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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续时光——经典香港电影修复计划”
放映活动在香港举办

纪录电影《大道十年》主创感悟：

以小故事展现十年发展大写意

《大道十年》塞尔维亚组导演黄跃

说，感受塞尔维亚，是从过海关时工作

人员亲切的中文“你好”开始。正如当

地华人朋友的形容：友善。今天，中国

对于塞尔维亚人已不再是陌生的国

度。在“一带一路”走过的十年间，从

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耕细作的

“工笔画”，科技领域的联手堪称亮

点。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个人

加入到中塞两国的务实合作中，从基

础设施到科学技术再到经济文化的各

个领域，在共同发展中加深彼此的了

解，缔结友谊，憧憬未来。

《大道十年》南美组导演黎衍也深

有感触，中国技术落地满分解题，特高

压输电项目直接从南至北两点一线，

穿雨林跨平原，万水千山“来电你”，从

此里约万家灯火长明，照亮了碧海银

滩，也照亮了人们的生活。对于更多

人，这也许意味着一次美好的晚宴、一

辆充电车、一台手术，或者，一个属于

原住民的小型果汁厂……那是万家灯

火点亮的未来的模样，更是共建“一带

一路”谱写的精彩华章。

摄影梁宇轩表示，从塞尔维亚的

生命科学领域合作到匈塞铁路建设，

从亚马孙河畔的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

电工程到智利的中国科学院南美天文

研究中心，其中无不蕴含着科技的力

量，显示出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驱动力。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

遇属于世界。让我们谨记人民期盼，

勇扛历史重担，把准时代脉搏，建设一

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

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影片撰稿田珉回忆，创作者有机

和辩证地处理了“大”与“小”的关系

——影片中呈现的是一个个细节丰富

的故事、一个个性格丰满的人物、一段

段情绪丰沛的纪实段落；它们以活灵

活现的存在状态、新奇多彩的异域风

情让观者倍感新鲜，又以人类所共通

的关于美好、幸福、交融、和谐等等的

理想与情感，让这些远隔万里的故事，

能被不同语言文化环境的观者心领神

会、心意相通。最为可贵的是，每一个

故事，都依托着“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变革，它们

如同五月原野上蓬勃生长的小花，以

自身的生机和活力让人们去管窥和感

悟春天的故事。

《大道十年》老挝泰国组导演王豆

豆说，“一带一路”走过十年，那些谋篇

布局的旗舰项目，帮助共建国家找到

发展的愿景和途径。同时也有小而美

的民生工程为普通民众带去真切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结束中老铁路故事的

拍摄，村子里的小朋友们围着摄制组

喊“bai jing”，我以为他们在说我们从

北京来。翻译告诉我们，他们说的是

“去中国。”也许沿着这条路，这些小朋

友的未来会有全新的无限的可能。

《大道十年》厦门泉州组导演王蕾

回忆说，商贸活动关乎着国计民生的

方方面面，商贸的流程又是一个多元

并且复杂的网络，如何结合城市特点

通过影视的形式更好地展现它的变

化，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最后

我们选择了见微知著的思路，在商贸

行为发生的完整链条中找到那些关键

的点，并从点中寻找到那些亲历的

人。我们以历史为底色，聚焦描摹今

天的人与事，通过这些典型的个体故

事，反映“一带一路”建设中丝路精神

的赓续传承。

《大道十年》非洲组导演张宁表

示，地球是圆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

来，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潮流，那些叫

嚣“某某至上”的国家挥舞大棒，无非

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感觉利益没有

最大化的谈判技巧而已。千年光阴流

转，西出阳关，共荣的使命不改。“用脚

丈量了部分丝路，切实看到了很多变

化，在我看来，互利共赢是大势所趋。”

《大道十年》德国希腊组导演周婧

深情地说，一个个“小而美”的鲜活例

子摆在眼前，让我们摄制组一行切切

实实地理解了“硬联通”“软联通”，直

到两国人民之间的“心联通”。在片中

我们有感而发：“每一种文明都是照见

自己的镜子”，这使两国人民更加容易

彼此理解。而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的巨

大作用，就是将这种了解，从模糊逐渐

清晰，并且变为实质的合作。这对未

来推进我们和其他国家的文明互鉴也

有着非常积极的借鉴作用。

（支乡）

本报讯 北京的数字电影下乡已

开展十几年，乡村放映员们在这个

微不足道的岗位上默默坚守，给村

民们带来丰富地业余生活，特别是

夏天的晚上，村民们总是三三两两

地走出家门，聚到放映厅，一边乘凉

一般讨论晚上要看的电影，言语间

都是对过去看露天电影的回忆。虽

然现在不在需要放胶片了，少了那

个时代露天电影的味道，但对于放

映员来说，他们感觉放的不是电影，

而是一种情怀。

在斋堂镇白虎头村就有这样一

个放映员，他叫宋利元，今年已经

52 岁了，他干乡村放映员十年有

余，是村里的第二任放映员，他基本

上见证了北京乡村数字电影的整个

发展历程，每到夏天或农闲时候他

都会增加电影放映的场次，他喜欢

看到村民们聚在一起，天南海北的

聊天，聊过去看露天电影的各种趣

事。大家都明白，以现在的条件，完

全不用跑到家以外的地方去看电

影。但宋利元说，他每次放电影都

会有人捧场，他认为是他放的不是

电影，是一种情怀，是人们对那个时

代的怀念，他对电影放映机也产生

了深深的情感，每次放映前和放映

后都会认真维护设备，整理现场。

去年“23·7 洪灾”的前一天，宋

利元还在给村民们放电影，8 月 1 日

凌晨，山上下来的泥石流摧毁了白

虎头村的文化活动室，数字电影放

映设备也被埋在一片废墟之中。人

们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产生了极大恐

惧，但宋利元在平静了一下之后，他

不顾自己刚做了心脏起博器植入手

术，第二天就冒险钻进已经倾倒的

废墟中，查看设备受损情况，并把受

损较轻的投影机拆下来，抢救了出

来。事后人们问他：一个机器值多

钱，命都不要了？他说：“没想那么

多，就是舍不得这些东西，房子冲毁

了，咱们得多长时间才能重建好？

这个不知道，设备再没了，就没念想

了，政府这样地替咱老百姓着想，咱

们得知道感恩……”

一个质朴的乡村电影放映员，

职务没人会记起，甚至工资都微薄

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他知道他自己

坚守的是什么，他感觉失去的不是

设备，是大家能聚在一起看大银幕

电影的那种情怀，是对这些设备舍

弃不掉的情感。

（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化和旅游局、

门头沟区斋堂镇政府供稿）

本报讯 1 月 12 日，中国电影资

料馆、抖音、火山引擎联合发起的

“再续时光——经典香港电影修复

计划”，在香港举办 4K 修复版放映

活动。当晚 7 点，《地下情》4K 修复

版在香港铜锣湾影戏影院面向社

会观众展映，中国电影资料馆馆

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孙

向辉在展映启动仪式上致辞，阐述

了电影修复对于中华文化传承发

展的重要意义。《地下情》导演关锦

鹏现场分享了当年创作影片的幕

后故事和对 4K 修复的感受。中国

电影资料馆和火山引擎组成的联

合 修 复 团 队 介 绍 了 此 次 修 复 的

情况。

孙向辉在致辞中首先感谢关

锦鹏导演亲临现场和观众一起见

证这次跨越了 38 年的光影之旅。

她说，作为国家级的电影资料馆，

我们相信，电影是一百多年来人类

文明最好的载体，是心灵最好的精

神家园。修复一部影片，和故宫博

物院修复一件文物、敦煌莫高窟修

复一幅壁画一样，有着同等重要的

文化抢救价值。影像资料丰饶的

地方是幸运的，因为它把飞逝的时

间和变幻的空间轻轻地收藏在光

影里，使后来者可以重回山巅海

港、巷尾街头。我们的香港无疑正

是这样一个地方，“东方好莱坞”的

传奇，就像“东方之珠”发出的一道

耀眼光华，照亮了几代人的青春，

装点着这座城市的梦想。

上映于 1986 年的爱情电影《地

下情》，由周润发、金燕玲、蔡琴、梁

朝伟、温碧霞等主演，讲述了一个

“富二代”和三个女闺蜜的情感纠

葛，折射出那个年代的人对于爱情

及生命的态度。影片获得第 6 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

演等 7 项提名，并斩获最佳编剧奖

和最佳女配角奖。关锦鹏说，很开

心这次修复让他再次重温了“胶片

的质感”，并对色彩还原、人物妆容

等各方面的修复效果都表示满意。

当天活动中，特别安排举行了

谢柏强和银都机构的电影资料捐

赠仪式。孙向辉为他们颁发捐赠

证书。谢柏强是著名的电影资料

收藏家，曾任银都机构公司发行部

经理。他此次向中国电影资料馆

捐赠了 375 张海报以及其他电影

藏品，内容涵盖从上世纪 60 年代

到本世纪初的两百余部在港发行

电影，为内地研究者和观众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使他们能够深入而形

象 地 了 解 香 港 电 影 史 的 丰 富 样

貌。谢柏强的义举充分体现了香

港影人对国家电影资料收集整理

的重视和支持，有力促进了内地和

香港间的文化交流。

此外，1 月 13 日还进行了贺岁

喜剧《富贵逼人》4K 修复版展映。

该片导演高志森和修复团队一起

与观众交流互动。《富贵逼人》由沈

殿霞、董骠、曾志伟等主演，1987 年

在香港上映，讲述普通市民中了头

彩但巨额奖金却带来灾祸的故事。

近年来，电影修复越来越受到

广泛关注，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

力。据有关数据显示，2023 年抖音

二创视频播放量排名前 1000 的电

影 中 ，经 典 香 港 电 影 占 比 高 达

30%，观看用户有一半是 30 岁以下

的年轻人。2023 年 8 月，中国电影

资料馆和抖音、火山引擎正式启动

“经典香港电影修复计划”，尝试电

影修复新的工作理念和模式。一

方面，资料馆的修复团队将多年修

复经验与火山引擎 AI 算法相结

合，在保证画面完整度的前提下进

一步提高了修复质感。另一方面，

也高度重视艺术修复，邀请原片导

演亲临现场，指导艺术调色，切实

还原画面的光影比例与色彩呈现，

让 修 复 后 的 版 本 回 归 创 作 者 的

本意。

据悉，在 100 部电影修复计划

中，共精选出 10 部可供大银幕放

映的影片交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和

火山引擎共同修复。这是火山引

擎首次将视觉大模型技术应用到

老片修复场景，提升了修复效果。

目前已完成《A 计划》《蜀山：新蜀

山剑侠传》《武状元苏乞儿》《地下

情》《富贵逼人》等修复工作，影片

同步在抖音、西瓜视频上线。

此次活动作为“再续时光——

经典香港电影修复计划”的一部

分，吸引了众多电影爱好者和业内

人士的关注。银都机构有限公司

的代表参加活动并表达祝贺。活

动的成功举办也助力了香港电影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影子）

本报讯 IMAX 太空题材原创电

影《小行星猎人》于 1 月 12 日登陆

全国 IMAX 影院和全国艺术电影放

映联盟影院，这也是 IMAX 原创电

影首度在中国商业院线公映。1 月

10 日，《小行星猎人》首映礼在中

国电影博物馆举行。

当日首映礼现场，数百位嘉

宾、媒体、影迷观众莅临中国电影

博物馆，共同见证 IMAX 原创电影

首度在中国院线的公映。出品方

代表 IMAX 中国市场部副总裁曹增

恺登台致辞，就《小行星猎人》制作

幕后与其公映的意义做解读介绍，

他表示：“这一次 IMAX 原创电影

从博物馆、科技馆、天文馆出发，走

进了全国的商业影院，对于 IMAX
及电影行业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全新起点。”

首映过后，《小行星猎人》在

IMAX 大银幕上呈现的视听体验令

观众印象深刻，叹为观止的效果备

受称赞，多位知名电影人也到场观

影并发表观后感。《流浪地球》《流

浪地球 2》视效总监徐建认为，以

IMAX 原创电影的形式呈现科学主

题，对全社会对科学的认知有非常

大的帮助，值得大小观众一起来

“仰望星空”。《流浪地球 2》《独行

月球》调色师张亘则对影片的技术

水准深表赞叹：“希望这样的电影

以后越来越多，对我们从业者来

说，从创作、技术的角度有特别大

的帮助。”《流浪地球》《流浪地球

2》摄影指导刘寅则力荐影片的意

义和视觉效果：“场面上的这种震

撼力是我们可能在别的地方都感

受不到的。”

IMAX 自 成 立 以 来 即 致 力 于

IMAX 原创电影的创作，数十年来

主导制作了一系列深具教育和开

拓意义的原创电影，采用 IMAX 摄

影机拍摄并在全球知名科学中心

和科教场馆放映，与观众一起探索

从自然到人文的无尽奥秘。此次

《小行星猎人》首次在中国商业院

线公映，极大地拉近了中国观众与

IMAX 原创电影的距离，让更多观

众“深入”太空、遨游宇宙，进一步

感受到 IMAX 原创电影的魅力，也

体现出 IMAX 内容多元化拓展的又

一振奋人心的革新探索。

（影子）

IMAX原创电影《小行星猎人》举办中国首映礼

一个乡村放映员的情怀

本报讯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

际，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出品，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丝路规划研

究中心、华大集团、波司登集团联合摄制的纪

录电影《大道十年》于 2023年 12月 18日在全国

上映。这部聚焦于“一带一路”十年发展历程

与成就的纪录电影，辗转拍摄于世界各大洲 20
多个国家，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人物”故事，

展现着“一带一路”给各共建国家民生与社会

带来的影响与变化，并以细描生活和情感的工

笔笔触丰富和呼应着“一带一路”从硬联通、软

联通到心相通的十年发展大写意。

宋利元从废墟中“抢救”出放映设备

《大道十年》工作照

孙向辉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