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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各大影院热映

的中国首部足球纪录电

影《决战梭鱼湾》，讲述

了出身业余联赛的大连

英博足球队，成功冲超、

创造中国足坛三年“三

连跳”奇迹的热血感人

故事。

《决战梭鱼湾》由大

连天虹影视文化服务有

限公司、大连文化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出品，中

共大连市委宣传部、中

共大连金普新区党工委

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

集团联合摄制。

《星海》版推出系列

影评，解读《决战梭鱼

湾》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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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大连
这座城市的
文化基因

〚董晓奎〛

足球，是大连的城市特色，是大连

独特的文艺题材。今年夏天，大连完成

了这个题材的创作——推出了中国首部

足球纪录电影《决战梭鱼湾》，为新大

众文艺的崛起提交了一份带有鲜明大连

IP的成绩单。

毫无疑问，纪录电影 《决战梭鱼

湾》是新大众文艺时代的精品佳作，这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所反映

的足球运动是中国大众参与度极高的运

动，大连足球从百年前兴起便具有全民

参与的特点。走过一个世纪，大连人对

足球的记忆和情感，已成为乡愁文化和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连人为足

球的每一声呐喊，成为岁月回响，融进

了血脉，塑造着大连人的性格，滋养着

大连人的精神。二是该影片的创作与完

成除了精湛的主创团队，还有大连英博

海发队的倾力投入以及大连众球迷的全

情演绎。这种创作模式充分体现了新大

众文艺的去中心化和非精英化的特征。

关于足球文化，大连可做的文章太

多了。作为出版从业者，看到大连为足

球振兴发展倾城而动，从球迷到教练，

从公交车司机到学者作家……共同为我

们热爱的足球事业把脉，也甚为激动，

几个地方文化策划编辑开始着手策划足

球文化图书选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

20世纪90年代，大连为足球出过三本

书：《中国绿茵之梦——万达甲A征战

录》《足球——大连最亮的名片》《中国

足球横空入世》。30多年过去了，我们

的足球事业虽然经历过坎坷，但大连人

的足球梦想与足球情怀一直都在。而

且，这种精神已经传承给下一代……

对于大连足球的记忆，人们更多是

停留在职业联赛的辉煌时期，对大连足

球历史了解并不多。大连第一支专业足

球队成立于1921年，名为中华青年会

足球队。中青队之后，大连又陆续组建

了几十支足球队，如隆华、工华、商

华、华青以及中华工学会足球队等。

1927年在大连举办的东北地区首次国

际足球比赛，中青队与隆华队联手组成

大连中华队，与日本国家队（以早稻田

大学的学生为主体）交战。新中国成立

后，大连人更加热爱足球运动，全民参

与，真正体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体育精

神。1955年10月30日，中国队迎战来

访的苏联泽尼特队，中国队中有7名队

员是大连造船厂工人。赛后，毛泽东同

志与大连造船厂球员李长平握手的大幅

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

几乎每个工厂都有足球队，每个老

百姓家庭的孩子都爱踢球，足球在大连

甫一兴起便体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特

性，与今天所倡导的“人民足球”的价

值指向不差分毫。新中国成立以来，从

大连走出了200多位国脚。作为中国第

一个足球特区，大连在足球改革发展中

的动作具有示范意义。职业联赛以来，

大连先后8次夺冠，创造连续55场不败

的奇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大连青少

年足球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2015年公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总体方案》提出：“把校园足球作为

扩大足球人口规模、夯实足球人才根

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基础性工程。”作为足球城，

大连的校园足球令人刮目相看，踢球的

人、会踢球的人、踢得好的人更多了；

教足球的人、会教球的人、教得好的人

也更多了，这就是大连足球文化的根本

体现。

为策划足球文化图书，出版社与市

体育局召开了座谈会，在这个会上，我

们了解到振兴大连足球，使其发挥龙头

作用，成为全国样板的相关要求。足球

文化图书分为三个品种：一是报告文

学，二是漫画，三是足球教学训练大

纲。足球文化图书将面向广大青少年群

体，让每一个热爱足球的孩子了解中国

足球发展历史，了解大连足球曾有过的

辉煌和未来的愿景，真正理解体育精

神、学习足球文化，为我们的城市发展

注入新的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足球事业，

尤其关心青少年足球发展。总书记强

调，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

在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人们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如

今，我们大连推出了足球题材的纪录片

《决战梭鱼湾》，为中国热爱足球运动的

青少年树立了精神坐标，参与足球运动

已成为我国青少年体验、适应社会规则

和道德规范的有效途径。

大连的足球历史底蕴深厚，大连

人对足球文化的理解层次更高。几代

大连人热爱足球运动，执着守望大连

的足球事业。经济与人文的互动是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相互作

用的“五位一体”的表现。期待《决

战梭鱼湾》公映后，我们大连能够继

续关注足球文化，联合推动足球文化

图书的出版工作。图书出版后，将举

办一系列主题活动，围绕足球文化，

将大连的体育、教育、国际交流、商

业合作和旅游等联动起来，深入宣传

大连，讲好大连故事，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贡献文化的力量。

从“人民足球”到“新大众文艺”

〚曲圣文〛

很少有电影能像《决战梭鱼湾》这

样，开场几分钟就看得人热泪盈眶，热血

沸腾，荷尔蒙飙升！6万人的专业足球

场，座无虚席——不对，是站无虚席——

全景镜头显示，全场观众无不站着呐喊

助威。这是情绪的宣泄，是情感的表

达，是精神的洗礼，也是人格的重塑。

每个从球场走出的人，都是重生。从这

个角度讲，一场足球比赛（或推广至更

多的体育赛事）产生的巨大能量，远胜

于一场电影、一部舞台剧、一本书、一

首歌。足球运动所释放的力量之美，教

练员技战术安排的智慧之美，运动员球

技展示的艺术之美，形成一个巨大的能

量场，让观众为之倾倒，为之疯狂。一

场足球比赛的爆发力、震撼力、感染

力，是任何一项体育赛事都无可比拟

的，更不论其他各种形式的运动。这里

展示的是一种雄性的美，一种阳刚的

美。

纪录片《决战梭鱼湾》在一开头，

就向观众展示了足球运动的强大魅力，

展示了观众参与的巨大热情，排山倒

海、气吞万里。可以说是先声夺人地紧

紧抓住观众。让每个观众仿佛置身在那

座美轮美奂的6万人足球场，亲历球队

的进步与成长，体会每个参与者的喜怒

哀乐。

电影以大连英博足球队的冲超历程

作为叙述主线，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球

队如何完善、提升自我，取得一场又一

场的胜利以及如何从一次次失利的阴影

中走出，战胜自我。过程无非是球队的

备战，教练员的排兵布阵，球员的场上

拼搏，一场一场踢下来。但电影看起来

一点儿都不枯燥，一点儿也不拖沓。想

来，影片编导是从下面几个方面着力。

“平民球队”自带一种励志品质。足

球是看球星的，越是大牌球星越是吸引

观众。但一路从中乙中甲冲上来的大连

英博，全队身价还没有一个大牌球星身

价高，毫无疑问地属于一支“平民球

队”。这样的球队的每一场胜利都来之

不易，都会激励正在奋斗的每一个人。

家乡球队自带一种亲情属性。影片

中有一个情节颇为令人动容，即在球队

进入拍卖程序的最后时刻，有人伸出援

手，使球队终于获得新生。这个人就是

电影的主角之一：王魁，一个土生土长的

大连人，一个企业规模并不很大的企业

主。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市委、市政府对

球队的支持，他们以1500万元资金补足

了资金缺口。所以，一些关键的场次，我

们每每会看到这个浓眉大眼的中年男人

的激情流露。

“足球城”底蕴深厚的足球文化。还

让我们难以释怀的，是片尾以字幕的形

式，录出了历届中国国家足球队的大连

籍球员名单。正是他们，不仅为大连这

座城市争得荣誉，也为我们国家的足球

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可以这样认

为，我们国家足球事业的几次高光时刻，

都有大连足球人的参与。随着大连英博

的进步与成长，这支平民球队也开始引

起国家队的关注，不断有球员进入各级

国家队名单。

正是以上几个因素使得这部纪录片

有了故事片的情节张力，有了故事片的

情感力量，凝结为一点就是：足球塑造了

大连精神。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

要的拼搏精神、进取精神。是的，英博的

球员，大连的观众，甚至梭鱼湾球场，共

同参与了城市精神的塑造。

这是一部难得的好电影！

一部展示城市精神的好电影

〚关婷元〛

中国首部足球纪录电影《决战梭鱼

湾》作为从创作到演出都由本土制作的

“大连造”作品，一经上映便唤起了大连乃

至全国球迷的深情回应。这部影片以中

甲联赛最后四轮冲超历程为叙事核心，将

体育竞技的热血与城市文化的厚重熔铸

于88分钟的影像之中。影片突破传统体

育纪录片的框架，以职业球员转型导演的

独特视角，在纪实美学的光影交织中，完

成了对大连足球精神的当代诠释。这种

诠释不仅是对一座城市足球记忆的深情

回溯，更是对体育与城市共生关系的深度

探讨。这座城市与足球之间难以割舍的

羁绊，在镜头的捕捉下携手演奏起专属于

“足球城”的命运交响。

纪实美学的艺术突破

在纪实电影的专业维度上，《决战梭

鱼湾》既要恪守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又

要在运动美学与人文叙事中寻找平衡，

最终在“力与美”的碰撞与交织中呈现竞

技体育的视听盛宴。纪录片的核心魅力

源于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即时性记

录。影片中，中甲联赛最后四轮的赛事

直播镜头与幕后跟拍形成时空复调，

VAR技术回放与手持摄影的晃动镜头

共同构建了观赛体验的真实质感。高密

度叙事策略更是将4场关键战役的战术

博弈、更衣室的心理交锋、球迷群体的情

感共振进行时空压缩，形成类似于剧情

片的戏剧张力。而真实的情境、即时的

记录，比“剧本”更显戏剧化和煽情性。

影片将身体运动转化为视听语言，

将精神表达融于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

统一之中。声音蒙太奇的运用，使观众

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竞技体育的原始力

量。在一路过关斩将，处于顺境的热血

比赛中，以鼓点声作为背景音，传达激昂

奋进的情绪意志；而在背水一战，身处逆

境的关键战役时，则通过时钟节拍器的

声音，营造出令人揪心的紧迫感。在剪

辑球队连败阶段的素材时，导演没有刻

意渲染失败的悲情，而是择取教练鼓励

球员的对话及球员紧张备战的情境，让

真实的困境与希望并存，在尊重事实的

基础上构建情感共鸣。

足球之城的精神史诗

大连是中国职业足球发展历程中的

重要城市，其城市精神与足球文化早已

形成共生关系。影片通过多重叙事维

度，对大连足球精神进行了立体剖析、深

刻读解。影片回溯的1923年大连中华

青年会足球队战胜日本球队的历史影

像，与当代球员在梭鱼湾的拼搏形成跨

时空对话。将英博队的冲超壮举置于大

连百年足球史的坐标系中，凸显其“复兴

者”的历史定位。这种集体记忆的影像

化，让体育超越竞技层面，成为城市身份

认同的文化符号。

在空间叙事维度上，梭鱼湾足球场

不仅是物理空间，亦是精神图腾。当6

万余名观众的声浪汇聚成“蓝色风暴”

时，这里既承载着大连足球的历史记忆，

又成为城市精神的当代象征。影片还注

重人物群像的刻画，球员在关键比赛前

的备战训练中受伤不能参赛，体现了竞

技体育的残酷与坚韧；出资方王魁在球

队资金链断裂时的坚守，折射出民间力

量对足球事业的热爱；赤膊呐喊的王大

爷、掀起人浪的男人女人、挥舞旗帜的孩

童，共筑起足球城的平民史诗。这些人

物群像的“集体出演”，将大连足球精神

具象化为“永不言弃”的集体人格。

城市文化的当代重构

影片对大连城市文化的诠释，已然

超越体育范畴，触及城市精神的深层结

构。当空镜头穿插于紧张刺激的比赛场

景之间，不仅承担着连接情节段落的技

术功能，更是通过展现大连市最具代表

性的地标建筑、城市景观以及海洋文化

等元素，将赛场、足球与城市紧密编织于

一体，城市文明与足球事业深度绑定。

当镜头掠过梭鱼湾的海岸线时，海浪声、

海鸥鸣等自然声效，与球场内的欢呼声

形成声景对位，海洋的辽阔与足球的激

情达成精神同构，赋予城市文化以开放

包容的现代性特质。

城市认同感亦在“球迷文化”的激情

表达中悄然彰显，如“单刀赴会，载誉而

归”“荣耀大连，并肩作战”等随着大连英

博足球队征战全国的条幅，书写着球迷

与球队同行，球队与城市一体的共荣共

辱的精神纽带，构成了大连足球文化的

民间叙事。当冲超成功的瞬间，6万余名

观众合唱《大连大连》时，个体情感升华

为集体记忆；当“足球振兴发展，建设体

育强国”口号得以切实践行时，城市精神

之格局与国家发展之愿景紧密呼应。

《决战梭鱼湾》的意义在于用纪实影

像完成了对体育、城市、历史的多维解

读，影片不仅是一部足球纪录片，更是大

连城市精神的当代宣言。它通过专业的

纪实美学、深刻的文化诠释和强烈的情

感共鸣，为中国体育纪录电影创作提供

了新范式，也为城市文化传播提供了新

思路。有家长在观影后疾呼：“应该带初

中生高中生都来看，电影教会孩子们如

何在绝境中托举自己。”这恰恰揭示了影

片最珍贵的价值：将看台与观众席上的

能量转化为延续城市文脉的火种。当全

国各地球迷在黑暗中与银幕上的蓝色风

暴同频心跳，担任影片旁白配音的知名

体育评论人黄健翔的解读得到了印证：

“这不仅是关于大连的纪录片，更是中国

足球精神的图腾。”这部88分钟的影片

可以说是足球写给大连的长篇情书，而

这座用足球定义自我的城市，已在影像

中完成对未来的庄严预告——只要梭鱼

湾的海风仍在，看台上的歌声永续，足球

城的血脉便恒久炽热。

纪实美学与城市精神的命运交响

(

下)

〚刘晓婷〛

每座城市均有其标志性建筑，每

座城市亦有其独有的象征，足球是大

连这座城市特有的标签，而梭鱼湾体

育场已成为大连新地标。早在1921年

3月10日，中华青年会成立大连市第

一支有组织的足球队——中青队时，

足球就深深植入大连的城市基因。作

为“足球之城”的大连具有深厚的足

球文化底蕴，对大连而言，足球不仅

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文化、一

种情感、一种精神。

作为中国首部足球纪录电影，《决

战梭鱼湾》于2025年7月4日全国院

线上映并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决战

梭鱼湾》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设置，

以“真实性”与“艺术性”相融合的

创作手法刻画生动的人物群像，展现

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冲超经历，满足

观众不同的精神文化需求。

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成立于2021

年，2022年获中冠联赛第四名，冲乙

成功；2023年获中乙联赛亚军，冲甲

成功；2024年荣获中甲联赛亚军，冲

超成功，创造三年“三级跳”中国足

坛奇迹。英博与英文YOUNG BOY谐

音，寓意着大连足球青春洋溢、朝气

蓬勃，不断涌现青年才俊，为了更好

的明天拼搏奋进。

影片以纪实手法描绘大连英博坎

坷冲超历程，将镜头对准运动员和教

练员，其中老队员比例较高，教练采

取新老结合的方式，充分调动老队员

的积极性，同时增加年轻队员的出场

机会，丰富比赛经验，尽快完成新老

交替，增强战斗力。

《决战梭鱼湾》采取戏剧化叙事手

法，既有开场4连胜的高光开端，又有

6轮仅胜1轮的瓶颈时刻，还有决战梭

鱼湾的高潮迭起。创作者借助铺设悬

念、揭示人物内心等叙事方式，交替

展现激烈比赛与细腻情感的画面，增

加电影叙事张力，将观众带入决战时

刻。创作者展示运动员将个体奋斗与

城市荣誉巧妙缝合，彰显坚韧不拔、

拼搏进取的足球精神；他们既是个人

奋斗拼搏的象征，更是大连足球荣誉

的承载者。同时，影片聚焦球迷群

体，作为足球场上第12人，他们的支

持与热情成为足球赛场上亮丽的风景

线。在2024赛季，大连梭鱼湾足球场

迎来观众63万余人次，球迷的热情与

城市的灵魂交融，形成大连独特的足

球文化。

影片的叙事空间涵盖比赛场地、

训练场地、运动员的生活空间等，这

些空间不仅是体育活动发生的场所，

也是叙事展开的平台。落成于2023年

的梭鱼湾体育场，以“海浪和海螺”

为设计灵感，“炫彩叠浪”为设计理

念，“海洋蓝”为建筑立面定妆色，三

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优势，将大连的海

洋文化与足球精神融为一体。影片在

真实的比赛场景及紧张的训练比赛氛

围中，将观众迅速带到激烈的体育赛

事中，在汗水、泪水中感受运动员们

的拼搏精神。在大连英博决战梭鱼湾

的关键时刻，更衣室成为主要叙事空

间，英博俱乐部投资人、教练员、运动员

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球队及时调整心

态，缓解压力，坚定冲超信心。主教练

李国旭强调团队合作与战术配合，教练

员、运动员拧成一股绳，球员们没有因

为对手的强大而畏缩，反而激发起他们

的战斗精神。球队在比赛中展现出的

团结与拼搏，使观众们看到中国足球在

新一代青年身上的可能。英博俱乐部

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在足球的道路上坚

定前行，书写出热爱与拼搏、坚持与梦

想的大连足球故事。

足球被誉为“世界第一大运动”，

其核心精神是团队协作、勇往直前，

恰与大连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城市

文化相契合。《决战梭鱼湾》以高密度

的体育叙事，展现足球作为运动项目

的专业性和竞技性；通过与大连足球

的历史与现实相关联，凸显影片的赛

事场域性，展现大连鲜明的足球文化

与城市精神。电影成为传播足球精神

与地域文化的一种媒介，体育运动、

影像艺术和城市文化基因在这部电影

中得以有机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