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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湖南·娱乐之美

湖南人自称有三大怪：没
有辣椒不成菜，嘴里嚼着木头块
（槟榔），说起话来像老外，后来
人们又给添上一大怪：文化跑得
快。不过，要数跑得快的文化，还
得首推湖南的电视。一群执著的
湖南电视人缔造了一个又一个
传奇神话，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已
消失在历史的深处， 然而，150
年后，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电
视湘军”再度声名远扬。

火遍中国、经久不衰的《快
乐大本营》，17年来在全国刮起
了一阵又一阵“快乐旋风”， 正
因为它， 湖南卫视在极短的时
间内成为人们寻找快乐的首选
媒体；《超级女声》、《快乐男声》
更是掀起了全国一股选秀热
潮；《越策越开心》、《天天向上》
等开创了一种全民娱乐的新综
艺节目模式。

据统计，在中国，每天至少
有1.6亿观众收看湖南卫视，每
逢《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
等节目直播或录制时， 全国各

地甚至海外的青少年观众都会
蜂拥至长沙， 工作的地方也因
此常常像过节一样，热闹喜庆。

因为湖南卫视的存在，中
国传媒界记住了这些名词：快
乐中国、快乐旋风、电视湘军、
还珠格格、 全民选秀、 海选和
PK、粉丝和粉丝节。也因为其存
在， 中国电视传媒领域诞生了
第一家由观众命名的电视
台———芒果台。

电视湘军产业在十余年的
发展道路上， 正一步步走向成
熟，湖南卫视的成功，被人概括
为“高速成长的奇迹”，技术上
采纳了更多的科技元素， 资源
整合上实现利益最大化， 满足
了不同时代、 不同观众的变化
需要。

中国传媒的娱乐功能曾经
长期被忽视甚至被弱化。 而湖
南在恰当的时候， 率先改变观
念，强化了传媒的娱乐功能，赶
在许多同行之前， 开始为中国
人大批生产“快乐”。

大隐隐于市，自得其乐胜似神仙
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则《桃花源记》羡煞了古今

多少文人雅士，然而对于身在三湘大地的儿女来讲，
虽然没有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但有着不是神仙胜
似神仙的体验。

生态的山水、 三千年的厚重历史、 现代化的动
感， 集“中国唯一山水洲城”、“快乐之都”、“娱乐之
都”、“休闲之都”为一体，自2008年以来，湖南长沙
连续五年入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而湖南人以会
玩、会吃、会策闻名全国。

湖南的休闲消费在中国内陆地区独领风骚，在
湖南，可以说娱乐休闲无处不在。传统的餐饮业、歌
舞厅、时尚洗浴中心、酒吧、商场……湖南正引领着
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肖志芳 通讯员 陈辉

如果说电视电影、 歌厅
酒吧是娱乐的最佳方式，那
么泡温泉、 足浴则是湖南人
享受休闲养生的好去处。

湖南温泉资源非常丰
富， 中国温泉之城———郴州
就在此。 湖南省名中医、湖
南省中医院老专家肖国仕
就曾表示， 自古以来， 灰汤
温泉就以“天然药泉”著称，
能防治多种疾病， 温泉疗法
也一直沿用至今。 而热天泡
温泉，更具有“冬病夏治”的
效果。 据了解， 灰汤温泉含
有对人体有益的29种微量
元素， 具有良好的保健疗养
作用。

华天温泉城、电力温泉
疗养院、紫龙湖温泉度假区

等新老品牌争奇斗艳，室内
露天品种丰富，各种服务设
施齐全。使湖南成为了老年
人怡情养生的福地、中年人
休闲娱乐的胜地、青年人享
受自然的宝地。

而足浴更是成为寻常
百姓家待客的方式，形成了
全国独一无二的足浴文化
现象。 长沙素有“脚都”之
称，足浴按摩等健康休闲行
业已逐步发展为湖南第三
产业中的一大支柱，名扬全
国，走向世界。走上街头，足
浴门店比比皆是， 颐而康、
富乔、汉子、天之道等足浴
品牌全国有名。对于不少湖
南人来说， 体验脚底按摩，
便是享受幸福生活。

歌厅演艺经久不衰

“蹓蹓歌厅， 吃吃口味虾，好
韵味。”除了电视，湖南最热闹的
娱乐阵地还有长沙歌厅。 以“田
汉”、“琴岛”为代表的民间演艺场
所，创造了全国独有的“长沙歌厅
现象”。每到夜9时，各大歌厅门前
人流如织， 车水马龙。 据市民介
绍，走进歌厅图一笑，笑的同时吃
一份辣入喉咙的口味虾， 两者双
管齐下， 一天的烦恼和压力一扫
而空。除此之外，这些歌厅还培养
了大兵、何晶晶、周卫星等多个全
国闻名的笑星。

位于劳动西路的田汉大剧院
是长沙最具代表性的娱乐场所之
一， 将歌厅文化与剧院文化相结
合， 兼有百老汇的风格和法国红
磨坊的影子。 田汉大剧院擅长用
互动环节和犀利活泼的串词营造
集体狂欢的气氛， 人与人的阶层
界限暂时被打破了， 现场所有人
都沉浸在一种平民的愉悦中，也
分不清台上与台下，觥筹交错，欢
声笑语， 上演着一出既真实又虚
幻的生活秀。 表演通常持续到十
二点之后才结束，散场之后，门口
人潮汹涌， 汽车的尾灯连成了一
片。琴岛、红太阳、华天大剧场等
其他歌厅，情形也大抵如此。

歌厅里表演的节目丰富多
样，歌、舞、相声、小品、京剧、传统
地方戏，时装、杂耍、魔术、车技、
冰上芭蕾，吹拉弹唱，南腔北调一
齐粉墨登场。但表演水平并不低，
演员中不乏从意大利、俄罗斯、法
国请来的优秀艺人， 可谓雅俗共
赏。白天不论你是淑女、阔少或者
勤勤恳恳的小职员， 不论你表情
怎样木然、郁闷或者趾高气扬，到
了晚上9点，进了长沙歌厅，你的
表情只有一个———“笑”。 笑完之
后，紧张的神经松弛了，郁闷的情
绪发泄了。

卡拉OK唱久了嗓子疼，麻将
打多了腰酸背疼，酒吧泡多了，伤
肝伤胃……兜兜转转这么多年，
唯有歌厅一直是长沙人钟情的
“健康娱乐”。

夜幕降临的长沙，拂去
“楚汉名城 ” 的古朴和厚
重 ， 睁开了魅惑的双眼 。
除了歌厅之外， 酒吧区缠
绵地绕在这个城市的胸膛
上， 成为城市中心区域的
娱乐标志。 这或许有一种
象征意义， 类似长安街之
于北京 ， 外滩之于上海。
它也标榜着前卫、 时尚 、
有品位。

以解放西路为中心，聚
集了规模不等、特色各异的
酒吧150余家， 形成了一条
在全国独树一帜的酒吧文
化一条街， 知名度不断提
高， 大量外地游客慕名而
来。 长沙酒吧大致可以分为
三类：

第一类：迪吧类型，一派
劲歌热舞， 重金属快节奏令
人血脉贲张， 属于酒吧初期

的典型风格， 受到年轻人的
追捧。以热舞会所、冰河等为
代表。

第二类：概念吧类型，休
闲为主，轻音乐为基调，塑造
一种氛围，吸引特定的群体。
如可可清吧、 清吧一条街化
龙池等。

第三类：综合吧类型，也
有重金属音乐，但节奏稍缓；
节目演艺撑起了另外的半边
天，其表演方式、操作水准和
布台布景目前就全国而言也
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这一类
酒吧以魅力四射为典型代
表。

长沙这个与娱乐息息相
关的“不夜城”，大大小小的
酒吧早已将这种酒吧文化装
点得流光溢彩，令人仰视，我
们徜徉其中，除了享受，还是
享受。

“电视湘军”一枝独秀 魅力酒吧不夜之城

温泉足浴声名远播

田汉大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