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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明星报道研究的现实意义

 / 余庆华　

中国的电影明星产生于20世纪初，研究《申报》电

影明星报道，以《申报》对阮玲玉的报道为例，对审视

当今娱乐明星的报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27年3月13日，《申报》刊登了文章《<挂名夫

妻>中之女主角阮玲玉（照）》,接着有两篇文章报道：

《记〈挂名夫妻〉影片试映》和1928年《观〈白云塔〉

试片记》。《申报》对阮玲玉的报道从1927年到1932

年，前后近5年时间只有3篇文章进行了报道。阮玲玉

1927年以《挂名的夫妻》一片登上影坛，此后在《血泪

碑》中饰演梁似宝，本来是守旧女孩，但一朝堕落之

后，便愈陷愈深，最后良心发现，觉得无地自容，遂拔

刀自尽；在《白云塔》中饰演的绿姬也是先是夺人所

爱，后又见异思迁，最后羞愧难当，坠楼自杀。阮玲玉

树立了风骚艳丽的坏女人形象，这些都归功于影片和广

告。《申报》打造阮玲玉成为巨星从1932年12月4日开

始，也就是《申报》办了电影专刊以后。《申报》开始

报道阮玲玉的工作、生活、相片等，让大众更加了解

生活中的阮玲玉。从1933年开始，社会对明星的认可度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电影明星十分时尚，令人崇拜。

因为美国电影女明星玛丽·璧克馥获得了第二届奥斯卡

最佳女演员金像奖来沪访问后，《明星日报》效仿其做

法也举行了明星选举。《申报》在1933年3月1日刊登了

《电影皇后选举揭晓》的报道，阮玲玉得7290票，位列

第三，虽然不是电影皇后，但成为尽人皆知的女明星。

《申报》在“造星”的过程中，也开始“毁星”，

刊登了《阮玲玉的脸》《张织云与阮玲玉》《影星陈玉

梅胡蝶黎明晖阮玲玉徐琴芳胡珊唐雪卿徐来范雪朋合影

（照）》《阮玲玉近影（照）》《阮玲玉积劳抱病》《阮

玲玉的两出好戏》《阮玲玉怒打老费》《阮玲玉嫁陈善

人》《阮玲玉主演<新女性>》⋯⋯这些报道受众可接

受，阮玲玉也可接受；但1935年1月11日的《阮玲玉小史

一页》因曝出了阮玲玉很多隐私，则可能对阮是致命打

击。她屡屡扮演风骚类角色，而生活中的她未经明媒正娶

与两个花花公子式的男人做了“挂名的夫妻”，前者是电

影故事，后者是真实生活，人们把阮玲玉主演的电影《血

泪碑》《白云塔》《劫后孤鸿》《故都春梦》等影片结合

在一起，从中解读出“阮玲玉”的“风骚”自然是情理中

事。阮玲玉在婚姻官司中，受唐季珊的胁迫在《申报》上

刊登郑重声明，而法院判决张达民无罪。过了9天，即1月

27日，《申报》刊登了《阮玲玉女士玉照》。阮玲玉的美

貌再次打动了张达民，张达民心有不悦，于是到法院起诉

阮玲玉和唐季珊。《申报》2月28日，3月8日刊登了《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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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民诉阮玲玉唐季珊案开审经过》，且阮玲玉案的开审引

起受众的巨大热情，3月8日《申报》刊登《阮玲玉案开审

有人向法院预领旁听证》，很多人想在法庭一睹阮玲玉的

美丽风采。结果，阮玲玉走上了韦明的路，韦明为了救病

危中孩子的生命，也不得不去做“一夜的奴隶”。阮玲玉

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用自己的生命进行了抗争。《申

报》作为当时的大报，随后作为旁观者刊登了《阮玲玉遗

影》《阮玲玉含冤以死，遗书痛责张达民》等等，3月17

日《申报》刊登《再挽一代名演艺家阮玲玉女士》：“外

铄内迸，遂殉了那所谓可畏的人言，竟抛其伟大的艺术生

涯，别母遗孤投绝路。”后戛然而止，一直到《申报》停

刊，《申报》就再没有报道明星的婚恋官司。

《申报》报道电影明星的时间很短，不到30个年

头，但留下的东西却不少，《申报》电影明星报道对中

国电影、中国电影明星和娱乐明星新闻的产生和发展都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申报》报道电影明星的过程

中，可得到很多启示。

一、从社会责任理论角度看，电影明星

报道需人性化

社会责任理论认为，“新闻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

权利，同时，媒体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1]为了

说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社会责任论强调：一个人的言

论自由权利必须与别人的个人权利、主要的社会利益

相平衡，否则会受到限制。不得运用言论自由去煽动仇

恨、诽谤、说谎，也不得故意利用大量篇幅来玷污真理

的源泉，否则就没有要求言论自由的权利。这表明新闻

自由以坚持道德的义务为条件，即新闻自由不能侵害他

人和社会的利益。新闻自由必须以社会责任为规范，因

此报道的内容必须正确而有意义。

《申报》是民间商业性报纸，以盈利为目的，会以适

合读者需要，扩大发行量，增加广告收入的市场化运作来

维持自身发展。从积极方面看，《申报》报道明星培养了

一大批影迷，促进了电影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提升了

电影明星的知名度，也引领了社会的时尚。但从消极方面

看，侵犯了明星的隐私，如阮玲玉的婚姻官司，结果导致

阮玲玉自杀。笔者通过翻阅《申报》发现：阮玲玉死后，

《申报》再也没有报道明星的婚姻官司。这说明《申报》

后来认识到明星婚姻官司的报道可能会导致明星自杀等严

重后果。当时的小报报道张达民和唐季珊的庭审情形时，

大多突出电影明星阮玲玉是怎样先后与两个男人同居一

事，而《申报》作为上海的大报，不是批评小报这种恶劣

行为，反而从另一个角度以《阮玲玉小史一页》的标题来

报道这场讼事，在文中述及阮玲玉早年与张达民同居之事

时，作了许多不负责任的描述。说明《申报》只注重自己

的商业利益，并没有肩负社会责任。因此，从社会责任角

度出发，媒体报道明星应该人性化。

二、从保护人格尊严的角度看，明星报

道要求人性化

《申报》的明星报道没有维护明星的尊严。《申

报》的“明星小史”注重的是通过深挖明星的隐私，以

博得受众的喜欢和扩大《申报》的销售和广告收入。

《申报》报道明星时，常常把明星这个人的职业与人

的身份混淆在一起，如《坏人的话 王献斋》[2]《阮玲玉

嫁陈善人》[3]等。王献斋在电影中专演反派人物，《申

报》称他为坏蛋，就是王献斋去世，《申报》刊登的标

题为“银坛坏蛋王献斋昨去世”。阮玲玉饰电影《香雪

海》中的人物阿素，《申报》为了打动读者，没有说阿

素嫁陈善人，反而说阮玲玉嫁陈善人。媒体报道明星时

应该关注明星的人格尊严，不得把明星作为表演者和自

然人的身份交叉。否则，明星尊严的落空和受损会给明

星个人和社会造成伤害，社会不把明星当做人，而当做

物，一个给观众带来娱乐之物。媒体要保护明星的人格

尊严，报道就须人性化。

三、从社群主义理论角度看，明星报道

要求人性化

社群主义的概念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埃米里·迪

尔凯姆在1887年正式使用的。一般的社群主义者把社群

看做是“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生

活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做其自

己的目标。”[4]社群主义者通过社群优先于自我、善优

先于权利、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三方面的伦理问题

来唤醒人们对社群、善和公共利益的重新认识，从而协

调个人多样性和社群统一性之间的平衡，重在建立和谐

稳定的社群。

《申报》电影报道明星注重满足媒体的发展需要，

但损害了明星的利益。明星也是社群中的一员，针对

阮玲玉自杀，定明在《申报》发表的《阮玲玉自杀的面

面观》总结得十分全面：“放在封建社会人的顽固心目

中，定会摇头，痛骂伊‘好马不披双鞍，好女不嫁二

夫’，死有余辜。放在普罗列塔利亚的眼角，会嘴一

歪，鼻哼！‘软弱的东西’！放在影迷的嘴角边，会摸

摸脑瓜杓儿，泪流落两腮，大为影坛前途悲哀；或捶胸

捣肚，大洒同情之泪。放在正深感恋爱（下转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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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颇具诱惑力的媒介中，人们为什么一定要读书？

这是摆在所有出版商面前的又一大难题。

虽然面临种种困惑，英国数字出版行业近年的发展

还是给整个出版业乃至全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从业者传统角色的变化。传统出版商在将其内容

资源数字化后，又实现了数字出版产品的平台化，而技

术商也开始涉足出版业。此时的出版商与技术商的界限

已不明显甚至有可能会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态势。第二，法律条文的修改。为了保护新生的数字出

版业，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全面修订版权法。其核心是在

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平衡读者、出版商、软件技术

人员等和著作权人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人类文化公共

性与其版权资源合法性之间的关系。第三，读者阅读体

验的改变，网络平台的互动交流，可以极大地满足现代

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

结　语

数字出版的诸多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数字高新

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为数字出版未来发展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发展空间。我国著名学者周永明在剖析技术对人类

社会中的意义时直陈，决定技术在社会中的角色的“关

键并非技术本身，而是人们如何使用它”。[6]数字出版

技术现已成为人类文明、文化传播与继承的最新载体。

除技术领域外，英国数字出版业的市场环境还与政治、

经济、法律、社会等领域息息相关，更多的问题与挑战

还将不断出现。如何应对消费者有限的时间和预算，如

何快速、全方位地满足并丰富人们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

求，如何“让文字走得更远”等问题必将影响英国乃至

全世界出版商和技术商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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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22页）痛苦者的脑袋里，会感受兜头一瓢冷水，募地清醒转来。”[5]阮玲玉是社群中的人，社群为阮玲玉

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社群组织必须保障阮玲玉的生存、自由、权利，尊重阮玲玉的人格尊严，全面地尊

重和保障阮玲玉的人权，让社群成为阮玲玉的依赖。然而，阮玲玉认为没有找到这些可靠的依赖，许多媒体充满了

对她的讥讽，就连《申报》这样的大报也在嘲笑她，排斥她，因而她只好撒手人寰。从社群主义角度看，明星报道

应该人性化。

现代“人文关怀”脱胎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人文关怀主要是指对个体的人的主体性及其

存在方式的关怀，体现出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关怀，尊重人的个性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等。它的中心是以人为

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体贴人。因此报道明星时，就应尊重明星个体生命与价值、关注明星生存状况、肯定

明星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并以此来提升明星报道的审美价值。《申报》明星报道研究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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