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此前的北京国际电影
节上，演员林永健分享了从
艺35年的真诚感悟，并在现
场推荐登陆“北京展映”单元
的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故事
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称其
是“精品佳作，影响空前”。
大银幕上，演员们的服饰和
背景重新有了色彩，台下的
观众感动依旧。

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故
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已
在北京、上海、山东、河北等
省市进行了“百年百场”点
映活动，引起观众强烈反
响。“老电影修复清晰得令
人震撼，加上色彩之后，主
演 眼 里 的 血 丝 都 清 晰 可
辨。”“有幸在大银幕上看到
这部经典老电影，故事不拖
沓，谍战故事非常精彩，夹
杂着个中幽默，夫妻二人为
战时通信工作作出了非常
大的牺牲，可敬！”

这部影片已于6日正式
公映，观众可在大银幕上体
会“红色经典+数字科技”的
独特魅力，重拾当年感动。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深入三四线小城品味独特美食
从四川泸州的藤椒鱼米线、爆炒

黄辣丁到甘肃张掖的手抓羊肉、炒拨
拉，从云南芒市的涮牛肉、绿叶宴到海
南临水的打边炉、海鲜粥，从山东枣庄
的菜煎饼、羊汤到西藏墨脱的石锅火
锅、门巴菜……在《小城夜食记》第二
部中，观众可以继续跟随着UP主饼叔
的脚步，深入中国三四线小城市，在海
岛、高原、边境等各地小城中寻找饱含
地域特色的美食。

在片中可以看到，这些在小城营
业多年的老店中，老板总会碰到熟识
的老客。老板和老客用食物打通彼此
的关系，增进相互间的信任，但维系他
们多年关系的，是透过食物渗入他们
之间的情感链接。

正因如此，观众能够看到最真实
的人们，听到最真诚的故事，感受到最
真挚的情感，在见到中国小城市充满
生机样貌的同时，品味到最地道的烟
火气。正如该片评论区中网友所说，
片中不仅是“每一个小城奋斗者的故
事”，更是“中国人自己的深夜食堂”。

聚焦美食背后的饮食文化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因为气候、

地形等自然因素，产生了不同的美食，而
这些美食背后的饮食文化，则包含了丰
富的地域特性、历史沉淀与文化传承。
据悉，作为一档纪录片，该系列不仅仅专
注于小城市的食物，更是通过独具地域
特色的美食，展现出复杂的自然环境对
饮食文化的影响。

譬如，在甘肃，手抓羊肉无需添加
冗余的调料，仅凭食盐和羊肉本身就
能香气四溢，这份自信源于对当地羊
肉品质的信赖；而在祁连山脉，因自然

条件独特，羊所吃的牧草富含碱性，中
和了羊体内的酸性物质，也消弭了其
中的膻味；此外，云南芒市的绿叶宴，
则是从景颇族传统饮食习惯中诞生
的，宴席全为绿叶铺就，一张张宽大的
绿叶就是特别的“菜盘”，“盘”中盛满
独特的山珍，也盛满了古老民族质朴
的深情……

通过美食背后的文化内涵，观众
能窥到小城的饮食不只有地域特色，
更是历史与传统的延续。值得一提的
是，该片与此前播出的《来宵夜吧》《我
粉你》《第一餐》同为B站“逃不掉的B
站美食纪”系列纪录片作品。在当下
高速紧张的城市生活中，该系列美食
纪录片为观众提供了休憩一隅，并从
中看到美食文化的多元呈现。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国大典，天
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经历了怎
样的绘制历程？1959年，新中国的第
一个十年大庆面临了怎样的挑战？
1960年，中国登山队为什么要不惜一
切代价登上珠穆朗玛峰……也许在系
列纪录片《国庆往事》中，观众能够一
览新中国所经历的峥嵘岁月。

2017年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中文
国际频道国史节目《国家记忆》推出了

《国庆往事》系列。该节目以历史纪录片
为表现方式，记录国家重大历史事件、人
物传记。其中，《国庆往事》系列用总共
5集、每集26分钟的体量，从1949年的
开国大典背后举国欢庆的人和故事，一
直讲到了1984年10月1日国庆大阅兵
的盛况，用跨越数十年的时空对话，为观
众缓缓铺开“国庆记忆”。

在镜头之中，能够看到1949年的
开国大典，在紧张又兴奋的氛围中进
行，从决定举行大典到仪式正式开始，
只有短短三个月的筹备时间。那时的
天安门广场，砖残瓦缺、破败不堪，周
围一片荒地、垃圾成堆，城门底下甚至

还有遗留的炮弹。于是，距离举行开
国大典只有20天时，将近6000名群众
自发拿着扫把、扛着铁锹，参与到天安
门广场的垃圾清运攻坚战中……

除此之外，画面还展示了1959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十年华诞的欢腾景
象。彼时，北京电视台已经对外正式开
播，老百姓可以在电视上收看国庆十周
年阅兵实况。当时，提前对天安门广场
进行了改建，整个广场面积相较国庆五
周年时扩大了两倍半，达到了40万平
方米……

时光辗转来到1984年10月1日，此
时天安门广场人声鼎沸，改革开放使中
国大地迸发出了勃勃生机，天安门广场
上再次迎来了震撼人心的国庆大阅兵。
也是在这一年，“小平，您好”这句划时代
的标语，成为了最动人的语言……

珍贵的历史照片、视频资料徐徐
展开，再配上主讲人声情并茂的解说，
观众在亲眼看到这些历史资料时，也
能了解到中国历经怎样的岁月洗礼，
才有如今的繁华模样。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今年国庆档，除了《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等影片带给大家
的感动，还有经典故事片重映之后掀起的“回忆杀”。

10月6日，我国首部黑白转彩色4K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
波》正式登陆全国院线，随即登上热搜。这部1958年上映的谍战片，
由孙道临、袁霞主演，以李白烈士的事迹为原型，讲述了中共党员李侠
潜伏在敌占区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故事。

时隔63年，定格在大银幕上的孙道临依然37岁，当他首次以清晰
的彩色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再度说出“同志们，永别了”的时候，观众
依然眼眶为之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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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上色+传统修复
电影修复师还原《永不消逝的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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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市的天空炊烟袅袅，街头巷尾搭起炉灶，独属于夜
晚的美食仿若苏醒，等着夜行者们光临……10月6日，在哔哩哔哩（简称“B站”）
与美食UP主“食贫道”联合出品的系列美食纪录片《小城夜食记》第二部中，可以
看到关于宵夜美食的独特故事。

据悉，该系列纪录片于2019年上线第一部，至今已有上千万播放量，在B站
上评分高达9.7。该纪录片通过“吃”这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探寻中国各小城独有
的美食，解锁独特的地域密码，展现这个时代中国人生机勃勃的“吃”法。该片第
二部上线不到24小时，播放量已经接近200万。

《永不消逝的电波》由八一电影制
片厂于1958年出品，是我国第一部讲
述党的隐蔽战线英雄人物的经典影
片。影片将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融入
平常的家庭生活中，着力塑造李侠这一
乐观坚毅、临危不惧、勇于奉献的共产
党员形象，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此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
5G新媒体平台联合中国电影资料馆
组成项目修复团队，把我国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人机交互式AI上色技术
与传统修复手法相结合，在7个多月
的时间里对原片 16.5 万帧的黑白影
像逐帧进行修复，使这部红色经典焕
发出新的活力。

据了解，经典电影的修复技术分为
物理修复、数字修复和艺术修复。而黑
白电影的修复，还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
AI和人工上色技术，对原有的黑白影
像逐帧修复着色，将其转换为彩色。

电影修复与文物修复一样，都是
考验耐心和手艺的职业。一群平均
年龄不到28岁的年轻人，每天点击2
万次鼠标，大概可以修复 6000 帧素
材。《永不消逝的电波》重映版时长
116 分钟，全片有 16.5 万帧。修复团
队前后出动上百人，一帧帧对比、一
次次考证、一点点调色，历时7个月才
修复完成了这部谍战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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