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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普通人的商业智慧探访普通人的商业智慧
《《激流时代激流时代》》记录发展之变记录发展之变

电影电影《《雷锋雷锋》》44KK
超高清修复完成超高清修复完成

《《声生不息声生不息··宝岛季宝岛季》》
两岸歌手开启“年代对话”

观察社会经济之变，绝不可忽视
每一个勤劳勇敢的个体和组织在商业
市场下的生长和智慧。全新作者式商
业观察节目《激流时代》选取五大全民
高度关注、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
命题，以顶级商业记者李翔带着个人
的好奇与公众的疑问，观察个人与组
织的商业智慧，以商业为切口记录时
代的变化。

商业角度观察生活之变
五大领域记录时代激流
当下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互联网

呈现出信息爆炸但意义匮乏的现象。
《激流时代》希望从商业文明的角度，
记录急速变化的时代。

大到宏观市场的变革，小到买菜
方式的进步，商业变化涉及到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但很少有人能说出商
业影响生活的变化在哪里。作为一档
全新的商业节目，《激流时代》将深入
直播、云南咖啡、新消费等五大行业领
域，以李翔的个人视角展开对当代商
业文明的探索。如预告片中呈现，节目
涉及全民直播带货浪潮中成交量动辄

“上亿”背后的商业逻辑、有“多到不赚
钱”的云南咖啡自救历程、有身处“宇宙
中心”安福路的网红体验，还包含长沙
新经济消费发展的幕后观察和品牌穿
越百年周期的抗风险启示录……通过
极具代表性的商业符号，李翔和他的
《激流时代》希望带观众认清商业的底
层逻辑，以新角度、新见解，讲述新故

事、新细节，看见身边的商业情报。

顶级商业记者加盟
大时代下的商业众生相
作为《激流时代》灵魂人物的李

翔，是财经圈内公认最顶尖的记者、商
业作家，他曾担任《经济观察报》《第一
财经周刊》主笔，也是得到《详谈》丛书
的作者，他的商业知识服务类内容产
品《李翔商业内参》一度刷爆朋友圈。

而在《激流时代》里，李翔不希望
展现大企业家的成功学模板，而是以
更接地气、与实际生活更具关联度的
形式，深入观察大时代商业变化中的
众生百态。正如他在片中分享的管理
学大师德鲁克所言：“更享受抽离的视
角，来观察人类的行为”，在节目中，李
翔也将作为“旁观者”观察时代变化，
让观众既看到浪潮中行业领袖的思
考，也看到激流中成功个体的经验和
普通人的挣扎。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类信
息如海浪般涌入人类生活，随浪跟风
者比比皆是，在不确定性的世界，如何
找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是每个人迫切
的需求。节目透过商业视角观察生活
之变，最终传递出一种精神价值——拥
抱变化，永远怀揣希望，拥有向前的力
量。正如节目口号“大海里没有无名之
辈”所传递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在
商业巨变中创造价值、收获价值。

腾讯视频每周四18:00更新
黎清据《中国青年报》

日前，经典黑白电影《雷锋》已经完成
4K高清上色与声音修复。在数字化技术的
还原下，老电影焕发新光彩，可亲、可敬、可
爱、可学的雷锋形象以更鲜活的方式与观众
重逢。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
同志题词六十周年。60年来，雷锋精神历久
弥新，学雷锋活动在全国持续开展，讲述雷
锋故事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电影《雷锋》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65年摄制完成，是
我国第一部以雷锋事迹为题材、最早在银幕
塑造雷锋艺术形象的影视作品，选取其短暂
一生的几个主要片段，集中而生动地再现了
他艰苦朴素、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对宣传
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起了重要作用。

历时近两年完成的电影《雷锋》超高清
修复项目，运用自主研发的智能影像修复系
统和单声道增强环绕声技术，传承红色基
因，讲好红色故事，对红色经典电影超高清
视听修复生产工艺进行了有益探索。

针对电影《雷锋》中高速运动、低光照等
复杂场景，团队运用自研的双向着色算法、
高速光流算法、光照增强算法等，达到了更
加准确的上色效果，显著提升了视频质量。
在声音表现方面，该项目将原来的单声道分
离出来，通过均衡调整、低频补偿等手段，全
面提升了老影片的音质和观影沉浸感。

据了解，修复完成的电影《雷锋》将于今
年在各大平台上映，届时，广大观众可一睹
这部红色经典影片的全新风采。

任芯仪据《北京青年报》

两岸连线，以歌会友。跨越时空，以声传情。
音乐文化交流节目《声生不息·宝岛季》开播啦。

两岸唱将齐聚一堂，节目全阵容首次亮相。张信哲、那
英、杨宗纬、张韶涵、魏如萱、张杰、华晨宇、时代少年团
马嘉祺作为常驻歌手加盟；除此之外，节目还会邀请艾
怡良、陈粒、夏日入侵企画、坏特、陈卓璇、陈立农等一
批两岸青年歌手以飞行形式为观众演绎不同年代的台
湾金曲记忆；节目首期特别请到台湾音乐标志性歌手
胡德夫、动力火车，在台湾分会场，演绎那些经久不衰
的时代金曲，届时串讲人柳翰雅、金曲分享人王伟忠也
将作为台湾分会场嘉宾，与在大陆的节目主持人何炅
一同带领观众开启本季宝岛音乐之旅。

诸多重要时刻，随着熟悉的旋律倾泻而出的记忆，
铺陈为“有歌之年”的序曲。1972年，邓丽君唱着“忧
愁它围绕着我”，歌里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1982
年，罗大佑探听着名为“光阴”的故事；90年代伊始，小
虎队比着手语说爱，李宗盛背着吉他唱起“凡人”的歌；
再到2019年八三夭乐团那首席卷两岸的《想见你想见
你想见你》，2020年坏特、曹雅雯演唱的《若是明仔
载》……跟随那英、张信哲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73
首台湾音乐的影像一一浮现，将时代留存的感动再现。

“学生时代赶上台湾音乐校园民歌发展时期，几个
同学，几把吉他，跟大家吵着怎么唱和音声部中度过
的”，回忆起台湾音乐故事，张信哲如是说。对此，艾怡
良也深有同感，“每个学生做的最认真的功课就是背周
杰伦的rap，一有时间就唱KTV点周杰伦的歌从头到
尾。”对于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歌手来说，台湾音乐就像
是一双手，它击打着那些年代最时髦的前奏，推开了音
乐世界的缤纷大门。

和张信哲一起领略过同个时代台湾音乐风采的那
英，则将台湾音乐作为自己青春记忆的代名词，“我们
受台湾音乐影响特别深，它伴随了我的青春”。而嘉宾
中年龄最小的时代少年团马嘉祺，聊起从小受到妈妈
的耳濡目染：“妈妈在做饭的时候会放张信哲的《白月

光》。”台湾音乐不分年代地影响着不同年龄的两岸观
众，它身上的中华文化烙印，让那些因音乐诞生的共同
记忆历久弥新。

“日月潭呀日月潭，光华小岛立中央”，一曲《日月
潭风光》中描述的湖光山色，让许多游人心生向往，而
节目首期的台湾分会场就设立在这山水之间，两岸将
借以新媒体传播技术，进行歌曲共唱和实时连线。同
时，在节目连线中还设置了特别的文化街采环节，针对
同一个文化生活议题，在两岸进行街头采访，展现两岸
青年在音乐表达、生活娱乐、文艺创作等不同维度的观
点与看法。

湖南卫视每周五19:30播出
祖薇薇据《北京青年报》

即将与观众见面即将与观众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