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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市民电影形态与左翼电影的新主题〔∗〕

———再读«小玩意»(１９３３)

○ 袁庆丰
(中国传媒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部,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摘　要〕１９３２年左翼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的唯一形态,就是题材与主题局限

于恋爱、家庭、婚姻、伦理和武侠,对社会现实持保守态度的旧电影即旧市民电影.作为

中国左翼电影的开创者和最高代表之一,孙瑜在１９３３年编导的«小玩意»,是他继一年

前的«野玫瑰»之后又一部正面宣传抗日救亡理念的左翼电影.«小玩意»沿用了旧市民

电影的常规题材,但主题思想却是全新的;继承了旧市民电影的暴力和情色元素,但却

全面体现出左翼电影的阶级性、暴力性、宣传性即社会批判性等特征,尤其是将旧市民

电影中暴力的道德诉求,转换提升为阶级性的意识形态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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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了无声片«小玩意»〔１〕,这是孙瑜继前一年的«野
玫瑰»«火山情血»«天明»之后〔２〕,编导的第四部左翼电影.收集到的当时«申报»
广告如次(引文中的左斜杠/,标明的是语句的分行位置),曰:

“电影的伟大杰作联华的伟大出品孙瑜的伟大贡献艺术的伟大

收获/为大众的福利 该怎样牺牲/为民族的生存 该怎样奋斗/对工业的落

后 该怎样挽救/对身体的康强 该怎样修养/「小玩意」兼有/「天明」的力,/
「野玫瑰」的美,/「火山情血」的热,/「野草闲花」的艳,/是孙瑜的心血,脑

汁! /是国片的生命,灵魂!”〔３〕

“告诉你:帝国主义和内战/是怎样的残酷和凶狠! /指示你:惟有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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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才可以活命图存! /帝国主义步步加紧像我们进攻,/残毒的兽行,屠
杀,侵略/威胁着我们整个民族! /醒醒吧,朋友,/不要再做梦了! /敌人的

炮口正向我们准备! /起来吧,朋友! /发出你的勇气! /振作你的精神! /
「小玩意」指示你:/偌大的民族要想不亡不灭,/只有团结,抵抗,奋斗,牺

牲!”〔４〕

“内政教育两部电影检委会特别加奖/各界来函注意 诸君要求重映反

帝战争国产有声伟大巨片/挣扎/本院以盛意难却兹决以片期排妥再度开映

请注意开映日期为荷.”〔５〕

«联华画报»透露,影片“最重要之布景(无锡叶大嫂家内景)”就拍了将近一

个月,镜头多达一百三十余个〔６〕;袁丛美和阮玲玉,分饰男主人公袁璞和女主人

公叶大嫂〔７〕,介绍黎莉莉饰演叶大嫂的女儿时,点出最重要的一句台词:“假如中

国人人齐心,真的兵舰恐怕已经造好几千只了!”〔８〕一个自称“拥护国片的忠实份

子”则称:“听说两部伟大的成功之作「母性之光」「小玩意」相继完成了,我当时精

神为之一振.”〔９〕

«联华画报»除了称赞编导孙瑜的“艺术创作能力”,也赞美“摄影周克,布景

方沛霖”的“相得益彰”〔１０〕.而影片之所以值得一看,更因为:
“「小玩意」是孙瑜的「野玫瑰」后的一张比较费心血的作品,他此次用儿

童玩具做了不平凡的题材,同时以新颖的艺术手腕构造成一部新兴的艺术

品「小玩意」也是阮玲玉和孙瑜「野草闲花」三年后的合作品,他们这次

的合作,能超越「野草闲花」的成绩,当为意中事黎莉莉更有惊人的进步

了,「火山情血」「天明」那一片也不如这一张馀如:袁丛美,罗明,刘继

群,韩兰根,王桂林,赵崖,殷秀岑,聂耳,黄筠贞他们都在这里担任要

用,所以这「小玩意」更为精彩.因为我们自信这张片子是不致使国人失望

的”〔１１〕

有评论者敏锐地指出,«小玩意»的题材“似乎注意到民间微细的地方”,因此

“才显着新颖而有力”,进而提出如次主张:“我们先不十分希望我们的影片多量

的能在欧美映演,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抵抗得住外来的侵略.”〔１２〕

刚看完的观众,点评了十几处“很可赞扬的地方”,如“富有诗意的太湖风

景”;“极美化的摄影”;阮玲玉、袁璞、黎莉莉、韩兰根、赵崔、聂耳的表演;“珠儿与

阿勇月夜”谈情那场戏的“情趣”;袁璞归国后重访当年遇见叶大嫂故地时,“模糊

的画面这样摄法图片中尚属创见”的技巧;影片中的“悲壮惊人”“激昂到万

分”的情绪,“隽永”的对话和叶大嫂“发狂似的呐喊”对“人们灵魂”的“震惊”、“呐
喊着民众自救,救国家,救自家,救自己”这“最后的几个字幕的推出”等,结论是:
“「小玩意」是今日的中国所最需要的影片,它负着伟大的使命,带来了无限光

明———我们当顺着光明之路勇猛的前进”〔１３〕.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电影史论述,在肯定«小玩意»的意识形态立场如“帝国

主义侵略、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小手工业者的

—２３１—

学术界２０１８．５学人论语



破产,刻画了叶大嫂、珠儿这些劳动人民刻苦勤劳、优美质朴的形象”〔１４〕的同时,
批评影片存在“不少幻想的成份和违背生活真实的地方”〔１５〕.

１９９０年代之后,有研究者从艺术角度指出这部影片“标志着孙瑜的浪漫主

义创作风格臻于全面的成熟”〔１６〕之后,重复了１９６０年代的定论,即“«小玩意»中
的‘现实’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小玩意»中的人生又是一种诗化了的人

生”〔１７〕.２０００年以来,新一代研究者体察到了«小玩意»时的孙瑜“深痛的时代关

切”〔１８〕,对影片“乡村被赋予了一种肯定的价值和诗化的意境”〔１９〕的特色,则重

温了１９３０年代的肯定.
在我看来,只要始终认定影片的左翼电影性质,或者将«小玩意»划入左翼电

影范畴的前提下,许多相关问题都能顺理成章地解决〔２０〕.包括«小玩意»在内的

所有左翼电影,或有许多可以读解的视角、层面和领域.譬如左翼电影与旧电影

即旧市民电影的关联〔２１〕,再譬如«小玩意»体现出的左翼电影的新,当然值得再

次读解.

一、旧电影与新电影的时间顺序和文化承接

要评判«小玩意»以及其他左翼电影,首先要回顾１９３０年代初期左翼电影出

现之前的电影.

１９２０年代的中国电影,其题材、主题都是些什么? 几乎全部是恋爱、婚姻、
家庭、伦理道德———无论古装时装———都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等大

的方面没有太多关系.尤其是１９２０年代末期盛极一时的武侠片,譬如«红侠»
(１９２９)和«女侠白玫瑰»(１９２９,残篇)等,其时代背景放在哪个朝代都对得上〔２２〕.
换言之,观众看的时候根本就不关心这个是明朝的还是清末民初的,服装也可以

穿越,反正故事总是那些类型、表现套路———用王朔的话来说,就是长头发的和

不长头发的打来打去———连出家人都要卷进世俗纷争,乱七八糟,不一而足.

１９２０年代的中国电影形态,就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影片而言,我称之为

旧市民电影.旧市民电影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主题、题材局限于恋爱、婚姻、家庭

和伦理道德,同时对社会现实整体上持保守立场,对新思想和新事物多有反对态

度.譬如«情海重吻»(１９２８)中的勾引女主人公谢丽君的陈梦天,编导特意给出

的身份是在读大学生.这说明,旧市民电影中的反面人物不乏新知识分子———
而谢丽君的丈夫王起平虽然是个普通职员,却更知道守护传统伦理道德,甚至可

以原谅出过轨的妻子.〔２３〕

由此又可以看到,１９２０年代末期至１９３０年代初期的旧市民电影有新的东

西.譬如１９２９年出品的«红侠»,女主人公芸姑把一直爱恋自己的表哥介绍给了

一个刚被拯救出来的女孩子,令人震惊的是,当那女孩明确说明自己已经失去贞

洁、并非处女之身后,芸姑表哥竟说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因为“爱在精神”.这

显然是一种新思想,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和要求女性必须恪守贞洁的传统

伦理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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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旧市民电影中的类似突破,显然是接受了新思想的结果,或者说是

新的道德理念开始确立的体现.实际上,即使到了１９３２年,即左翼电影出现当

年,与之并存的旧市民电影中新的思想内涵更多地涌现———这意味着中国电影

的整体变化已然成熟———譬如,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南国之春»就明确提出反

对“礼教”、提倡“救国”〔２４〕.
因此,我把新电影出现之前的中国电影称之为旧市民电影.“旧”并非意味

着是错误的、应该被全盘否定,而应看作是一种规定性称谓,即相对于后来的

“新”,更侧重说明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与关联.

１９３０年代初期,中国电影发生重大变化,与以前的电影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的新电影开始出现,有了新、旧之分.这是当时和后来研究者的共识.譬如当时

的研究者把新电影称为“新兴电影”〔２５〕或“复兴”的“土著电影”〔２６〕.

１９４９年之后,大陆对新电影只承认或只提及左翼电影〔２７〕而罔顾其他.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则重新把新电影称为“新兴电影”(运动)〔２８〕,或“新
生电影(运动)”〔２９〕.这就正本清源了.因为新电影出现之前的电影是一种低级

的市民性文化“娱乐”〔３０〕.之前的电影即旧电影,就是我所谓的旧市民电影.〔３１〕

毋庸置疑,左翼电影是新电影〔３２〕.但新电影并非只有左翼电影,因为还有

其他形态的新电影,譬如,有与旧市民电影一样维护传统道德、但有条件地抽取

借用左翼电影思想元素的新市民电影〔３３〕,有既反对左翼电影的激进立场又反对

新市民电影世俗文化消费高度疑似政府主旋律电影,或曰新民族主义电影即国

粹电影〔３４〕,以及左翼电影的升级换代版———国防电影〔３５〕.

二、«小玩意»:以旧翻新的模式体现

任何新东西都是从旧而来的,所以,作为新电影的左翼电影,无论有怎样的

新颖之处,其实都可以还原追溯到旧电影形态并加以比较———我一向认为,左翼

电影其实是脱胎于先前的旧市民电影,二者间存在着文化逻辑关联〔３６〕,１９３３年

的«小玩意»亦不例外.

１．题材与主题

作为左翼电影,«小玩意»的题材与旧市民电影的常规题材没有什么不同,都
有对恋爱和婚姻的表现.旧市民电影中的婚恋题材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婚外

恋、三角恋等等.«小玩意»也有,女主人公叶大嫂算得上是红杏出墙———当然,
影片只表现了她精神和情感上的出轨———况且,如果要把喜欢叶大嫂的老的少

的男性都算上,那就不止多角恋.
显然,«小玩意»的题材与结构、恋爱情感的表现模式,与旧市民电影没有不

同,甚至是中规中矩.实际上,左翼电影从１９３２年出现那年,用的就是这套极为

成熟的模式,用的就是旧瓶装新酒的路数.始作俑者恰恰就是孙瑜.譬如他当

年编导的«野玫瑰»和«火山情血»,完全是旧市民电影的翻版.前者是一个少爷

开着豪车去乡下写生,碰见一个很漂亮的贫穷少女,两人你情我愿,但男方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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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强烈反对———故事就此展开.«火山情血»的恋爱以复仇为前提,但男女主

人公也是一见钟情、生死相依.
«小玩意»是一部左翼电影,它的题材虽然也是婚恋,但主题思想却与旧市民

电影有着迥异的本质,可说是全新的.旧市民电影无论怎么讲怎样的故事,其行

为意识最终都会回归或被收束到传统的、被主流价值观念认可的框架内.左翼

电影的主题思想,譬如«小玩意»,却有非常震撼、反主流的一面.叶大嫂除了对

自己老公好,对别的男性也很好,对婚外生情的袁先生更好.但两人你贪我恋的

情感,却并不世俗.叶大嫂和婚外情人袁先生两人的爱,是建立并基于对国家、
民族共同的大爱基础之上的,如同«野玫瑰»,男女主人公最终得以结合,是因为

共同走进宣传抗日救亡的游行队伍.套用的是一个旧模式,使用的是新话语、塑
造的却是新人物、表达的却是新思想,这就是左翼电影.

这跟旧市民电影完全不一样.譬如,«情海重吻»(１９２８)的男主人公之所以

能宽恕出轨的妻子,就是因为女方被第三者抛弃后准备跳海自杀———因此,在男

方看来,既然你能用死亡来表达忏悔(“知耻而后死”),那我还是原谅你好了,继
续做夫妻.所以,在旧市民电影的主题思想体系中,人们看到的是对传统伦理、
道德和观念的强调、维护和坚守,告诉观众的是:违背父母之命是不对的,红杏出

墙是不对的;如果出墙那就要以死来洗刷清白,除非丈夫原谅你了才可以不死.
«小玩意»对男女情感的表达模式,其实对旧市民电应多有借重.譬如着力

表现叶大嫂的风骚妩媚和爱慕者众多———可惜这个角色选择不当,基本失

败〔３７〕———也没有就此展开恪守传统伦理道德是否正确,而借助叶大嫂最终家破

人亡的故事,传播了家国一体尤其是抗日救亡的新思想、新理念.影片正面地表

现了抗战的到来和民众对抗战的热情,这是影片的主题思想,也是对当时中国社

会现实的直接的反应.左翼电影出现之前的旧电影即旧市民电影,其主题思想

始终不能溢出主流价值观念的堤坝,因此放置于什么年代背景都可以体现,也就

是与时代脱节.这是因为,旧市民电影依据的文化资源是旧文艺和旧文学,最典

型的例子就是武侠电影.

２．暴力与情色

暴力始终是旧市民电影最热衷运用的核心元素和最重要的构成条件之一,
最常见的就是噱头式样的打斗闹剧.譬如«劳工之爱情»(１９２２)当中,那些游手

好闲争风吃醋的混混们的拳脚来往;规模和层级高一些的,就是因为一个女人动

用军队打群架,譬如«西厢记»(１９２７);至于英雄救美和深山探宝的桥段,更是少

不了长拳短打的群殴戏码和单打独斗———前者的例证是«雪中孤雏»,后者的证

据是«怕老婆»〔３８〕.
武侠片里的暴力最为正规,是旧市民电影的高端标配.譬如１９２９年出品的

«红侠»和«女侠白玫瑰»,暴力贯穿始终.一帮人打来打去,看上去是正义战胜了

邪恶,实际上是满足了观众对暴力的渴望〔３９〕,鲁迅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使

是最底层的国人,还有比他更弱的妻子和孩子可以欺负〔４０〕.暴力是人性当中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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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存在的东西,且不分性别,更不分好人坏人.实际上,有时候好人身上的暴力

不比坏人少,只不过没有合适的机会.人们对暴力场面/影像的观赏实际上是对

暴力倾向的一种投射和宣泄.
因此,旧市民电影中的暴力元素和暴力表达,及其对主题思想的烘托,被左

翼电影全盘继承.但二者的暴力有一个本质的区别.１９３２年左翼电影出现之

前的旧市民电影,其暴力往往集中在个体暴力层面,即使是群体,也是偶发事

件〔４１〕———直到１９４９年前,仍然如此———而且,旧市民电影中的暴力往往只有道

德诉求,并不涉及意识形态.而左翼电影的暴力,是将个体和群体暴力整合提升

至阶级性的全体暴力,同时具有阶级乃至民族和国家层面的政治诉求———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新中国电影就是如此.〔４２〕

正因为如此,«小玩意»中的士兵们才高呼:“弟兄们,洗刷几百年中国军人的

耻辱,就在今天了!”“弟兄们一步也不要后退! 我们死也要死在胸前的

子弹上! ”民众则表示:“中国人被别人家欺负的够了! 我们的兵在前面打,
我们就应该在后面帮忙!”女主人公叶大嫂在上海街头高呼:“敌人杀来了! 
快出去打呀! 大家一齐打呀! 兵呀! 快开出去! 快出去杀敌

人! ”
需要再次提请注意的是,包括«小玩意»在内的左翼电影,其暴力始终有两种

指向:对内指向一切拥有强势地位的统治阶级,譬如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对外,
指向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４３〕.«小玩意»中的暴力和暴力

表达,始终立足于抗日救国的宣传.也正因如此,三年后即１９３６年,作为左翼电

影的升级换代版,国防电影索性以民族性取代了阶级性,用民族矛盾和民族解放

战争全面取代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４４〕

旧市民电影中的情色是与暴力并列的另一个亮点和卖点.譬如«红侠»
(１９２９)以及出品于同一年、刚刚发现拷贝的«盘丝洞»———谁都知道那群妖精会

穿着很简单的衣服,竭力表现人体的曲线之美,大部分人都知道这很有看头.与

其说旧市民电影的情色元素非常充沛,不如说包括制片商在内的创作者们都能

明白观众的需求,或者说,都会用市场行为来迎合人们的传统性需求.这并没有

可以被指责的地方.
问题是,新电影当中,唯独左翼电影对旧市民电影的情色元素继承最多.反

倒是追求娱乐和文化消费至上的新市民电影很少,有也是非常节制,譬如«脂粉

市场»对性乱行为的暗示〔４５〕;疑似政府主旋律电影或曰新民族主义电影即国粹

电影,自然更少,即使是出于对城市男女不端行为的批判展览,譬如«国风»〔４６〕.
因为,无论是新市民电影还是新民族主义电影,都始终接受着主流价值观念的道

德制约,而左翼电影的情色表现,更多的是其自身的反主流性质所决定的.
«小玩意»当中裸露就大胆至极.譬如饰演叶大嫂女儿珠儿的黎莉莉,仅仅

是她的性感大腿画面就出现了２５次之多.而且有几处镜头是低机位,不仅有穿

着短裤的臀部,还有从前面的两腿之间的角度仰拍.这当然是满足观众窥视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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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化行为,但更重要的,这又是左翼电影对情色元素运用的目的之一,即出

于宣传性的考虑.左翼电影历来以宣扬劳动阶级的健康体魄为己任,左翼编导

孙瑜的表现,可说是独一无二.

１９３２年,孙瑜编导的«野玫瑰»和«火山情血»,先后提携、捧红了王人美和黎

莉莉,两位女星的共同之处就是一双健美的大腿.俩人饰演的角色,出场不是短

裤就是草裙;即使是反面人物如«小玩意»中的舞女陈碧莉,也是玉腿舞动、香艳

之极.旧市民电影譬如«红侠»中的三点式群体情色表现,仅限于女性,属于男权

的视觉消费.而左翼电影如«小玩意»中的裸露,一方面是反主流主题思想的外

化,另一方面增加了大尺度的男性躯体展示.譬如«母性之光»和«小玩意»中都

有男性半裸场景,而«大路»中的裸露真可谓男明星集体肌肉秀———河中洗澡那

段,实为全裸———对人体之美的表现,编导孙瑜可说是空前绝后.

三、结　语

由于旧市民电影的文化资源是旧文艺、旧文学〔４７〕,所以其戏剧性的和表达

性结构的特征之一就是苦情戏的大量运用.这是旧市民电影拿捏受众最拿手之

处,譬如«红侠»(１９２９)的女主人公芸姑、«雪中孤雏»(１９２９)的女主人公春梅、«桃
花泣血记»(１９３２)的女主人公琳姑、«南国之春»(１９３２)的女主人公李小鸿,这些

人物形象无一不是哀苦无比.左翼电影如«小玩意»也继承了这种苦情戏模式:
叶大嫂的丈夫死于绝症,儿子被人贩子偷去卖给富人,女儿被敌机炸死,自己疯

了,恋人回来也不认识了然而,这种结构性惨景都是服务于主题思想:是谁

造成的? 是贫富不均和外敌入侵所致.
实际上,«小玩意»始终体现着左翼电影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阶级性.凡

是穷人都是好人,不仅道德品德高尚,外在条件也很好———男的帅,女的漂

亮———更重要的是,游商小贩叶大嫂是实业救国、抗日救亡的先行者和觉悟者.
第二,如前所述,暴力性,尤其是反抗外来侵略.第三,宣传性.左翼电影并不重

在讲故事,而是照搬旧市民电影成熟的故事套路和模式,呈现的却是新主题、新
思想、新理念、新人物.譬如叶大嫂说得很明白:洋货要侵占中国市场,民族工业

就要完结;敌人打来了,大家赶紧起来去打,要不然就亡国了.
实际上,左翼电影的宣传性也可以归结为社会批判性.左翼电影一定是表

达对当时或当下社会现实的不满.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一定存在着不同的声

音,甚至反对的声音、否定的声音;否则,就是不对称的,也就是不正常的.正因

为如此,我才将１９９０年代出现的第六代导演的作品称为新左翼电影〔４８〕.
从中国电影历史的维度审视左翼电影,就会发现,左翼电影从一开始就是站

在批判者的角度、以激进的立场和方式,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并发出自己的

声音.如果影片不作出批判,而是重在维护传统甚至道统、维护主流价值观念,
重在消费、娱乐甚至视觉奇观,让观众兴高采烈地掏钱、幸福地或唏嘘地看完然

后继续融入平庸生活,那就是新市民电影或旧市民电影———当然,从另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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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无法否认,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俗人.〔４９〕

１９３３年孙瑜编导的«小玩意»,是一个正面表现抗战的新电影———从旧市民

电影脱胎而出的左翼电影.但意味深长的是,«小玩意»中着力塑造的叶大嫂,她
对抗日救亡的宣讲呼号,是发疯以后的行为———众人的反应很清楚:“那个女乞

丐疯了”;换言之,影片并没有安排一个正常人来完成这类言行.因此,如果回归

左翼这个词汇的本质,那么就会明白,所谓左翼电影的左翼,就意味着先锋、另
类、前卫、反抗主流意识、颠覆主流价值理念.

注释:
〔１〕«小玩意»(故事片,黑白,无声),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３年出品;VCD(双碟),时长１０３分钟;编剧、导

演:孙瑜,摄影:周克,主演:阮玲玉、黎莉莉、袁丛美、汤天绣、刘继群.

〔２〕«野玫瑰»(故事片,黑白,无声),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２年出品;VCD(双碟),时长８０分钟;编剧、导

演:孙瑜;摄影:张伟涛;主演:王人美、金焰、叶娟娟、章志直、严工上.«火山情血»(故事片,黑白,无声),

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２年出品;VCD(双碟),时长９５分４１秒;编剧、导演:孙瑜;摄影:周克;主演:黎莉莉、郑

君里、谈瑛、汤天绣、袁从美.«天明»(故事片,黑白,无声),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３年出品;VCD(双碟),时长

９７分２２秒;编剧、导演:孙瑜;摄影:周克;主演:黎莉莉、高占非、叶娟娟、袁从美、罗朋.我对这三部影片

的具体意见,祈参见拙作:«从旧市民电影爱情主题向左翼电影政治主题的过渡———‹野玫瑰›(１９３２年):

早期左翼电影样本读解之一»(«文学评论丛刊»第１１卷第１期,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中国早

期左翼电影暴力基因的植入及其历史传递———以孙瑜１９３２年编导的‹火山情血›为例»(«河北师范大学

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５期)、«左翼电影的道德激情、暴力意识和阶级意识的体现与宣传———以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３年出品的左翼电影‹天明›为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三篇文章的完全版和未删

节版先后收入«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１９２２~１９３６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读解»(上海:上海三联书

店,２００９年)和«黑马甲:民国时代的左翼电影———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上下册,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３〕广告,«申报»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４日,第２３版,第２１７２４期.

〔４〕广告,«申报»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９日,第１版,第２１７２９期.

〔５〕广告,«申报»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４日,第２２版,第２１７４３期.

〔６〕“每周情报”,«联华画报»１９３３年第１卷第２６期,封面.

〔７〕〔８〕广告,«联华画报»１９３３年第２卷第２期,第１、１页.

〔９〕«热望着「小玩意」的公映»,«联华画报»１９３３年第２卷第９期,第２页.

〔１０〕«一个模型»,«联华画报»１９３３年第２卷第１０期,封面.

〔１１〕«国人极度的渴望「小玩意」公演有期»,«联华画报»１９３３年第２卷第１５期,封面.

〔１２〕«银海零星»,«联华画报»１９３３年第２卷第１６期,封面.

〔１３〕陆逢新:«看了「小玩意」后给了我几点不可磨灭的印象»,«联华画报»１９３３年第２卷第１６期,第１
页.

〔１４〕〔１５〕〔２７〕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２６８、２６９、２８３
页.

〔１６〕〔１７〕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３３、３３４页.

〔１８〕〔１９〕〔２９〕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１９０５－２００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５、

１６６、２４５页.

〔２０〕〔３７〕袁庆丰:«民族主义立场的激进表达和艺术的超常发挥———对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３年出品的

‹小玩意›的当下读解»,«汕头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第３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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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６〕袁庆丰:«‹野玫瑰›:从旧市民电影向左翼电影的过渡———现存中国早期左翼电影样本读解

之一»,«文学评论丛刊»第１１卷第１期,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１４－２２０页.

〔２２〕«红侠»(故事片,黑白,无声),友联影片公司１９２９年出品;DVD视频时长９２分０３秒;导演:文逸

民;副导演:尚冠武;摄影:姚士泉;主演:范雪朋、文逸民、瞿一峰、徐国辉、王楚琴、尚冠武.«女侠白玫瑰»

(又名«白玫瑰»,故事片,黑白,无声),华剧影片公司１９２９年出品;残片时长２６分５６秒;编剧:谷剑尘;导

演:张惠民;摄影:汤剑廷;主演:吴素馨、阮圣铎、盛小天.我对这两部影片的具体意见,祈参见拙作:«旧

市民电影的总体特征———１９２２~１９３１年中国早期电影概论»(«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旧

市民电影的又一新例证———以１９２９年友联影片公司出品的武侠片‹红侠›为例»(«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旧市民电影中武侠片的情色、打斗与噱头、滑稽———以１９２９年华剧影片公司出品的‹女

侠白玫瑰›为例»(«文化艺术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两篇文章的未删节版均收入«黑棉袄:民国文化中的旧

市民电影———１９２２~１９３１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上下册,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４年),敬请

参阅.

〔２３〕«情海重吻»(故事片,黑白,无声),上海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１９２８年出品,VCD(单碟),时长５９
分４８秒;编剧、导演:谢云卿;主演:王乃东、汤天绣、陈一棠、朱旦旦、王谢燕、刘继群.我对这部影片的具

体意见,祈参见拙作:«对１９２０年代末期中国旧市民电影低俗性的样本读解———以１９２８年大中华百合影

片公司的‹情海重吻›为例»(«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４期),这篇文章的完全版和未删节版先后收

入«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１９２２~１９３６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读解»和«黑棉袄:民国文化中的旧市

民电影———１９２２~１９３１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敬请参阅.

〔２４〕«南国之春»(故事片,黑白,无声),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２年出品,VCD(双碟),时长７８分３４秒;编

剧、导演:蔡楚生;摄影:周克;主演:高占非、陈燕燕、叶娟娟、刘继群、宗惟赓、陈少英、蒋君超、李红红.我

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意见,祈参见拙作:«论旧市民电影‹啼笑因缘›的老和‹南国之春›的新»(«扬子江评论»

２００７年第２期),这篇文章的完全版和未删节版先后收入«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１９２２~１９３６年中国

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读解»和«黑棉袄:民国文化中的旧市民电影———１９２２~１９３１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

解»,敬请参阅.

〔２５〕紫雨:«新的电影之现实诸问题»,«北京晨报»“每日电影”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６日,«三十年代中国电影

评论文选»,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８６页.

〔２６〕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６年,«中国

无声电影»(四),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８５页.

〔２８〕李少白:«中国电影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８７页;陆弘石、舒晓明:«中国电影

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１页;丁亚平:«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北京:中国广播电

视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１页.

〔３０〕范伯群:«“电戏”的最初输入与中国早期影坛———为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而作»,«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１－７页.

〔３１〕袁庆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中国旧市民电影向左翼电影的转型过渡———以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２年出品的‹奋斗›为例»,«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４０－４６页.

〔３２〕袁庆丰:«黑马甲:民国时代的左翼电影———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上下)»,新

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３３〕袁庆丰:«黑皮鞋:抗战爆发前的新市民电影———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上上)»,

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３４〕袁庆丰:«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１９２２~１９３６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读解»,上海:上海三联

书店,２００９年.

〔３５〕〔４４〕袁庆丰:«黑布鞋: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现存国防电影文本读解»,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３８〕«劳工之爱情»(又名«掷果缘»,故事片,黑白,无声),明星影片公司１９２２年出品,VCD(单碟),时

长２２分钟;编剧:郑正秋;导演:张石川;摄影:张伟涛;主演:郑鹧鸪、余瑛、郑正秋.«西厢记»(残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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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黑白,无声),民新影片公司１９２７年出品,VCD(单碟),时长４３分钟;编导:侯曜;说明:濮舜卿;摄影:

梁林光;主演:葛次江、林楚楚、李旦旦.«雪中孤雏»(故事片,黑白,无声),华剧影片公司１９２９年出品,

VCD(双碟),时长７６分２２秒;编剧及说明:周鹃红;导演:张惠民;副导演:吴素馨;摄影:汤剑庭;主演:吴

素馨、韩兰根、沈丽霞)、李红红、张惠民、丁华氏、张剑英、吴素素、盛小天.«怕老婆»(又名«儿子英雄»,故

事片,黑白,无声),上海长城画片公司１９２９年出品,VCD(单碟),时长７１分１１秒;编剧:陈趾青;导演:杨

小仲;摄影:李文光;主演:刘继群、张哲德、许静珍、洪警铃、高威廉.我对这四部影片的具体意见,祈参见

拙作:«‹劳工之爱情›:传统戏剧戏曲的电子影像版———现在公众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早期中国电影»

(«渤海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４期)、«传统性资源的影像开发和知识分子对旧市民电影情趣的分享———以

民新影片公司１９２７年出品的影片‹西厢记›为例»(«长江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雪中孤雏›:新

时代中的旧道德,老做派中的新景象———１９２０年代末期中国旧市民电影个案分析之一»(«淮南师范学院

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上世纪２０年代旧文化生态背景下的旧市民电影———以１９２９年出品的‹儿子英

雄›为例»(«汕头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５期),这四篇文章的完全版和未删节版先后收入«黑白胶片的文化

时态———１９２２~１９３６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读解»和«黑棉袄:民国文化中的旧市民电影———１９２２~

１９３１年现存中国电影文本读解»,敬请参阅.

〔３９〕每个人心里都有暴力欲望,这是一种本能,如同性欲望,只不过又被道德伦理所压抑———这是社

会进化后的另一种本能性的压抑.

〔４０〕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４１〕袁庆丰:«‹桃花泣血记›:模式的遗存和新信息的些许植入———１９３０年代初期的中国旧市民电影

样本读解之一»,«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２８－３０页.

〔４２〕我对这个问题更深入的讨论,祈参见拙作:«政治和艺术示范的标本———超级女声‹白毛女›»,

«渤海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４９－５７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影视艺术»全文转载),以及拙著:«新世纪中国电影读片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４３〕袁庆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电影市场和商业制作模式制约下的左翼电影———以‹母性之光›为

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７２－７６页.

〔４５〕袁庆丰:«‹脂粉市场›(１９３３年):谢绝深度,保持平面———１９３０年代中国新市民电影读解之一»,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第２７－３０页.

〔４６〕袁庆丰:«主流政治话语对１９３０年代电影制作的介入及其艺术转达———‹国风›:中国电影历史

中的“反动”标本读解»,«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４３－４７页.

〔４７〕袁庆丰:«中国现代文学和早期中国电影的文化关联———以１９２２~１９３６年国产电影为例»,«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１３－２６页.

〔４８〕我对这个概念的界定以及对部分第六代导演作品更深入的论述,请参见拙著«新世纪中国电影

读片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４９〕所以«泰囧»的票房才那么高,所以«泰坦尼克号»才有全世界那么多的人看.多年以后,３D版的

«泰坦尼克号»依旧如此.

〔责任编辑:陶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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