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26日在江苏苏州举行的
“2020 致敬经典·修复电影主题论
坛”上获悉，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
复工程自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电
影资料馆已完成影片修复3100余部，
其中包括普通影片修复2606部，2K
和4K修复分别完成525部和15部。

电影修复是利用数字技术解决
电影胶片模糊、抖动和褪色以及电
影音效失真等问题的有效手段。据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主任孙向辉介绍，我国
电影修复技术工艺和流程体系在修
复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中国
电影资料馆已经形成了与中影数字
基地、北京电影洗印厂、上海电影技
术厂等单位的密切协作机制，并与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
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了影像和音
频修复等方面的技术攻关。

目前，中国电影资料馆已经将
高帧率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上色等
技术应用在部分影片的修复实践
中。 据新华社

中国电影资料馆
已修复3100余部影片

截止到9月27日16点，《夺冠》
票房累计 1.52 亿元，这部由陈可辛
执导，巩俐、黄渤、吴刚、彭昱畅、白
浪、中国女排国家队领衔主演的电
影《夺冠》（原名《中国女排》）讲述了
几代中国女排顽强拼搏、为国争光
的故事，1981 年世界杯跌宕起伏的
中日决赛，2016 年里约奥运会生死
攸关的中巴大战……导演陈可辛用
3场大赛连接起近40年中国女排的
热血拼搏与青春激情，没有刻意煽
情，“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却足够
引燃观众最真实的情感。

自从2017年底决定要拍摄这部
电影之后，陈可辛导演一直就很忐
忑，认为这是一件很梦幻的事情，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到最后之所以能
够出色完成影片，也是在践行女排精
神，“不一定能赢，但绝不会认输”。

情感主题
年代回忆，柔软感动

陈可辛导演出生于中国香港，
12 岁随家人搬到泰国曼谷定居，18
岁前往美国读书，毕业后回到香港
从事电影工作。这种无根的漂泊状
态一直影响着他的电影创作，正是
这种“他者”身份，让他的电影能够
在各种地域空间自由创作，并且能
够准确切中时代脉搏和国人情感。

这次《夺冠》，他选择中国女排
这个能够引起内地观众全民回忆的
题材，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
变迁、人们的精神面貌等精准呈现给
观众，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为了最
高程度还原上世纪80年代老女排一
幕，在拍摄老女排戏份时，剧组搭建
了一个实景的漳州训练基地，把满载
着当年女排运动员的血、泪和汗的地
板一块块从福建漳州搬到北京。当
新的女排队员们看到斑驳的地板和
布满球印的墙壁时，都在感动落泪的
同时，更深切体会到何为女排精神。

片中有几处生动细节，1981年，
中国女排去日本参加第三届世界
杯，女排姑娘出发前去理发店，都烫
成了波浪卷，特别符合当时改革开
放浪潮下的流行时尚，并且大街上
到处都是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仿
佛让观众回到上世纪 80 年代的感
觉。青年郎平出发前在机场点了杯
咖啡，苦得咂舌，时光辗转30多年，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前夕，同样是在
机场，郎平出发前又点了杯咖啡，却
早已学会接受或者享受苦味。

角色塑造
神还原“铁榔头”站姿手势

运动员出身的郎平，身上有很
多伤，做过近 20次手术。片中有个
细节，退役后她在美国生活，因为有
次把车停在残疾人车位而被别人误
会。巩俐在饰演郎平之前做了大量
功课准备，因为身体曾多处受伤，郎
平走路跟平常人不太一样，并且在赛
场上，郎平如何竖大拇指、如何扶眼
镜、如何拿笔等这些手势小细节的呈
现，巩俐都要抓得很准很传神，她认
为，这是一个演员最基本的功课。

去年，郎平在宁波北仑体育馆
训练女排的时候，巩俐也去了，当时
正值国家队集训，巩俐有十天时间
去观看郎平的日常训练。因为郎平
的腰和腿不好，一般训练的时候，她
要在球场边稍微坐一下，看着女排
姑娘打球。但是那十天郎平几乎没
坐着，巩俐问了女排姑娘才知道，郎
平是为了巩俐才一直站着，因为电
影中郎平不可能坐着，好让巩俐在
表演的时候有更多直观感觉入戏。

在巩俐眼中，“铁榔头”郎平也
有很柔软的一面，平时不训练的时
候很漂亮，穿的衣服跟场上不一样，
而在训练的时候又有非常硬的一
面，眼神特别锐利。巩俐将郎平这
种柔软与坚硬都放到了角色之中，
电影中当听到老友说自己“为中国
女排带来暂时的希望”时，郎平眼神
坚毅、以笃定的口吻告诉他：我郎平
从来不装，都是玩真格的。而在“中
巴大战”前夜，郎平独自站在里约的
奥运场馆，脑海中浮现着年轻时训
练、比赛的场景，泪眼蒙眬，泪水里
有对往昔的感怀，有对队友们的思
念，更有着多年来无人知晓的内心
艰辛与身体伤痛。

高光镜头
四场比赛“打”出女排精神

影片一开始，女排训练馆墙壁上
写有“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
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训练条件简陋，在粗糙的

木地板场地上进行防守训练，姑娘们
身上有不少伤口，手掌上还扎上了倒
刺。训练完毕，大家相互拔刺，包扎
伤口，这些镜头都真实地复刻了历
史。至今，在福建漳州女排训练基地
的博物馆里，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当初
老女排训练时用过的旧球衣和护膝，
上面还有血印和磨痕。

影片中共有四场比较重要的排
球比赛，第一场是女排参加世界杯
之前，与江苏男排进行了一场比赛，
当时男排队员没有把女排放在眼
里，结果被女排扣球得分，他们才开
始重视比赛，真正起到练兵作用。
第二场是1981年女排参加世界杯迎
战日本队，女排在客场劣势情况下
苦战 5 局，赢得了比赛。第三场是
2008 年奥运会的“中美”之战，这场
比赛更多的是展现郎平内心的那种
心理矛盾。第四场是2016年里约奥
运会上中国女排与巴西女排的“生
死战”，中国女排不仅要在技术上与
巴西队对抗，更要和声势浩大的主
场观众展开激烈的心理对决。

《夺冠》在展现排球运动时很写
实，没有过多的煽情和渲染，在凌厉
的快节奏剪辑下，女排姑娘们每一
次扣杀、救球、拦网，都充满了力量
与速度，当郎平高高跃起、将球死死
扣在对方场地上，当朱婷突破巴西
队层层拦防一击致命，彻底引燃国
人的“女排情结”。 据新京报

《夺冠》

每次扣杀、拦网，都是玩真的

影片重演1981年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

巩俐在现场仔细观察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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