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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

说起老克勒，人们不免把他们和品位、格调联系起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上海的老克勒们逐渐隐没在历史

中，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旧时上海的文化气息也会淡去。下一期，著名海派作家程乃珊将为读者讲述老克勒

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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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ation

在您的生活中，总有些曾经消失的东西。如果您愿意用图片和文字记录它的美好，您可@生活周刊微博和登

录51.com上传图片或文字给我们，一经刊出，将得到由 提供的无线鼠标一个。

Shally：喜欢这种纯手工的制

品，小时候的记忆里只有老家才能看

到这种纯手工的绣花鞋，它让我想起

自己的老家和童年。

笑脸如来虎：每当冬天来临，天

冷的时候，人们都会把棉被拿出来。可

棉被是如何制成的却鲜为人知。今天

我拍摄了几张棉被制作的过程。很久

以前，弹棉被是全手动，一个人用一支

木制大弓装上牛筋，背在肩上，一手扶

弓，一手拿木锤，弹一床被子需要一

天，很累。现在改用了半机械了，三个

小时左右就可以制作一床被子。

背景 Background

（以上图文来自51.com网友和生活周刊网友上传）

400影片与修旧如旧的敬畏

电影修复的渊源

电影修复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美国。有声电影的出现让默片风

光不再，为减少损失，也为了迎合观众的怀旧情绪，一些电影院就给默

片配上音轨。随后电视兴起，电影被转录到小屏幕上播出，也顺带着进

行一些修复。

系统的电影修复工程则要到1980年代。当时，好莱坞大导演马

丁·斯科塞斯、克林特·伍德、伍迪·艾伦等人共同创立电影基金会，为老

片的归档和修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基金会的宣言里写道：“我们是在

同时间赛跑，是在一部一部，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从无情的时间手中

拯救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至今，电影基金会参与归档和修复的老

片已达540部。

进入21世纪后，DVD等家庭影院的流行掀起了一股修复高潮。从

美国黑色电影、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等等，经典电影的DVD修复版

相继推出。而近两年，越来越多的老电影被制作成3D版，好莱坞大片有

《泰坦尼克》、国产大片有《大闹天宫》，这让“3D修复潮”盛行一时，技

术也大为普及。

当前，许多电影资料馆、工作室和基金会具体承担着电影修复的工

作，如大名鼎鼎的法国电影资料馆、美国电影学院旗下的多个电影资料

馆、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等。

修复，仅是保护的起点

在唐丽君看来，这次与意大利电影修复

公司合作是个良好的开端。而这一开端，得益

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商业模式日益成熟，这两

年，引入了不少社会资本。正是在它们的倡议

和支持下，电影节管理团队才走出了这一步。

而此前，修复电影主要靠政府拨款，资金

来源太单一，进展自然缓慢。“我们以后会更

多地吸引社会投入，形成良性循环。”唐丽君

说，以后不仅是电影，经典的电视节目也应纳

入修复议程。

除了资金，中国的修复技术也有待提

高。第一是修复的版权保护。唐丽君回顾，他

们去Laser film考察，工作室挂满了探头，就

是为了防止信息外泄。第二是修复过程，包括

调整、上色、细分等等，以及对电影的时代背

景有透彻了解。最后，修复完成并不意味着保

护结束。迪纳多告诉记者，按照国际通行规

则，影片修复后应采取“避难措施”，如将影片

数字化后用多种介质在多个地点保存，确保天

灾人祸不能破坏。

“这一切，需要中国的电影修复人摸索和

积累。”唐丽君说。所幸，我们的起步还不算

太晚。据迪纳多介绍，作为出过安东尼奥尼等

大师的电影大国，意大利的电影修复历史较

长，但真正兴盛也是在15年前。目前，数字化修

复是大趋势。

修复费用方面，一般由电影拷贝的拥有

者支付，但政府也会补助一部分有历史和文化

价值的电影修复，有的电影修复甚至完全依靠

政府资助。“如果只恢复那些有商业价值的影

片，那么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电影就可能会消

失。”迪纳多的Laser film也获得公共资金的支

持，专款专用，主要投入到数字化修复。“我们

已经修复了数百部电影、电视和录像带。”

硬功夫之外，唐丽君也愈来愈重视传播

效用。如今，大部分拷贝保存在中国电影资料

馆，其技术部也修复了不少老电影。但唐丽君

感到不足的是，他们只是默默地辛勤工作，却

不注重宣传。“我经常在各种电影节上看到

经典回顾展，但从来没见过中国老电影的身

影。”

为改变这一尴尬现状，上海国际电影节

期间，《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

月》《十字街头》这三部新修复的老电影将推

出公益场，地点考虑放在大光明电影院，“只

有重温经典，才能走近经典。”

敬畏，是迪纳多屡屡强调的词汇。首先是

对拷贝保持敬畏，要了解它、善待它。其次是对

修复成果保持敬畏。“修复电影是一项挑战极

限的工作，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永远别以

为已经做到了完美。”

那么，由意大利方承担修复工作的《八千

里路云和月》《十字街头》，效果如何呢？上海

国际电影节执行副秘书长唐丽君表示，这次邀

请意大利的Laser film，在中国开创了社会力量

介入电影修复的先河，是首次尝试。由于后期

处理尚未完成，目前她只看到了部分段落，但

已赞不绝口，“非常好，画面清晰、干净，声音清

楚，和原来的相比有天壤之别。”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资料馆技术部完成

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修复工作，水准也很

高。不过据唐丽君的观后感，中国的电影修复

技术，在“修旧如旧”方面还有努力空间。毕

竟，Laser film这样的国际知名品牌，在威尼斯

电影节上享有盛誉，几年前还承担了修复俄罗

斯1950年代以来老电影的工作，其经验和实力

确实比中国同行胜出一筹。

“《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上下两部，所以

实际上我们这次等于修复了4部影片。”唐丽君

说。这几部影片，将于今年6月份的上海国际电

影节期间公映。届时，观众们就有缘在大屏幕

上看到这些影响中国电影进程的经典影片了。

不过就整个修复现状来看，情况并不怎么

乐观。唐丽君说，据她所知，目前中国亟需修

复的老电影达400多部，“时间越往后拖，修复

难度越大。”

然而，启动大规模的修复工程也不现

实。左英算了笔账：一部90分钟的老电影有近

13万帧画面，从前期到后期需要70多名工作

人员，哪怕是全天制三班倒，按每名工作人员

每天修复200帧计算，也得一周多才能恢复原

貌。“这还是在胶片保存较好的前提下。”至

于修复效果，要看时间和预算，“十多万可

以，300多万也可以；用一个多月可以，用一年

也可以。”换言之，修复老电影烧钱又费时，以

中国电影资料馆当下的人力财力，无法承受。

对此，唐丽君予以理解，但她也透露，修

复老电影确实很“烧钱”，可从此次来看，意大

利方面的花费反而更便宜。究其原因，是他们

人员充裕、技术成熟、市场成熟，这都有效降

低了成本。而在经历了艰难修复，并饱览了中

国老电影的魅力后，安德烈·迪纳多的强烈感

受是：它们应该在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坏前就得

到修复，这才是对艺术的敬畏。

《十字街头》的DVD版

意大利亚非学院上海分所顾问吴觉人：“修旧如旧”在电影技术

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越来越难以实现。许多几十年前的技术条件，我

们现在无法还原。比如希区柯克当年拍摄《擒凶记》的时候，使用了一

套专门的立体声放映系统，和后来的音响系统效果不同。现在很难找

到这种设备，也就无法在放映时还原当时的效果。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修复人员：电影修复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尽可

能尊重电影的原生形态，还原电影的艺术原貌。

国内著名影评人周黎明：只有及时修复才能妥善保存，才能使这

个生动的艺术形式代代传承下去。

本南丹蒂：有种电影修复，则纯粹为了盈利，一般它们修复的周期

很短，数周即可完成，并不会做任何电影史调查，也不会确认修复效果

是否符合电影“原貌”。但是将它们重新发行，可以从影迷手中获得不

菲的回报。

网友：在老电影的修复过程中，作为观众的我们，得到的和失去

的，往往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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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生活里的消失与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