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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速递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由优
酷出品的名作寻迹体验真人秀《万卷
风雅集》正试图开辟一条新路，通过

“行万里路”来“读万卷书”：节目以
《兰亭集序》《桃花庵歌》《长相思》
《清平调》《鹧鸪天·桂花》等经典名篇
作为线索，通过研学探访的形式沉浸
式体验国风生活，再现名作背后的

“传世风雅”。
作为优酷人文在综艺赛道上的全

新尝试，《万卷风雅集》选择了“古为
今用”“古法新玩”的趣味化道路，在
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将国风国粹自然
而然地传达出来。正如优酷文化频道
总监王晓楠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记者采访时所言，“我们希望这
档节目能为中华经典名作的传承弘扬
找到一条新的路径，为激活新一代年
轻群体的‘文化基因’构建出更加完
整的场景，让用户对中华文化、历史
更加敬仰”。

“打卡”古人生活

在文化综艺节目垂类日益细化的
当下，《万卷风雅集》找到了一条新路
径：前往名作中提及的故事发生地切
实感受“历史的痕迹”，以研学探访的
方式完成场景再现。

节目首站来到书圣王羲之的故
乡——绍兴，致敬传世名作《兰亭集
序》。通过“雅集简帖”指引，嘉宾们一
路从衣、食、行、学、玩等多方面“打卡”
魏晋生活雅事，并复刻曲水流觞“名场
面”。从题扇桥到鹅池，嘉宾们不仅沉
浸式体验魏晋服饰穿搭，品尝裹鲊、牛
心炙、胡饼等古人钟爱的美食；还在蕺
山书院学习对仗等吟诗技巧，在曲水趣
欢处吟诗作对，体验文人墨客诗酒唱酬
的传统习俗，感悟文人风骨。

全方位“打卡”古人生活，从点
滴间照见传统文化，正是《万卷风雅
集》找到的小切口。对此，优酷文化
频道制片人、《万卷风雅集》节目制片
人孔晓雨表示：“这一代年轻人是平视

的一代，所以我们在叙事的时候，会
列出一些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
容。比如，此前电视剧《梦华录》热
播时，大家会对里面的中式茶点很感
兴趣。这个点在社交媒体传播时切口
就很小，但是牵连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脉
络。《万卷风雅集》也是这样，我们希望
通过描摹此前朝代的衣食住行，让用户
了解作品背后故事的同时，也能够走进
那个时代。让大家在觉得好玩与共情
的过程中，收获一些知识点。”

而在优酷文化频道制片人、《万卷
风雅集》节目制片人李炳看来，制作
这档节目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正在于如
何“把文化融入生活”，“我们不想就
文化讲文化，而是希望能够把文化融
入我们能够有感知的场景里。”

为了尽量还原这些场景，节目组
在细节上下了不少功夫。“比如，我们
对服饰的还原度是很高的，包括形
制、纹样、穿戴方法都是请教了专家
再进行复刻的。”李炳说，虽然对于用
户而言，服饰可能只是一晃而过，但

“我相信，用户只要看过了，他们就会
知道真正的好东西是什么样的，我们
付出精力去做这件事就是有意义的”。

唤醒血脉中的自信

古代怎么露营？古人是怎么玩球
的？射覆有怎样的讲究……在《万卷
风雅集》 中，用户可能会颠覆自己
对古时候的印象，看到很多新奇的
玩意儿。

在第三、第四期的 《垂虹送别》
中，时下最流行的“露营”出现在了
节目中：竹林深处，一处围帐圈出一
方小天地，这里有茶有点心，嘉宾们
席地而坐、各得其乐。“其实，古人早
就通过露营方式呼朋引伴、偷得浮生
半日闲了，他们会换上跟现在的运动
服有些类似、更适合野外活动的‘野
服’；帐篷在古代则叫作观雪庵，可在
帐中燃香增添风雅气息；古人还有自
己的登山杖——藤杖等。”李炳说。

而在最新一期《唐宫夜宴》中出
现的蹴鞠和木射，就是中国古代的足
球和保龄球。它们的玩法规则与现代
游戏有一定相似之处，却不完全相
同。特别是木射游戏，击中指定木桩
才能得一分，较之保龄球又增加了几
分难度，木桩代表的“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慢傲佞贪滥”，又有一定
的教育与警示作用。

在孔晓雨看来，当下流行的调酒、
露营、狼人杀、City Walk，在中国古代
典籍里全都有，只是人们把它们忘了，
还以为是西方舶来品。通过展现这些与
当下关联性强的“老祖宗生活”，一方面
可以贴近现实生活，容易被年轻人接
受；另一方面也可以唤醒大家血脉中
的文化自信。

“中国传统文化中留下来的这些诗
歌名篇以及生活雅趣，其实是刻在我
们的DNA里的，只是现在用得少了。
希望这档节目可以唤起大家基因里的
意识，能够在平常更多地用起来、学
起来。”李炳说。

探索人文新赛道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虽然已经在
人文领域深耕多年并推出了多档有口
皆碑的内容，但是优酷人文却是第一
次以综艺的形式呈现人文内容，换而
言之，《万卷风雅集》是优酷人文的第
一个综艺节目。

对此，李炳表示，做《万卷风雅
集》正是希望能借此为优酷人文开辟
一条新赛道，以新的方式打开文化这
个大品类。“未来，我们还将不停地拓
展这条赛道，让大家既能够感受到文
化的氛围，又能够用更亲和、更年轻
化的方式和用户形成交流和互动。”

王晓楠则详细比较了《万卷风雅
集》 和传统王牌节目 《锵锵行天下》
的用户数据，她发现，这两个节目的
用户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以往擅长的
是谈话类或者偏文艺类一些的节目，
这次是我们的一次全新尝试。其实，
文化综艺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容易
做成‘两张皮’，而《万卷风雅集》选
择了古为今用的趣味化道路，希望在
寓教于乐的氛围里阐释中华文化，这
也是我们这次得到的重要经验，也希
望能够在后续题材尝试上继续深化和
改进这一部分。”

王晓楠认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已经是国风文化的追随者和表达者。
因此，文化类节目也需要有更多创新
表达，为传统文化注入青春力量和时
代意义。

记者发现，今年以来，优酷人文出
品的多部优质节目融入古典文学、理性
哲思和人文历史等知识性内容，传承弘
扬传统文化，收获良好口碑。深度文化
体验旅行脱口秀《锵锵行天下》第三季
踏访诗画江南，以较具看点的独特美
景，带领用户品味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与
传承；《观复大嘟会》在玩味历史的同时
解说当下，呈现文物背后所属的文明、
包含的文化、见证的历史，得到不俗
的市场反馈。

《万卷风雅集》：“古法新玩”弘扬国风国粹
□本报记者 杨雯

浓浓的乡音，悠悠的情思。方言与音乐融合，
穿越时空和地域。当苏州评弹碰撞潮流B-box（在
21世纪初兴盛起来而形成的一种音乐文化），经
典民谣遇上方言改编……8月21日晚，在“万园之
园”圆明园里，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方言
麦霸音乐会”点亮了这座文化宝库，来自全国各地
的30多位音乐人齐聚一堂，让东西南北的乡音和
歌声汇聚在祖国的心脏。

作为“我的家乡很好听·快手方言麦霸大
赛”的收官之秀，快手“方言麦霸音乐会”汇集
了宝石 Gem、宋木子、张尕怂等东西南北部的
发起人，郑向东、娜达韩等方言音乐麦霸，以及
各个地区的方言音乐大咖，他们用经典合唱、流
行串烧、民谣改编等百变音乐展示出方言的魅
力，吸引超过1亿人次网民在线同步观看。

更走心，一定能走得更远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音乐
会伊始，武汉民谣创作人冯翔等4位发起人及方
言音乐达人们便以一首《故乡的云》点燃全场热
情氛围。随后，方言音乐达人们再次献上了赛事
热歌，呈现方言韵味。四川成都的郑向东和江苏
南通的江南韵组合用潮流 B-box 与柔情评弹的
碰撞，创意演绎了大赛热曲《州州》。

“方言音乐在成都，其实很早就有了。”生于
1993 年的郑向东，14 岁就开始接触 B-box。对
他来说，方言音乐的熏陶起于儿时，“读小学
时，我就听到一些前辈在用四川话做音乐，当时
觉得很好玩。”2013年，郑向东为参加综艺选秀
的伙伴担任 B-box 伴奏，接触到行业前沿的他
开始感受到，方言说唱正在被越来越多人喜欢。
2018 年，正值自媒体兴起的时代，他也正式开
始把音乐当作职业，逐渐成为四川 B-box 文化
的重要推广者之一。“四川话有一些顺口且好用
的语气助词，比如‘嘎’‘喃’，这能很好地掌控
音乐表达的情绪，会让人解压也好，开心也好，
总归能让音乐更走心一点。”郑向东说道。

来自东北的翻唱歌手娜达韩以东北话举例表
示，东北话的音调是往下走的，“用播音专业术
语来讲，叫作‘语尾下坠’。所以，会显得很洗
脑、很魔性。”

“语言其实是有旋律的。”来自合肥的音乐人
王子健表示，如果用音符来写歌，就要有音高来
表达，有时一句旋律没有匹配到普通话，就会自
然而然匹配到方言。在王子健看来，现在时代跟
10年前完全不一样，有些大家喜闻乐见的东西
会被无限放大。“如果想把方言带给全世界的受
众，就要把地道的东西变有趣。”王子健说。

注重“表”，更注重内“里”底蕴

方言承载着地域文化，是一地的共同记忆和
情感纽带，可以给人们带来久违的亲切与感动，而
包容的网络平台和悦动的韵律，则给了方言更多
的展现舞台与空间，形成“乡音”里的文化魅力。

“听不同地区的人说话，会感受不同的热
情。”来自广西贵港的快手主播润夏用甜美的嗓
音，结合贵港话演唱的《还小的时候》，让她在
大赛中脱颖而出。在她看来，广西白话低沉得让
人如入“温柔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
方言，在娜达韩看来，东北方言的魅力主要在于
其鲜明的特点，五湖四海的人都能一听就记住。

“人们对东北人普遍有着热情直爽、有啥说啥、
不藏着掖着的印象，故而让东北话音乐自带‘热
情效果’。”娜达韩说道。

承载乡情的方言，是一方水土的文化密码。
“我今年 22 岁，但已经离乡快 9 年了。”润夏坦
言，自己很想念家乡，“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回到
安逸的状态。我走出来，是为了带更多人出来。
我想让广西的那些表妹们知道，这个世界太大
了，你可以走出来看看。”润夏动情地表示，音
乐给了她消除差异化、追求不同人生的机会，她
期待回到家乡，以亲身经历去鼓励更多年轻人勇
敢逐梦，走出多样的人生路。

东西南北的乡音，唱出如诗如画的江南、乡
愁筑起的山丘、黄土高坡里的圪梁、热情火辣的
雾都……当方言插上音乐的翅膀，调动起人们熟
悉的网络视听形式，就不再只是非遗文化形式中
的一个个“符号”，而成为人们可感知、可共
情、可传播的艺术作品，方言文化在新的审美视
域下也获得了传播新动能。

“我写歌的灵感源自成都的烟火气息，希望
大家从我的作品里能感受到这里的人很热情、好
客，这座城市充满希望和未来。”郑向东说道。
娜达韩表示，自从自己的创作形式受到更多人关
注，她就有了更多责任感，去通过方言音乐来传
播家乡文化。“过去，我只注重于方言的‘表’，
如今更看重‘里’，注重其中的文化底蕴。”

“方言具有文化底蕴，身为中国人的我们，应
该将这些内容传递给世界。”在郑向东看来，方言
说唱一定有机会走到更高的位置。

事实上，随着中华文化潮流不断强大，方言
音乐背后是中国人精神深处的家乡。此次“方言
麦霸音乐会”用“网生代”熟悉的音乐形式传递
方言文化、讲述方言故事，既具潮流又接地气
的形式在为音乐作品赋予文化灵魂的同时，也
让人们在短视频、直播间里，感受到了天南海
北的风土民情，体味到了恣意鲜活的情感共
鸣。在快手持续繁荣的音乐文化生态中，越来
越多的音乐人正持续成长，更多人将看见属于
方言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会有更多方言因此走
出“山沟沟”，讲述人们心目中永远的“故乡”
和温暖的“牵挂”。

“方言麦霸音乐会”线上
超1亿人次观看：

用乡音为家乡上分
□本报记者 张博

近日，在抖音、中国电影资料馆、火
山引擎在北京举行的“再续时光——经
典香港电影修复发布会”上，抖音方
面宣布，三方正式启动“经典香港电
影修复计划”，一年内将100部香港电
影修复至4K版本。

对此，火山引擎视频云技术架构
总监王悦表示，本次修复工作由火山
引擎提供技术支持，与中国电影资料
馆一起对电影进行“AI+人工”修
复。其中，火山引擎首次将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视觉大模型应用于
老片修复场景，实现了修复效果的全
方位提升。目前，《武状元苏乞儿》等
首批修复的22部电影已在抖音、西瓜
视频上线。其中，《A 计划》《蜀山：
新蜀山剑侠》也在上映40周年之际迎
来首个4K修复版。

经典港片生命力依旧旺盛

“电影修复是一项世界性课题，其
初衷就是为了抢救濒危影片，是保护
电影遗产的重要举措。”中国电影资料
馆副馆长张小光表示，“现在，我们借
助于先进的技术，终于使胶片可以进
行数字化保存和应用。”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看
到，本次计划修复的香港电影制作时
间集中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涵
盖徐克、陈嘉上、成龙、周星驰等多
位知名导演、演员作品。中国电影资
料馆电影策展人沙丹表示，这个时段
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彼时内地
正逐渐走向开放，香港电影成为很多
内地青年了解世界的窗口。

尽管距离当下已经很久，但经典
香港电影在抖音上仍显示出旺盛的生
命力。抖音副总裁陈都烨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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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30%，看这些内容的用户一半是30岁
以下的年轻人。可以说，“抖音帮助经
典老片重新翻红，并获得年轻人的喜
爱。希望通过技术，重新修复这些经
典影像，达到当下的视听要求，从而
使其被更多受众所接纳、欣赏。”

利用AI但仍需创新

公开资料显示，电影修复工艺繁
杂琐碎，历经物理修复、数字修复、
艺术修复等步骤。但近些年，通过深
度学习等AI技术，大幅提升老片修复
的质量和效率已成为可能。

王悦举例道，限于拍摄时期的设
备和技术，早期香港电影会有不少穿
帮镜头，如画面出现威亚线等。以往
这种情况，只能依赖手工逐帧消除，
而AI算法可以自动识别到威亚的位置
并进行擦除。

过去一年，火山引擎曾分别携
手西瓜视频和抖音，完成 100 部国
产经典动画和 Beyond 经典演唱会的
4K 修 复 。 AIGC 因 ChatGPT、Stable
Diffusion 等应用的惊艳效果受到广泛
关注。王悦介绍，针对老片修复场
景，火山引擎对 AIGC 视觉大模型进
行了生成质量、视频任务和效率方
面的算法优化，让视觉大模型能够在
视频场景下更加稳定、优质、高效地
输出内容。

对此，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师王

峥十分认可。他表示，人工智能能够
解决效率问题。因此，在修复过程中
一定是将重复性工作交给AI，但同样
还需要创新。比如在修复老影片的声
音时会发现，一些新中国成立前的老
影片，很多因为是在老棚里的收音而
造成声音缺失，声音的破损是不可逆
的，但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可将某位
知名演员的声音全部拿出来做“训
练”，形成其语音模块。比如周璇，当
某段声音中她的对白没有时，用语音
技术便可把周璇的声音再次复制出
来，这就是一个创新之处。

“我们前期发现懂 AI 的人不懂电
影修复，懂电影的人不懂AI，怎么才
能把两者完美衔接在一起，一直是行
业思考的课题。为此，我们结合两者
的优势设计出了‘人工引导型人工
智能上色’。”王峥介绍，2021 年建
党百年时，便是用了这套自主研发
的人工智能上色系统修复出了 《永
不消逝的电波》彩色版，成片修复用
了一年时间。

“新兴技术有其优势，但也要有所
留心。”香港导演陈嘉上提醒道，行业
要认识到 AI 大部分时间是凭经验做
事，但影视创作是一种创新过程，当
不停重复某件事，而且完全依赖它
时，那么就会“停”在过去。因此，
影片修复可以更多利用AI，但影视创
作千万要小心 AI，不能缺少创新。

“很多人以为AI可以代替创作人，在
我看来——对不起，不行！”

尊重创作者表达意图

修复老片最大的难题是保留艺术
风格和美感。既要恢复影像原貌，又
不能把旧片修成“新”的，每一个镜
头颜色都要符合创作者当时的表达意
图。中国电影资料馆事业发展部主任
黎涛透露，修复团队大量参考胡金
铨、张彻等武侠片大师的经典作品，
学习港片的色调。“在很多影片的修复
中，我们都想方设法邀请当年的主创
走入修复实验室。”

修复经典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更高

的传播需求，在谈及修复要不要迎
合现代审美的话题时，黎涛认为，
修复首先要尊重原片，这也是为什
么 要 尽 量 邀 请 主 创 参 与 修 复 的 原
因。比如 《武状元苏乞儿》 的修复
工 作 ， 就 得 到 了 导 演 陈 嘉 上 的 支
持 ， 他 结 合 技 术 修 复 的 效 果 在 色
彩、光影方面给出指导意见。“过去
拍摄只能调光不能调色，能用现在
的 技 术 把 它 弄 好 一 点 确 实 是 好
事。”陈嘉上说。

在介绍修复中怎样保持老影片的
胶片感时，火山引擎多媒体实验室研
究员赵世杰也特别提到了修旧如旧，
特别是不能修复完后让老影片有如今
的网剧之感，因此，“我们也在修复
中不断讨论怎样在保持胶片颗粒的情
况下更好地修复画质的问题，这其中
是需要有所平衡的”。

王峥从技术层面进一步解释道，
修复过程首先是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
进行的，第一步往往是要做配光。胶
片年代“光”是非常重要的，并不像
现在数字拍摄时可能更多是“影”的
调色。配光就是为了让其更有胶片
感，加多了现在受众不接受，加少了
影片又缺少光影下的那种韵味。所
以，这仍是修复过程中较难的部分。

对于将《我的祖国》《永不消逝的
电波》从黑白片修复成彩色片，在创
新的同时也不免有人提出“将当年拍
摄的黑白电影修复成彩色版，会不会
对原著有不尊重”的疑问。对此，黎
涛表示，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的影
片，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第一版
是4K黑白修复的。同时，为了满足传
播需要，也另做了一版4K的上色，其
传播效果非常好。“其实大家真的不用
担心，比如《武状元苏乞儿》威亚的
问题，我们就算修复时把威亚去掉，
库里面也一定会存一版原有带威亚
的，原片与修复版一定会差异化保
存，原来的黑白片与修复后的彩色片
保存更是均有留存。”黎涛补充道。

陈都烨表示：“真心希望通过我们
的努力，可以拂去记忆里的尘埃，再
续时光，重新发现香港电影之美。”

一年内将有百部香港电影修复至4K版本

再续时光，重新焕发视听之美
□本报记者 李雪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