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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中

去年10月，西瓜视频联合火山引擎发
布“经典中视频4K修复计划”，宣布未来一
年将修复100部经典动画。近日，双方宣布
这一计划已经完成，该系列动画已上线西
瓜视频和鲜时光TV，用户可免费观看。

“4K修复不只是提升了清晰度”，西瓜
视频相关负责人表示，“让经典焕发新生
机，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才是修复的意
义所在。”

从西瓜视频App中查看修复片单可发
现，这些动画创作时间从 1955 年到 2011
年，类型涵盖水墨片、剪纸片、木偶片和动
画片。20世纪20年代，以万氏兄弟为代表
的动画艺术家创作了中国早期动画片。此
后的80多年，中国动画逐渐成熟，多次获
得国际电影节大奖，被誉为独树一帜的“中
国学派”——运用中国传统美术，如剪纸、
木偶等民间工艺的造型观念、绘画技法创
作动画影片。

这些经典动画凝聚了老一辈动画人的
匠心与智慧，凝结了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
力量。但受到拍摄条件和胶片保存、使用过
程中的损伤等因素影响，其普遍存在不同
程度的画质问题，包括清晰度低、流畅度
低、色彩失真、有瑕疵，难以满足人们如今
的观影体验。如何将由于各种原因面临濒
危境地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4K修复可
以说是一个直接的途径。

近些年，通过深度学习 AI 技术，大幅
提升老片修复的质量和效率成为可能。火
山引擎多媒体实验室介绍，本次百部经典
动画的修复中，使用了超分辨率、智能插
帧、色彩增强等技术手段，提高老片的分辨
率和流畅度，并辅以人工修复，最终让老影
片焕发新生，再次重温可以感受到场景、人
物的细节变化。

尽管有AI技术，修复经典老片仍是一
项繁重且艰难的任务，最大的难题是保留
艺术风格和美感。如《小蝌蚪找妈妈》是中
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取材于画家齐白石
创作的鱼虾等形象，距今已62年。修复团
队介绍，“水墨片需要保持朦胧的艺术感，
在修复过程中，我们反复测试调优算法，去
掉一些对水墨特效有负向处理效果的模
块，并与片方艺术老师紧密沟通，确保真实
呈现艺术效果”。4K修复后，观众在画面中
能感受到水墨的韵律与美感。

近几年，国内多家视频平台和专业人
员发起修复行动，让技术在传承影视艺术
中充分发挥价值。“我们欣喜地发现，看着
这些经典动画长大的一代人，如今正陪伴
他们的孩子重温4K修复后的版本，并有了
新的感受和认知。”西瓜视频负责人表示。

（《文汇报》）

回忆杀!

□梁燕芬

第 35 届金鸡奖颁奖典礼 12 日在
厦门举行，获八项提名的电影《长津
湖》最终斩获“最佳故事片”“最佳导
演”两项大奖。该片总制片人于冬表
示，在影视的寒冬中，《长津湖》打了个
翻身仗。

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的
《长津湖》获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

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8项提名，最终，
除了将“最佳故事片”收入囊中，当天
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也获最佳导演
奖。总制片人于冬亦表示，《长津湖》拍
摄期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感谢
所有观众的合力托举，创造了影史的
新纪录。中国电影从来没有‘躺平’过。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我们依然保
持着旺盛的创造力！”

《长津湖》荣获大奖的当天，记录

《长津湖》幕后的纪录片《个十百千万》
于厦门举办了首场放映。主演吴京表
示，纪录片《个十百千万》勾起自己很
多回忆，“想起了七连的兄弟们，还有
剧组里上万个工作人员，是所有人成
就了这部电影”。另一主演朱亚文解读
了纪录片片名背后的深意：“‘个十百
千万’是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是每个
人微小的努力汇聚成中国电影的今
天，并且一起开创明天！”（《新快报》）

□穆羽

随生姓王，满族后裔，临猗县政协
原委员，文史馆员，《桑泉》杂志原总
编。王先生长我 30 余岁，生得人高马
大，圆脸阔嘴，高鼻大眼，常着中式装、
穿圆口鞋，走路腰板笔直，说话声如洪
钟。他出口成章，谈吐文雅，是县里有
名的笔杆子，大家都喊他“老王”或“王
老师”。叫他“王先生”，是我对他的专
称。

一

1981年，我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
临猗县城双塔学校任教，当时写的一
些小文小诗见诸报刊。闲暇之余，我写
了一个短篇小说，投稿到《桑泉》期刊。

真没想到，过了几天，一位“不速
之客”专程到学校找我。见面后，对方
哈哈大笑：“哎呀！这么年轻，还以为是
个老家伙呢！你的小说，我收到啦！”

“你就是王先生！”我一阵惊喜。
“还先生呢，我是随生，叫我老王

就行啦！”
“不，我就称你王先生！”
“叫吧，叫吧，叫啥都行。”
他风趣幽默，亲切热情，陌生感一

下子烟消云散，我俩就这样相识了。
时隔不久，我被调到县政府编修

县志，先生正好承接《文化志》编撰任
务，我们的接触自然就多了。我俩在一
起谈工作、谈写作，说“三国”、道“列
国”，时事政治、逸闻趣事、鸡毛蒜皮无
所不谈，真正成了忘年交。

20世纪80年代，我们吃住都在机
关，办公室也是宿舍。王先生的房间简
直就是一个图书馆，他的书多且杂，两
个大书柜、办公桌、床头床下、犄角旮
旯，到处都堆满书刊。书中有政治、历
史、哲学、诗歌、戏剧、经典名篇、外国
文学……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最招人眼的是，王先生书柜上还
放着一个颇有岁月感的柳条箱，且加
了一把老式的大铜锁。

在那知识贫乏与书籍缺少的年
代，王先生的书籍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让我在一个个漫长的日子里如饮甘
露，如食仙丹。

二

记得一个周末，因为天降大雪，家
在农村的人都不能回去（那时周末大
家都各自回老家过）。我和王先生相谈
甚欢，不知不觉夜幕降临了。

王先生说：“饿了吧？我给你露一

手。”
没等我说话，他就往铁炉子下扔

了两个馍，接着说：“再给咱炒个菜！”
说着便麻利地将豆腐干切成小块，然
后倒点辣子酱，待油热后放入翻炒。少
许后他尝了尝，连声说“美太，美太”，
便盛出满满一碗，又从铁炉子下取出
烤得黄亮黄亮的馍，说：“吃吧、吃吧，
美太哩！”我这个疏懒之人，从没下过
厨，心里却觉得好笑，世上还有这样的
做饭法。然而，当我用筷子夹了一点菜
入口，顿觉辣中生香，津液绕口，好吃
得很。

这时门被突然推开，文化局的建
平同志和文化馆的启春同志进来了，
看见我在吃饭，就说：“美太太吧！”

王先生说：“今天可没有你俩的
份，闻到香味嘴馋了吧！”

他俩说：“今天不吃饭，今天要看
柳条箱。”

王先生说：“那不行，不行——”
柳条箱是王先生前清进士的爷爷

传下来的，据说里面装的全是古籍，我
也一直惦记着要探个究竟。

王先生知道我的心思，他说：“你
不用着急，读书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要多看文学名著，即使读得不
少，还要消化。当务之急还要读懂中国
历史，一部好的历史书籍，不仅有史料
价值，还有史鉴价值，它能提供历史记
载，更能启迪历史智慧。我这里有《史
记》《资治通鉴》《中国古代史讲义》，你
要把这些书读懂读透，还得几年功夫，
柳条箱里的书我会让你看的……”

时光荏苒，春夏秋冬过了几个，我
知道爱书如命的王先生，从来不把书

外借，但对我例外，人就是这么奇怪。

三

一年腊月三十，天非常冷。王先生
骑车数十里回老家过年，放下年货，感
觉很困，就躺到热炕头上，可能是之前
过度劳累，忽然觉得头疼，忙喊老伴给
他揉一揉，不幸的事发生了——

王先生因脑溢血去世。
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大家

都回农村老家过年，知道消息时已是
过完年上班了。大家都在议论他，感到
遗憾。我心里犹如刀割，难受极了，脑
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和他在一起的
点点滴滴……

王先生，咱们之间还有一个承诺
没有兑现，那个柳条箱我还没有看呢。
我猜想这些线装古书籍里，一定有价
值不菲的孤本善本，要不为啥总加一
把大锁。我好几次提出想看看，你却总
是笑笑，说到时候会让我看的。

一次你到我家，刚好我装了个 14
寸彩电，你笑道：“高级，高级！”我说：

“换你的柳条箱行吗！”“不行，那不
行！”你哈哈大笑起来……

王先生，同行都说你是因劳累去
世的。是的，你写作40多年，编写出版
了《河东乡情拾遗》《晋南风俗与方言》

《河东民间故事》《随生小戏汇编》，年
近花甲还在文化战线上勤奋工作。你
临走之前，案头上18万字的《临猗文化
志》已编完定稿，30 余万字的《临猗歌
谣谚语集》也近扫尾……

王先生，我还想再吃一顿你做的
饭，辣炒豆腐干美太太……

还想再听你谝一谝家乡方言，聪
明叫“伶”：这姑娘“伶”得像个空空；不
好叫“马眼”：老丁这人真“马眼”……

还想再听你侃一侃家乡串话，“四
中听”：八音匣自鸣钟，媳妇唱戏姑娘
哼；“四难听”：洗锅涮碗驴叫唤，琉璃
坡拉铁锨……

还想再听你唱一唱家乡民歌：
“龙凤成对花伴草，
爹爹嫌我把哥找。
低头扫几眼呀！
哥哥——
不敢把话聊。
桃花红来李花白，
夜夜梦见哥哥来。
醒来一场空呀！
哥哥——
叫我空个怀。”
……
王先生是1992年除夕走的。一晃，

已经整整30年了。

▲1989年的一期《桑泉》
杂志书影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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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住于温暖的生活瞬间
——追记《桑泉》杂志原总编王随生先生

《长津湖》斩获“最佳故事片”

于冬：我们在寒冬中打了个翻身仗

《《九色鹿九色鹿》《》《西游记西游记》》等等
焕新上线焕新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