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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电影+文旅电影+城市梦幻联

动”的一次大胆探索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宏表示，

《长沙夜生活》是一部非常好的影片，为电影创

作带来了诸多启示：第一，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

作风格。要将镜头对准人民大众，既要有阳春

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

天盖地；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

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第二，要坚

持顶层设计，策划先行，集中力量，创新创造，讴

歌时代、讴歌人民。本片就是这种类型的集中

反映。第三，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

侧要坚持满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要坚持社会

效益第一，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在发行

体制、税收政策、扶持政策等方面，需要更多向

这类影片倾斜，只有做到真正向此类影片倾斜，

才能完善整个电影生态。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欧阳文风

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潇影集团为代表的湖

南电影企业深入挖掘湖南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和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探索主流电影的市场化

创作路径，拍摄出品了一系列紧扣时代脉搏、展

现新时代发展成就和精神风貌的优质电影作

品，其中《长沙夜生活》就是奉献给广大观众的

最新成果。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

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谷良表示，《长沙夜生活》是

潇影集团进军电影市场首部主旋律商业电影，

历经两年的调研取景，走访长沙各大名胜景点、

街角、巷路，堪景 200多处，深度采访了 50多位

湖潇代表，查阅相关文字书籍、古籍 10余万字，

拍摄收集图片近 1000张、视频近 100段。剧本修

改完善后，去年张冀导演与项目组利用了疫情

空档期，主动克服疫情风险、高温酷暑、昼夜颠

倒等困难，确保影片圆满完成拍摄。《长沙夜生

活》是“新时代电影+文旅电影+城市梦幻联动”

的一次大胆探索与全新突破，是主旋律商业电

影对城市品牌的一次全新建构与价值升维，在

助力城市宣传、复苏城市文旅方面产生了积极

的社会效应。当前潇影正在全面推进一系列影

视项目，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全力打造出

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

品，为中国电影不断繁荣发展、突破创新，贡献

潇影力量。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智勤

代表主办方致辞，他表示，《长沙夜生活》是一部

表现长沙特色、反映长沙的味与魂的现实主义

佳作，影片得到了诸多关注，反映了长沙这方热

土上的人们火热的生活和精神的内核。希望关

于这部影片的优质讨论，能促进今后更多电影

精品的创作。祝愿湖南电影事业、潇影集团今

后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我们应该为这样的电影给予更多的

鼓与呼”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

呈祥认为，《长沙夜生活》是一部实现了审美化、

艺术化的作品，“这部电影与其说是主旋律商业

片，不如说是一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

怀相结合的，在长沙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

反映人生、人情、人性的一部有内涵、有文化高

度和艺术价值的影片”。

仲呈祥称赞影片人物关系构思巧妙，“四组

人物关系，带有一种哲思的意味”。他认为，《长

沙夜生活》给长沙做出了一个文化符号、一种地

标式艺术的命题，“本片凸显了地域文化的特

色，只有人物的个性写透了，地域文化的共性才

会彰显出来”。仲呈祥认为，《长沙夜生活》同时

带给电影发行部门以思考，“我们既不能够顺应

迁就、也不能无视观众的需求。中国观众的鉴

赏、修养和审美情绪需要培养，需要在普及的基

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他看来，在

调整电影文化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长沙夜生

活》这样的影片自有它的价值，“人民需要这样

的影片。我们应该为这样的电影给予更多的鼓

与呼。”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教授尹鸿评价《长沙夜生活》“既是一个

城市的交响，也是一个时代的交响”。尹鸿说，

影片带有一定使命感，想通过长沙的夜生活来

表现一个城市和一个时代的多样性，在题材选

择上考虑了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生活层面，有足

够的丰富性。

尹鸿认为，影片还有非常浓厚的城市文化特

点。体现了城市的生活气质，一种生活态度和

生活方式，而这也是中国电影多元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他同时称赞影片艺术讲究，“整部影

片看起来没有特别多的大场面，但实际上都是

大场面。本片从美术到摄影的各个工种环节，

从色彩、色调层面把这个城市的斑驳、热烈体现

得非常好。”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王一川表示，《长沙夜生

活》以其独特的美学追求引人注意。作为一部

以走出新冠疫情为背景的当代都市现实题材影

片，其精心设计的多线交叉结构、个体生存困窘

的真实再现、长沙都市地缘风貌展示以及个体

生存困窘的化解之道，都引人注目。四线交叉

叙述结构的设置，让影片的表达题旨变得既丰

富而又明确。此外，影片扑面而来浓郁的长沙

地缘文化特征，透过长沙方言和知名地缘景观，

集中展示了长沙的古今地缘与人文风貌，让人

感受到当代长沙的烟火气。他赞赏影片对于长

沙地缘文化景观的刻画，认为这种刻画是要服

务于更高的表达意图，即“让个体生存困窘融入

地缘文化环境中”，这种表达，既彰显出个体生

存困窘的地缘特征，又隐秘地预设了地缘化解

之道。影片最终给出了个体生存困窘化解之

道，“是一种富于长沙地缘文化特征的中国式古

典心性智慧的当代运用”。

王一川说，长沙乃至湖南地缘文化传统中，

有着深厚的儒家心性论传统渊源，特别是以岳

麓书院为集中标志、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儒学

传统的近代推演。本片一再证明，面对无论怎

样的个体生存困窘，地缘文化传统及其蕴含的

仁义和容让精神都蕴藏着化解之道。

“有情怀、有表达、有风格、有温度”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李舫表示，《长沙夜

生活》表达了很多重要的情怀，比如人物成长的矛

盾以及城市生长的矛盾。在她看来，长沙既保持

传统，又有很多时尚元素。本片充满大量传统和

时尚的元素，多重矛盾、多元化的表达是本片的第

一个特色。而“烟火气和国际范儿的共存”则是影

片的另一特色。李舫说，“长沙因为具有非常独特

的文化气息和文化符号，反而更具有国际表达，导

演在影片中找到了这一点”。

李舫评价，《长沙夜生活》是一次现实主义电

影的探索，给现实主义电影做出榜样：“今天的

现实主义更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包容的、辽阔的

现实主义，只要是基于当下合理的表达和观众

合理的需求，对今天的日常有更高提升的现实

主义表达，都应该囊括其中。《长沙夜生活》给当

今的现实主义电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中宣部剧本中心副主任秦振贵认为，《长沙

夜生活》作为编剧转型导演的作品，达到了不俗

的水准，尤其剧作的人物设计、多线叙事比较突

出，在呈现地域文化的厚重性之下，比较完整清

晰地完成了叙事。他表示，佩服导演的勇气，

“本片的拍摄难度很大，尤其是夜景的拍摄，在

三十多天的时间内完成摄制更加不易。”我们一

定要坚信现实主义创作、坚持中小成本创作，相

信中小成本创作一定会为电影强国提供更多的

人才支撑，为中国电影培养更多的观众。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称赞《长沙夜

生活》是一部“有情怀、有表达、有风格、有温度

的电影”。他说，影片反映了电影美学的关键问

题，即电影创作生产与观众的接收、对话、互动、

共情的问题。在饶曙光看来，理想的电影观众

与实际的电影观众之间总是存在差距，如何去

与观众展开对话，用故事的强度、视听的品质吸

引观众走进电影院，与观众产生共情，是大多数

电影都必须面临的课题。只有满足了观众多样

化的需求，与最大层面的观众达成最大限度的

共情，电影才有广阔的市场空间，电影的高质量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才可能实现。而以《长沙夜

生活》为代表的一系列地域美学的探索打开了

思路，不断地丰富着中国电影的地域性文化符

号的开掘。“简而言之，在绝对正确的地域美学

层面上，要有一种绝对正确的共同体美学，这也

是本片带来的重要启发。”饶曙光说。

重新定义“主旋律商业电影”内涵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贾磊磊认

为，《长沙夜生活》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定义了“主

旋律商业电影”的内涵，“它并没有直接讲述社

会与政治的主题，而是切入普通老百姓的日常

生活。《长沙夜生活》关注了在新时代生活情景

下，我们怎么向过去告别、怎么走入新生，即向

善与向上的人生主题，这是支撑本片的核心内

容之一。”

贾磊磊认为，《长沙夜生活》在某种意义上，

展示了长沙独特的宽容品格，即不纠结过往，以

一种宽容的态度面对人生，从而得到成长。影

片在地缘文化的呈现上取得了一定成功，如果

有续集进一步更鲜明、更独特地展现长沙独有

的影像会更好。他总结道，“潇湘电影集团为主

旋律商业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路径，其

文化意义、人文气象比票房更重要。”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部长、《艺术传播研

究》主编丁亚平认为，《长沙夜生活》讲述城市的

切入点，“这是一个很精巧的选择，某种意义上，

与城市白天的快节奏相比，夜生活才更能体现

出人作为个体直接真实的自我和情感。与城市

时间相对应的就是城市的空间，即城市横向的

坐标。”他说，长沙夜生活是由长沙的空间滋养

而成，本片以深夜大排档为核心空间，同时辐射

了书店、文和友、脱口秀剧场、长沙之眼等城市

空间，在时空的排列组合之下，长沙的纵横坐

标、电影与现实的关系得以建立或再造，普通人

日常行动充满流动性的时空得到展开。

丁亚平称赞，影片剧作扎实，从众多细节可

以看出编导的巧思，叙事非常见功力，其中爱情

线处理的方式体现了编导对当下年轻人的敏锐

观察。此外，影片对吃在长沙有多个具体表现，

尤其与“嗦粉”有关的段落令人印象深刻。长沙

人的一天从一碗粉开始，再到一碗粉结束，勾勒

了长沙的城市情感，“观众看到的是排挡和里面

嗦粉的人，在银幕之外感受到的是生活问题，是

以情感为内驱力的救赎，是一种自我再生产的

世俗人间情。”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表示，《长沙夜生活》有浓郁的文艺气质，其名字

很有意味，一是长沙都市氛围里面的夜生活，有

景观、有生活的形态、有都市的氛围，带出城市

地标。二是人物在长沙夜里的生活，人物之间

有勾连。《长沙夜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心结、创

伤，最终在长沙的夜生活中，人物心里面的创伤

得以解决。父子之间、陌生的男女之间的角色

都在不断地变换，体现出长沙在中国城市中独

特的一股狠劲，对这种性格抓得很准。他还表

示，《长沙夜生活》把长沙的活色生香正面化，把

城市文化文艺化。影片感伤与浪漫的写实在中

国电影中有广阔的前景，聚焦细分市场的小成

本文艺制作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陈旭光表示，《长沙夜生活》在形式上、尤其是编

剧形式上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它适应了短视

频时代，并非紧凑的线性故事，而是多个故事的

串连。而影片在中国电影以地域和城市为标志

的空间美学的生产中做出了自己的空间，在中

国电影空间生产的格局中，凸显出了以长沙为

地标的、充满烟火气的空间生产，非常大胆。最

后，《长沙夜生活》的叙事高度浓缩，充满创意策

划设计感。

陈旭光认可本片在城市符号化的文化层面

的贡献，认为影片对于电影产业下一步的可持

续发展，有着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价值，希望将

《长沙夜生活》发展为系列电影，将夜生活的拍

摄模式扩展到其他城市。

“浓缩了长沙人民的善良与热切”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李春利表示，《长沙夜

生活》把生涩的城市地理概念变成了乡愁的诗，

将一些小人物塑形为长沙的代言人，为美食美

景赋予了故事和情歌。她说，《长沙夜生活》具

有平凡生活中的哲思。透着人间烟火气，来自

平凡生活的哲理在影片中比比皆是，聚散别离

人间冷暖，长沙具化成了一碗粉，具化成长沙人

的乡愁和心灵家园。其次，《长沙夜生活》具有

洋溢在困顿生活中的浪漫。最后，本片采用了

轻喜剧的方式，有举重若轻的感觉，将代际冲

击、夫妻裂痕、情侣关系共冶一炉。李春利评价

说，“《长沙夜生活》不仅是夜晚卸下白天的疲惫

之后的生活，更是贴近人内心的那份生活。”

《文艺报》编审、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影视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高小立表示，《长沙夜生活》虽

然采用了多线叙事的结构，但没有使用大事件

作为连接群像塑造的内在叙事支撑，而是用充

满烟火气的长沙夜生活底色作为勾勒都市平凡

人物性格命运的调色板，将他们的喜怒哀乐、

理想追求、内心情感融入湘江倒影下的万家灯

火，描摹他们如何将生活的伤熬成满锅的香，

在温暖的生活流情感叙事中，将治愈和励志以

最接地气的影像表达绽放出摩天轮般璀璨的烟

花。

在高小立看来，“治愈”作为当下影视创作的

一个热词，在影片《长沙夜生活》中并未以逃离、

救赎或单向输出的方式来展现，而是以这些凡

人之间相互的情感慰藉，在自我超越的情感治

愈中实现与自我、与过往、与社会的和解。她赞

赏影片对普通都市真实情感的细腻刻画，“这让

它跳脱了影视剧创作的城市化套路，成为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电影。”长沙的夜生活正是由

每个普通人点亮的，就如片中绽放的烟花，让观

众在共情片中人物情感命运的同时，多维度感

受到了长沙这座城市的脉动。

《电影艺术》杂志主编、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

心研究员谭政表示，影片有几点让人印象深刻：

第一，叙事视点设置有巧思，采用平民和底层的

视点呈现普通人的故事，这种叙事容易引起观

众的普遍共鸣。第二，本片可被视为一篇关于

心灵疏解的散文，每个角色在开篇都有心理创

伤、心理失衡，随着叙事的进程不断通过语言进

行疏解，之后达到和谐，在欣赏的过程中观众也

达到了心理的共鸣与疏解。第三，影片的编剧

功力值得称赞，也是最出彩的部分。全片基本

都通过台词推进叙事，能在寻常对话中传递一

些思考，传递对生活的深刻认知，整体比较到

位。第四，长沙因本片而成为电影城市、影像城

市，体现了湖南文娱事业、文旅产业发展到不错

的高度；影片的主创基本都是湖南人，以一省之

力组成的一线创作人员班底，非常难得，这也是

湖南文旅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电影产业研究专

家刘藩认为，《长沙夜生活》有四个亮点：第一是

多线叙事的设计，前半段乍看之下松散的多条

叙事线最后通过亲缘的设计结合在一起，在设

计上有巧思。第二是影片整体的调子温暖治

愈，既能完成呈现城市风情的任务，也能符合一

部分观众对文艺片的需求。第三是人物弧线的

设计。多个角色的戏，难点在人物弧度的完成，

在多条叙事线中，父子线尤为突出，通过一个晚

上的故事将父子关系从不和谐走到和解的设计

可圈可点。第四是长沙风情、长沙特色。通过

本片呈现出长沙的四大亮点：温暖治愈之城、爱

情重生之城、美食治愈纠结、欢乐消化烦恼。

《长沙夜生活》编剧、导演张冀回忆创作缘起

并分享道:在《长沙夜生活》中我们没有采取相对

传统的叙事方式，而是选择了将长沙作为叙事

主体和精神主体去进行创作，这是我职业生涯

的一次创作尝试，也是中国电影的一次创新试

验，未来希望继续探索更多电影的可能。

我们要为这样的电影鼓与呼！
电影《长沙夜生活》研讨会在京举行

7月11日，电影《长沙夜生活》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湖南省电影局主办，《电影艺术》杂志社、潇湘电

影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宏，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智勤，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欧阳文风，湖南

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谷良，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罗岚等参加会议。

仲呈祥、尹鸿、王一川、李舫、秦振贵、饶曙光、贾磊磊、丁亚平、张颐武、陈旭光、李春利、高小立、刘藩等十几位专家学者以及《长沙

夜生活》编剧、导演张冀齐聚一堂。会议由《电影艺术》杂志主编、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谭政主持。

作为中国首部展现长沙城市风情和人文气质的文旅电影，《长沙夜生活》讲述了在长沙夜色中，几个不同命运的年轻人相遇与和解

的故事，通过聚焦长沙普通市民家庭的悲欢离合，致敬每一个闪闪发光、满怀热忱的普通人。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长沙夜生活》是一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优秀影片，表现了长沙独特的地域文化，让

人感受到当代长沙的烟火气，是“新时代电影+文旅模式”的一次有力探索。专家同时称赞，《长沙夜生活》的多线叙事体现了编剧的不

俗功力，通过对多组人物相遇、和解并走出生活困境的细腻刻画，呈现出了鲜活的城市生活面貌。

与会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