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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静：无极拳传承需要紧扣时代需求
本报记者 郭晓莹

我们每个人都听到过120急救车的警笛声，
《中国救护》从救护车到急诊室，揭开急救现场
的神秘面纱。任茹是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她
说：“2017年，我们曾参与《生命时速·紧急救护
120》的拍摄。《中国救护》从2020年开始筹备，
2022年正式开拍。120急救是一个完全突发的
情况，深入到家庭和医院，这个主题的故事会有
比较强的冲突性，因为救护车是一个小型的舞
台，一辆车里能坐六七个人，面对的情况都是突
发的意外或者是突发的疾病，人在这个时候的
状况是非常真实的。”

急救医生的排班制被称为“白夜休休”，一个
白班加一个夜班，再休息两天。在拍摄期间，摄制
组跟拍的救护车，忙的时候一晚上要出诊13趟，处
理一个病例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医护人员全部满
负荷工作，经常是把上一位患者送到医院，还来不
及回到急救调度中心，就要去下一个地点了。任
茹说：“在这种高强度、连轴转的岗位上，专注、冷
静是急救医护人员最基本的素质，我们很佩服急
救医护人员调整情绪、应对压力的能力。”

在急救车中进行纪录片拍摄是一项极具挑
战性的任务，从120调度中心、急救车厢，到医院
急诊部，进行多地多机位拍摄，再加上使用Go
PRO等纪实摄像头和医生胸前的纪实小摄像头，
总素材量非常大。任茹介绍，摄制组总共拍摄
308天、超过600次急救任务，仅实拍素材量就达
到了196T，近40个故事，融合成9集内容。

导演团队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拍摄策略，他
们设立了A、B两个拍摄小组。A组主要负责跟
随救护车出警，捕捉现场的真实情况，B组则完
成医院的拍摄。任茹透露，团队之间的沟通是
拍摄中遇到的一大难题，由于现场导演在紧张
的拍摄过程中无法立即判断素材的好坏，也没
有审看素材的时间，因此无论是A组还是B组，
他们都无法确定到底拍到了哪些镜头。任茹
说：“在现场的人可能觉得拍到很多内容，但在
后期剪辑时，仅仅缺少一两个镜头就可能导致
整个故事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

由于素材的拍摄量大，素材往往显得杂乱
无章，为解决这个问题，三地导演写了许多手
记，对整个案例进行恢复。任茹说：“我们对每
个案例都有一个评分，如果评分是C级，可能是
因为患者不太配合或者这个案例本身比较常
规，我们会放弃。B级以上的案例我们都会追
踪。”任茹讲了幕后的一件事：“我们在重庆的导
演组，一开始发过来的每一个案例都是A，这让
我十分诧异。但那位导演说，因为对于我们普
通人来说，透过救护车这扇窗，看见了人生，每
一个案例背后的故事都让他觉得值得记录。”

在第一集第一个案例中，一位天津的老人
在办公室突然晕倒，紧急关头老人的两位同事
轮流替他进行心肺复苏，为120急救人员争取了
时间。老人家属赶到医院时，要感谢120的大
夫，但此时急救小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离
开了急诊室，无法与家属碰面。这个案例让大
家看到了急救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老人的
成功抢救不仅展示了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高
超技艺，更体现了社会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辉。

摄制组在天津大约拍摄了四个月的时间，
这个故事是在决定收工的那天拍摄的，也是天
津拍摄组拍到的唯一一个心肺复苏抢救成功的
案例。任茹说：“由于120的电话和派单是随机
的，天津的急救站点非常多，摄制组的站点遇到
怎样的案例其实无人能预测。申润坤医生工作
经验丰富，她说，像这种病例，患者经过急救恢
复神志，在急救车上就能与医务人员对话，这还
是她第一次见到。所以这个案例拍摄完毕后，
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高兴。这种激动不仅仅是完
成了工作的激动，还是救了人一命的激动。”
“意外”“挫折”“无奈”“治愈”……《中国救

护》用九集故事串联起一个又一个平凡却生动
的人间缩影，也让人看到了急救人员在紧急情
况下保护和拯救生命的决心和勇气。每集中包
含4—5个故事，通过情感来串联，使每个案例都
具有独特的意义。例如，在第一集《须臾人生》
中，尽管都是紧急的心梗情况，但也讲述了一个

轻生女孩的案例。医生许媚第一时间选择对其
进行心理疏导和耐心安抚，展现了女性院前急
救人员细腻和体贴的一面，也让观众感受到一
线急救人员全心全意守护生命和以实际行动践
行着生命至上的初心使命。

大多数报警往往由家庭端发起，第二集《心
安之所》从急救医生的视角去看患者与家的牵
绊。在120急救过程中，通常都会对紧急情况做
出快速反应。然而，一些看似不严重的情况其
实也是120急救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九集《用力
生活》展示了不同人在疾病面前的人生态度：奶
奶在家吃螃蟹倒地昏迷，女儿赶紧拨打120，医
护人员赶到时奶奶恢复意识，反而责怪女儿大
惊小怪，连医生都被“老小孩”逗乐；卧床老伴儿
昏睡多日，老奶奶坚持要自己陪护，全家只有
老奶奶最了解老伴儿的情况，哄着老伴儿吃
药，悉心照顾陪伴；一位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
的病人，医生劝其要就近就医，大哥心态很乐
观。任茹说：“虽然疾病对他的生活有影响，但
他仍然积极乐观地生活。”

任茹说：“通过这样的编排方式，我们希望
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急救人员的工作和生
活，感受到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所展现出的伟大
和坚韧。同时，也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唤起观众
对生命的珍视和对急救人员的敬意。无论是面
对生死考验还是对病人的牵挂，急救人员都在
默默地守护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除了备受大众关注的社会议题外，与大众息
息相关的日常急救知识在《中国救护》中同样随
处可见。《中国救护》将日常相关的医学常识、急
救技巧融于整个纪录片，并透过更轻巧、温暖的
形式将知识点输出给观众，让更多人在被善意治
愈的同时，了解和掌握疾病、意外发生时“急救的
正确打开方式”。节目邀请了专业的医疗专家把
关，任茹说：“专家会指出哪些地方不够规范，我
们应该规避掉；哪些知识是观众需要了解的，以
便在家庭生活或日常生活中能够应用到。”

在纪录片中，如果出现了医学常识的名词，
片中会在左下角添加与医疗相关的知识。此
外，B站开设了“救护小课堂”的专栏。任茹说：
“例如，在低血糖的情况下，我们有专业的申润
坤医生为大家讲解低血糖应该如何处理，以及
一些家庭适用的急救方法。我们希望通过这些

方式，让观众在欣赏纪录片的同时，也能学到一
些实用的医学知识和生活技巧。”

《中国救护》中的急救工作者，他们分别来自
天津、重庆、杭州这三个城市。在启动项目之初，
节目组做了大量的调研，访谈了上百位一线急救
工作者。任茹说：“三地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都
与我们进行了会面，他们向我们分享了在日常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他们印象深刻的事情，包
括他们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案例等。我们会选择
那些我们认为最适合拍摄的人去跟踪拍摄。”

在纪录片中，来自天津的申润坤医生给观众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任茹说：“申医生性格
沉稳，医学知识扎实，她在处理紧急情况时表现
出色。她在工作时给人的感觉是温暖舒适的，她
的到来就像给家属和病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司机张冠霖是一名退伍军人，他身上散

发着坚毅的气质。在我们初次与他接触时，他
站起来向我们敬了一个军礼，这让我们感到非
常意外。然而，在接下来的拍摄过程中，我们
发现张大哥是一个非常懂得用天津方式解决
问题的人，他特别善于倾听，他的冷静和善解
人意让我们深感敬佩。”任茹说，“静脉开通是
一项考验护士技术的高难度操作，而且又要在
救护车上进行，护士张皓年纪轻轻，让人容易
对她的经验和技术有所怀疑。然而，她自信地
告诉我们，她在儿科工作过，车辆的颠簸对她
来说不算什么。她让我们对年轻一代的护士
充满了信心。”

任茹透露，起初他们对天津案例的拍摄效
果并不太满意，因为另外两地的拍摄中，观众看
到的往往是情节比较紧张、抓人眼球的刺激场
面，直到处理一个案例时，她改变了这种看法。
这个案例发生在天津静海的刘祥庄村，那天正
好是中秋节前一天。急救人员从环湖医院接回
了一位脑出血严重的老人，老人已经完成了所有
必要的治疗，需要回家静养。任茹说：“老人有一
儿一女，儿子在医院收拾东西，女儿则坐着救护
车把母亲送回家。真正让我们震撼的是，当急救

车驶入刘祥庄村时，他们家门口站了几十人来接
老太太回家。当老太太下车时，他们嘘寒问暖，
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她的女儿安慰他们，‘我
妈这不挺好的吗？谁也不许掉眼泪。’”

任茹介绍，纪录片第一集的第一个故事和
最后一集的最后一个故事都是在天津发生的。
在最后一集中，50多岁的张大哥给任茹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急救人员和张大哥说再见，他说：
“最好以后别再见。”当节目组再次联系他时，他
的父亲已经病危，治愈希望渺茫，他思虑再三，
决定放弃治疗，不让老父亲再遭罪了，他把父亲
又带回了家，而他的哥哥也需要他回家照顾。
他说：“人跌到底了，然后就该上来了，也别把这
些事看得太重。”最后，张大哥对着镜头跟摄制
组笑了笑。

120救护车上的医生有着严格的准则：只要
有人报警，他们就必须出警。《中国救护》的镜头
所聚焦的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同样也是情况最
紧急的环节——院前急救。任茹说：“医务人员
的工作强度大，在拍摄中他们没有摆出任何架
子，也没有试图展示他们的高超医疗技术。120
急救不仅仅是救治和护理这两个方面，还包括对
患者心理上的安慰和支持，他们致力于让病患感
受到关爱和温暖，他们更容易与患者产生共鸣，
这对我们的内容创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在《中国救护》里，观众不仅会看到各种与
死神赛跑的高燃瞬间，也会看到尽全力施救后
仍无力回天的无奈。这些关于病人求生的勇气
和战胜死亡的意志，急救人员对生命的敬畏与
对病患及家属的善意，都被《中国救护》的镜头
一一记录并呈现，以不动声色地穿透力与辐射
力，直击社会痛点的同时，也直击观众内心最柔
软的地方。

医疗题材的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压力大，摄
制组跟随三组急救医护人员，在短时间内见证
了太多生死时刻。这是一部生猛、朴素的纪录
片，是不加修饰的人生。任茹说：“当你看到这
么多人因为疾病或意外而离世，许多人都渴望
拥有活下去的机会，我们想向大家展示生命的
坚韧。我们一生中拨打120的时间是短暂的，困
境是暂时的，我们希望观众能够从中获得一些
启示，更加珍惜生命，珍惜身边的人，并努力过
好每一天。”

2021年，无极拳项目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无极武术起源于清朝中
期，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第五代传人高铠
庭在民国时期将无极武术发扬光大，使之达到
鼎盛阶段，以无极门十二形、外五形动作创编
108式无极拳，并于1931年在天后宫独立创办无
极国术研究社，因此在武术界名声大噪，社会影
响深远，到天后宫学习无极武术在当时已成为
一种社会时尚。

1978年后，高铠庭之子高铁静接过无极门的
接力棒，成为无极拳第六代传人，把无极武术发
展至今日。为适应当下人群锻炼需求，他在原有
的108式无极拳基础上，创编24式简化无极拳。

非遗创新要建立在适应时代的实践之上
记者：自打您从父亲高铠庭手中接过无极门

的接力棒之后，在这几十年里，您是如何把无极

拳传承发展至今，并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

高铁静：我成为无极拳第六代传人后，一方
面亲自教授学员，传艺授徒；另一方面，四处联
系同门，使本门的师兄弟们又一次相聚在无极
武术的大旗下。我动员师兄弟将自己一生所学
所练的体会，尽量写出来，并把个人保存下来的
拳谱和资料集中起来。在历史责任下，我积极
组织筹备建立“无极武术研究会”，带领大家在
国内外各大比赛中屡获金牌，不仅为无极门争
光，更为天津、为中国增添了光彩。我带领家人
和徒弟们不断努力，2006年12月，“无极武术研
究会”得到天津市武术协会批准，成为首批获准
成立的5个研究会之一，在天津设有13个练功
基地作为分会及三个武馆。“无极武术研究会”
成员近年频频参加国内外举办的各项比赛，短
短几年内已经取得165枚金牌、153枚银牌、122
枚铜牌，涌现出两名三项全能冠军和一名香港
国际散打季军、一名三项全能亚军，两次获市武

协颁发的团队优秀组织奖，2013年还获得突出
贡献单位奖牌。

记者：无极拳在中华武林做到独树一帜，最

独特的特点是什么？

高铁静：无极拳最独特的地方，用专家的话
讲，就是富有哲理性地以地支而列的十二形练
习方式，同时辅以踢桩靠板来进行锻炼。无极
拳是一门富有哲理性的武术拳种。

记者：无极拳传承到您这一代（第六代）后，
您在传承中是否对无极拳也做了进一步的创

新？这些创新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高铁静：我将无极拳的整套功法做了进一
步的创新，在原有的108式无极拳基础上，将其

改编为24式简化无极拳，以适应更为广泛人群
的学习需求。同时，我还将前辈所传授的功夫
进行文字总结，比如“无极过手八个特点”，“无
极过招与中医的结合”，让学习无极武术的新人
更容易领悟。

在传授练功的同时，我还不断加强理论知
识探索，我带领第七代传承人高振兴编写出版
了《无极武术简介》《龙形掌》《百兵图》《无极十
二形规范动作演练》《无极武术简介》《论无极功
的掌法》《无极过手八个特点》等书。

记者：无极拳作为一项武术活动，具有搏击

搏斗和健身这两方面的重要价值。在当代和未

来，无极拳的发展方向是否会更加突出注重健

身这方面的价值？

高铁静：无极武术和其他门派一样，包含套
路、技击、功法，同时还有养生健身的童子功
法。无极武术的实践技法，不仅在过去和当今
起着重要作用，在今后发展中同样具有永不褪
色的意义，因为这是实打实的练功方法，而且有
着很多实证，今后我们的发展方向仍需技击实
战和健身养生两条路并进。

无极拳传承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在技
击实战和养生健身两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
意义。随着时代变迁及人类对于健康的需求，
包括无极拳在内的传统武术，都会在健身这方
面更加突出。无极拳包含的各种套路、功法，均

具有强身健体、舒筋活血的功效。
记者：今年8月8日是我国第15个“全民健

身日”，随着“全民健身”这一国家战略的深入实

施，无极拳是否已经或计划做出相应举措，为促

进和助力全民健康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铁静：无极拳已融入到“全民健身”这一
国家战略中，坚持按照全民健身“六进”的方向
在行动。前两年还克服了疫情以及各方面因
素，积极进入社区活动，受到好评。比如在海雅
园、格兰苑等社区以及在大学校园进行宣讲和
展演。“无极武术研究会”自2006年底成立至今，
每年“全民健身日”、“国庆”假期、“五一”假期，
都会在东丽广场进行无极拳公益性展演，让群
众可以深入了解中华传统武术的魅力。

发扬光大的关键在于培养人才
记者：目前，无极拳在传承中是否也遇到一

定的难题或困难？具体是怎样的困难？

高铁静：困难和工作始终是一对孪生兄弟，
比如以前训练用的靠板买不到木料，后来买到
木料却又苦于没处安装靠板。作为无极拳第六

代传人，多年来我一直是进行无极拳的公益性
传授，但“无极武术研究会”至今还未有自己固
定的练功场地和办公地点，不能很好地展现无
极拳的全部内容。

记者：随着“全民健身”的倡导，目前很多青

少年也积极学习中华武术，从无极拳的传承上

来看，是不是这方面人才也越来越多呢？

高铁静：2021年获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这也
给无极拳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学习无极拳的学
员增加了，有了“人”才能出“人才”。在市武协
帮助下，无极拳近年培养出一批六、七段队员和
优秀教练员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为今后推
广普及无极武术将起到积极作用。“无极武术研
究会”的下一个工作目标，就是大力开展“非遗
文化进校园”系列实践活动，吸引更多的青少年
加入到强身健体的无极拳训练中。

记者：您认为把中华武术中的这门无极拳

世代相传发扬光大的关键在于什么？

高铁静：发扬无极光荣传统，关键在于全员
一心，目标明确，人才是首要因素。我们将努力
抓好教练的培训，没有好的教练，就无法培养出
优秀人才。我们要形成核心力量，以点带面，做
好无极拳的推广传承工作。

记者：随着国家对非遗的重视以及一系列

支持政策的出台，这些年无极拳在发展传承中，

您在工作开展中是否也感到相应的变化？具体

体现在哪些方面？

高铁静：首先特别感谢国家对于非遗文化项
目推广的相关扶持政策，这不但给无极拳的传承
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作为非
遗传承人坚定不移做好中华武术传承工作的信
心和决心。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对无极拳产生
兴趣，并纷纷加入学习的行列中。根据相关政策
要求，我们在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后，也制定了
详细的五年工作计划，并已逐步开始实施工作。

非 薪传遗

纪 录 片《 中 国 救 护 》总 导 演 谈 幕 后 故 事

当 警笛响起 为生命争分夺秒
本报记者 张洁

追踪热点

120
跟随镜头

直击120急救现场

用情感串联

平凡而生动的故事

生命的坚韧

善意的传递

近日，大型院前医疗急救纪录片《中国救护》在天津卫视

播出，纪录片聚焦天津、重庆、杭州三座城市一线急救工作现

场，将镜头对准了急救人员，他们每天都在与死神赛跑，为了

每一个生命而努力。该纪录片由哔哩哔哩与西安笃影文化联

合出品，人民卫生出版社监制，天津、重庆、杭州三地卫生健康

委员会支持、三地急救中心协助拍摄，并获得中国医学救援协

会行业支持。

《中国救护》通过24小时纪实跟拍，真实记录急救现场的

工作状况，呈现了120急救人员临危受命、争分夺秒的专业与

热忱。日前，该片总导演任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那些

温暖动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