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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昨宵老电影

集里，有内景、外景、人物和特殊

场景等。做完训练集以后，再让电

脑对之进行迭代，同时制作团队又

建立了关键帧，通过关键帧来培养

AI 算法。提及那些内外景等的选取，

黎涛称，团队考证了大量当年的影

像，找了同时期的彩色影片做了几

百万帧的图片，用以给 AI 进行训练。

“在 AI 的训练中，使它的服装、颜

色符合我们的需要。” 

张勤称，今日之 4K 修复已非往

日之 2K 修复，黑白转彩之外，如今

国际上已经流行起 8K 修复，特别是

一些风光片，35 毫米和 70 毫米、65

毫米胶片，还有 P4 胶片的修复，基

本上都走到 8K 了。提及音频修复，

挑战亦多。“我们过去的老电影有

的是无声的，音频怎么修复？怎么

去配音？”张勤说，“还有过去单

声道的东西怎么转成多声道，转成

立体声，转成环绕声，更加需要考

虑进去的，则是如今电影院的播放

环境——64 声道、32 声道、128 声

道的播放环境，我们的音频修复怎

样去做？”

电影的生命在于不断放映

张勤对于音频修复的理念，其实

就解释了《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什么

有彩色版的修复。4K 黑白修复版可

以典藏，可彩色版一定更具卖点。即

便当年在电影院观影，或者在电视频

道上看过老版电影者，如今也希望走

入新的院线，看彩色版的孙道临。

石川说：“早在前数字时代，

也就是胶片时代，已存在电影胶片

保护的问题。这一领域的先驱是法

国电影资料馆的馆长朗格卢瓦。他

提出的很多观念至今依然值得我们

借鉴，比如他说电影的生命就在于

不断地放映，如果电影不放映，哪

怕电影资料馆的收藏再多，也会变

成一个存放胶片的木乃伊墓地。”

别看如今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世界各地的电影银幕多在增加，可

一部电影真能被放映，并非易事。《电

影之死》的作者保罗·乌塞曾经算

过一笔账——每一个胶片拷贝最多

能放映 300-400 次，中间每一个画

面存在市面上的生命力只有一秒多。

“从经济上来讲，电影是一个非常

不合算的投入。”石川说，“乌塞

的计算，实指就是——电影修复的

目的何在？假如修复的电影以后不

拿出来放映，修复就丧失了它最宝

贵的目标。”

即使到了数码时代，电影不断

放映，也还遇到一个观众接受度的

问题。知名导演侯咏认为，每一个

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电影美学。

哪怕如今的人们拿着手机拍视频、

发抖音，其上 90% 的图像是经过修

版的。至于修复的目的，侯咏个人

认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彩色

化，本质上有商业化的成分。哪怕

黑白修复本身，也会遇到去迎合商

业化的情况。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穆

德远举例：“我记得奥地利电影《茜

茜公主》是 1955 年拍摄的，可我看

了修复后的《茜茜公主》，感觉一

些镜头的用光不是 1955 年的，譬如

茜茜公主的一些面部，脸上的用光

是重新制作的。1955 年电影摄影应

该都采用直射光，点光源拍摄，当

年没有反射光的。由此可见，电影

修复不是简单的一清理，二上色。”

修复，让《茜茜公主》变得更靓丽

动人。

侯咏认为，需要公映的修复电

影，“可以做得再绚一点，再接近

年轻人的色彩标准一点，让年轻人

再去通过彩色影像看经典影片”。

目前看，以新技术唤醒老艺术，

未尝不可。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修复单元”和苏州的“修复影展”，

就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左图：《永不消逝的

电波》修复版，黑白

经典，全彩重制，引

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