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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五四精神”
□吴轶凡

1994 年出生的李通，工作是不停地看电视，不仅自己看，还要拿影片“投喂”AI 模型，让

它们修复那些画面受损、模糊不清的经典影片。

李通是一名“算法工程师”。入职两年间，他一共参与修复了 2000多部经典影视作品；而他所

在的视频平台优酷从 2017年启动“高清修复计划”以来，一共修复了 5000多部影视作品。修复

后的 4K版《新白娘子传奇》，让赵雅芝和叶童一度模糊的脸庞，变得清晰而细腻。

在望京的高层写字楼里，年轻人正在做着以往不存在的工作。

1984 年出生的曾伟，以技术创新改变着互联网视频行业的制播模式，减少人员流动距离

400 万公里，可以绕地球 100 圈。

1993 年出生的包佳佳，每天在剧组回收服装道具，再通过数字平台开放给其它剧组，为

行业节约 7000 多万元。

伴随新技术和新模式，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在不同领域“开疆拓土”。他们继承了延续百年

的“五四精神”，奋进开拓，积极创新。这届青年，正在用自己的智慧改变行业的面貌，也在悄

然塑造一个年轻的世界。

教会AI 人类的审美

李通从小就是“别人家

的孩子”，在中科院信息工程

研究所拿到计算机视觉硕士

学位后，他选择到优酷工作，

比起国企，他觉得“这里更刺

激，也更有挑战”。

李通所在的小组叫做媒

体生产中心。他在其中负责

AI 人脸修复模块，要设计、训

练、完善 AI 模型，以此在影

视作品中进行人脸修复。

他几乎每天都会在办公

室看电视———从新的角度去

审视那些小时候看过多次的

电视剧，哪些画面有瑕疵、哪

些可以修复、如何修复……

不仅自己看，李通也要

不停训练AI 看片。他首先要

收集两个训练用的数据集，

一个包含低质量老片，另一

个包含高质量影像，“相当于

给 AI 一个目标”。

李通不断把这些影像

“投喂”给 AI 模型，并通过奖

惩机制让它逐渐“明白”人们

要它干什么，“然后就可以让

它自己去修复影片了。”

当然，AI 模型的训练和

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团

队需要根据不同的修复效果

和多方意见来反复调整———

其中的标准既有客观的数

据，也有主观的审美。

李通解释说，有时从数

据上看，AI 的修复效果特别

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

比如，AI 有时会给人脸画蛇

添足，导致修复效果不自然。

如何平衡修复的显著性和稳

定性，这是修复工作中最难

的部分。

这让算法工程师的工作

变得有些“艺术化”。从最前

沿的论文，到严谨的数据，到

多元的审美，一切都需要他

们在实践中一步步摸索。

但李通很看好 AI 的未

来：“AI 修复的总体质量，和

人工精修还是有差距。但我

们胜在效率。”

目前，在优酷的经典修

复项目中，利用 AI 模型修复

影片的效率大约是 1 比 6，即

40 分钟的影片，用 240 分钟

即可修复完成。“而且人工智

能的学习和迭代是不间断进

行的，它会越来越厉害。”

改变行业的新发明

和李通一样，曾伟也很

喜欢自己的工作。

2016 年，他跨行加入优

酷，逐渐成为一名演播技术

专家，如今已是行业里的“老

人”。“儿时的偶像，大大小小

的明星，基本都见了个遍。”

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

幕后的制播技术。无论上下

班，他几乎都在琢磨哪里还

能优化和创新。

2019 年，曾伟带头研发

的优酷千里眼系统上线运

行，成了制作团队远程了解

节目制作进程的利器。“千里

眼会把现场所有的声画，点

对点地投送给相关制播人

员，实现异地协同办公。”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千

里眼”支持了大约 200 个节

目的远程协作。

2020 年，曾伟又火线主

导开发了云上制播系统，截

至目前，这套系统累计服务

了 400 多场节目的云上制

作，节省的成本超过千万元。

简单来说，通过这套云

上制播系统，可以一边录

制，一边进行后期制作与剪

辑，并支持各工种异地协

同。以往需要整个团队聚在

一起录制的节目，现在可以

隔空完成。

曾伟举例说，疫情严重

时，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

3》正是利用了这套云上制播

系统在线完成了海选直播。

“几十个艺人，通过手机客户

端把视频音频信号实时发过

来。”

云上制播系统同时处理

20 多个直播信号，并把切片、

音频调整、画面调整、导播等

功能分别授权给不同的工作

人员，让他们远程控制，隔空

完成直播。

包佳佳的工作同样改变

了行业。她学的是财务，“误

打误撞”进了视频行业，而后

加入了优酷的资产运营团

队，成为一名资产运营师。

这个成立于 2019 年的团

队主要负责影视资产的回

收，将服装道具回收分发到

全国各地不同的仓库，再通

过网上平台租给不同剧组，

实现循环利用。

这是行业里第一家建立

数字资产管理库的平台，彻

底改变了低效的传统模式。

疫情以来，这种线上挑选道

具，线下配送的服务，大大减

少了剧组全国采购道具所造

成的人员流动。

三年来，这个团队一共

服务了 700 多个项目，为行

业节约 7000 多万元，让大量

影视道具重获新生。通过高

效运营，像《送你一朵小红

花》中易烊千玺的红沙发，在

不同剧组中流转，日租金可

以低至 10 元。

小创新背后的大社会

包佳佳觉得，一切忙碌都是值得

的。它不仅改变了行业，也在帮助社

会。

“道具资产平台，道具回收再运

营，更大的意义是减少浪费。”包佳佳

见过一些小影视公司以最简单快速

的方式处理道具，甚至把几乎全新的

服装直接低价卖给收垃圾的人。

她提醒说，服装是目前全球环境

第二大污染源，“所以我们应该尽可

能提高它们的利用率。”

“旧货”的另一个去向，是慈善领

域。去年，包佳佳和团队把一些全新

或接近全新的现代服装捐给了山区

儿童。“这类服装剧组会采购很多，但

最后不一定能用得上。”

他们也会不定期进行慈善拍卖。

2019 年，他们拍卖了热播剧《长安十

二时辰》中的 24 件商品，其中易烊千

玺穿过的道服拍得 1.6 万元。最终，8

万余元善款被捐给了西安市未央区

大明宫小学，用于建设民乐教室。

最近，他们还义拍了电视剧《与君

初相识》中的服装道具，将善款用于

支持上海抗疫。

曾伟同样期待改变世界，尽管他

对自己的力量十分谦虚。“我们的创

新太小了，几乎不值一提。”在他看

来，传统视频行业“非常保守，圈子很

小”。所以他希望用更多的创新来促

进变革。

他觉得，这是一个打破技术垄断

的过程，也是一个打破文化垄断的过

程。“互联网让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

创作者，如果我们能把现在几百万元

上千万元的设备，做到足够便宜足够

简单，就能让非专业的人参与进来，

带来更多新鲜的血液。”

曾伟透露，团队正在开发一款硬

件，只需要一根网线，就可以把手中

的单反相机变成 IP 讯道机。

李通也在科技与文化的碰撞中，

找到了新的价值。

“修《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我仿

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在村里，晚

上我们把黑白电视搬出来，好几家人

围在一起，一边唠家常一边看这部

剧，那个场景回忆起来特别幸福温

馨。”

李通觉得，这些老片能唤醒某些珍

贵记忆。“我们让经典流传的同时，也在

修复和保护时代和生活的记忆。”

创造者，正青春

工作两年，李通觉得自己更成熟

了。业余时间，他会宅在家里“玩玩游

戏，看看电视，浇浇花，钓钓鱼”。“浇

花是浇真的花，钓鱼是钓游戏里的

鱼。”他补充说。

小时候，他曾仰望学校走廊上

那些科学前辈的画像，将他们视为

人生楷模。但现在，他觉得那太过

耀眼，也太过遥远。他只希望能向

周围的人学习，把工作做得再好一

点，慢慢积累能力，让人生变得更有

价值。

曾伟每天仍然会关心各种演播技

术问题。在内心里，他依旧渴望做出

革命性的创新，来改变他觉得有些乏

味的世界。

包佳佳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

奇，她变得更加活泼外向，在公司里

建起了三百多人的“二手物品流通

群”，几乎每天都有新伙伴加入。包佳

佳觉得这是工作给她带来的成长之

一。

她正在探索更多的人生可能性。

不久前，她尝试开发戏中同款汉服，

正式成为斜杠青年。“我最近在学笛

子，我觉得吹着笛子穿上汉服去拍展

示样片会更好看一些。”

对他们而言，创新并不是一次华

丽的冒险，也不是一桩工作或者任

务，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青春的

必选项。他们是致力于创新的人，他

们也因创新而充满活力。

开拓与奋进，本就是青春的题中

之意。 （选载自《南方人物周刊》）

李通与同事开会讨论工作

曾伟与同事已经习惯了与技术及各种设备打交道 包佳佳在庞大的仓库中穿梭

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在不同领域“开疆拓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