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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晚，由潍坊市委宣传部和高密市
委、市政府主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密籍
作家莫言亲自编剧，高密市艺术剧院创作演出
的大型现代茂腔戏《红高粱》，在潍坊大剧院
上演。地方戏饕餮大餐不仅让观众直呼过瘾，
更全方位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密茂
腔传承和发展的多姿多彩。

鲜明特点孕育独特魅力

19：30，随着前奏曲的响起，用高密方言
演唱、念白的“九儿”一亮相，便赢得了台下
阵阵掌声。“唱腔别有韵味，一听就特别亲
切。”定居潍坊的高密老乡赵金明说，尽管是
用方言所唱，外地观众也能凭着演员精湛的演
技和现场情绪的传递，毫无障碍地领略到茂腔
独有的艺术魅力。

茂腔植根于高密这块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
沃土上，它的唱腔时而高亢昂扬，犹如黄钟大
吕，绕梁三日而不绝于耳；时而声情并茂，低
回委婉，如哭如泣，展示出淡淡的凄凉之美，
大有回肠荡气之感，如饮陈年老酒，回味无
穷。茂腔的艺术特点与程派京剧有着异曲同工
之妙，确为地方戏剧的一朵奇葩。梅兰芳、盖
叫天、尚小云等京剧老艺术家对茂腔的表演非
常看好，尚小云先生还亲自指导过高密茂腔演
员范云洁的表演艺术。

茂腔特别吸引女性观众，在很大程度上也
得力于唱腔。这些唱腔大多来自高密妇女们日
常唱的小调，观众听了非常耳熟、亲切。很多
茂腔戏曲唱出了旧社会妇女的种种痛苦、灾
难，唱出了妇女们心中想说，但不敢说的一些
想法、苦衷，故而茂腔拥有大量的妇女观众。
上世纪80年代茂腔剧团在各地演出，妇女观众
逾半，延续至今仍如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妇
女观众对茂腔的喜爱程度，但也向高密茂腔工
作者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应当怎样努力发展
茂腔艺术，跟上飞速发展的时代步伐，扩大茂
腔的观众面，争取新一代茂腔的忠实观众。

茂腔另一个吸引观众的地方在于它的语
言。茂腔语言通俗易懂，朴实无华，基本上全
是一些口语化的语言，它没有一些华丽的辞藻
堆砌，也没有封建士大夫们那种花前月下的无
病呻吟，有的却是充满了泥土气息、生活气息
的人民的语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通俗易
懂。茂腔还大量地使用本地的方言俚句，增加
了语言的诙谐感、趣味性。而像这类在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语言，在戏曲中出现,群众感到分外
亲切、开心，一下子就把观众和剧中人物的距
离大大拉近，使观众和剧中人的感情交流更为
直接，所以这些戏观众爱听、爱看。

茂腔的表演艺术，在经历从“说唱时
代”、“撂地时代”到“职业戏班”的过程
中，迅速发展和提高。据茂腔老艺人回忆，茂
腔至1920年以前，尚只有唱、念等表演手段，
根本没有武打。而随着京剧传入山东以后，各
种地方戏蓬勃发展，茂腔对别的剧种的特长，
也兼收并取，在保持本来风格的基础上，有了
长足的进步。所以至今茂腔表演艺术上的“手
眼身法步”基本与京剧相同，其他如旦角的水
袖功，小生的甩发功，老生的正冠、捋髯等，
也是从京剧、梆子等剧种演变而来的。

茂腔戏的魅力无疑是巨大的。清末宣统年
间，有一个穷秀才，曾代表一方百姓向茂腔艺
人赠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乍来一听，酥一
阵，麻一阵，难受一阵，速速拔腿就走”；下
联是“听上三天，生也好，旦也好，唱得也
好，问问哪里接台”。横批是：与民同乐。这
副对联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茂腔戏的魅力，以及
农民们喜爱茂腔的程度。此后,茂腔艺人们常将
此对联悬挂在演出台口，以示荣耀作为号召。

发展突破展现勃勃生机

“剧情曲折紧凑。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来临之际，当看到九儿全身洒满高粱酒，
英勇无畏地扑向侵华日军的汽车时，很激动很
感动。”80多岁的老茂腔戏迷张文川说。同样

翻开高密茂腔的历史，其诞生、生存、发展也
可谓一波三折。

“茂腔”起源于肘鼓子戏，在高密被称为
本肘鼓，意即本地肘鼓，距今已有400多年历
史。“茂腔”名称的由来，是建国初期由“本
肘鼓”逐步发展演变的“冒肘鼓”，最后定名
为“茂腔”的。茂腔在胶东半岛久负盛名，它
以纯朴感人、通俗易懂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气
息深受群众喜爱，被誉为“胶东之花”，在广
大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1990年，由牟家明创作的大型现代茂腔戏
《盼儿记》，应文化部邀请晋京演出获得轰动，

时任文化部长的贺敬之亲笔为《盼》剧题写剧
名。《盼儿记》、《根的呼唤》这两部大戏均被
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成故事片，于1994年前后
在全国公开发行放映，《盼儿记》荣获全国“第
二届人口文化奖”二等奖。1993年《根的呼唤》
荣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1995年又被推荐参
评“曹禺戏剧文学奖”获得提名奖，创造了一个
地方剧种前所未有的辉煌。

然而，在随后的十数年间，市场经济的冲
击、多元文化的介入，让曾经辉煌的茂腔一度
沉寂。近年来，高密市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为
保护地方文化遗产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该

市宣传文化部门将茂腔这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发掘、抢救、整理工作列入重要课题，茂
腔再次迎来发展的“春天”。

2 0 0 9年，中央电视台 1 1频道“燕升访
谈——— 戏苑百家”高密茂腔专辑正式播出，是
对高密茂腔的一次普及推广，更让全国的戏曲
爱好者感受到了高密茂腔的民间文化艺术魅
力。2011年10月，根据传统茂腔《墙头记》改
编而成的动漫剧，连续在高密电视台播放7次，
播出后受到了广泛好评，并在当年的山东省高
考试题中作为“文化创新”知识点试题。2013
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戏曲学

院联合授予高密茂腔剧团“海峡两岸青少年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称号，再一次展示了
茂腔的艺术魅力和勃勃生机。2014年10月10日，
大型现代茂腔戏《红高粱》在高密大剧院首
演，茂腔迎来了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

现如今活跃在高密民间的茂腔文艺队伍众
多，长年进行演出的就有20多支，包括鸿展茂
腔剧团、红高粱茂腔剧团、咏梅茂腔传承中心
等。高密茂腔剧团作为县级国有院团，是高密
茂腔的主要传承力量，2012年高密市在茂腔剧
团建立茂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2013年被
公布为首批潍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示范
基地，涌现出了夏美华、宋凤江、付登基、孙
红菊、商咏梅、鞠述云、孙秀芝等一大批优秀
茂腔演员。

高密市高度重视茂腔的推介宣传，他们一
方面借助文化活动，如每年举办的茂腔周、送
戏下乡、戏曲晚会等，扩大茂腔影响力，做到
家喻户晓，使得茂腔在内的高密“民艺四宝”
成为该市最响亮的文化名片。另一方面积极开
展对外演出交流活动。2013年6月，在福建举办
的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演出晚会上，
高密茂腔剧团演出的传统茂腔《梁祝》以委婉
的唱腔、优美的扮相获得好评并获演出优秀组
织奖。

传承保护得以薪火相传

“有些年轻演员看起来应该没有我大吧，
但看得出很下功夫，演得很出色。”观看演出
的潍坊学院学生李依婷说。据了解，参演《红
高粱》的70多名演员中有50多名30岁以下的年
轻演员，这体现了高密市长期以来对茂腔传承
保护的成效。

在《红高粱》排练伊始，高密市大胆启
用、培养本地优秀的年轻演员。为了让演员尽
快尽早入戏，女主角“九儿”扮演者孙红菊虽
已年过五旬，仍连续30多天坚守闷热的排练
厅，一字一句、一招一式，不厌其烦地把精湛
的演技悉心传授给青年演员。平均年龄仅有19
岁的演员们一遍遍带妆彩排，任凭汗水湿透了
厚重的戏服，也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
喊累，绝妙的一招一式靠的是真功，精彩的一
板一眼凭的是实力，字正腔圆的念白凝聚着辛
勤的汗水，浓墨重彩的妆容彰显着执着的信
念……

任何一个剧种，只有当它还有艺人能够演
出时才能说它被保存了下来，只有在艺人们
“身上”的戏才是可以在舞台上重现的。高密
市通过源源不断地培养接班人，让茂腔后继有
人，一直传唱表演下去。

2008年初，为保护好茂腔这一传统戏曲艺
术，使其在传承中不断得到发展，高密市围绕
培育茂腔后备人才，积极探索茂腔发展新路
子、新途径，面向社会公开考选40名年龄在
11—13周岁的青少年组成高密茂腔少年班，与
潍坊艺校合作进行五年的专业培养。2013年，
少年班学员毕业后通过考核后进入高密市艺术
剧院茂腔剧团从事茂腔表演，为茂腔的传承和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该市每年拨付100多万元
用于茂腔的普及推广，通过买戏送戏下乡、以
奖代补等方式支持茂腔剧团发展；设立30万元
的茂腔保护资金，用于挖掘整理茂腔传统剧
目、创作新剧目等。目前，茂腔剧团已与齐鲁
音像出版社共同出品《双玉蝉》、《姊妹易
嫁》、《西京》、《东京》、《罗衫记》等茂
腔VCD24部。

高密市注重茂腔传承保护载体建设。新建
文化馆、博物馆、莫言文学馆等，并全部免费
开放；高密市大剧院作为“十艺节”场馆进行
了全面维修改造，圆满承接了“十艺节”高密
市演出活动并被评为“十艺节”优秀场馆。镇
街综合文化站、社区文化中心、文化大院等均
已实现全覆盖，已建成4处镇图书馆，为茂腔等
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市还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创建工作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稳定的公共文
化投入保障机制，并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设
施建设、人才队伍培养、活动组织开展均有固
定的经费保障。

梨园奇葩绽放 非遗瑰宝炫彩
——— 大型现代戏《红高粱》火了高密茂腔

红高粱文化节期间举办茂腔演出 莫言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燕升访谈》栏目推荐高密茂腔

茂腔少年班学员正在排练传统茂腔戏《白蛇传》 高密市艺术剧院开展送戏下乡活动

茂腔戏《红高粱》剧照

茂腔戏《红高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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