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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下最难的传统段子，有了自己的

唱腔风格后，张徐发现，自己进入了“瓶

颈期”，“我的金钱板水平成长很快，也可

以自己写段子了。大概是1981年、1982

年，我突然觉得金钱板没得啥子好学的

了。”于是，他开始学习更为“洋气”的吉

他、相声。并受“下海”演出大潮的影响，

开始变身“省漂”，在四川各地“走穴”，演

出类型横跨吉他、相声、小品、音乐剧、舞

台剧、影视剧等领域。

“那几年，民谣吉他弹唱方面，我算

是四川的代表人物，我还在全国吉他邀

请赛得过奖。”演出机会越多，张徐越是

明白，自己二十多岁才学乐器无法跟自

小就学的人相比，“不懂的会认为我的吉

他很厉害，懂的就知道只是通俗易懂接

地气罢了。但为了学习吉他演奏以及为

吉他弹唱配伴奏，我又努力地学习了乐

理知识，也为以后的金钱板唱腔设计奠

定了理论基础。”

让张徐意识到自己突破金钱板瓶颈

的，是离开金钱板近十年后的一次艺术

节演出。“当时我表演了两个节目，一个

金钱板，一个相声。”张徐本以为相声的

现场效果会更好，“没想到金钱板把相声

压了，演完之后，观众一直鼓掌，我只有

再上台给大家鞠了一个躬。”之后的一次

展演，张徐的金钱板表演荣获一等奖第

一名，“评委们说，我的金钱板有了歌唱

性，这是金钱板的突破和发展。”

专家精准的点评让张徐醍醐灌顶，

“学吉他让我学习了乐理，影视剧的拍

摄、小品的演出，让我对人物塑造有了更

进一步的理解，从而对金钱板有了新的

认识，这就是融会贯通给我带来的好

处。”具有歌唱性的金钱板，渐渐成为他

特有的风格。

人生没有一段经历是没有意义的，

只是它们的回馈时间不同，有的是即时

反馈，有的是在未来某一时刻出现。就

像张徐，在外人看来这将近十年或许有

点可惜，但是，表演吉他弹唱、相声小品

让他的音乐感得到充分锻炼，也在无意

识中让他脱离了金钱板传统演绎套路的

影响。多年沉淀，一夕迸发，张徐找到了

自己的金钱板道路，他也感激这段经历，

“如果一直搞传统的金钱板，也许我就砸

在那个水平上了。因为我所学的东西都

来自我师父，我不可能超越他，肯定是永

远在模仿他。”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实习生 赵雪青

“金钱板，板金钱，Ladies and Gentlemen听我言……”11月1日，四川省曲
艺团剧场后台，金钱板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张徐面对手机镜头表演

着一段金钱板，他的徒弟在一旁记录着。随着双手上下翻飞，三块竹板仿佛拥有了
生命，铜钱的清脆与竹板的厚重碰撞在一起，气势恢宏，余韵久久不息。

这段精彩的表演还上传到短视频平台，通过网络推广金钱板的魅力。
65岁的国家级金钱板非遗传承人张徐，自2022年5月18日开通了自己的短视频

账号后，几乎每三四天更新一次，除了偶尔记录自己的生活日常，大部分内容都是金
钱板表演和相关讲解。

张徐与金钱板的不解之缘①：
融会贯通，金钱板注入歌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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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徐出生于北京大学，父

亲张羽军是北大外语系高才

生，母亲徐棻就读北大中文系

新闻专业，是川剧史上第一位

女剧作家。著名作家张恨水

是张徐的叔祖父。出身于文

学世家，张徐4岁开始识字，6

岁就能捧着厚厚的书阅读，一

读就是一天。这也为他日后

的剧本创作奠定了基础。

回忆起小时候的愿望，张

徐开怀一笑：“我那时候一心

想着当科学家！我读书的时

候，数理化成绩非常好。但语

文成绩一般，只处于中等水

平，从没想过以后自己还会写

剧本、搞创作。”

他与金钱板艺术的缘分，

是因为一场“偶遇”。

当时，遵从父母意愿，也为

了有门手艺，张徐开始学习画

画。每天固定两个小时以上的

临摹，让从小好动的张徐非常

苦恼，“每天就是磨洋工。”15岁

的一天，画到无聊的张徐，看到

街上一伙伴正在花样敲打三个

竹片片，少年的他，很快被这种

酷炫的打板方式吸引，“那时候

就是玩，既不会唱，也不懂平

仄，什么规矩都不懂，就是觉得

好玩，很酷。”回想起这段际遇，

张徐至今仍觉得神奇。

一场偶遇、一次玩耍，让

张徐接触到了金钱板。此时

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三块

竹板会伴随自己一生。

金钱板流派分“花派”

“杂派”“清派”。“花派”板式

打得花，打得热闹，且打且

耍，眉眼身法灵活自如；“杂

派”唱词长短句运用自如，不

受节奏拘束，唱一段说一段，

说中带唱；“清派”重视唱腔

优美和咬词吐字，力求字正

腔圆，行腔中不能有“啦”

“哈”“呀”等不必要的衬词出

现，表演动作不大。金钱板

大师邹忠新吸收了“清派”

“花派”“杂派”等各艺术流派

之长，创新表演，逐渐形成独

具一格的“邹派”。

时间回到上世纪七十年

代，凭借画画技艺，下乡当知

青的张徐，进入县文化馆学习

班，“那时候什么都会表演一

点。”因为金钱板打得好，张徐

被成都市曲艺团“点招”为邹

忠新的学生。“没有拜师仪式，

就是招过去了，团里领导跟邹

老师说，‘这是你的学生’，就

开始学金钱板。”张徐说。

1977 年到 1979 年，张徐

跟着邹忠新一字一句地学。

“我每个礼拜去两三次，先背

词，唱会了就学表演，手到眼

到，先模仿邹老师，他再一点

点给我抠细节。”由于少年时

期就开始“耍板子”，到正式拜

师学艺之前，张徐早已积累了

一身打板的硬功夫，“虽然我

一开始不是从我师父那学的

板子，但是这个打法是由我师

父传开来的。我平时练唱、练

说就是不练板，因为随时拿起

板来就能打。”

张徐有天赋又勤奋，经过

师父两年的“口传心授”，他掌

握了不少传统唱段。为了学

习新唱段，他常常在师兄们的

帮助下，一句一句地反复练

习，第二天就拿到舞台上让观

众“检验”。张徐的金钱板水

平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提

升，逐渐有了一些心得体会，

并在演出实践中加以摸索，慢

慢地有了自己的风格。

回想起1979年自己第一

次在专业舞台上演出金钱板，

张徐笑言自己也曾腿打闪闪。

“我上台是‘被逼的’。当时跟

邹老师到重庆演出，邹老师

嗓子突然倒了，平时顶替邹

老师演出的人也不在，就喊

我上去。”为了不让观众的票

钱白花，张徐硬着头皮走上

台，尽管唱得不尽如人意，但

听到大家善意的掌声，他深

受鼓舞，“下来之后，我主动找

到领导，说以后多安排我演

出。等到了第七场，我表演就

很自如了。那会儿，邹忠新、

李月秋老师演出，返场四五次都

很正常。我到第七场也有了

返场的机会，到了二十几场，

就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

之一。”

少年时一次偶遇
与金钱板艺术结缘一生

师父“口传心授”
他苦学两年后登台表演

突破表演瓶颈
让金钱板有了歌唱性

国家级金钱板
非遗传承人张徐

青年时期的张徐

张徐与师父邹忠新（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