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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前言的话

谭坊市，历史悠久，美露富饶，.名人辈齿，文化量达，

就是我省的一个名壤，又是我省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重

要地区。

这一辑是海坊市文化志资科专辑。本辑包括方志工作、

戏属、曲艺、文艺团体、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摄影、

群众文化、民间艺术、艺术教育、图书馆、文化人物等14个

栏目， 80多篇资料，内容丰富，系统翔实，叙事纪实，简炼

清断，为编写该市的《文化志》打 F了可靠的基础，是一本

难得的资料在编。编成此辑，也足见海坊市文化局史志工作

人员的理苦劳动。

编者

1985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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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东地处我国冀泻下潜东部沿海地区，是古代文萌发禅

边之一。历史上山东人民在经济、文化上均有着光辉的创

造。新中国建立后，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的

认真贯揭执行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必百花齐

放，推陈出新挣的方针，文化艺术建设正呈现出一派殷殷向

荣的局窜。

编篡方志是一项十分重要能文化建设，是为党的十二大

提出的恙吕标摄务曲，是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

历代结史修志，都白资料为要萝不惜时i间和精力，占有

充分的资科今资科是编写方志的基醋。资抖的接集、鉴别动

整理工作，是编志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文化艺术志》是

《山东省志》的一部分。为了编好我们所承担的有关注目，

我的核将采集到的资抖，船到幸言迭，缩印《文化艺术志资料

汇编》。

汇绵的伟扉是直接为写志服务的。它可以将再资样变戍

活资料，可以将少数人掌握在专资料，变为大多数人掌握、鉴

别的资抖，可以匡谬订误、钝沉辑快，可以完善篇目，摸索

编写志书的经验。

《文化艺术志》在时间上跨度较大，上自 1840年(有的

篇章可尽量上满) ，下至1984年 F 在地域上也徨辽揭，就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文化渊源和相互影响来说，除出东省外，旁及数个邻省。经

过各方面的努力，如果能编印出一套系统的、翔实的文化艺

术资料，用之于当代，传之于后世，这无疑是一项极有意义

的工作。

本汇编采用"综合汇辑，门类杂踪"的方法，广征博

采，兼牧并蓄。凡《文化艺术志》庆含篇吕和有关资料，均

设专栏，逐辑编碍。

我们衷合欢迎我省和在我省工作过的老前辈、老领导、

老干部，老艺人J;l及广大文化干部、职工，费有关心文化事

业的同志们、 2月友们.~援撰稿，将你们亲身经历、亲

自调查、耳闻吕睹的文化艺术活动写下来，或将掠们亲朋好

友的文化遗黑、遗稿、遗信、遗物寄给我们。

既有来稿，统经编辑办公室编辑，邀请专家、内行审

定，认为有参考铃值的，即可编入本汇编或妥为积存，并给

予适当稿翻。

本汇编的各辑，就是本着以上精掉编印的，望各方面多

予批评、指导.

1984年 5 月于济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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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钝关于诸城文化志的一封{言

县委、文化局z

接文化志的一份稿于，知道我故乡将告文住志。不知先

传文化志后惨县志呢?还是单法传文化志，不及其它呢?单

掺文化志，也要全面了解本县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也要涉

及物政环境，捏精神文明朝物;31文明分开是不符历史唯物论

的JÆ、整方法的e

我知有旧社会的县志，还有 4文往大革命挣前修的县

志。要作百年大计，就要下本钱，有步辑、有计边的掺县

志。陈县志从今天动手，主i五至十年的时前写出韧稿，再去

老1取柄，去的存寞，作为暂运蓓，或继续校核，完成县志。

这样工程太太， {ê.不及早动手，一年比一年，因物质环境

变，人事推移的改换更难办了。班以我不跟年老，考虑王一

个方案，清县委和文化局领导审改，看是否可行，再作打

算。

一、搞一个掺县志的班子，筹一笔事业费。这班子五至

十人，至少是高中程度，应有一两位大学程度，有治学经捡

的。先拿出一年的时间来，在县委宣传部领导下，学习《两

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珞小平文远;芋，

学懂，在幸结论与唯企论的区别，懂得用辩证堆物论和历史唯物

〈论〉纯理问题。然后边工作边学习。这样不仅能作修县志



'的工作，也可以锻炼出几位人才来。

二、定好县志的项目 z 参考阳县志，新修未定的县志 F

参考其它县的县志和外省的有名的县志，着人家有什么项

哥，我们要哪些项岳，再按项目动手调研。工作中感到项吕

重复可~艇， !毒窍不够可以添。出高要满量，水深或阁，春

?因秋涨要考察 F 物产的草木鱼虫不能遗漏p 历史的沿革耍弄

清，人物的履历要注明喜地下的埋藏，可以暂缺的暂缺。每

项资查要写出象《诸城古琴》那样的材料来，这就是文化志

也好，县志也好，基本资料。

三、要查很多的书籍，访问有关的人士z 一个地方的一

件事要听取当地老者的介绍，即使传说也好，取得当地人的

讲助和同意。

如果~五、六年的时间，五、六名干部，作好这样准

备，再进一步谈文住志、县志的编写就有条件了。也就可以

从几年的经验中，得出以后工作的办法来。

现在来前藏述漏润很多z

1."历史悠久，疆域广大，土地理沃"，不能这样说。

中华爵士，何处不悠久，一个县不过全国的千分之几，全省

的百分之凡，能有多么广大，土地是由岭砂石都有，可能半

数不理沃E

2.韩信坝，应考察河西的村名=大营、小营、营马、料

瞌F 遁东西南大渣的韩信沟。龙旦20万，韩信以少进多，也

有几万，占两三个县的一部分土地摆战场是可能的。究竟在

哪里，经爵查研究后再作结论。

3.古代人物应有了野鹤F 辛亥革命要有王乐平、路友

于F 现时人物要有路家道口的路端谊，是小麦锈病专家重郑

2 



家老庄郑在校，参加康藏工路的工程师，都是第六届人畏代

表大会代表。其它……。当然我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有待于

词查研究。

事关桑梓不能不竭城相告。草率从事，不仅不能作为信

史，还可惹人意见。我近来各方面的工作都已放下。同志们

不愿我多问事，但于情不能自止。写比。

此致

敬礼!

陶钝

1983.7.10 

隐藏信影印件。

〈这是陶钝同志一九八三年收到诸城县寄去的第一批文

化志征求意见稿时，写给县委和文化局的一封信。〉

一一-奕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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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腔的起源与发展

惠立群 阎厚今

茂i应是山东百余年来兴起的地方戏之一，主要流行于诸

城、 高密、五莲、 胶县 、 青岛等地。 其由词质朴 自然， 生活
气息浓郁，颇有"一声直入青云去 ， 多少悲欢起 比时"之

妙，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 关于周姑戏的传说

人们通常把茂腔称之为 "周姑子戏"， 至于周姑戏的由

来，说法不一。据津坊、 临沂地区的一些县及青岛 、 淄博一

带的老艺人在讲述自己!印传体系和剧种起源的传说时， 曾谈

到如下情况 z

很久以前， 有一个姓周的尼姑，聪明伶俐 、 能文善唱 ，她

经常以民间小调演唱人间不平，由此，引起了农民群众特别

是妇女们的共鸣。就这样一传十 、 十传百， 久而久之便成了

脸欠人口的流行曲。随后，这些流行曲被群众冠名为"周姑
';HiJ" 
VHJ 。



叫拉魂腔) 1 流行于鲁东沿海诸县市的周姑又分为茂腔和柳

腔两支。

又有一种说法，认为茂腔的前身叫"肘鼓子" ， 肘鼓是

种统扇形、柄缀铁环J句狗皮鼓，又名端鼓。流行在鲁南一带

的"姑娘腔"，就是以肘鼓伴奏。"肘鼓子"调吸取了花鼓

秧歌的竞乐及表演技术，逐步形成了"肘鼓子戏"。 "肘鼓

子" 一说，曾得到研究者的承认，根据周贻白《中国戏曲

论丛》记载，认为"周姑于" 是 "肘鼓子"的说传。

然而许多老艺人则认为，前两种说法实质是一回事， 不

论是"周姑调"还是"姑娘腔'F ， 其明显特点是女腔发达，

原始的伴奏乐器只用锣、鼓、钗等打击乐，不用丝竹乐器。

至此，似乎"周姑"之说还欠具体，淄博市五音戏老艺

人又吕洪山曾提供过可靠的史实材料。他说 "我亲自演过周

姑戏《尼姑思凡凡是跟我父亲邓九星学的，曲调很象《尼

姑思凡 》那首民歌，但复杂化了。"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周姑戏形成的简单公式:

原始民歌→经过演唱或加工的民歌(周姑调〉

→周姑戏

二、茂腔演变的三个阶段

周姑声腔系统的茂腔在形成和发展中，大体经历了三个

明显的阶段，即本周姑阶段P 冒周姑阶段，茂腔阶段。

1 .本周姑

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流行在诸城、胶县

、五莲一带的周姑调被称为"本周姑。" " 

当地周姑本初唱过而来加改变的民歌。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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