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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
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
人物剪影表演故事的中国民间戏剧
形式。中国皮影戏历史悠久，其记
载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其流传范围
广泛，在不断的发展中衍生出各具
特色的众多流派，甚至远传海外。
2011 年，中国皮影戏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近日，“世间日月 影中乾坤——恭
王府博物馆藏皮影精品展”在位于北
京 的 恭 王 府 博 物 馆 东 二 区 展 厅 开
展。展览以历史上恭王府与蓟州皮
影的联系为线索，介绍清代皮影戏
在北京城繁荣发展的历史概况以及
清代王府的养班习俗等。

古蓟州位于京畿要地，在清代
与宫廷关系深厚，当地皮影戏在京
演出活跃。展览展出的“光绪年间
恭亲王府在蓟州西龙虎峪镇柳官庄
佃户李富的收租执照”、李富作为蓟
州皮影班主的影夹和相关皮影拓稿
等展品，是研究清代王府皮影发展
史的重要资料。

在清代，皮影制作技艺日臻成
熟，艺匠能人齐聚京师各显其能，
皮影戏在北京呈现风靡之势，王府

养班渐成风俗。李脱尘的《滦州影戏
小史》中记载了礼亲王府养皮影班的
情况，“影戏遂于康熙五年随礼亲王
入关，居其邸第。有八人专司影戏
事，每月给工银五两，食宿皆备。”
齐如山在《故都百戏图考》中亦有对
北京各王府“养班”情形的描述：

“从前各王公府多好影戏，如怡王、
肃王、礼王、庄王、车王等府，皆
有影戏箱，及吃钱粮之演员”。

本次展览精选各地代表性作品
200余件，同时展出了皮影画稿、手
包、乐器及较为罕见的纸影等相关
展品。

以线刻见长、刀工精细的河北唐
山皮影，绘画与刻镂兼施的河南潢川
皮影，乡土生活气息浓厚的内蒙古赤
峰地区的皮影戏，人物形象丰富、造
型写实的湖南长沙皮影戏……作为
传统美术与传统戏曲巧妙结合的独
特艺术品种，皮影跨越千年，绽放
时代新韵。

此外，展览还呈现了如今依然
在湖北竹山堵河活态传承的皮影刻
制技艺、代表剧目等，为广大观众
呈现民间皮影精彩的历史瞬间和鲜
活的当代传承。

展览将持续至8月15日。

诙谐幽默的搞笑桥段、流畅刺
激的武打场景、富有哲思的台词剧
情……伴随着极具特色的经典成龙
式片尾花絮，4K 修复版 《飞鹰计
划》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完
成了国内首映，这也是该片在 77 届
戛纳国际电影节沙滩放映环节亮相
后，首次与国内观众见面。这是由
中国电影资料馆、抖音和火山引擎
联合发起的“经典香港电影修复计
划”的又一成果。经由香港、北京
和上海等地的修复师、工程师接力
修复，这部经典电影于 33 年后再次
来到海内外影迷面前。

如今，“经典香港电影修复计
划”已对 42部电影完成修复。其中，
4K 修复版《飞鹰计划》是众多新技术
及其应用的集中体现。

再现银幕传奇

“成龙是我从小的偶像。”“这是
一部很老的片子，但即使放在今天依
然令人惊叹。”“电影中的剧情和动作
戏都非常精彩、非常有代表性。”一
些00后海外影迷这样表达自己对成龙
经典影片的喜爱。不久前，在77届戛
纳国际电影节的沙滩放映环节中，作
为其中唯一的中国电影，4K 修复版

《飞鹰计划》 让众多海外影迷领略了
功夫巨星行云流水般的打斗和诙谐幽
默的表演。

《飞鹰计划》 拍摄于 1989 年。影
片中，成龙饰演的“亚洲飞鹰”杰
克，受托前往非洲沙漠寻找秘密黄
金，并在途中与神秘组织展开了生死
搏斗。影片将成龙的谐趣动作风格发
挥得淋漓尽致，从一开始非洲土著逃
亡，到过程中的飞车追逐、“沙漠三
美”夺水和最后的涡轮机大战等，都
充满了创意，兼具娱乐性及创造性，
是华语电影里难得的夺宝电影经典。
剧组当年远赴摩洛哥、西班牙、菲律
宾等地取景，刷新了当时港片制作成
本纪录。

对于不少国内观众来说，成龙的
影片并不陌生。4K 修复版带来的视
听享受令他们直呼“过瘾”。“以前看
香港老电影，画面中经常会出现胶片
受损导致的横纹、竖条，比较影响观
看体验，4K 修复版则没有这种问
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放映结束
后，一位观众这样告诉记者。

据介绍，经过 4K 修复的电影，
画面更清晰、亮丽，声音保有当年的
质感和特色，让观众可以重新领略香
港电影“黄金时代”的辉煌。“我很
高兴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在大银幕看
到 4K 修复的、更加清晰的版本，听
到大家的笑声，不会觉得老片子节奏
很慢或者打斗不精彩。”影片执行导
演陈勋奇说。

进行全面修复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张小光表
示，电影修复是一项世界性课题，它
的初衷是为了抢救经典影片，是保护
电影遗产的重要举措。近年来，越来
越多经典电影以数字高清修复版的面
貌重登院线，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怀旧
观影热潮；国内外主流电影节开始开
设“修复经典”单元，电影修复也逐
渐进入了大众视野。

2023 年，“经典香港电影修复计
划”启动，对 100 部香港经典老电影
进 行 修 复 ， 还 原 老 港 片 的 绝 代 风
华 ， 并 对 其 中 10 部 精 修 影 片 进 行

“AI+人工”修复。据介绍，这些经过
4K 修复的影片可以重新在大屏幕进

行放映。
“动作片是最难修复的电影类型

之一，对修复师的眼力、耳力、耐心
都是考验。”中国电影资料馆制作部
主任黎涛说。相比故事片稳定的镜
头，动作片镜头多且运转快，武打动
作变化幅度大，这为修复工作带来很
多难题。

针对 《飞鹰计划》，火山引擎多
媒体实验室与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修复
人员对修复方案进行了多轮讨论，对
夜景效果，武打动作的智能插帧等方
面做了算法优化。

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在老电影
的修复中，既要优化画质色彩，又
要保持老电影的独特质感。人工修
复师面对的是一帧帧电影画面，技
术工程师面对的是电脑屏幕上的一
行行代码，二者在不断磨合中携手
守护老电影。

刚开始修复时，抖音和火山引擎
的技术人员单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考
虑，画质不清晰，就修复到清晰；色
彩不鲜艳，就修复到鲜艳。中国电影
资料馆的修复师认为，这样的修复失
去了电影的质感，效果并不理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技术人员专
门为 4K 修复项目研发了“胶片颗粒
算法”，通过利用 AI 模拟出胶片噪
点，在提升画质的同时仍旧可以保持
老电影的复古风格和质感。

通过自研算法去噪、去划痕、去
模糊、人像增强，在提升清晰度的同
时保留细节；利用智能插帧减少在武
打等快速运动场景中的卡顿感，使画
面更加顺滑，运动细节展示更清晰；
构建色彩相关处理算法，进行色彩增
强、校正等处理，解决老片中的褪
色、色偏、色块等问题，让老片色彩
更丰富……

据介绍，在“经典香港电影修复
计划”中，火山引擎首次将 AIGC 视
觉大模型技术引入修复场景，利用

大模型强大的生成能力和丰富的先
验知识，实现修复效果在清晰度、
色彩、流畅度和瑕疵消除等方面的
全方位提升。

探索更多应用

在欣赏 4K 修复版 《飞鹰计划》
后 ， 一 位 成 龙 电 影 的 铁 杆 粉 丝 表
示，在经过 4K 修复的画面中，他能
够清楚地分辨出片中有一幕主角骑
摩托车跳海的场景使用了替身，这
并没有影响他对偶像的喜爱，反而
让重看老片多了一些趣味。经过技
术修复加持的经典影片，不仅在画
质上有所提升，也为观众带来了更
多细节和乐趣。

作为面向大众的电影艺术，能否
得到观众认可对修复工作十分重要。
为了能够更好收到观众的反馈，“经
典香港电影修复计划”还通过抖音等
线上平台发起了“影迷在线测评”，
电影爱好者通过扫码观看不同版本的
修复方案，并提出自己的倾向和喜
好。最终，修复人员选择了多数用户
投票的方案。

据介绍，在“经典香港电影修复
计划”中积累的影片修复技术和经验
将应用于今后更多经典电影的修复和
保护工作。而专为 4K 修复项目研发
出来的“胶片颗粒算法”，将会在抖音
短视频和直播中使用，为用户带来更
多具有老电影质感的视频，展现经典
电影的魅力。

图①：4K 修复版 《飞鹰计划》
海报。

图②：77届戛纳电影节海滩放映
单元结束后，几位00后影迷正在谈论
4K修复版《飞鹰计划》观影感受。

图③：《飞鹰计划》 修复前后对
比，右为修复后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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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孙涛） 日前，由中国
全民阅读媒体联盟主办的北平中华
戏曲专科学校建校九十四周年纪念
暨 《菊圃钩沉——北平中华戏曲专
科学校谈往录》 修订本发行研讨会
在京举办。本次活动旨在更好地传
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戏曲文化，助推
戏曲教育事业的发展。

北平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以下
简称“中华戏校”） 由程砚秋、焦
菊隐、金仲荪在 1930 年创办。以中
西结合的教育理念、传统和创新并
行的剧目特色，在其存续的 10 年间
培养了300多名学生，其中不乏宋德
珠 （京剧宋派武旦创始人）、傅德威

（京剧武生表演艺术家、教授）、王
金 璐 （京 剧 武 生 表 演 艺 术 家 、 教
授） 等复合型戏曲人才，为京剧事
业传薪续火。

由刘连伦、张彩虹共同编著的
《菊圃钩沉——北平中华戏曲专科学
校谈往录》 以中华戏校的亲历者和
当年各届学生的子女的视角，讲述
了中华戏校在 10 年办学期间所走过

的璀璨历程。
在近日发行的 《菊圃钩沉》 修

订版中，增补了相关师生介绍和回
忆文章，以及近百张珍贵照片，为
广大读者了解中国戏曲教育和戏曲
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日前，大型文化节目 《中国中
医药大会》 首播收官。节目通过科
技呈现、故事挖掘、仪式营造、戏
剧演绎等创新手法，呈现了中医药
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较
好实现了智能化、青春化、当代
化、生活化、情感化、精准化表
达，展现了新的创意模式，赢得了
较高美誉度。

在内容挖掘上，节目邀请近百
位权威中医药专家、国医大师和知
名文化学者，深度解读中医药背后
的故事，探寻中医药的前世今生，
体现中医药的当代文化特色，让观
众感知中医药之于世界医药体系的
重要地位。此外，节目每期重点聚

焦两位古今名医，通过剧式演绎，
在古今对话中加深观众与节目之间
的情感联结，在一个个真挚感人的
故事中引发共情共鸣。

在艺术形式上，《中国中医药
大会》 将戏剧、音乐等传统艺术形
式与现代视听传媒艺术相结合，更
好地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期待。比
如，节目每期开篇以乐为媒，结合

中医药元素进行主题创演大秀；邀
请明星嘉宾饰演古今名医，在音乐
与戏剧的双重“演奏”中，形成

“错位时空”，形塑了一个立体化、
具象化的时空场景，让观众感受古
今美学碰撞。

在技术实现上，《中国中医药大
会》 将“药葫芦”作为贯穿内容的

“模式眼”，继而开启中医药的“宝

藏世界”，同时运用360°旋转舞台，
构建“守正舞台+中心舞台+创新舞
台”的三合一式的表达空间，全景
展现中医技法的精妙传承。另外，
节目还尝试通过科技手段激活艺术
的沉浸体验性。比如，运用多机位
的AR （增强现实） 技术，绘制了一
幅虚实交融的中医药画卷；又利用

“3D 子弹”作为时间轴，定格舞台
极致瞬间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中国中医药大会》通过艺术与技术
的创新，推动了中医药在新时代的
文化传播、情感传播、知识传播。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恭王府博物馆展示馆藏皮影精品
本报记者 黄敬惟文/图

《中国中医药大会》收官——

创造性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刘 俊 江 玮

《菊圃钩沉》修订本发行研讨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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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的纸影《五福寿为先》。

▼展出的河北唐山皮影。

◀展出的纸影《五福寿为先》。

▼展出的河北唐山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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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宿迁：

“宅金田”里感知端午文化

“宅金田”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金锁镇整合利用群众房前屋后土地种植
经济作物的一种创新形式，既美化了村庄环境又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端午将
近，孩子们用“宅金田”里的艾草上了一节生动的文化课与实践课。孩子们学
习端午节传统习俗，用新鲜采摘的艾草制作“艾草门挂”和食物，感知丰富多
彩的节日风俗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图为活动现场。 李 佳、李 真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