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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阮玲玉自杀的社会意义赋予

刘长林　马磊磊

　　摘　要：1935年3月8日�著名女影星阮玲玉自杀身亡�轰动社会。媒体迅速报
道�引起一场大讨论。舆论从将其自杀归于个人的恩怨情仇�到说她是被封建主义毒
害、被黑暗社会制度压迫而死�批判对象由个人延伸到社会�烘托出她被杀的弱者形
象；同时�又说她是为妇女解放而牺牲�将她塑造成具有献身精神的新女性。对于预防
自杀途径的探讨�舆论认为不但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而且要注重人际交流还有行业协会
的建立及彻底的社会改造等。其自杀被演绎成具有丰富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成为社会
舆论言说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等宏大时代主题的契机与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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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8日�电影表演艺术家阮玲玉自杀�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纷纷评说其自杀反映的社会问题�蕴含的社会意义。以往对于阮玲玉自杀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
其表演艺术、自杀原因、遗书真伪①�而对于阮玲玉自杀所引起的社会反应�以及当时社会舆论
如何看待阮玲玉自杀�研究不够。本文试图从阮玲玉自杀之后的报道、讨论等入手�对人们如何
建构阮玲玉自杀的社会价值与意义�及当时社会舆论的话语结构与话语策略�试作初步探讨。

一、自杀原因探析：从个人批判到社会批判
阮玲玉1926年从影至1935年�成为市民大众喜爱的著名电影女明星�其自杀自然引起传媒

广泛关注�一时之间 “各报函电纷传�国人交相叹惜 ”②。如时人所说： “这暗示了多少社会意
义�行将成为上海的报纸产生一场热闹的讨论�那是无容置辩的。”③媒体主动承载、激扬大众舆
论�紧扣自杀意图的揣测�撩开社会讨论的大幕。

由于事出突然�媒体开始侧重事件的报道及自杀的具体原因�舆论集中在与其自杀直接相关
的张达民身上�称电影明星阮玲玉 “最近被前夫张达民所控告�刺激甚深�乃于昨晨三时许�
突起厌世之心 ”④。有的以 “阮玲玉殉讼 ”⑤的大标题报道。张达民控告 “阮玲玉侵占与伪造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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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罪 ”①�阮玲玉于开庭审理的前一天自杀�报道自然与诉讼案联系起来。阮玲玉的两封遗书也
针对张达民：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
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不论�就拿我和他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
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 （怨 ） 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
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唯有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不足惜�
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阮玲玉绝笔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晚。 （续笔 ） 我不死不能明
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的愿�你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看你怎样逃过这个
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以 （已 ） 经害死了我啊！”② 透露出以自杀向张
达民抗议的意义。报道与遗书形成相互印证关系。

由于传媒提供的参考框架能影响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各种针对张达民个人批判式的报道
引来人们对张达民的声讨。唐瑜痛骂张达民： “一个无赖�他是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不问他
自己曾否和阮玲玉有否婚约�不想自己已经领到她二千四百元的脱离后 ‘赡养费’�仍厚着脸皮
告人通奸。”③ 一些女学生说 “她的死�完全是张达民害的�张达民真该雷轰雷劈�才能给阮玲
玉报仇雪恨 ”④。 “阮玲玉的自杀�一般人都将责任推到张达民身上去。”⑤

而媒体试图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引导舆论的展开。因张织云与唐季珊有过恋情�传说因阮玲
玉导致彼此恋情的破裂。记者采访张织云�张说： “外间或认为阮女士为余之情敌�此实错误�
以余之心坎中�确无此印象也�余于阮之死�亦不欲有何批评�但为中国妇女缺乏真实学问�致
其悲痛耳。大概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之故�意志比较薄弱�每在遭受痛苦时�易为错觉支配。”
“至于唐季珊之为人�在余未发生意见之前�颇能相爱�但爱情未能专一�此殆为一般男子之通
病�或不独咎唐君。”⑥ 但报道冠却以醒目标题⑦�舆论批判转向唐季珊�女性言辞更为激烈：
“一个富商�尤其是置女性于股掌之间的富商�无论怎样的女子�纵逃不出这层恶势力的魔障�
张织云不是一个吗 ”？ “杀害了阮玲玉的罪魁是这诱惑女性�玩弄女性�蹂躏女性的唐季珊啊！”⑧
“一个女伶、女明星的出世�以及在社会上名声地位的造成�都非这批寄生虫的扶掖及捧场不
可。而历来女子伶人及现代女子影剧家的悲剧�大半起因于此。”⑨ 批判目标导向唐季珊为代表
的富人�将他看成杀害阮玲玉的帮凶。

唐季珊成为众矢之的�有人提供唐季珊虐待阮玲玉的 “管束太严�不得自由 ”� “完全把阮
玲玉当做一个泄欲的工具 ” 的罪证〇10。唐季珊在阮玲玉的葬礼上试图澄清： “阮女士与本人之结
合�决非因追求奢侈生活。”〇11 但无法左右舆论�明星公司声明�绝不以公司的名义参加唐季珊
主持阮玲玉的丧事� “因唐为电影界之罪人�致阮于死之导火线 ”〇12。唐季珊与张达民被建构成杀
害阮玲玉的角色： “阮玲玉的悲剧�唐张二人是脱不了干系的。”〇13

媒体希望讨论在更广阔的层面深入展开。《铁报》在 《申报》刊登广告说： “敝报认为阮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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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案子明日开审》� 《申报》1935年3月8日。
《阮玲玉含冤以死》� 《申报》1935年3月10日。1935年4月26日 《思明商学报》刊载另两封遗书。两遗书真伪问题
早有争论。侯艳兴认为� 《思明商学报》的遗书不可能是真的�参见 《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年版�第151－154页。
唐瑜： 《悼阮玲玉》� 《中华日报》1935年3月11日。
《中华日报》1935年3月14日。
黎守愚： 《谁杀害了阮玲玉》�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一个觉悟的前辈》� 《时报》1935年3月11日。
《张织云谈阮玲玉之死�唐季珊用情不专》� 《大美晚报》1935年3月11日。
华静： 《谁杀害了阮玲玉》�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明： 《如何解脱社会的压迫》� 《时事新报》1935年3月12日。
《读者来信报告唐季珊虐待阮玲玉之种种》�载 《影戏年鉴》�上海电声周刊社1935年版�第24页。
《阮玲玉昨日入殓灵櫬定后日举殡》� 《时事新报》1935年3月12日。
《明星公司未参加执拂之原因》�载 《影戏年鉴》�上海电声周刊社1935年版�第25页。
《阮玲玉自杀后之一般舆论》� 《大美晚报》193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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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之死�乃一严重社会问题�为特公开征求社会舆论。关于阮玲玉之死�究为社会所杀耶�为唐
季珊所杀耶�为张达民所杀耶�为阮玲玉女士自杀耶�凡属读者皆可投稿。”① 《中华日报》一则
征求读者意见通知： “我们觉得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讨论谁杀害了阮玲玉是必要的。这一问题�
我们是希望着读者们能够迫制一下自己奔腾着的情感�冷静地思考一下�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
谁是元凶�谁是帮凶�尽量地写出你们的意见。”②

这时�舆论也开始对阮玲玉本身进行反思。在一般人看来� “阮之自杀�不外乎婚姻问题之
牵累 ”③�虽然称她 “烈女性 ”�也将其死归于 “红颜薄命 ”④�女人命苦。一些固守传统贞洁观
者�认为阮玲玉自杀是不守妇德的必然结果� “阮在女明星中�夙以风骚擅长�似属杨花水性女
子 ”⑤�她 “如果从了张达民之后�不和唐季珊发生关系�不和张达民脱离 （关系 ）�当然不致
被张所告�不被张告�自然也不必怕什么人言 ”⑥。站在维护妇德的立场上�宣扬 “不管恋爱自
由进步到何种程度�趁着孝堂做亲的丈夫出门的时候�便姘了他的朋友而实行同居�难以认为是
种正式的勾当吧。……阮玲玉 （除了她的艺术上功绩 ） 是一个死不足惜的女性 ”⑦。因此 “阮玲
玉的死是自己促成的�奔放狂纵送了她的性命�享乐奢靡埋没了她的灵魂 ”⑧。 “间接使她送命
的�还是 ‘黄金’和 ‘虚荣’�假使她当初不嫁给张达民�不会死；后来不改嫁唐季珊�更不会
死 ”⑨�批判时人倡导的爱情�认为 “新女性 ” 追求的爱情�其实就是虚荣。

有人则究根溯源�说阮玲玉不能超脱享乐的诱惑�坠入物质生活的牢笼�是 “不正确的意
识杀害了自己 ”〇10。她 “一个觉醒的或半觉醒的灵魂 ”� “脑子里的封建残余是很有力的�” 〇11不是
进步的新女性。王尘无则说阮玲玉的生活和思想�是完全资本主义的�不能在这种半资本半封建
社会立足了〇12。阮玲玉作为 “小有产阶级的女性 ”〇13�她的意志与生活存在巨大矛盾。旭东说：
“这种矛盾实际是一种精神生活向上和物质生活向上的矛盾�她不能在这矛盾中求得适当的解
决�即是说她不能脱除这矛盾的苦痛�她不能勇敢的牺牲个人的享乐而献身于伟大的前途�于是
她怯懦的自杀了。”〇14 否定阮玲玉自杀行为的可取性�进而质疑阮玲玉的进步性�以阶级分析的
话语�将阮玲玉定性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女性。

这样�自杀就 “不仅是单纯的阮玲玉个人问题�不仅是单纯的个人自杀问题�不仅是单纯
的妇女问题 ”〇15�而是全社会的问题。阮玲玉说的 “人言可畏 ”�将新闻界置于批判的风口浪尖。
“当阮、唐、张的诉事发生以后�有多少报纸上�用着各种引人注意的字符�油滑的评语�标题
这事件�以博得观众的欢迎�增加报纸的销路。因此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发生许多漫骂、批
评、讥讽�而使艺人多感神经�受一个极大的刺激�而至恐惧、悲痛、自杀。”〇16 记者补牢主张
报章应该 “慎用舆论权威 ”�告诫报界 “不要仅仅为了满足你们的卑劣的欲望 （如迎合低级趣味
以推广销路等等 ） 而不惜违反神圣的记者道 ”〇17。另有记者主张 “新闻制度�应该来一个大变革�

12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〇10
〇11
〇12
〇13
〇14
〇16
〇17

《申报》1935年3月10日。
《谁杀害了阮玲玉征求读者意见》� 《中华日报》193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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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阮玲玉联》� 《电声》第4卷第12期。
《阮玲玉自杀后之一般舆论》� 《大美晚报》1935年3月13日。
沈约明： 《阮玲玉自造悲剧》� 《电声》第4卷第12期。
陈浩： 《阮唐张三人均有不足》� 《电声》第4卷第12期。
宣文傑： 《谁杀害了阮玲玉》�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阮玲玉自杀》� 《社会日报》1935年3月11日。
赵华： 《不正确的意识杀害了自己》�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1日。
聂绀弩： 《阮玲玉的短见》�载 《蛇与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0页。
尘无： 《悼阮玲玉先生》� 《中华日报》1935年3月11日。

　〇15　何可人： 《阮玲玉哀史》�育新书局1935年版�第39页。
旭东： 《创立阮玲玉演技奖金倡议》� 《申报》1935年3月19日。
金君敏： 《阮玲玉女士自杀之检讨》�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补牢： 《慎用舆论权威》� 《大美晚报》193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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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走上真实为社会人群服务�负起指导社会走上正轨的任务 ”①。鲁迅也为阮玲玉伸张正义�
“现在的报章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
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
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于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
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② 他批评民众的
看客心理、窥视女性的癖好�理解女性的受辱状态�对阮玲玉寄于了深切的同情。

论者陆续展开对于整个社会的激烈批判�说 “买办、市侩、律师、黄色新闻……他们相互
结合而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内容�这社会就是杀害了阮玲玉的凶手 ”③！抨击社会背后的话语策略�
是发泄对于现实的不满与愤恨�启迪民众奋起反抗黑暗社会的剥削压迫。

阮玲玉是自杀者�而自杀往往被社会所否定。杜重远认为 “自杀是弱者的表现�阮玲玉的
自杀只是表现了自己的怯懦 ”④。但一些论者不认同阮玲玉死于怯懦�于是出现建构被杀的话语
倾向。海若直言： “世界上并没有自杀的人�归根到底自杀者莫不是被杀者 ”⑤。 “阮玲玉女士的
死�不是自杀�分明是被杀的！手枪也许是张达民的诉讼�和唐季珊的欺骗；然而动手放的真正
刽子手�却是这古老的中国的封建社会。”⑥ 是被 “黑暗的�畸形的�矛盾的�罪恶的现社会 ”
所杀⑦。“被杀 ” 的话语建构策略�使自杀归于民国的罪恶社会�推动舆论导向社会批判�揭示
自杀事件所反映的社会弊端。如批判国民党当局提倡的尊孔读经� “这种古风的盛世�当然容不
下再嫁的阮玲玉 ”⑧� “已经死去了的封建僵尸又在复活起来�而且尽量的发挥着底下腐朽的气
氛�阮玲玉之死就是在这一条件之下被牺牲了的 ”⑨。 “坟墓里挖出的封建主义的男权�以欺压弱
小的女人�女人无处可逃 ” 〇10�批判现行制度无法保证女性的根本权益�只是男性压迫女性的工
具。

在社会批判的宏大话语里�他们认定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毒害、黑暗社会的逼迫、现实制
度的缺陷导致了阮玲玉的死亡。纪念阮玲玉女士�就要 “以更大的力量�来彻底的扫除这封建
势力和黑暗社会 ”〇11。通过阮玲玉 “被杀 ” 的话语建构�使之成为反对尊孔复古逆流、抨击民国
当局的借口�促使人们将反对目标转向现实社会因素。社会舆论从个人批判向社会批判的延伸�
超出个体死亡的悲剧事实�赋予了自杀事件广阔的社会意义。阮玲玉自杀 “被称为近世十大社
会新闻之一 ”〇12�与当时社会舆论广泛关注不无关系。

二、新女性建构：呼唤受压迫女性求解放
20世纪30年代�具有左翼倾向的文艺工作者�将 “新女性 ” 形象搬上银幕�阮玲玉主演的

《新女性》等电影�便是在这一领域的实践。但银幕女性形象并未获得左翼阵营的一片喝彩�王
尘无曾严厉批评没有新女性的角色呈现〇13。但观众却通过电影角色的欣赏�将 “新女性 ” 标签赋
予阮玲玉。影迷断言阮玲玉已经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是处于领导妇女提高妇女地位、伸张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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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评阮玲玉与张达民诉案之新闻记事态度》� 《中华日报》1935年3月14日。
鲁迅 （笔名赵令仪 ）： 《论人言可畏》� 《太白》第2卷第5期�1935年5月20日∙
谢影笑： 《关于谁杀害了阮玲玉》�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杜重远： 《悼阮玲玉》� 《新生》第2卷8期�1935年3月。
海若： 《谁杀害了阮玲玉》�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影坛同人： 《悼阮玲玉女士》� 《民报》1935年3月11日。
杜宇： 《悼阮玲玉女士》�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8页。
漫灰： 《阮玲玉的自杀》� 《时事新报》1935年3月11日。
向英： 《阮玲玉死在封建余孽之下》�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白石： 《悌阮玲玉》� 《申报》1935年3月10日。
陶星仲： 《纪念阮玲玉女士的真意义》�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民国二十四年�联华影业公司编�第67页。
参见史鹏 《近世中国十大社会新闻》�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尘无： 《关于＜新女性＞的影片、批评及其他》�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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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者�负着重大使命的电影明星 ”①。 “全都是改正社会上荒诞的传统的意识�替劳动阶级起
共鸣 ”②�社会真正期盼的并不是软弱的女性�而是 “应该与恶环境奋斗到底 ” 的女性�于是她
努力在银幕表现中� “把现阶段社会中女性之痛苦和弱点�充分显示出来�现身说法来警醒一般
的女性 ”�但最终她 “仍旧屈服于恶劣社会下�做了过渡时代的女性牺牲者 ”③�因为压迫而不能
反抗环境而一死了之。将银幕形象与真实的阮玲玉混为一谈�将她对于封建制度的批判、妇女解
放的希望描述成阮玲玉的自我认知�将理想中为国家、社会前途的新女性形象赋予阮玲玉�在为
国为民的话语塑造下�其女性形象呈现出光辉的色彩。

建构阮玲玉的新女性形象�是为了让女性认识到妇女境遇的悲惨和斗争的重要�呼唤受压迫
的女性求解放。黎瑛指出是 “万恶的半封建荼毒下的社会�资本主义糜烂下的世界 ”�“男性的
世界 ” 杀害了阮玲玉④。 “吾辈不幸而生此恶浊之世�尤不幸而生柔弱之女子�因乎贫困�迫于
环境为图生而奋斗。”⑤ 赵清阁呼吁： “看！前面敌对着的凶手�报复呀�姐妹们！奋起勇敢的精
神�掏出真挚的热情�要施救未来许多的继续被牺牲�要安慰这位用自杀求解放的女性！”⑥ “我
们女子�我们要为已牺牲的女性报仇�……这样阮玲玉的牺牲才不冤枉。”⑦ 在妇女解放话语里�
阮玲玉成为女性群体受压迫的象征�黑暗社会迫害下的牺牲者。

阮玲玉生前联华影业公司同人也积极塑造她的新女性形象。黎民伟说： “阮玲玉决不是这样
糊涂的一个人�她的逃世�不是为了解脱自己�而是一个可怜女子�一个弱者�对于社会上无情
的压迫�作一个消极的最后表示。” 罗明佑甚至说阮玲玉之死为 “妇女受压迫之最高表示 ”� “以
阮女士之天才、地位、酬报�在我国妇女界已少观�但犹不免因被压迫而死�其他妇女之痛苦更
可相见 ”。评价阮玲玉一生是 “斗争的一生 ”� “灿烂光荣之一生 ”。 “阮适于妇女节自杀�绝非
一般自杀可比�实为妇女解放及社会正义而呼喊�自有其意义�人生原为服务社会而生�非自私
自利而生�阮玲玉之死�并非自杀�实为社会及妇女而牺牲者。” 在他们看来�阮玲玉是在封建
社会制度之下�感到女子永远不能翻身�不能挽救自己�不能改善社会�也不能拯救在水火之中
的女同胞�她要以自己的牺牲 “向社会要求正义�向社会要求女子的平等�自由！” ⑧

媒体两次发表的遗书�均找不到阮玲玉为妇女大众的慷慨陈词�而仅仅是对张达民、唐季珊
的个人指责和不堪舆论压力的哀叹。而女性同胞的愤怒声讨�强调的是责任与义务�主要论说的
是阮玲玉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联华同人高调评价阮玲玉�提升阮玲玉自杀的意义�说她是为妇女
解放而毅然献身的新女性�是因为 “向黑暗的社会进攻 ”⑨的女性形象符合要求反抗、变革的时
代主流。这些妇女解放话语�是20世纪30年代�由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执政当局实施反动政
策�引发民众抗争、要求革命意识的反映。阮玲玉自杀本来只是追求个人生活的正义�经过舆论
言说�成为应在社会层面达到的正义。这一自杀事件成了时人特别是妇女表达社会意愿、要求解
放的象征性符号。

三、防止自杀途径：从端正人生观到社会改造
在追悼阮玲玉时�时人认识到 “阮玲玉女士之死�决非区区联华公司一家之损失�而系中

国艺术文化重大损失 ”⑩。 “不特是中国影界的大损失�亦是吾国妇女界大不幸！”〇11 阮玲玉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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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静： 《谁杀害了阮玲玉》�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陈权荣： 《纪念阮玲玉》�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37页。
李萍雷： 《悼阮玲玉女士》�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3页。
黎瑛： 《悼阮玲玉女士》�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6页。
梁赛珍： 《悼阮玲玉姊》� 《时报》1935年3月11日。
赵清阁： 《悼阮玲玉女士》�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4页。

　⑨　陶懿： 《新女性中的消息》�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41页。
　⑩　羊丁： 《埋玉记》� 《联华画报》第五卷第七期� “阮玲玉女士纪念专号 ”�第22－24页。
兰影： 《悼阮玲玉女士》�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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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自杀的首位女明星�之前已有毛剑佩、艾霞相继自杀身亡。电影演员相继自杀�引起人
们深刻反省� “为了中国电影今后之成长�不能不尽力的将这不良的风气遏止下去 ”①。“这类悲
剧�是仍旧每天在这社会上继续地上演着�阮玲玉�不过是因为她的出名�而为社会人士所注
意�叹惜�许许多多的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悲剧�将如何去阻止它呢？”②

对于预防自杀的途径�人们认为首先应从个人改造做起� “实有改变生活态度的必要 ”�应
该稍带一些革命的态度。 “现代妇人所以脱不了男子的玩弄�一大半由于女子的生活太不坚实�
安适淫靡的小布尔生活。其实不一定是怎样的绝对快乐。艺术的园地早已大开了�应该起来冲破
束缚�而为自己打出一条出路。”③ 要求女艺人改造人生观�认为自杀 “终是弱者的态度�既有
这种坚决意志�应该与恶环境奋斗到底�应该把她在影片中代表弱女性奋斗的精神拿出来�应付
一切才是 ”④。 “每一个新的影人�每一个新的女性�是要很直接地负责于伟大的明朝的。我希望
大家一致的觉醒。”⑤ 怎样才能真正的觉醒？旭东说 “电影演员更应当�从这一惨变中觉醒过来�
深切的认识现实�更正确地认识历史决定意义的前途。然后将自己的认识和信心�通过电影艺术
发扬光大。同时将个人生活极力单纯化、朴素化、科学化�以毕生精力从事艺术的奋斗 ”⑥。他
勾勒出理想化的生活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境界�仿佛只要全身心投入到艺术之中�包括自杀在内的
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具有一种激进、反抗、奋斗精神的人生观�可以作为女影星个人安身立
命的基点。 “为了促进中国电影演员们演艺的努力和生活修养的健康�为了减绝悲观的风气 ”�
旭东倡议创立阮玲玉演技奖金给予 “真正努力与电影艺术的人们 ” 以 “光荣的鼓励 ”⑦。

旭东的说法和倡议虽然对预防自杀有益处�但自杀更多是由于在生活中�在处理人际关系
中�遇到了难于处理的问题。所以一些论者希望 “电影从业员各自洁身自爱 ”⑧�是具有建设性
的建议。对于这个问题�女影星张织云在谈到曾有自杀之念�后接受任矜苹劝告乃知挣扎奋斗
时�说 “去年五月以前�余茗不遇任先生�或遇任先生�而不接受劝告�立志奋斗�亦颇有自
杀可能……倘阮女士�亦能有人于事前向之解脱�或不致自杀�于此可知古人慎交之说之价值�
与良师益友之重要 ” ⑨。她说明了交友和沟通对预防自杀的重要性。而阮玲玉的生活中�唯独缺
少良师益友般的心理危机干预�费穆深有同感： “联华的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艺
友’的关系而不是朋友�这是一个特点�同时也是缺点。特别是女演员�往往不拍戏就没有见
面的机会。阮的私人生活和她的痛苦是不容易被人知道的。阮的讼事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同事替
她策划应付。这件事�我们至今引以为憾。”〇10

这样�人们探讨如何将工作的团体�组成为朋友式的团体�成为生活的港湾�从而远离自
杀。凌鹤说： “电影从业员�彼此都独立在黑暗中摸索。相互之间�不相闻问。”〇11 中国电影界缺
少组织、活动与交流�女影星在遭遇思想困惑、生活苦恼、感觉自己无助时�找不到精神支持�
得不到鼓舞�往往孤立无援�难免陷入自杀泥潭�以至于悲剧丛生。旭东、凌鹤等人倡议创立阮
玲玉演技奖金�加强电影界组织的活动及交流联系�试图使电影界加强凝聚力�以此激励电影演
员为艺术贡献力量�从而减少自杀事件的发生�这与迪尔凯姆所推崇的建立行会等职业团体以预
防自杀的情形极为相似〇12。“在一个有凝聚力和生气勃勃的社会里�彼此不断交流思想和感情�
如同一种相互的精神支援�这种精神支持使得个人不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是分享集体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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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⑦　旭东： 《创立阮玲玉演技奖金倡议》� 《申报》1935年3月19日。
《吊艺人阮玲玉女士之死》�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明： 《如何解脱社会的压迫－－－悼阮玲玉女士》� 《时事新报》1935年3月12日。
李萍雷： 《悼阮玲玉女士》�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3页。
《联华画报》�第七卷第五期� “阮玲玉女士逝世周年纪念号 ”�第8页。
伯坚： 《阮玲玉与中国电影艺术》�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50页。
《一个觉悟的前辈》� 《时报》1935年3月11日。
费穆： 《阮玲玉女士之死》� 《联华画报》第7卷第5期。
凌鹤： 《关于阮玲玉演技奖金之创立》� 《申报》（电影专刊 ） 1935年3月26日。
［法 ］ 埃米尔·迪尔凯姆： 《自杀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29－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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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在他自己的力量到了极限时从中得到鼓舞 ”�从而减少自杀的发生�反之 “个人所属的群体
越是虚弱�他就越是不依靠群体�因而越是只依靠他自己 ”①�则会增加自杀的概率。

由于将阮玲玉之死归于宏大因素�向英认为 “阮玲玉是恰称地象征了目前的中国社会�她
的死并不是我们中国的出路 ”②。 “社会问题不根本解决�难有部分的改造 ”③�主张 “根本改造
来扼止自杀的狂流 ”④。杜重远认为 “与其以自杀和毁灭来对社会抗争�为什么不以这种伟大的
勇气�来参加现社会的改造呢 ”？ “我们目前这个万恶的社会�正需要我们去加以改造 ”⑤。更有
人提出 “生者应将如何努力�尤其应以改革社会为职志 ”⑥。金君敏提出： “ （1） 全国的舆论界
一致痛击利用金钱摧毁艺人的市侩。 （2） 纠正不正确的舆论禁止一切以无聊文字耀人耳目的报
纸。 （3） 注意灌输艺人以知识�使其思想正确�见识高超�理智坚定。”⑦

女性们从自杀惨剧中认识到： “妇女的解放�从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曾经一遍一遍的酝酿�
但始终没有成功。” 于是向女性同胞呐喊着 “劝你们切勿自杀�来把这自杀的勇气�向这些无耻
的男人不公平的社会来一个总攻击吧！” “女性们起来吧！来和这些专门攻打女性的恶魔奋斗！”⑧
“这些畸形的不合理的现状�不久就要过去、战胜了阴恶的环境�消灭了种种流毒�人类是有前
途的！同志们！自觉吧！阮氏自杀的事已经痛切的教训了我们：生活是决不能委曲求全的了�自
由是非彻底争取不得的！那么团结起来�努力啊！”⑨ “总该努力地向社会进攻。”〇10 妇女们以大
无畏的革命精神�求得问题的完全解决�使女性远离自杀�从而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些说法具有
革命时代的话语特征�强调斗争热情�颂扬牺牲精神�期盼女性抱着对国家、社会的强烈责任
感�为妇女解放、社会革命而奋斗。

综上所述�阮玲玉自杀引发的社会舆论�反映了民国社会不同阶层与群体意识形态、价值取
向甚至政治立场、话语系统的差异。既有将其自杀归于个人层面的恩怨情仇�贪图享乐�不守妇
道�又有归于社会层面的红颜薄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及男性压迫�而社会宏大因素成了重点
批判对象�自杀建构成了被杀；虽有指责她自杀是太懦弱�但很多人却将她看成为妇女解放、社
会正义而毅然献身的新女性代表。相比个人因素�人们寄希望于根本的社会改造�认为社会制度
和秩序处于合理状态�才是预防、救济自杀的根本途径。这种由个人向社会的归因与推演�是近
代以来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思潮的继续和现实表现。

（责任编辑：周小玲 ）

　　评审意见：论文角度新颖�视角独特�由小见大�是篇较好的社会文化史论文。作者从分析
1935年3月媒体对著名女影星阮玲玉自杀身亡的报道入手�解读关于阮玲玉自杀大讨论的社会
意义。资料收集全面�概括得当�并有社会史问题意识。全文层次分明�由个人到社会�层层递
进�并评价了当时对于预防自杀途径的探讨。本文提出结论是阮玲玉自杀 “被演绎成具有丰富
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成为社会舆论言说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等宏大时代主题的契机与符号 ”。
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并具有较强的理论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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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埃米尔·迪尔凯姆： 《自杀论》�第215－216页。
向英： 《阮玲玉死在封建余孽之下》�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英襄： 《在阮玲玉自杀以后的感想》�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60页。
尘无： 《悼阮玲玉先生》� 《中华日报》1935年3月11日。
杜重远： 《悼阮玲玉》� 《新生》第2卷8期�1935年3月。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金君敏： 《阮玲玉女士自杀之检讨》� 《中华日报》1935年3月20日。
子思： 《关于阮玲玉自杀的感想》�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52页。
英襄： 《在阮玲玉自杀以后的感想》�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60页。
陶懿： 《新女性中的消息》�载 《艺人阮玲玉荣哀录》�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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