工具，耕作渔猎，繁衍生息，创造了闻名中外的三里河文

化。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勤劳智慧的胶州人民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形式，浓厚的文化

氛围培养了一批茂腔爱好者，建国后胶州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更上一层楼，全市先后成立业余剧团 200 多

个，文化部门经常组织各类文艺展演，节假日群众自发的多种文艺演出多姿多彩，成为胶州人民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胶州茂腔以胶州方言为基础，对于胶州人民来说非常亲切，因此比起外来剧种，

胶州茂腔显然具备更广泛的观众基础。 
地方戏作为孕育诞生于某一特定地域的剧种，在某一地域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在整体

传播范围、受众群体、影响力度方面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在地方戏发展日渐消沉的今天，即便是已

经于 2006 年被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胶州市政府大力保护的胶州茂腔，依然也面临着观众断层、

演员流失、剧团减少、剧本缺失等地方戏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化问题。实际上，当前地方戏发展面临的问

题都与观众、演员、剧团、剧本息息相关，而问题是环环相扣的，忽视其中任一环节都会造成胶州茂腔

无法实现良性发展，而这些问题都应该被重视起来，从根本上先对剧种本体进行保护，然后从外部入手，

建立适宜胶州茂腔发展的生态场域，内外联动协同互动，让“胶东之花”在胶东地区重新焕发光彩活力。 

3. 胶州茂腔传承保护的对策研究 

地方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清代以来，各地剧种在剧坛上争奇斗艳好不精彩，构成了我国戏曲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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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舞台奇观。“戏曲艺术不仅具有独特的非物质性，而且具有鲜明的活态性”[3]。山东地方戏曲历史

悠久，资源丰富，这些地方戏中蕴藏着的文化价值，对于凝聚人心、淳化民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方面有着一般文艺形式无法取代的优越性，而胶州茂腔则是绽放在胶东大地的一朵奇葩，从非遗保护的

视角出发，对胶州茂腔的保护与传承进行关照，胶州茂腔无论是产生、繁荣、衰微，与其生态场都有着

密切联系，因此为胶州茂腔建立良好的生态场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措施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3.1. 政府主导，文化部门牵头，送戏下乡 

民间生活是孕育、促进非遗发展的源泉，特定的民间文艺形式总是在特定的民间生活中产生。失去

了民间生活固有的习惯，就有可能造成某些民间艺术的消亡。戏曲的发展、兴衰就与民间生活息息相关。

例如，过去在某些乡镇，每月会在固定的日子里举行庙会或者集市，每年会组织大型祭祀活动，在其中

就会邀请戏班来演戏，除了这些场景中的戏曲演出活动，生育、祝寿、喜宴、祭祀等场景也与戏曲表演

密不可分，戏曲活动贯穿人的一生，不仅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也是一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仪

式”。“在传统社会中，民间信仰及相应的仪式活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多数民

间艺术的发展都与民间信仰及相应的仪式活动有关”[3]。胶州茂腔作为一种生于民间长于田野、长期在

乡村流行的民间地方戏，与其存在场域中人们的生活习惯脉脉相通，因此我们需要保留并试图努力恢复

生活场，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政府把当地观众喜闻乐见的戏曲作品“送”给当地人民，逢年过节提供免

费演出，以这样的方式吸引更多观众，也可以在当地有节庆仪式、大型活动时进行优秀茂腔作品展演，

恢复这些戏曲艺术赖以生存的生活场。实际上，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时，不应忽略对传统文

化存在空间的重视。但是也需要注意几点：首先，“送戏下乡”不是简单地组织几场演出就草草收场，

只为拍几张照片、写几篇报道的“送戏”活动对茂腔的传承保护而言只是悬疣附赘而已。其次，送什么

样的戏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送戏应该送到百姓心里，政府送下乡的戏不应该是那种失去了草根性、乡

土性、高高在上的所谓“主旋律作品”，而应该是符合新时代社会发展潮流、真正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需要的优秀作品。 

3.2. 持续实施戏曲进校园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意识也就无法产生对应的行动，唯有大家了解戏曲，才会真正了解保护戏

曲的意义，先从意识上重视戏曲，才能有所行动。近代以来在文化界产生了一股“全盘否定”的思潮，

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完全否定和彻底决裂的态度，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大量有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遭

到严重破坏，大量文化资源的消亡与消失对我国文化多样性造成了极大打击，很多人对传统文化存在一

种刻板印象，他们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封建糟粕，甚至有极个别学者也忽略了戏曲文化的价值，认为戏曲

迟早会更被更新式的文艺形式取代，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整个社会特别是其中的青年群体对戏曲文化

的陌生与隔阂，让戏曲在当下的传承面临更严重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从青少年群体抓起，重视在青少

年群体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而在各学段学校中实施戏曲教育就是一条有效途径。戏曲作为集

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融合了多种民间艺术样式，展现出我国传统的美学风范；戏曲中

蕴含的道德精神，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言行。2017 年，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戏曲进

校园的实施意见》，此后各地中小学积极开展戏曲进校园主题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出发点是好的，然而

在实施中可能因为经验、经费、人员不足等原因出现问题，其中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未能持续、深入实施。

戏曲进校园要获得良好成效，首先就应做到让戏曲教育常态化实施，同时要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心理接

受、理解能力不同，让不同层次的作品进校园；因地制宜，大力推广本地戏曲，培养学生对家乡的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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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立胶州茂腔文化生态保护区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并非孤立的，必然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良好的文化氛围与其对应的文化环境

将会促进文化的发展，这些共同构成了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文化场。纵观民间艺术发展史可以发现，

任何民间文化都无法在恶劣的文化环境中一枝独秀，某种民间艺术的繁盛必然是建立在整个民间艺术即

文化场的兴旺之上。胶州茂腔的传承保护同样离不开文化场。胶州茂腔过去主要的演出阵地一般分为两

类：一是戏台、祠堂、戏楼等固定的活动场所，一类是在庙会、集市中临时搭建的舞台。但近代以来，

我国戏曲文化发展空间遭遇重创，从原本华夏大地上的戏台林立，到如今的破旧残缺，胶州茂腔失去了

曾经的很多舞台。当前，再去为胶州茂腔搭建数量庞大的戏台、戏楼显然是无稽之谈，不过我们可以另

辟蹊径：建立胶州茂腔文化生态区。这是一项复杂而又长久的工作：“它不仅要求恢复相应的自然生态

环境，而且还要恢复相应的生活习俗、社会氛围、艺术环境等。这些单靠某个部门或者个别剧团都是不

可能完成的。由政府出面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可以有效地协调各个方面展开整体性保护”[4]。胶州茂

腔作为胶东地区的特色剧种，是一张专属于胶东的地方特色名片，打造好这张“名片”，对于树立巩固

胶东人民的文化自信、促进胶州茂腔非遗的活态传承、增强胶东文化软实力具备非凡意义。目前，安庆

戏剧文化生态保护区已于 2020 年 8 月获批为安徽省首个设立的省级文化生态区，也是全国首个戏曲类文

化生态区，经过两年平稳运行，目前该文化区在安徽地方戏曲传承保护方面已初见成效，我们可以吸取

这类保护区的先进经验，依托三里河文化建立一个专属于胶州茂腔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为该保护区设立

专项财政资金，在保护区内尽量完整保留胶州茂腔依托的风俗、仪式、节庆文化，保护特定街区的历史

风貌。 

3.4. 与旅游业互动，走产业化道路 

戏曲虽属于精神文化范畴，但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作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一是戏曲的呈

现需要一定的物质材料作为载体，比如舞台设施、乐器设备，二是戏曲的传播接受过程需要有财力、物

力的支持。如今，随着当前非遗传统运作机制的崩溃，曾经支撑其运作的物质基础逐渐崩塌，曾经红极

一时的剧团风光不再，除了极个别运作良好的明星剧团之外，其他剧团无论是否归属国有都面临着举步

维艰的发展难题，鼓励每一个剧团都靠自己的努力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在当前明显不具备现实性，但是我

们可以转变思路：胶州作为青岛下属的县级市，毗邻青岛市区，且本身也有丰富的旅游景点：少海风景

区、艾山、三里河公园、九里艺术馆……而实际上，胶州茂腔本身也属于一种旅游资源，只不过这种资

源是无形的，我们可以通过将无形文化资源与有形旅游景点结合的方式，让戏曲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相结

合，规划戏曲特色旅游路线或者“胶州茂腔体验一日游”等项目，比如以三里河公园为起点，少海风景

区为终点，在这条路线中，游客可以跟着茂腔演员一同体验学习，再以网络直播形式让各地人民领略茂

腔风采，这些游客在结束之后可以获得一些戏曲文创衍生品作为纪念；或者在这些景点中都设立茂腔体

验专区，免费提供茂腔一对一教学、茂腔脸谱制作等服务……通过这些方式加强茂腔与旅游业的结合，

通过这些方式带动地方特色旅游项目，提高旅游收入通过旅游反哺茂腔传承保护。新时代，新思路，戏

曲必须要拥有自我再生能力，外力的保护和支持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要增强自身吸引力，努力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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