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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1935 年 ， 大明星阮玲玉自杀 ， 她的遗书中
“人言可畏” 四字令人震撼。 十年内战时期， 在国民政府
的控制下， 新闻言论出版没有自由。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许多报纸为求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报道内容转移到明星八
卦、 趣事轶闻之类没有太大价值的题材上面。 鲁迅先生也
说出了 “报章不能像个报章” 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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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35 年 3 月 8 日凌晨两点左右， 阮玲玉在寓所服安眠

药自杀， 自此香消玉殒。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 她在遗

书中写道： “我现在一死， 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 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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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 论， 就 拿 我 和 他 临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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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有以一死了之罢。 唉， 我一死何足惜， 不过，
还是怕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罢了。”

读罢阮玲玉的遗书， “人言可畏” 四个字最为令人震

撼， 她的自杀和当时媒体对她感情生活的大肆宣扬和报道

有很大的关系， 可以说， “阮玲玉之死” 在当时既是一个

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 又是新闻事业发展状况下的牺牲品。
阮玲玉走红和自杀都在十年内战时期， 在这一时期国

民党已经建立以中央通讯社为中心的新闻通讯事 业 网 ;以
《中央日报》 为中心的党政军报刊网； 以中央广播电台为

中心的广播事业网。 相较于五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 中国

的新闻事业在体系上已经有了较为长足的进步， 但是在思

想内容方面， 国民党统治下的报业却受到了禁锢。
十年内战时期， 国民党对新闻事业进行了强有力的控

制。 一方面， 国民政府制定新闻出版法令， 剥夺进步报刊

新闻自由权。 大量法令的颁布严重阻碍了进步报刊发展，
并且许多条款意义含混， 由执法机关任意解释， 使得报刊

动辄得咎。 另一方面，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

制度， 设立 “新闻检查所”， 对报刊进行恶劣蛮横的检查。
更有甚者， 其残酷迫害甚至杀害进步报人， 如 《申报》 老

板史量才就被蒋介石派特务杀害。
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 新闻言论出版没有自由。 在

这样的情况之下， 许多报纸为求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报道

内容转移到明星八卦、 趣事轶闻之类没有太大价值的题材

上面。 所以， 无论大报小报都对阮玲玉的情感生活无比的

关注， 这也就出现了导致阮玲玉承受不住舆论压力而自杀

的原因。
阮玲玉自杀后， 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鲁 迅

曾经这样说过： “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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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先前已经说过， 现在的报章

失了力量， 却也是真的， 不过我以为还没有到达如记者先

生所自谦， 竟至一钱不值， 毫无责任的时候。 因为它对于

更 弱 者 如 阮 玲 玉 一 流 人， 也 还 有 左 右 她 命 运 的 若 干 力 量

的， 这也就是说， 它还能为恶， 自然也还能为善。”
鲁迅在文章中深刻地谈到了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发展状况。 一方面， 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 “报章不能像

是个报章”， 报刊不能针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度的

评述和正确的引导， 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所以在 “阮玲玉

之死” 这个事件中， 可以看到报刊的地位大不如前， 从五

四时期的引导者变成了十年内战时期的受压迫者， 所谓的

“舆论” 的力量也被限制了起来。 但是， 从另一个方面看，
“新闻的威力并没有全盘坠地”， 它至少可以左右更弱者如

阮玲玉一流人的命运。 所以说， 即使是在十年内战这样的

时期， 国统区下的报刊也没有全然失去自己的力量， 在面

对社会问题的时候还是有作用的。
那么阮玲玉究竟是怎么样被逼死的呢， 我们能看到，

人民大众对于阮玲玉并不是痛斥和鄙弃的， 对于她的葬礼

有这样的记载： 从 3 月 9 日清晨开始， 前来瞻仰她的遗容

的人成群结队， 三日内达十余万人， 把万国殡仪馆所在地

胶 州 路 挤 得 水 泄 不 通。 由 于 拥 挤 过 甚， 送 葬 队 伍 行 进 缓

慢， 从胶州路到墓地二十来里路， 足足走了 3 个小时还不

到一半路程， 只好中途叫来汽车， 把灵柩和送葬的亲友、
同事运到墓地。 所以说大众对于阮玲玉的态度是和大众报

刊所报道的 “水性杨花” 所不吻合的。 到了这个时候， 媒

体价值取向的选择和人民价值取向的选择已经相背离了，
报刊为代表的新闻业已经难以在那段时期自主地引导正确

的价值取向了。
十年内战时期， 中国新闻事业受到了极大的重创， 特

别是 “九一八” 事变之后， 许多报刊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史量才对于 《申报》 的改革紧跟时代步伐， 先后创办了月

刊， 年鉴， 图书馆， 补习学校， 新闻函授学校等一些列文

化事业。 但是， 这时段国统区新闻事业的主流还是在走下

坡路的。 从 “阮玲玉之死” 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大环境背景

下中国新闻事业的无奈， 它们为求生存而逼死了一个无辜

的弱者， 这本身就是悲剧中的悲剧。
十年内战时期是中国新闻史中的一段黑暗时光， 现在

的媒体从业者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 在关注社会热点的同

时不要出现更多的 “阮玲玉之死”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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