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南门口到中山亭，黄兴路的繁
华从未因为时间流逝有过半分褪色，
这里记录着长沙的商业变迁，也写满
了老长沙人的娱乐故事。

“劳动剧院、文化电影院、湘江剧
院、解放剧院、长沙剧院、湖南剧院、
大众剧院、银星电影院、红卫电影院、
燎原电影院……就在中山亭边上，还
有银宫电影院和它对面的红色剧院，
家家生意好。”

上世纪80年代，黄兴路周边曾聚
集14家影院，密度几乎是现在五一商
圈周边影城密度的3倍， 经历过长沙
老影城崛起、辉煌再到不景气全过程
的赵竟城对它们如数家珍：“现在的
年轻人只怕听都没听过，那都是你们
爸爸妈妈约会的地方。”

“1979年，在文化电影院的露天
场地看印度电影《流浪者》，半夜2点

还要排队买票。直到1998年，《泰坦尼
克号》上映，银宫电影院通宵放映，观
众还是一票难求。” 如今已经退休5
年的赵竟城在1979年调入红卫电影
院(后改名大众游艺场)，曾先后在长
沙电影公司、长沙电影城、银宫电影
院工作，直至1999年调到长沙市文物
商店担任经理，电影这行一干就是20
年，“那时候在电影院工作好风光，好
电影一票难求，亲戚朋友都想找我们
要票。”

那时的长沙人究竟有多爱看电
影?据长沙市文广新局电影管理办公
室留存的老资料显示，1988年， 长沙
共有24家电影院，100余家厂矿俱乐
部电影院。当年，全市电影放映18.44
万场，观众1.24亿人次。银宫电影院
在省内首创放映收入超100万元，成
为全国51家超100万元影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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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印象中， 书画作品是不
是总是挂在画廊、美术馆的墙上，可
望不可及？让我们帮你取下来，带回
家。5月13日， 湖南臻纪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与三湘都市报在长沙达成战
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致力于湖南书
画文化发展和艺术推广，强强联合，
开辟一个新的艺术传播坦途。

填写空白
湖南首家书画经纪人培训基地

作为一家以高端艺术、名家书画
为经营项目、跨地域发展的全国性大
型专业书画经纪公司，臻纪以推荐当
代优秀中青年艺术家及其作品，培育
收藏群体为经营宗旨。公司2010年7
月在重庆成立，已在武汉、长沙、南京
相继成立分支机构，其中湖南臻纪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
是我省首家专业书画经纪公司，并成
为湖南省书画经纪人培训基地。

“与传统方式经营的画廊不同，

臻纪的企业运作更加标准化、 产业
化， 比如我们设有艺术资源部———
专职发掘优秀的中青年艺术家，保
证其艺术价值； 评估部———对拟定
合作推广的艺术家及其书画作品进
行严格的三级评估； 艺术部———对
书画作品进行专业解读， 帮助藏家
进行分析挑选；此外还有企划部、会
员中心、培训部等。”湖南臻纪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邹景文介绍。
同时， 该公司还与省经纪人协会合
作，成立了书画经纪人培训基地，培
养签约书画经纪人约100名，这批经
纪人也有幸成为全省第一批执证上
岗的书画经纪人。

强强联合
让书画艺术走进千家万户

“臻纪与三湘都市报达成战略合
作， 对湖南的文化产业与文化艺术界
都将具有创新意义。” 合作签约现场，
三湘华声管委会成员、 副总编辑龚旭
东表示。而湖南·臻纪总经理邹景文则
表示：“臻纪与三湘都市报因共同的社
会责任和艺术追求走在一起， 双方合
作拟为湖南文化强省贡献力量。”

据悉，未来三年，臻纪还将在湖南
至少再开设四家分支机构，2014年，湖
南·臻纪计划开办免费的少儿书画培训
班，“我们希望未来成为书画界的‘国
美’，让书画艺术走进千家万户。”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录像、
歌厅、 舞厅和卡拉OK这些新的娱乐
方式一出现，影院的人气一下就被带
走了，来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少多了。”
老影院走向没落， 赵竟城感受明显，
但他表示，新娱乐方式的兴起仅是老
影院走向没落的原因之一。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观众的
观影要求逐步提高，而老影院普遍室
内装修陈旧，座椅、空调等硬件跟不
上观众需求，而且设备老化，放映效
果不够好，更加留不住观众。“老体制
下，资金投入少，影院改造难度大，加

上观众越来越少，收入低，就更加陷
入恶性循环了。”

同时，民营资本开始进入电影行
业，重金建设国际化标准、商业配套完
整的新型电影院， 更贴心的服务和更
优质的餐饮、购物、娱乐一体化休闲环
境显然更能吸引观众上门观影。2005
年，长沙横店王府井影城(曾名横店潇
湘王府井影城) 作为长沙首家豪华影
院亮相五一商圈， 就被业内看作是长
沙新老影城时代交替的分水岭。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名慧

挂在展馆墙上的画
我们帮你取下来带回家
“湖南·臻纪”携手本报：“让当代书画艺术走进百姓家”

本报讯 13日， 国内首创青春励
志电视节目《音为梦想中学生才艺盛
典》在田家炳中学展开海选，这是湖南
首个为中学生创办、 由中学生自导自
演的娱乐节目。

据悉，“音为梦想”以真人秀形式
打造中学生成长故事， 展现学生们的

说、唱、舞、演等才艺。节目将在5月完
成海选，6月复选，7月、8月进行晋级
赛，最终总冠军将获得5万元大学助学
金、现金3万元的奖励，第一季将在湖
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播出， 第二季
将在全国进行海选， 活动将每年举办
一次。■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艳

《音为梦想》海选：中学生秀才艺

回忆
“那都是你们爸爸妈妈约会的地方”

然而，时光的车轮碾过，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风光无二的老影院，如今
几乎消失殆尽，曾经的浪漫停留在老
一辈的记忆里。

2000年，位于开福区吉祥巷的燎
原电影院停止电影放映，2013年，这
里被划入棚户改造区，将面临全面改
建。曾创下百万票房的银宫电影院同
样早已不放电影。1996年开张的长沙
电影城， 曾是湖南首家多厅影院，现
在已经改造成旅馆、 药店等门面，依
靠出租场地养活退休员工……

细细数来，老影院中，唯有东风
剧院(现为芒果东风影城)和湖南剧院
(现为湖南大剧院)仍在正常放映经营。

湖南剧院曾位于五一广场西南角，因
为五一大道拓宽而搬迁至韶山路，成
为现在的湖南大剧院。 周泽干是湖南
大剧院搬迁后的第一批老员工：
“2002年，我们的票房首次破千万，是
湖南第一家电影票房过千万的电影
院，在全国国有电影院中排名第三。”

现在，湖南大剧院的电影票房仍然
维持在每年700万至900万之间。 在周
泽干看来，除了及时更新设备、硬件装
修保证观众的观影效果，怀旧这张感情
牌是湖南大剧院的一件利器：“和其他
影院明显不同的是，我们的观众中有很
多是中老年人，他们从大剧院开业起就
在这看电影，早已经习惯了这里。”

现状
湖南大剧院和东风影城硕果仅存

分析
多层原因致使老电影院纷纷关张

·长沙老影院

2005年
的银宫电影
院。

湖南剧院的老电影票。
燎原电影院2013年被划入棚改区。

长沙画院院长在合作现场题字。
记者 刘丰 摄

2010年1月，《阿凡达》上映，长沙各家影城
门口都排起长队，那里面有你的身影吗?时间往
回拨动一个十二生肖的轮回，1998年《泰坦尼克
号》上映时，你又是在哪看的?它们还在吗?

2013年，长沙新增影城13家。2014年前4个
月又增4家，还有4至6家有望在年内开门迎客。新影城风生水起，上世纪70年代
开始，曾为长沙人带来无数欢乐的老影城却是几乎消失殆尽，风光不再。

曾经风光无限，如今踪迹难寻

那些年，爸爸妈妈
约会过的电影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