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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纪 念 阮 玲 玉 逝 世 五 十 周 年 学 术 讨 论 会 》 侧 记

李 小 燕

今年 �月 � 日
，
是我国早期著名影星阮玲玉逝世

五十周年
。
中国电影家协会

、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于 �月�� 日在北京召开了
《
纪念阮玲玉逝世五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 。

会 议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

记
、

电影史学家程季华主持
。
会上

，
首先 放 映 了 文

献片
《
一代影星阮玲玉

》 。

影片选用不少珍贵的历史资

料
，
形象地介绍了阮玲玉的生平和她的艺术成就

。

阮玲玉 ����年生于一个穷苦的工人家庭
，����年

�月 � 日在当时社会黑暗势力的迫害下
，

留下
“
人言

可畏
”
的遗言

，
服毒自杀

。
阮玲玉的一生仅仅经历了二

十五个春秋
。
她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

，
在二十九部影

片中创造了一系列中国妇女的形象
，
其中叶大嫂�

《小

玩意
》 �

、

神女�《 神女》 �
、

韦明�
《
新女性》 �等形象

，
深

刻地反映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妇女 的悲剧命

运和觉醒过程
，
在电影表演艺术上达到了默片时期的

高峰
。

会上
，
司徒慧敏同志回忆了三十年代与阮玲玉见

面的情景
，
以及当年进步电影运动对她的影响

。

他说
，

阮玲玉被迫自杀是反动派和黑暗势力围剿的结果
。
接

着
，
当年左翼进步电影运动的领导人夏衍同志说

，
阮

玲玉作风平易
，
创作态度很严肃

。

我与她接触不多
，

但

从仅有的几次交谈中感觉到她内心里是向往光明
、

追

求进步的
。

当时的电影表演一是受文明戏的影响
，

一是

受外国电影和话剧的影响
，

而阮玲玉是以她对实际生活

的观察和切身体验进入角色创造的
，
她的表演深深地

植根于生活之中
，
真实自然

，
至今仍有艺术魅力

。
陈荒

煤
、

袁文殊等同志在发言中说
，
阮玲玉刚刚廿五岁

，
正

在艺术创造的旺盛时期
，
却留下

“
人言可畏

”
的遗言自

杀了
，
是很令人痛心的

。

这在旧社会可以理解
，
因为当

时很多人本来就瞧不起演员等艺术工作者
。
因此

，

象

阮玲 玉那样自立
，
自强

，
追求进步

，
要 有 所 作 为

，

必然会遭到黑暗
、

反动和落后势力的攻击
。
今天情况

当然大不相同
，
大多数群众是关心

、
热爱电影演员和

其他艺术工作者的
。

但也有些人特别关心演员的私生

活
，
喜欢传播流言蜚语

，
有的甚至没有经过认真的讶

查核实
，
就 在报上公开批评

，

有意无意地制造
‘
人言

可畏
”
的气氛

。

这是很坏的风气
。

今天我们的舆论界
，

应当多关心多宣传演员的艺术成就
，
批评应当是善意

的
，

应当为演员的成长
，
为培养我们自己的明星创遭

良好的条件
。

阮玲玉何以能在短暂的几年中取得 如 此光辉的成

就� 与她合作和接触过的王人美
、

黎莉莉深为感溉地

说
�

阮玲玉具有出众的表演才能
，
有极强的感应力

，

她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汇到角色的创造之中
。
几

位老同志还谈到阮玲玉的表演才华是 在左 翼 电 影 运

动所开创的天地中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
。
她在与左

翼进步电影工作者孙师毅
、

田汉
、

蔡楚生的接触与合

作中
，
在他们的影响下

，
自觉地走上进步的道路

。

左

翼电影运动的开展
，
使她的生活经历与所塑造的人物

有机的溶为一体
。

从她所扮演的角色中
，
我们可以窥

见她鲜明的爱僧立场
，
尤其是在她后期影片中

，
这种

向往光明
、

追求进步的要求表现得更为强烈
。

一些老同志们还谈到阮玲玉是个正直善良
、

受人

喜爱的女性
，
她没有明星的架子

，
待人谦和

，
艺高悠

更高
。

半个世纪过去了
，
电影观念与表演观念都有许多

发展和变化
，
为什么阮玲玉的表演艺术竟有永久的魅

力� 这个问题成为与会者探讨的中心议题
。



天赋与勤奋 有的同志认为
，

阮玲玉是个天才
，

有表演禹吴斌
。 ’

又因为她本身是个弱女子
，
所以能在

扮演弱女子角色中做到游刃有余
。

有的同志则认为
，

阮

玲玉走过的艺术道路说明
，

生活是根本
，
她在生活中深

刻地体验了被压迫妇女的辛酸和美好的内心世界
，
依

靠直觉即可以创造角色
。

还有的同志认为
，
天赋和生

活阅历只是阮玲玉成功的重要条件
。

表演是理解力和

体现力的结合
，
阮玲玉的表演素质和潜能是在不断的

艺术实践中得以锻炼
，
得以发挥的

。

从现存的影片也

可以看到她在艺术上从稚嫩走上成熟的过程
，
尤其是

����年后
，
她在表演上发生了质的飞跃

。

这里包含着

阮玲玉的刻苦与勤奋
，

也包含着她的艺术经验的积累
。

她是个艺术上的有心人
，
她在

《
小玩意

》
中饰演的叶大

嫂已超出了她的 日常生活经验
，
但她通过对生活细微

的观察
，
塑造了形体

、

步态等等均有所变化的农村妇

女形象
。

所以
，

既要承认天赋
，
又必须承认生活

、

艺

术经验的积累
。

三者缺一不可
。

感性与理性 阮玲玉的时代
，
表演创作的准备二

作远比现在简单
。

演员往往到了现场才知道拍哪一景

戏
。

一切都要等待导演临场吩咐
。

许多同志对阮玲玉

在摄影机前表演的那种如水龙头似的
，
一开即来

、

一

关即止的控制能力都大为赞叹
。

有的同志分析到
，

与

现在演员准备角色的方法相比较
，
阮玲玉缺少对角色

的理性判断的观念
，
但 她 是 以 丰富的人生体验为后

盾
，
因而更为生动丰满

。

例如
，
她不因《神女

》
是表现

一个从事卑贱职业却具有纯洁
、

高尚灵魂的母亲
，

而

在表演过程中有意识地去强调妓女地位的卑下和她母

性的崇高
，

也就是说她没有对这个人物进行反思
、

刘

断的过程
，

而是凭着她对生活的感受
，
直觉地进人角

色
、

真实地生活在角色之中
。
因而她的表演给予观众

的是人物的心理动作过程
，
而不是概念和结果

。

她依

凭的是感性
。

提出这种看法的同志
，
认为这才是正常

的表演心理状态
。

我们通常应用意识的和理性的方法

分析角色
，
致使演员的理性判断观念过强

，
常常表现

出强烈的意念
，
这是表演心理不正常的表现

。

但有的

同志则认为对角色的创造
，
恰恰是从概念出发

，
尤其

喜剧演员更是如此
。

持这种意见的同 志 认 为
，
通 过

概念去把人物性格合理化
，
从而进入角色创造是一条

可行的途径
，

不能认为理性判断的方法就一定效果不

好
。

表演技巧与真情实感 许多同志谈到阮玲玉的友

演因其情真而令人置信
，

所以时过五十年仍感人至深
。

有鉴于此
，

有的同志提出
，
感情是不能表演的

，
只有

真情的抒发才符合电影表演的特性
。
对此

，
引起了与

会者的争议
。

不同看法是
�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体验

到体现的学说
，
其中的动作包括内心动作和外部动作

，

如果只有充沛的真情而不能表演出来又将如何�因此
，

应当说
，
任何情感都是可以表演的

。

但
，
阮玲玉走的

却是一条罕见的艺术道路
，

她的生活道路与艺术道路

同步发展
，

致使人们认为银幕上的角色即是生活巾的

她
，
而生活中的她即是她所塑造的银幕形象

。

她的丧

演给人一种纪实感
，
又 具 有 清丽优美的风格

。

应当

说
，

在角色的创造中
，
阮玲玉善于调动情绪的记忆

，

把生活中积累的记忆与经验直接地用于角色 的体现之

中
。

调动情绪记忆本身包含着技巧
。

又如
，
阮玲

二
�饰

演
《
新女性

》
中的女作家

，
尽管她用了极大的努力

，

在

许多细节上赋予真情实感
，
但与她塑造的其它角色相

比
，
毕竟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

在对阮玲玉表演艺术的研究讨论中
，
与会者各抒

己见
，
讨论十分热烈

。

并还就其它一些问题进行 了切

磋
。

许多同志谈到
，
认真总结阮玲玉的表演艺术

，

对

于促进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我

们目前的表演理论是个薄弱环节
，
应加强理论建设

。

有些外来名词
，
如前一时期流行的

“

不表演的表演
” ，

实际应为
“
低调表演

” ， “
消极表演

” ，
由于翻译上的谱

误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

我们应该总结前人的经验
，

尽

量避免走弯路
。

还有的同志谈到
，
阮玲玉塑造的中国

妇女形象系列抒写了一个时代
，
抒写了她同代人的命

运
，
她是她那一时代的代言人

。

她所塑造的形象反映

了一代编
、

导
、

演对生活的共同追求和集体创造
。

因

而我们要造就一代艺术的高峰
，
需要一大批人不懈的

努力
。

不少同志在发言中指出
，
要进一步认真研究阮玲

玉的表演艺术
，

为创造出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银幕

形象而努力
，
以促使今天的电影创作

，
跟上时代的步

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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