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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娱乐
《中国医生》广州杀青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由刘伟强执导、李锦文监制的电影《中
国医生》，日前在广州顺利杀青。影片由张
涵予、袁泉、朱亚文、李晨领衔主演，易烊千
玺特邀出演，欧豪特别出演。影片将于2021
年在全国上映。

电影《中国医生》根据 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斗争的真实事件改编。故事以新
冠肺炎疫情中的“暴风眼”——武汉市金银
潭医院为原型，同时兼顾火神山医院、方舱
医院等兄弟单位。电影全景式展现了武汉
封城 76 天里壮烈激昂、可歌可泣的动人时
刻，用影像重现了武汉当地医护人员和全国
各地白衣逆行者们的英勇事迹。

《中国医生》主创团队始终保持着高度
严谨和敬畏的态度，确保故事的真实性与创
作的艺术性达到统一。主创团队在 2020 年
4月初武汉“解封”的第一时间就进入武汉，
与数百位医护工作者面对面交流，收集到大
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广大
医护工作者的英雄事迹，让《中国医生》的创
作团队大为震撼。

在导演刘伟强的要求下，本片的服化道
近乎“苛刻”。硬件上，摄影棚内全部医院设
备严格按照医院建造标准打造，由专业医院
改造工作人员到场验收合格后才投入拍摄。
演员方面也绝不马虎：演员入组的第一件事
便是投入到专业学习培训中，力求每一个动
作都符合医学常识。负责指导他们的，正是
曾经在武汉抗疫一线战斗过的医护人员。此
外，群演中也有很多真正的医护工作者。

《中国医生》从筹备到开机再到杀青，全
程历时近八个月，辗转无锡、武汉、上海、广
州四地取景，如今影片顺利杀青，即将进入
严格的后期制作。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
冬表示：“博纳影业向有关主管部门主动请
缨拍摄《中国医生》，我们一定要把它拍成一
部展现抗疫英雄群像的史诗大片，用真正的
人文精神去慰藉观众、鼓舞人心，用电影镜
头来铭记2020年这不平凡的一年。”

虽然第二部才播了 8集，但
三位男主角的“破局式”发展，已
是板上钉钉的事，经历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开创期后，他们将在
接下来的剧情中迎来转变。

宋运辉

在第一部中，宋运辉凭借高
考改变命运，大学毕业后到金州
的国营化工厂刻苦钻研技术，成
为技术骨干。到了第二部，宋运
辉告别金州，前往东海化工筹备
组，参与新项目的设计与建设。
宋运辉的“拓荒之路”面临一系
列难题：项目报批难、内部团结
难、技术革新难……整部剧围绕
着宋运辉解决难题，实现国营经
济“除旧立新”的线索展开。

经过生活历练，宋运辉的处
事风格也发生了变化：第一部
中，宋运辉一门心思拼事业、搞
技术，但因不懂变通，也在工作
上吃过亏。第二部中，宋运辉变
了——面对专业问题，他不卑不
亢、任劳任怨；面对专业以外的
问题，他接受领导“要用一些手
段来维护自己的理想”的忠告，
合理合规运用人际关系化解矛
盾，处理问题越发游刃有余。

王凯的表演风格也随着角
色的发展而进行调整，从第一部
的“愣头青”“技术宅”，变成了第
二部中拖家带口仍一心扑在工
作上的“中年事业咖”，演技接地

气——工作场景中，他稳健、执
拗、不苟言笑；生活场景中，他面
对妻子和孩子，秒变暖心大叔。

雷东宝

第一部中，退伍军人雷东宝
转业回乡之后赶上了农村改革
的浪潮，于是带领村民办砖厂、电
线厂，实现全村富裕。在第二部
中，雷东宝着手新事业，筹建电解
铜厂。但工厂投产之后发生重大
爆炸事故，无奈之下，雷东宝通过
行贿方式，动用行政关系解决困
局，此举成了其日后隐患。

杨烁也精准展现了雷东宝敢
作敢当的人物性格——事业上，
他勇立潮头、雷厉风行、说一不二；
生活上，他与饭店老板娘韦春红日
久生情，共结连理。在《大江大河》
中，杨烁蓄起胡子，大口吃饭、喝
酒，骑摩托在土地上飞驰……近年
他被观众屡屡吐槽的“油腻”问题
在《大江大河》中不复存在。

杨巡

第一部中，杨巡从卖馒头、山
货开始发展个体事业，之后，杨巡
经营扬子街电器市场，事业发展
如火如荼。第二部中，杨巡继续
寻觅商机，他瞄准了东海的潜力
谋求新发展，但挑战随之而来。

目前，杨巡的出场戏份不
多，董子健保持了角色的“机灵
劲”和吃苦精神。

电视剧《大江大河2》上周末登陆东
方卫视，每晚7:30两集连播。该剧由上
海广播电视台、正午阳光、SMG尚世影
业出品，王凯、杨烁、董子健、杨采钰领衔
主演。

《大江大河》第一部播出时，恰逢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波回忆杀引发观
众的追看热潮，并获得了飞天奖、白玉兰

奖、金鹰奖认可。
第二部播出后同样反响热烈，豆瓣

9.4 分的“开分”成绩，为国产剧年度最
佳。此外，该剧也在社交网络攒足了话
题：“宋运辉打工人”“王凯李光洁对手
戏”“宋运辉好难”等话题纷纷登上微博
热搜榜，主话题“大江大河2”阅读量突
破4.8亿，讨论量达106.9万。

《大江大河》第一部讲述
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宋运
辉、雷东宝、杨巡为代表的时
代亲历者抓住机遇，在不同
领域实现理想的故事，展现
了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及个
体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
展与变革。第二部将故事时
代背景放到上世纪 90 年代
前后，留学归来的梁思申（杨
采钰饰）及一众新角色先后
出场，共同探索革新的篇章。

第二部核心演员没有变
化，主演阵容依然是王凯、杨
烁 、董 子 健 组 成 的“ 铁 三
角”，第一部中周放、练练、
冯晖、赵达、杨立新、苏小明
组成的配角阵容也继续出
演。新加入的演员则有杨采

钰、霍青、齐奎、林栋甫、李
光洁、孙艺洲、张佳宁等。幕
后团队进行了微调：导演方
面，第一部由孔笙、黄伟执
导，第二部中，黄伟继续执
导，曾执导《伪装者》《琅琊
榜》的李雪加入联合导演阵
容，孔笙担任监制；编剧方
面，第一部的编剧袁克平退
出，第二部由唐尧执笔，同时
加入了联合编剧马骋怡。

《大江大河》第一部主
要反映了农村经济改革，第
二部则加重城市戏份，制作
依然保持高水准，从景别的
精细调度、切换，到服化道
的考究呈现，再到演员生活
化的表演都抓住了观众的
心。

在第二部播出的初始阶
段，宋运辉的遭遇让不少正在
经历残酷职场的观众感同身
受，而“打工人”宋运辉攻克职
场难题的方法，也让不少观众
大赞：“这才是真正的职场剧！”

方法一：多方推进

为了让东海化工项目获
批，宋运辉动用了各种关系见
到拥有审批决定权的路司长
（李光洁饰），但路司长并没有
同意审批该项目。项目组其
他同事纷纷放弃，准备打道回
府，只有宋运辉未放弃。他利
用新项目的技术优势，通过其
他部门成功推进项目。

方法二：话术巧妙

宋运辉让老同事——金

州化工厂的闵厂长帮忙将他
引荐给路司长。闵厂长原本
不 想 帮 忙 ，在 电 话 里 委 婉 推
托 ，但 宋 运 辉 一 句 话 就 让 闵
厂 长 主 动 帮 忙 ：“ 项 目 批 不
下 来 ，我 可 能 就 要 想 办 法 回
金州了。”言外之意：如果你
不 帮 我 ，我 就 杀 回 来 跟 你 抢
饭碗。

方法三：足够专业

当宋运辉被“发配”到东
海工地推进技术工作时，并没
有叫苦叫累，而是迅速上任，
带领自己在金州的嫡系团队，
去东海攻坚克难。在东海项
目总负责人选择牺牲新技术
时，宋运辉决不妥协。对于专
业的执着与自信，帮助他迅速
聚拢人心。

制作：不变与变 人设：破局发展

“打工人”宋运辉进阶啦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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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河2》豆瓣“开分”9.4分，各项数据领跑

宋运辉不再是““愣头青愣头青””

链接

王凯饰演宋运辉王凯饰演宋运辉

董子健饰演杨巡董子健饰演杨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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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广东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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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站拜访的是禅城区祖
庙街道升平路的百岁老人梁
松。见到我们，老人 74 岁的儿
子把他扶起来。老人正襟而坐，
面孔慈祥和善，如同一尊活佛。

我问老人，长寿有什么秘
诀？老人用方言说，喝茶，一喝
就喝了80多年。他的儿子指着
桌上泡好的一壶茶说：“这就是
我父亲爱喝的茶，喝茶已经成为
他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

我端起茶壶，轻轻揭开茶壶
盖，一闻，只有淡淡的香味，只是
普通的茶，并非名贵茶叶。

由于老人听力下降，我与他
儿子聊了起来。

“我父亲一生最爱喝茶，年
轻的时候每天都要去茶楼喝，与
朋友叙旧聊天。对茶叶他并不
讲究，什么茶叶都能泡着喝。”老
人的儿子说。

“老人年轻时从事的是什么
职业？”我问。

“我爷爷是位木工，专事红
木家具制作。我父亲早年也是
木工，他制作的罗汉床与躺椅现
在还在，还能用呢。20多岁后，
他去韶关当钳工，一干就是 40

多年，勤勤恳恳一辈子，直到高
龄才退休。”老人的儿子说。

“你爷爷长寿吗？”我不禁
问。

“我还没有出生，爷爷就去
世了。”老人的儿子说。

“你爸爸现在身体还好吗？”
我关切地问。

“到医院检查，身体各项指标
比我还好，血压也不高。我爸爸
身体状况一直良好，一生中没得
过重大疾病。”老人的儿子答。

“你觉得你父亲长寿的秘诀
是什么？”我笑问。

“我父亲钳工生涯长达数十
年，一生劳动，练就了强健的体
魄。他一生过得平淡，心态平
和，喜欢喝茶。这也许是我父亲
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吧。”

我与他儿子聊天时，老人表
现得十分安静，也许是耳聋缘
故，也许是秉性寡言，但从老人
的言谈举止中，能感觉到他的思
维依然清晰。

我起身与老人告别时，老人
要起身相送，我让他坐着，老人
便挥手向我们告别，神态始终保
持着安详。

喝茶，一喝就喝了 多年
□月同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全国第七次人口普
查在庚子年展开，我有幸作为参与者，见证了一
批广东老人跨进百岁寿辰之列，深切感受到生命
的非凡存在与神奇的力量。

长命百岁，寿至期颐，是人类千百年来一直不
断追寻的美好愿望。那么，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百
岁老人，都有怎样的长寿之道呢？

百岁老人小资料

姓名：梁松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9 年 8 月（101 周岁）
民族：汉族
户口登记地：佛山禅城祖庙街道
受教育程度：小学
是否识字：是
探访时间：2020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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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遭受争议，近日成功申遗

太极拳的竞技化摸索
还需要时间

□沈诚

2020年12月17日，太极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来
太极拳屡次登上热搜，曾被质疑“太极拳能不能
打？”“四两拨千斤是真是假”……那么，这次太极拳
成功申遗能否为中华传统武术正名，从而找到一条
通向未来的发展之路？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瑰宝，太极拳是其中的
代 表 拳 种 。 回 首 千 年 历
史，一个“武”字贯穿了中
华文化。孔子提倡六艺、
佩剑而行；李白留下“十步
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诗
句，记录了盛极一时的大
唐尚武精神。

新中国成立伊始，太极
拳作为中国武术代表，得到
了中央政府的支持。1952
年 6 月，毛泽东写下“发展
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的题词，并号召凡能增强人
民体质的运动都要提倡，如
做体操、打球、跑步、爬山游
水、打太极拳。

1956年 2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组
织太极拳专家以杨式太极
拳的招式为素材，删繁就
简，创造简化太极拳——24
式太极拳。从此，太极拳从
高深的武术殿堂走入了大
众生活。

1978 年 11 月 16 日，邓
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写
下“太极拳好”。太极拳再
一 次 获 得 了 发 展 契 机 。
1982 年 11 月，全国首届武
术对抗项目表演赛在北京

举行，太极拳推手进入了竞
赛环节，还原了技击属性。
6年之后，太极拳竞赛套路
问世；1990 年第十一届亚
运会在北京举行，包括太极
拳在内的武术被正式列为
比赛项目。

此时的太极拳，同时以
推手竞赛、套路竞赛、大众
健身三种形式出现。因为
太极拳在健身功能上的显
著作用，被列入全民健身计
划，收获了上亿的练习者，
成为响当当的国际品牌。
当时，每个清晨，在中国大
大小小的公园之中，总能看
到白衣飘飘习练太极拳的
老人。在奥运宣传片中，优
雅从容的太极拳不仅是一
种武术和运动，更被上升为
一种中华精神的传承。

2006年，太极拳被列为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08 年，为推动
中国武术走向世界，中国武
术运动管理中心同河南省
焦作市人民政府等相关单
位正式启动了太极拳申遗
工作。太极拳 6次申遗，经
过 12 年 的 努 力 ，终 于 在
2020 年的最后一个月正式
圆梦。

对于民众来说，除了健身用的
太极拳外，心中还有另一个太极——
武侠小说中的太极。《倚天屠龙记》
中张三丰传授给张无忌太极拳的心
法奥义：“用意不用力，太极圆转，无
使断绝。当得机得势，令对手其根自
断。一招一式，务须节节贯串，如长
江大河，滔滔不绝。”“以慢打快、以
静制动的上乘武学。”这是民众在武
侠小说中看到的太极拳第一印象。
那么，真实的太极拳是这样的吗？

1930 年的冬天，时任南京中央
国术馆编审处处长的唐豪，前往河南
温县陈家沟村考察太极拳，撰文写出
了他心中的答案——张三丰创造太
极拳的历史是假托附会，太极拳的故
乡原来在此。可见，从源头上来说，
小说中的太极拳就是子虚乌有的。
太极拳并非称霸武林的超凡武术，而
是源自河南村落的民间智慧结晶。

“天下太极出陈沟”——河南温
县陈家沟被认为太极拳发源地。如
今传播最广的五大太极门派——陈
氏太极、杨氏太极、吴氏太极、武氏
太极和孙氏太极，都直接或者间接跟
陈家沟有关。在陈家沟，无论老幼妇
孺都投入到太极拳练习中，当地人常
说“喝过陈沟水，都会跷跷腿”。

陈家沟村里有4所太极拳学校、

30多个家庭拳馆和300多名拳师。陈
家沟村长在接受采访中曾半开玩笑半
认真地说：“陈家沟共有570户人，练
太极拳的占百分之七八十。陈家沟的
小学，20年前体育课的主要内容就是
太极拳，只要上过学就会练拳。为什
么村子里还有百分二十的人不会练拳
呢？那是外村娶回来的媳妇儿。”

世界认识太极拳也是从陈家沟
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
后，来陈家沟的第一个外国人是日本
的三浦英夫。当年邓小平在人民大
会堂接见中日友好协会理事长一行，
其中就包括身为中日友好协会副理
事长的三浦英夫，他是一位太极拳的
爱好者。他在日本成立全日本太极
拳协会，亲自担任理事长，并创办了
太极拳杂志，杂志的刊名正是使用了
邓小平的题字。1981 年 3 月，三浦
英夫来到陈家沟，并热情邀请陈家沟
的老师到国外讲学，是第一个为陈家
沟和世界架起桥梁的人。

提到陈式太极拳，很多人会对其
刚猛的发劲印象深刻，这似乎和传说
中的“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不一
致。陈氏太极拳名家陈正雷在谈拳时
曾如此解释：“发劲代表了陈氏太极拳
的阳刚，要练好刚劲，首先要有柔劲。
太极拳除了拳打脚踢之外，还讲究肩、

肘、胯等打法，周身无处不是拳，这就
要求协调，柔是协调的基础。所以说，
要有刚，必须练好柔，去僵求柔，周身
一体，从根到腰，再到拳，光用手臂的
力量去发力是无根之木，必须周身完
整抖弹而出，由内到外发劲。陈氏太
极拳的特点是刚柔相济、快慢相间、松
活抖弹，就体现在这种爆发力上。”

真实的太极拳并不玄幻，是基于
现实物理原理和人体结构。“触人如放
电，抬手能放人”是通过肌肉放松，提
升神经纤维的传递速度和肌肉纤维的
收缩速度，在刹那间产生巨大的冲击
力，产生“放电”般的打击效果。“四两
拨千斤”里的“四两”指的并非是本力
的大小，而是用力上的灵巧，强调以打
巧劲来制蛮力。事实上，太极宗师都
是体格强壮之人，甚至很多人都有外
家拳和其他流派习武经历，比如太极大
师孙禄堂曾习练过少林拳和形意拳，由
刚劲入手最后转为柔劲，刚柔并济。

太极拳并不神秘，而是一种科学用
力技巧。拳头的力量来自腿部力量的
高效传导，就像鞭子的梢节无法主动
发力，但当你正确挥动鞭子时，每一节
的力量都会传导到皮鞭的前梢，发挥
出可怕的撞击力量。训练出一个高度
协调有力的身体，力从地起，主宰于腰，
发于梢节，就是太极拳的刚柔并济。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
之一，太极拳申遗成功，对其传承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太极拳”的
商业价值巨大，以“太极拳”为关键
词检索，有 12014 件商标注册申请，
6774件商标已注册。

不过，对于太极拳的质疑声音不会
因为申遗成功而减弱，恰恰相反，大家
希望太极拳的实战性和健身效果能更
有说服力。如果仅有哲学性、文化性，

太极拳的“拳”字就会遭到质疑。任何
一项运动如果要有竞技性（包括太极拳
在内），就必须对参与者进行系统的功
法、技巧训练，只有经过专业系统的科
学训练，才能具备真正的竞赛对抗。

过去二十年，我们主要推崇太极
拳的健身养生功效，提倡“武德”，弱
化对抗性，专业的推手比赛较少，太
极拳竞技也主要以套路为主。马云
曾想将太极拳竞技商业化，并联合李

连杰推出了“功守道”比赛。不过这
个尝试在初期遇到了一些挫折，“功
守道”比赛在观赏性和规则合理性上
都和理想效果有一段差距。太极拳
在健身功能上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已
经见到成果。对于竞技化的摸索也
需要时间，但前提是，必须要对推手
技术进行细化和整理，保证比赛的规
范性和观赏性，让更多的人可以安全
参加到推手运动之中。

武侠小说外的真实太极拳

申遗成功后的太极拳，能否为传统武术找到新出路

新中国成立后太极拳才走进大众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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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第二人为百岁老人梁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