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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金钱板大师邹忠新，生前对徒弟张徐的评价很高：“我喜欢这个徒弟，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二一个呢，我这个徒弟娃娃正派，不乱来，孝心好得

很，我喜欢德行好的娃娃。他学得很好，而且他把金钱板改革得好漂亮。”
在金钱板表演形式方面，金钱板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张徐作出了很多改

革尝试：比如借用数来宝、相声手法，创新出“对口金钱板”和“竹板对打”的表演形
式，又如借用综艺节目的手法，创新出融金钱板、快板、盘子、微型小品于一体的“四
不像”，再如借用化妆相声和小品的手法，创新出金钱板小品等。

在演出时融入歌唱，这也是张徐的金钱板最不同于师父之处，但“歌唱也是为内
容服务的”，张徐解释，“音乐能给人带来韵律上的享受，但不能为歌唱而歌唱，必须
情绪到位。看见小河潺潺和大江大河需要不一样的唱腔，二者不可唱反。”

张徐与金钱板的不解之缘②：
打唱演合一，讲好故事是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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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金钱板
打唱演为讲好故事服务

金钱板再发展
“技”与“艺”相辅相成

借助短视频
不遗余力推广金钱板

张徐十分反对外界用“创

新”这个词形容自己，在他看来

创新的本意是从零开始，但是金

钱板不一样。他强调：“我是把

师父的金钱板继承下来了，是在

师父的基础上继续创作研究，这

叫继承发展，或者延伸，不能叫

创新。”这也是非遗传承的核心：

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推翻再

造，而是要在继承中实现创造性

发展。

人们常常用“活化石”来形

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个

“活”字在张徐眼中，来源于它深

深根植的“根文化”——正是因

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生生不息、不

断发展的，所以金钱板艺术从根

源上来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保护非遗实际上是在保护一种

文化，而不是这种艺术形式，文

化才是我们的根。即使一种艺

术形式消失了，但还有源于这种

文化的其他艺术形式在源源不

断地产生。之所以保存这个形

式，就是要借助它，用文化的力

量统一大家的心灵，让心灵形成

共振。”张徐说。

历史的前进和时代的变迁

导致非遗文化依附的生存土壤

始终是动态的，在这种情况下，

非遗要传承就要学会主动适应，

调整自己的步伐，与变化中的环

境始终保持自洽。只有跟上时

代脚步，才能与观众产生情感共

鸣、发生心灵上的碰撞，让表演

入心入情。

“跟不上时代的东西最终只

能以博物馆展品的形式留存下

来，但是大家很难再看到它的活

力。对金钱板来说，舞台才是展

示它魅力的地方。”这也是张徐

一直坚持舞台演出的原因之一。

始于兴趣，臻于匠心。65

年风雨，在张徐脸上完全没有留

下应有的痕迹，他目光炯炯、神

采奕奕，充满着真诚与热情，就

像他手里的金钱板一样，永远活

力四射、耀眼非常。接下来，他

还会继续磨砺，在金钱板传承和

推广之路上永不停歇……

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实习生赵雪青

青年张徐表演金钱板

张徐在话剧《茶馆》中表演金钱板

多年探索，张徐对金

钱板有了自己的理解。

“我师父认为，金钱板有

‘三好’——打好、唱好、

演好，其中‘打’为‘三好’

之首。在我看来，讲好故

事是金钱板表演的第一

要义，也就是打、唱、演要

做到三者合一表现故事

内容，所有的都是为讲好

故事服务。”

采访中，张徐还向封

面新闻记者阐述了他对

金钱板的定义：“一，文本

上没有特定句式，突破以

前七字句、十字句的限

制。看内容需要，想长就

长，想短就短；二，节奏上

拒绝一成不变，根据内容

所赋予的情绪、情境、情

感等表现需要，让节奏变

化多端、快慢结合、起伏

跌宕。”这是张徐为了适

应现代社会生活对金钱

板作出的延伸性发展。

在一次与一位北方

快板书大家的交流中，张

徐表演了一段自己的创

作，这次表演被对方称为

“Rap”，这个极具当下流

行色彩的形容，让张徐看

到了对方对自己的肯

定。谈起这件事时，张徐

几乎笑眯了眼，那是独属

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

自信和自豪。

“三是表演上既要借

用话剧影视中的表演体

验性，又要跟上时代。”由

于金钱板受川剧影响较

大，表演的成分很多，张

徐认为表演不能浮于表

面，“虽然我们不能成为

那个角色，但是我们要体

会那个角色的心境，要有

故事性和体验感，这样才

能做到真情流露，表演情

绪才不会肤浅。”

采访中，张徐特意用

戏曲中的“开门”手势，解

释何为跟上时代。“旧时

的门多由两扇门组成，设

有门栓，开门时需要先抽

掉门闩再向两侧推开，而

现在的门大多只有一个

门扇，单手旋钮门把手就

能打开。”正是因为对生

活的细心观察，才有了张

徐对金钱板传统表演形

式的“再发展”。

同时，他对“技艺”二

字的理解也鞭辟入里。“如

果说打、唱、演是‘技’，那

么讲好故事就是‘艺’的部

分了。从单纯的技术来

讲，比如在舞台上要欲左

先右、欲前先后等，这些程

式化的东西是演戏的技

术。当这些被化为己用，

在舞台上主要还是靠艺术

去表现这个人物。”

张徐立志把这种观

念传承下去。他在教导

徒弟时说，“比起‘技’上

的不足，更要注意讲好故

事，别把‘技’和‘艺’的位

置弄颠倒了。”

谈及教徒弟，张徐还

向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了

他对“师生”与“师徒”的

不同理解——前者侧重

于知识经验的教学，后者

更注重为人修养、道德品

质的培养。“我们非遗行

当里讲的是师徒，师父教

‘技’，也教‘艺’，教徒弟

如何为人处世。‘艺’与人

品有关，‘技’好的‘艺’不

一定好，‘技’不好的‘艺’

一定不好，‘人品’不好的

‘技’不一定不好，但‘技

好’而‘人品’不好的‘艺’

一定不好。”

这段似乎有点拗口

的阐述，实际上暗含着张

徐教徒弟的要求之严。

所以，张徐至今收徒不超

过 20 个，“我的徒弟不

多，因为我觉得教徒要负

责，徒弟多了就不容易负

责了。”但对于其他金钱

板爱好者，凡是来虚心求

教的，张徐也毫不藏私。

只是对徒弟，张徐要教的

东西更多，尤其对“艺”要

求更严。

如今在四川，以金钱板为专

业在舞台上坚持演出、同时被授

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金钱板代表性传承人”称号的，

只有张徐。对此，张徐仍然保

持着自谦，“我就是把‘邹派’传

承下来，在此基础上融入我的东

西，再把这些教下去，至于最后

有没有形成‘张派’，那是我徒弟

和其他金钱板爱好者的任务

了。”

张徐在对金钱板的宣传上

不遗余力，要让金钱板被越来越

多的人知道。

今年5月，张徐在徒弟们的

协助下，开通了自己的短视频账

号，不定期分享自己的段子，进行

金钱板讲解。“短视频是一个宣

传、推广机会，我可以一段一段地

录，一次讲一个点，积少成多，等

我老了唱不动了，这些全是资料，

是可以用来讲课的。”他说。

张徐还特别注意到了近几

年兴起的“国潮”热，为此，他主

动将自己的表演视频上传到网

络播出平台，用优质内容吸引受

众目光，进而培养、留住爱好金

钱板的观众。而且由于这两年

线下演出受到一些影响，张徐开

始尝试金钱板的线上直播。

至于以后会不会做一档综艺

节目来宣传金钱板，张徐并不十

分看好，“节目源是一个重要问

题，没有足够优秀的节目，很难支

撑下去。”同时他认为，金钱板属

于地方曲艺，有浓烈的地方特色，

对观众的要求比较高，至少要能

听懂四川话，所以金钱板要想在

全国范围内流行具有一定的难

度。“但是不能不传播，随着传播

工具的发展，至少目前在曲艺界，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金钱板。”

保护文化根脉
让非遗表演入心入情

张徐（中）与搭档一
起表演三人金钱板。

《车耀先》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