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NTAIWORLD 兰台世界↑LANTAIWORLD 兰台世界↑

第五，监察权与立法权。在五权制度下，监察权与立

法权是平行关系，立法委员与行政官员同样受监察权的

制约。
第六，监察权与司法权。在五权制度下，监察权与司

法权也是平行关系。
第七，考试权与监察权。在五权制度下，考试权与监

察权独立为平行关系，所有监察官员必须经过考试才能

被任命，而主管考试的官员亦有可能被弹劾。
结语

对于宪法和宪法实施问题，王宠惠先生提到，制宪

是一回事，而宪法实施，特别是宪法实施的环境是另一

回事。而五权宪法的精义一方面在于政权的区分，不仅

在于五种权限的划分，尤其在于完成分县自治的制度。
王宠惠先生对于五权宪法的基础以及内容的阐述可谓

精辟如理，为我们研究五权宪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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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从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孩，成长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当红明星，期间的经历坎坷而多舛。本文以时间为线索，重点研究以

下三方面问题：一、从艺之前的阮玲玉；二、从艺之后的阮玲玉；三、阮玲玉之死及其由此引发的社会争议。
阮玲玉 电影 演员 生活史 “阮玲玉之死”

一、阮玲玉从艺之前的生活史

1. 父与女。阮玲玉的父亲在一家外商独资公司工

作，这是一家工资很低的公司。他和他的很多同胞一样，

从广东移民到上海，他们大部分来自广东的农村地区。

他来到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搬运工，后来他做了园丁。
此后，他还卖过水果。不幸的是上海滩上的恶势力砸碎

了他的摊位。在广东老乡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在石油公

司工作的机会，他勤俭地攒下每一分钱。1906 年，在他

三十岁的时候，与来自同一省份的阿莹结婚。他们的第

一个孩子是三年以后出生的，第二个孩子阮玲玉是

1910 年 4 月 26 日出生的。几个月后，大女儿得了天花

不治身亡。不久后，阮玲玉也得了伤寒，在带阮玲玉看

病的路上，阿莹为了保护女儿，摔伤了肩膀。1914 年阮

玲玉的父亲又换了份新的工作，他们一家也搬到了老阁

楼武昌路。阮玲玉成长过程中，很少有时间能和父亲呆

在一起。因为她的父亲需要乘渡轮到工作地，路上耗费

的时间很长，晚上回家已经很晚。阮玲玉的母亲为了养

家，不得不去贴烟盒，以赚取微薄的收入。在阮玲玉六岁

时，父亲患肺结核去世，享年 44 岁。
2.母与女。父亲的死改变了阮玲玉一家的生活。母

亲先是帮别人洗衣服，但是没有足够的经济收入支撑她

们的生活。阮玲玉的阿姨在她母亲绝望时帮她争取了一

份管事工作，但对方明确要求只让她一人前去做工。阮

玲玉只能被寄养在阿姨家。但工作还不到一个月，阮玲

玉的母亲便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抛开女儿，便辞了这份

工作。阿姨决定帮阮玲玉的母亲重新物色一份新的工

作。这次是想让阮玲玉的母亲在中国的大户人家中做

工。据说这个张姓的大户人家也是从广东迁来，这家主

阮玲玉的人生和她的时代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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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前清官员，外面还有几房姨太太。张家有四个孩子，

最小的儿子叫张达民，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母亲打麻

将。阮玲玉的母亲在这里帮佣,开始多少有了一些收入，

于是决定送阮玲玉到私立学校中读书。在短短的一年

后，阮玲玉想在上海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她的母亲把

她送到了贵族寄宿学校———崇德女子中学，这里的学生

大多来自富裕家庭。在这所学校读书的时候，阮玲玉的

母亲帮她改名阮玉英，并且叮嘱女儿千万不要对同学说

自己是佣人的女儿。
1919 年 5 月，五四运动爆发。在这场运动中，倡导

者提出了解放被压制妇女的口号。正在学堂中接受初

等教育的阮玲玉在这里接受了最早的启蒙。在这里，她

取得了优异成绩，并顺利升入高等学校，成为最受欢迎

的同学之一。她的一些富人朋友带她进入电影院看舞

台剧，使她对表演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最喜欢的

书是《邓肯自传》，在这一时期，邓肯成了她的偶像。在她

16 岁的时候，阮玲玉请妈妈到学校参加家长会，听她唱

歌。第二天，阮玲玉陪母亲回到张家，让自己的母亲切

实感觉到有她的温暖。后来，张达民的母亲指控阮玲玉

的母亲偷了自己的钱，并要求派警察把她带走。情急之

下张达民说钱是自己偷的，并把阮玲玉和她的母亲安排

在了他父亲的一位妾室处居住。张达民还给了阮玲玉母

女零花钱，并希望和阮玲玉结婚。但是他的请求并没有

得到张母同意，所以他说服了阮玲玉并与之同居。此时

的阮玲玉身无分文，她决定外出找工作。
阮玲玉从艺之前的这一段生活，尽管与电影并无什

么关系。但她不同于常人的生活经历，为她以后电影人

物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阮玲玉从艺之后的生活史

阮玲玉在电影中之所以能够塑造出那么多具有鲜

活个性的中国妇女形象，实际上是与阮玲玉自己的多舛

的命运和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的。阮玲

玉与她同时期的电影演员一样，没有受过系统的表演训

练，甚至从未听说过任何表演理论。她之所以能在表演

中取得如此成就，首先都是来源于阮玲玉与剧中人物相

似的生活经历与感受。
1.第一次拍电影。1926 年 3 月，阮玲玉在报纸广告

上看到明星电影公司正在为新片《挂名的夫妻》招女演

员，便决定前往应征。拍摄中，阮玲玉突然想到了自己

去吊丧的场景。心里充满委屈，表演起来非常投入，深

得导演的赞叹。没想到几分钟后，阮玲玉就被告知已经

被明星电影公司聘用。“在与阮玲玉的合作过程中，卜万

苍导演惊奇的发现，阮玲玉是一位非常热情且生活阅历

非常丰富的演员。在镜头前，她从不掩饰自己的情绪。让

她笑她就笑，让她哭她就哭。《挂名的夫妻》拍摄工作持

续了大约四个多月，最终被搬上银幕，与观众见面。阮玲

玉也获得了观众的首肯。”
2.第一次自杀。阮玲玉在大百合电影公司时期工作

非常努力，她用她的工资去资助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张达

民。但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阮玲玉与张达民的关系越来

越紧张，原因是张达民赌博成性，输掉了张母留给他的

全部财产。他成日穿梭在赛马场和跑狗场之间，张母将

他逐出家门。张达民恳请阮玲玉给他钱，阮玲玉不给，他

就打阮玲玉。阮玲玉生活中的不顺利，让她第一次产生

了自杀的念头。那天晚上，她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幸运

的是这件事被母亲及时发现，阮玲玉脱离了危险。这时，

张达民也承诺再也不会离开阮玲玉。阮玲玉很清楚，她

虽然和张达民一起生活，却对他无能为力。所以不再把

心思放在张达民身上。
3.拍摄《故都春梦》之后。从北京回来，阮玲玉得知

张达民的母亲已经去世，张达民也已输光了他之前继承

的所有财产。并且还以给自己母亲吊丧为由，避开了与

阮玲玉结婚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张达民不停地向阮

玲玉要钱，并恐吓阮玲玉如果不给，就把他和阮玲玉的

丑闻公诸于众。在左翼运动的影响下，阮玲玉迅速成长

起来。在电影的王国中，她是默片“电影皇后”。然而，在

现实生活中，她却经历的种种磨难。她与张达民的关系，

终于走到尽头。但，张达民仍然像恶魔一样，在生活中困

扰着阮玲玉，无休止的向阮玲玉索取经济上的补偿。在

现实生活中，她没有可以交流内心情感世界的亲人和朋

友。阮玲玉的精神生活一直处于孤独无依靠的状态。
4.遇到“茶叶大王”。1934 年，在个人生活方面，阮玲

玉的生活发生转折。一位富有的茶叶富商进入了阮玲玉

的生活。出于自身处境的考虑，阮玲玉与茶叶大王唐季

珊在私下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她慢慢地搬到了唐季珊

为她准备的洋房中，过上了与唐季珊同居的生活。唐季

珊起初对阮玲玉、阮玲玉的母亲和她的养女非常好，常

常给他们买东西。他们每月还给张达民 100 元大洋，作

为阮玲玉和张达民的分手费，为期两年。双方签订协议，

此后彼此再无瓜葛。可此时的阮玲玉并没有和唐季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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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结婚，对外宣称依然是同居关系。但是，她很快就感到

了被玩弄的失望和悲凄，进一步陷入苦闷的深渊。可怜

的她，曾经把精神寄托于神佛，她虔诚地斋日吃素，屡屡

到寺庙进香，跪拜在每一尊罗汉的面前，乞求神灵的佑

护和解脱。她就是这样，作为一个矛盾的混合体生活在

这个令人窒息的社会之中。她可以驾驭千姿百态的人物

形象塑造，却无力驾驭自己的命运。她聪慧过人、才华横

溢，却又受神佛虚幻世界愚弄。她在物质生活上可谓富

有，在精神生活上却饱受贫瘠之苦。她有成千上万崇拜

她的观众，却没有一个倾心相交的己……
张达民和唐季珊对阮玲玉的生活及其人生态度都

造成过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她对

于苦难的理解远比普通人深刻得多。而这些生活阅历，

对阮玲玉的表演艺术均产生过深刻影响。所以，她所饰

演的每个人物，都非常真实、可信。有时，甚至连导演都

怀疑她是否真的具有类似的经历。
5.“珠联璧合”。与此同时，与阮玲玉沉浸于电影艺

术世界中的，还有《新女性》的导演蔡楚生。为了拍摄，蔡

楚生导演竭尽全力，在这部影片中，阮玲玉和蔡楚生两

位电影人甚至有“珠联璧合”的佳话传出。蔡楚生在创作

《新女性》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黑暗旧社会的控诉，

对女性被压迫、被奴役的同情和对未来美好新世界的向

往，都给了阮玲玉在本片中的演艺以很高启示。而阮玲

玉在表演中，忘我的工作态度，也使得蔡楚生导演深切

的体会到“她内心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她在向往什

么，又在追求什么”从而，“十分敬重她，也为她在思想上

的这种进步而高兴”“在《新女性》的合作过程中，这两位

彼此倾心相许的艺术家，各自痛苦地捉杀了燃烧的热

情。”“这一份‘倾心相许’的情谊，是性相近，心相通的爱

的升华，是思想上、艺术上的共同追求的相互吸引。然

而，他们一个轻轻自守，一个洁身自好，尽管是痛苦地，

却断然扼杀了这燃烧的热情，更体现了双方对倾心者的

尊重、爱护的美好情操。”
作为生活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位新女

性，阮玲玉在现实生活中也感受到时代的呼唤。实现生

活中的重压，使她意识到了只有改变妇女的家庭地位，

只有推倒封建社会旧道德的束缚，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并

将他们赶出中国，中国人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在

从艺后期的几年中，阮玲玉出演了很多具有时代精神与

进步意义的影片，她已经从一位只扮演过去旧式妇女的

演员，成长为一位可以饰演并愿意饰演有革命理想和新

思想的时代女性。在左翼电影的影响下，阮玲玉已经完

全越过了过去只会从家庭中出走的“中国式娜拉”局限，

成为一位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新影人。她的表演鼓舞

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为中国早期左翼电影的人民

性，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阮玲玉之死

阮玲玉之死，也是阮玲玉迷们永远无法绕过的议

题。1935 年 3 月 11 日，在阮玲玉的追到会上，唐季珊公

布了阮玲玉自杀前写下的两封绝笔信。她的这两封绝笔

信，将自杀原因直接指向张达民。至少有 10 万上海市民

参加了阮玲玉的葬礼。一辆雕刻精美的灵车承载着这位

著名女星的遗体，六十辆送葬者的车辆在后面跟随，其

中就包括唐季珊、阮玲玉的母亲和联华的工作人员。普

通群众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前往公墓，成千

上万的人目送灵柩通过街巷。阮玲玉的葬礼也作为上海

的当日头条刊登在了报纸上。据报道，阮玲玉自杀后，一

些观众因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纷纷自杀。她们在遗书中

这样写到：“如果阮玲玉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费穆指责封建思想，说正是这些封建思想毁灭了阮

玲玉。黎民伟认为阮玲玉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并一直为她

们抗议，她一直站在正义的一面。罗明佑强调阮玲玉之

死的社会责任。他认为：“阮女士的一生，系斗争的一生，

她无日不在挣扎向上，但是无事不使她灰心痛苦，同时

因为自己的凄凉身世，不幸的婚姻，社会又给了这样的

批评，人言可畏。阮女士已经看到社会的冷酷无情，尤其

是女子的地位，在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之下，她永远无翻

身的一日，她觉得自己的微弱能力，已经不能挽救她自

己，已经不能改善这个社会，同时又不能拯救多少万万

在水火之中的女同胞，所以她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的

那一天，服毒自尽，用她的尸身，摆在社会的面前，向社

会要求正义，向社会要求女子的平等，自由”。
阮玲玉死后，她的象征意义得到了更充分的发酵。

一些评论家指出，封建主义导致了她的死亡，并指出典

型代表就是张达民、唐季珊以及鲁莽的小报新闻记者，

当然还包括阮玲玉思想中的陈旧部分。中国日报推测

她杀害了她自己。因为她受到了种种负面的影响，她自

己也有很多不对之处。这些期刊编辑不停的发一些关

于阮玲玉被谁所杀的文章。还有很多指责文章，认为阮

玲玉自杀是软弱行为的表现。这些言论显然与之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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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方势力破坏联华等电影公司有关。对于她的死，还

有一种说法是和她的工作有关，一些分析则认为阮玲玉

的死与新兴电影工业带给明星的巨大的工作压力有关。
高强度的工作以及拍摄激进的电影，使得阮玲玉绝望和

疲惫。
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则认为绯闻真是太可怕。阮玲玉

去世后，左翼作家鲁迅就“阮玲玉自杀”事件发表《论人

言可畏》一文，刊出后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鲁迅根据阮

玲玉生前遗书最后文字强调了“人言可畏”。在评论文章

中指出，阮玲玉的死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同时再次

痛斥埋藏在人们思想中的“劣根性”，以及当时上海小报

在近代报刊文化中所扮演的小丑的角色，所起到的负面

效应。鲁迅肯定了阮玲玉女士通过电影表达进步声音的

行为，同时也强调了和她有一样社会处境的人，更多的

妇女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身心无基本保障。
而影评人王尘无同样在阮玲玉自杀后，在《中华日

报》（1935 年 3 月 14 日）发表《悼阮舆论》一文，痛斥当

时的新闻记者并没有发挥出新闻把关人的积极作用，而

是在报刊上随意曲解事实真相。在“阮玲玉自杀”后的很

多重要场合中，左翼文人和影评人都反复表达了对阮玲

玉的深切缅怀。

杜重远在《悼阮玲玉》一文中指出“她的自杀，是我

们现社会黑暗面的暴露，是我们社会加于她的严酷的刑

罚。阮玲玉女士的自杀，是为了自己生活的严肃，为了自

己对人生的正视，为了对于自己苦痛的超脱。所以，阮玲

玉女士的自杀，在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上说来，她之比许

多人的苟且偷生，是更加勇敢！更加令人悲痛凄怆！”正
是道出了当时万恶的旧社会，正等待人们去改造，万恶

的旧社会扼杀了许多天才艺术家的生命，而阮玲玉女士

正是这千万个不幸中之一。
聂绀弩在《阮玲玉的短见》中指出：“杀阮玲玉的不

是她自己，也不是张达民、唐季珊某个人，是到现在还残

存着的封建势力，是那盘踞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的封

建社会道德观、伦理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苦难

的中国带来了新思想，然而这种新思想并没有完全铲除

压迫在中国人思维中的封建旧道德和帝国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等恶势力。为了拯救传统文化束缚之下的未来的

牺牲者，我们对于残存的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留下来的

任何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新女性的编剧孙师毅在敬献阮玲玉女士的挽联中

写道：“谁不想活着？说影片教唆人自杀吗？为什么许许

多多 志节有亏 廉耻丧尽 良心抹杀 正义偷藏

反自鸣卫道之徒 都尚苟安在人世 我敢说死者 是

社会胁迫她所致的 请只看罗罗唣唣 是非倒置 泾

渭故淆 黑白不分 因果莫辨 却号称舆论的话居然

发卖到灵前”。
作者认为，研究阮玲玉之死，首先要弄清阮玲玉之

死的特定环境。在作者看来，阮玲玉之死不是一个简单

的个人问题，而是左右两派博弈中的一个不幸的牺牲

品。因为 1930 年前后，左右两大阵营分化明显，敌对气

焰高涨。而这时的阮玲玉已经在左翼进步电影的影响

下，迅速成长起来。在生命陨落之季，她用自杀的方式

完成了不向反动势力低头的革命壮举。但在告别世语

中，她还是将自己痛苦的根源，直接指向了张达民和唐

季珊，再次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女性对于封建暴

力的抗争。在国际妇女节这天，她走向死亡，通过自己

的死，让更多的女性看到旧势力的丑态，进而唤起更多

人的觉醒。当然，如果我们从更高的一个高度再看阮玲

玉的遗书，我们就会发现，她表面上控诉的是张、唐二

人，但实际上控诉的是张唐背后的那个黑暗时代。她的

死不是怯懦，因为在她的人生观中，“体面”的活比什么

都重要，这是因为她的“体面”来源于女性对于自我身

份与价值的尊重。她的死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对于社

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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