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莱坞电影影响下海派文学中 的拷贝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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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摘 要 ： 本 文 重 在 考 察 好 莱 坞 电 影 在 海 派 文 学 作 品 中 的 映 射 方 式 及 呈 现 形 态 。 电 影 的

出 现形 成 了
一 个

“

拷 贝 世 界
”

， 给 中 国 民 众 的 心 理 世 界 、 生 活 方 式 及 行 为 选 择 各 方 面 都 产 生 了

重 要 的 影 响 。 这 样 的 影 响 同 样投 射 到 海 派 文 学 中 ， 具体表 现 在 ： 好莱 坞 电 影 （ １ ） 改 变 了 文 学 中

女 性 的 身 体仪 态 ；
（ ２ ） 改 变 了 文 学 中 男 性 审 美 ， 从 而 直 接 影 响 到 男 作 家 的 女 性 形 象 塑 造 ；

（ ３ ） 电

影 院 空 间 作 为 有 意 味 的 形 式 在 小 说 中 呈 现 ，

－

（ ４ ）好莱 坞 电 影 改 变 了 民 众 日 常 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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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 电影 已成为上海人主要的娱乐方式 。 据记载 ， 上海的 电影在 １ ９ ２ ８

年至 １ ９ ３ ２ 年有 了一个极度的膨胀发展期 ， 因为
“

电影艺术的猛进
”

， 致使电影
“

无敌地在上海

市 民 的娱乐生活 中 占据 了最高的位置
”

？
。 电影的 出现形成 了 一个

“

拷贝世界
”

， 给中 国 民众

的心理世界 、生活方式及行为选择各方面都产生 了 重要的影响 。 而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播放

的 电影 ，

“

美国片几乎独占 了 当 时和 以后 中 国 的全部银幕
” ？

。 美国片对 中 国人的 巨大影响 ，

乃至于有人认为 ，

“

不是
‘

五四
’

运动 ， 而是好莱坞的影片 ，使十多年来
一大部分 中 国青年在想

象上和过去 中 国传统隔断
”

？
。 本文重在考察好莱坞 电影在海派文学作品 中 的映射方 式及

呈现形态 。

一

、 好莱坞电影与女性身体仪态

电影发明 以来 ， 女性的身体就被置于重要地位 ，摄影机像
“

诊所的眼睛
”

（玛莉 ？ 安 ？ 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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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ＭａｒｙＡｎｎＤｏａｎｅ 语 ）
一般审视 、 构建着女性 的 身体 。 正如有论者所说 的 ：

“

电影起到

了
… …

‘

影像身体
，

的功能 ； 它为凝视提供了一个淤陷在肯定或是否定阉割焦虑的矛盾之中

的女性身 体 。

… … 电影是关于 性 向 和 性差 异 的 话语 的 另 一种例 示 ， 是
‘

植入性倒 错
’

（ ｉｍｐ ｌ ａｎｔａ ｔ ｉｏｎｏ ｆ
ｐｅ ｒｖｅｒｓ ｉｏｎｓ ）将权力扩展到 身体 、特别是女性身体的一种形式 。

”？在 电影

中 ，女性的身体从来不是单纯代表生物物种的存在形式 ， 而是烙上 了太多的政治文化隐喻 。

饶有意味的是 ， 电影中对女性身体的建构从来不是单一的 ，如左翼电影建构的两种典型的女

体 ： 情色化的女体和政治化的女体 ， 而女性的选择总是滤掉女性身体的多元化文化意味 ，倾

向于模仿情色化的女性身体 。

现代历史时期 ，好莱坞电影在建构中国女性身体景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是中 国现代

新女性成长的重要范本 。 穆时英指出 了好莱坞女性的魅力所在 ，她们
“

有一种共 同 的 ，愉快

的东西 ，这就是在她们的身上被强调 了 的 ，特征化了的女性魅力 。 就是这魅力使她们成为全

世界男子的憧憬 ，成为都市危险的存在
”

。

“

女星们的魅力都是属于性的
”

，

“

就是一种个性美

和性感的化合物
”

？
，就突出女性性征的美 ， 那些被称作女性独特魅力 的东西 。 刘呐鸥 曾指

出 ，人们到 电影院去有种种原因 ，但
“

在电影院里最有魅力 的却是在闪烁的银幕上出 出没没

的艳丽的女性的影像
”？

， 以至于有人说 ， 电影不过是
“

拿女人 当作上海人 口 中 的
‘

模特儿
’

来

吸引观众罢了 。 自然观众们简单说一句 ， 也只是看
‘

模特
’
——女人——而不是看 电影

”④
。

这种通过现代媒体 ，如摄影 、幻灯 、 电影等科技和机械运作而产生的
“

技术化观视
”

，满足 了人

们的窥视欲 。 吴晓东说 ：

“

由于技术上的进步 ，现代男性对女性的
‘

技术化观视
’

与 当年西 门

庆斜睨潘金莲的
‘

金莲
’

，贾宝玉注 目薛宝钗的
‘

皓腕
’

的时代已经不可同 日 而语 。 现代男性

不需与女性直接面对 ， 即可从诸种影像媒介中获得名正言顺地观视女性的可能性和 自 由

度 。

” ？现实中人与人的 肉眼看视 ， 要顾及礼貌及脸面 ，不可能长久凝视 ， 而大量的刊载女性

照片的画报出现 ， 照相馆橱窗用 以招揽生意的美女照 ， 月份牌上各种风情女郎 ， 及银幕上表

情丰富的女性——这一切 ，都可以长久凝视 ，细细揣摩 ，不仅男性可以毫无芥蒂地观看 ，就是

女子也可以反复观摩 。 电影院由此成为学校 ，女人们模仿电影明星的装扮 、神态 、表情 、说话

方式 ，使身体仪态和传统女性全然不一样 。 好莱坞影片正是如此 ，重新塑造了 中国女性的体

态风韵 。

好莱鸡电影对中 国女性最大的影响是裸露的身体政治学 。 对女性身体独特之处的坦

然 、认同 ，颠覆 了传统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对展露身体性征的羞耻感 ，如对女性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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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显著表征一－乳房的遮蔽与展露 ， 即被认为是身体解放的一种明证 。 正如有人所说

的 ：

“

身体政治的潜规则 ，服装 （身体的遮蔽和敞开 ）不仅仅作为私人形式 ，更重要的是作为

公共政治场域而存在的 ，它是一种政治技术工具 ，是政治意义相互斗争和争夺的场所 ， 它生

产政治权利关系 ，又被政治权利关系生产 。

”
？传统女性生活在对身体戒备森严的封建社会 ，

身体成了男性监控的重要对象 。 儒家伦理从
“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

的身体最基本的归属开

始 ，建立了一套
“

亲亲 、尊尊 、长长 、男女有别
”

的社会规范 ， 在各层面上对女性的身体予以规

训 。 而到 了现代社会 ，

“

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 、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 。

一种

‘

政治解剖学
’

，也是一种
‘

权力力学
’

正在诞生
”？

？ 对中 国女性而言 ，好莱坞 电影为这种
“

权

力力学
”

的诞生起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 。 中国女性的露胸 、露乳 ，乃至于露脚露腿 ，某种程度上

展现的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权力关系 的博弈成败 。 １ ９ ３ ６ 年 ９ 月 ， 《 时代漫画 》刊登的 《未

来的上海风光的狂测 》漫画中 ，所勾画的解放了 的女性形象 ， 即
“

已从裸腿露肩 的装扮进化到

全体公开
”

，只是在
“

重要部分
”

系 了一丝细带 。 这亦是裸露与女权关系的实证 。

这种坦然地裸露 、展现女性身体特征的装扮方式 ，呈现了女性原本天然的线条美 。 鸥外

鸥这样说到女性躯体美的这种变化 ：

“

过去的若干年前 ，我邦女儿的体态的美是不可寻 问之

在何处匿伏着的 。 腰与臀与胸次你不能得到 向导员一一 向导 出其所在来 ，不知何处腰何处

臀的呢 。 这样没有部落的美的 。 甚且我们会骇讶是没有乳房的女人之国家呢 。

” “

近 顷我们

的乳房生长起来倍发起来 ，大赦释放出狱了 。

” “

包裹今 日 的贴身的旗袍内 的含弹ｔｔ的肢干的

吹气的橡胶兽形玩具样的 ，我邦的女儿的体态的美 ，

一跃而前的跃出来世间上 。

”？典型的例

证是《子夜 》中浸润在传统文化规范中 的吴老太爷来上海 ， 看到上海女性身着旗袍突 出其性

征的装扮 ，

“

她们身上的轻绡掩不住全身肌肉的轮廓 ，高耸的乳峰 ，嫩红的乳头 ，腋下的细毛 ！

无数的高耸的乳峰 ，颤动着 ，颤动着的乳峰
”

，这种凸显女性性特征的装扮最终导致了吴老太

爷血管破裂而死 ，或者说 ，西方文化最终以强有力的方式碾压了传统观念形态 。

时人批判 当时的摩登女子说 ，她们看电影根本不关心内容 ：

“

每一部影片中 ， 你们最堪记

忆的是女主角换过十几套新妆 ，你们专为参考衣架子而来的 。

”
？这展现 了好莱坞女性的装

扮对中国女人强大的吸 引 力 。 值得反思的是 ， 为什么 中 国女人削尖了脑袋要去学好莱坞女

星情色化的装扮 ， 而摈弃其他的女性身体政治表现形式 ？ 个中原因 ， 与情色化服装装饰所象

征的文化密不可分 。 左翼电影中的政治身体装扮 ，是与朴素 、劳动 、底层文化相关联的 因 素 ，

而情色化身体 ，往往是与奢华富贵的资本空间相联系的 。 服装永远不仅是遮寒盖身的工具 ，

它有丰富的文化内 涵 ，

“

服装作为物化的人与场合的主要坐标 ，成为文化范畴及其关系 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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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图式
”？

。 好莱鸡女性的装扮 ， 与其所处的高档场合及高雅文化密切关联 ， 中 国女人对好

莱坞女星服饰的追逐 ， 即她们对服装所代表的文化身份的追逐 。

好莱坞影片给予中国女性的不仅是凸显女性性征的装扮 ，在仪态 、表情方面也是示范的

标本——仪态 ，表情也是一种文化符号 ，那是另一层面的服装 。 诚如张竞生所言 ：

“

人人都濡

染于演员的表情 ， 自 然不知不觉地养成 了风度与风韵的性格 。 精而言之 ， 则 眉眼表情 ， 也有

十几种 ，凡此都使观众得以仿效 。 即如我国说 ， 自影戏传入以来 ，

一般男女 ，必定增加多少分

的表情 ，尤其是亲吻的进步 。

”
？丁玲 《 韦护 》中 的丽嘉很喜欢看 电影 ，

“

她常常把从 电影上学

来的许多可爱的动作拿来表演
”

。 施济美 《十二金钗 》中写到居住在芜湖的李楠孙 ，原本是个

木讷的 乡下女孩 ，

“

无表情的脸 ，平板的声音 ，说话做事都有点木木然 ，甚至连笑都不大会笑

的样子 ， 像泥制的面具
”

。

“

跟一杯开水似的 ， 淡而无味 。

”
？其未婚夫吴光宇到 了上海之后 ，

看惯了上海的女人 ，嫌 自 己的未婚妻土气十足 ，对其 日 渐冷淡 。 李楠孙为 了拢住丈夫 ， 到 了

上海烫了头发 ， 买了眉笔 ，胭脂和唇膏 ，拼命模仿 《现代小姐须知 》研究得透彻的时髦女子安

妮 。 安妮是个混迹影剧院 、舞场的时髦女子 ，天天研究报刊 、 电影上女子的化妆 、衣饰及待人

接物 ，其 目 的就是为钓一个金龟婿 。 李楠孙经过一段时间的拼命学 习 ，不仅衣着装扮方面变

成了一个时髦的
“

上海的女人
”

， 名 字改为洋味十足的
“

兰姗李
”

， 而且表情符号也好莱坞化

了 ： 

“

知道用怎样一个方法去处世 ，去对待她的未婚夫 ， 以及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 她的无表情

的脸上 ，差不多进步得连眉毛眼睛都会说话 。

”
？ 由此 ，未婚夫对她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

的大转弯 。 李楠孙穿上了好莱坞服装 ，戴上好莱坞表情符号 ， 于是未婚夫带着她行则汽车 、

吃则高档酒店 ，展现了在民众的心 目 中 ，好莱坞的服装与做派是与汽车 、高档酒店相符的 。

不仅是性情 、 仪态受好莱坞影响 ， 刘呐鸱把现代女子的性格发生的变化也归因于好莱坞

影片 。 在《现代表情美造型 》中 ，他说 ：

“

以前女的心地对于万事都是退让的 ，决不主张 。 于是

娇羞便被列为女性美之一 。

”

而现在产生应时代需要产生的女人 ，

“

这个新型可以拿电影明星

嘉宝 、克劳馥或谈瑛做代表
”

。

“

她们的行动及感情的 内在方式是大胆 ，直接 ，无拘束
”

，

“

就是

法国人所谓 ｇａ ｒｓｏｎｎｅ
”

， 短发男装的 ｓｐｏｒｔ 女子便是这一群之代表 。

“

她们是真正 的 ｇｏ
̄

ｇｅ ｔ ｔｅｒ 。 要 ，就去拿 。 而男子们也喜欢终 日 被她们包围在身边而受 ｄ ｉｇｇｉｎｇ 。

”？在刘呐鸥的

《风景 》中 ，确实写 了一个
“

要 ，就去拿
”

的时代女性形象 ，在面对男性的时候毫不忸怩作态 ，而

是直接表露 自 己的欲望需求 ，是与传统完全不一样的女性形象 。 而更重要的是 ，在文学中 ，

男人们喜欢的也是这种类型的女子 ，这与好莱坞对这种女子形象的构造密不可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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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２ ０００ 年版 ， 第 ３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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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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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好莱坞电影与文学中的 男性宙美

穆时英小说 《 Ｐ ＩＥＲＲＯＴ 》中 ， 有一个场景 ，描述研究各种学说的知识分子在书房 中 的 闲

谈 ， 而最能 引起议论兴趣的是好莱坞女星嘉宝 ，尤其是嘉宝身上与性有关的 内 容 ：

“

谈到嘉宝

的沙嗓子 ，谈到沙嗓子 的生理的原因 ，谈论性欲的过分亢进 ，谈到嘉宝的眼珠子 ，谈到嘉宝的

子宫病 。

”

小说 中提到书房 中 的摆设 ， 其 中 有一个就是嘉宝 的八寸全身像 ， 可见 嘉宝 的 被尊

崇 。 刘呐鸥说到 中 国新型的摩登女人 出现时 ，所举的代表例子之
一就是嘉宝 。

“

这个新型可

以拿 电影明星嘉宝 、克劳馥或谈瑛做代表 。 她们 的行动及感情 的 内 动方式是大胆 、直接 、无

羁束 ， 但是在未发的 当 儿却 自 动地把它抑制着 。 克劳馥 的张大眼睛 ， 紧 闭着嘴唇 ， 向 男子凝

视的一个表情型恰好是说明着这般心理 。 内 心是热情在奔流着 ，然而这奔流却找不到 出 路 ，

被绞杀而停滞于眼睛和嘴唇间 。

”
？可 以 说 ， 以 嘉宝 为代表 的好莱坞明 星成 了 中 国 文人心 目

中 的现代摩登女子 ，欲望对象的参照模本 。

饶有意味的是 ， 海派作家笔下 的性感女子常常 以 嘉宝或其他好莱坞 明 星 的 面容 出 现 。

如穆时英在 《 骆驼 ？ 尼采主义与 女人 》中 写 到 的
“

她
” “

绘着嘉宝型的眉 ， 有着天鹅绒那么温柔

的黑眼珠子和红腻的嘴唇 ， 穿了 白 绸的衬衫 、嫩黄的裙
”

。 而刘呐鸥审视着笔下鳗鱼一样 的

有着
“

神经质的嘴唇
”

和
“

焰火射人的眼睛
”

的 女子 ，

“

这一对很容 易 受惊的 明 眸 ， 这个理智 的

前额 ， 和在它上面随风飘动 的短发 ， 这个瘦小而 隆直 的希腊式的鼻子 ， 这一个圆形的嘴型和

它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
”

， 惑叹
“

这不是近代 的产物是什 么
”？

。

“

受惊的 明 眸瘦小而

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
”

，

“

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
”

， 很明显结合 了 他在 《现代表情美造型 》
一

文中提到 的好莱坞明星的特征 。 穆时英把好莱坞女明星的脸部特写抽象为 ：

“

５ Ｘ ３ 型的脸 ，

羽样的长睫毛下像半夜里在清澈的池塘里开放 的睡莲似的 ， 半 闭 的大眼眸子是永远织着看

朦胧的五 月 季节梦的 ！ 而且永远望着辽远的地方在等待着什么似的 。 空虚的 、 为 了欲而消

瘦的腮颊 。 嘴唇微微地张开着 ，

一张松弛的 ，饥渴的嘴
”

？
， 认为

“

有着这样脸的女子 ，是在灵

魂里面燃烧着不可遏制的 ， 白 热的 情欲 的
”

？
。 他笔 下 的 性感 女 子 便 也 具 有这样 的 特征 。

如 《 墨绿衫的小姐 》 中 的
“

墨绿色 的罂粟花
”

似 的小姐 ， 就有着
“

羽样 的 长 睫毛
”

，

“

透 明 的 眼

皮 闭着 ， 遮住 了半只天鹅绒似的黑眼珠子
”

， 嘴也是
“

微微地开着 的
”

Ｍ Ｐ ＩＥＲＲＯＴ 》 中 ， 令潘

鹤龄心神倶醉 的琉璃子 ，

“

她 的 眼 是永远 茫 然 地 望 着远方 的
”

以〈 五 月 》 中 的蔡珮珮 ， 也 是

“

有一对半闭的大眼睛 ， 像半夜里在 清澈的 池塘里开放 的 睡 莲似 的 ， 和一 条直鼻 子 ， 那 么

纯洁的直鼻子
”

。 显然 ， 穆时英在构筑他笔下摩登人物形象时 ， 是 以他想象 中 的 西洋女人

形象为蓝本的 。 在 《 被 当 作消遣品 的男子 》 中 ， 穆 时英更是把女主 角 的脸想象成几位 当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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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穆 时 英 ： 《 电 影 的 散 步 性 感 与 神秘主 义 》 ， 《 展报 》 １ ９ ３ ５ 年 ７ 月 １ ７ 曰 。

／／／２ ０ ２



好莱坞女影星脸部某一部分 ：

我 觉得每一 个 ０ 字 都是她 的 唇 印 ； 墙 上钉 着 的 Ｖ ｉｍ ｌ ａＢ ａｎｋｙ 的 眼 ， 像是她 的 眼 ，

Ｎ ａｎｃｙＣ ａ ｒｒｏ ｌ 的 笑 劲 儿也像是她 的 ， 顶 奇怪 的 是她 的 鼻 子 长 到 Ｎ ｏ ｒｍ ｅＳｈｅ ａ ｒ ｅ ｒ 的 脸上

去 了 。

①

令男主人公不能 自拔的女子 ， 就是这样的西洋好莱坞明 星的复制品 ， 展现 了好莱坞电影

对男性审美观的影响 。

《银蛇 》中 ， 男主人公逸人大谈他对 自 己喜欢的女人的
“

塑造
”

计划 ：

我一 定可 以使她 变 成一 个理 想 的 妖妇 ， 把一切 男 子 玩在股 掌 上 的 妖艳 的 女人

我要 同 她到 巴黎去 ， 教她看 法 国 妇人 的 献媚 是 怎样 ， 带她到 东 京 去 ， 看 日 本女人 的 凶 浪

是 怎样 的 ， 使她在 无 形之 中 ， 完 成 了
一 个又骚又辣又艳又 恶 的 可 爱 的 女人… … ②

这是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 足以表明 中 国男人欲望投射对象 中 的女人 ， 只是世 界各 国女

人的复制粘贴物 。 他们选择的只是好莱坞女性最符合男性欲望的那一面 ， 展现的是他们对

电影女性拷贝世界的梦幻投影 。

三 、 电影院空间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在小说中呈现

现代历史时期的上海 ，

“

电影院的生长 ，有非常可惊的速度 。 单就第一流的 电影院说 ， 即

有光陆 、大光明 、南京 、新光 、兰心 、国泰六家
”

，

“

到 了
一九三三年 ， 百万金重建 的大光 明 和八

十万金造成的大上海 ， 又复先后在上海租界的 中 心点矗立起来
”？

。 其时有一本 电影画报 ，

“

名 叫 电通画报的 ，尝将这许多电影院的摄影标于一张上海地图上 ， 加一行大标题道 ：

‘

每 日

百万人消纳之所
” ’？

。 由 此可见 电影给予上海人的 巨大影响力 。

影剧院空 间 的构建也彰显了一种权力关系 。 其时有人撰文 《 看 电影的阶级 》 ， 写 到 看 电

影的等级分化现象 ：

“

影戏公司一部新片 出世 ， 先在 中央新 中央开演 ， 价钱卖得很贵 ， 所以看

的都是富商 巨贾 ， 中 下之辈 ， 便无此眼福 ， 这一家开演之后 ， 便轮到 恩派亚卡德几家 了 ， 于是

一般 中 等社会的人 ，去鉴赏鉴赏 。 后到南市二家小戏院开映 。 这个时候看 的人都是一般 中

下的朋友 。 什么富商 巨 贾 ， 绝对没有光顾 的啦 。

”？
当 时 的头等 电影院 ，

一般是 占 首次 开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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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二等电影院的影片 ， 享第二次开映权 ，但亦有开映初次到沪之影片者 ；三等电影院除开映

第三四次之西片外 ，有时亦开映首次的国产片 。

？ 由此可见西洋片和国产片的阶段分层 。

据记载 ， 当 时著名的高档 电影院 ，如大光明 、 南京 、大上海 （位于公共租界 ）及国泰 （ 位于

法租界 ） ，都是上海著名 的外片首轮影院 。 其时有文章提到影院的豪华装修 ：

“

立体式 的外

表 ，摩登装饰的 内容 ，冬有水暖 ， 夏有冷气 ，异形装设的 电灯会发 出柔和幽静的光芒 ，推动 了

人群 ， 在每一次 固 定 的 时 间 吞吐于这个大厦里 。 霓虹灯 的 外 国 字 ， 像 Ｇｒａｎｄ ，Ｔｈｅａ ｔ ｒｅ ，

Ｇａｔｈａｙ ． Ｒｏｘｙ
… …在黄昏时候 ，便开始它诱人的 闪耀的跳动的彩光… …这就是被 目 前看为

最高 尚 的新型的 电影院 。

” ？这里看影片的人
“

都显示 出一种 Ｇｅｎｔ ｌ ｅｍａｎ 的风度 。 皮鞋踏上

铺在通道的地毯上已经够轻的 了 ，但大家还提起了脚后跟 ，生怕有什么声响会扰乱人家 的安

静 ，而露出不够绅士的马脚
”

？
。 到这里看电影 ， 意味着拥有 了现代 、摩登时 尚 身份的符号化

资本 ，从而也是获得 了最权威之世界性身份的明证 。 而正是电影院空间的这种权力布局 ， 宣

传并巩固 了好莱坞的殖民统治 。 正如有论者所说的 ：

“

现代殖民主义之所以大获全胜 ， 主要

不是倚靠船坚炮利和科技卓越 ， 而是殖民者有能 力创造出 与传统秩序截然两样的世俗等级

制度 。 这些等级制度为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于传统秩序 中 被剥 削 被排斥 的人 ） 敞开新天

地 。

”
＠高档电影院的唯一标准即有钱 ，在现实社会里声名狼藉不被传统观念所尊重的人 ， 只

要有钱 ，就可以享有上流社会的待遇 。 在某种意义上讲 ， 电影院构筑的空间满足了社会各阶

层人的身份想象 ：人们不仅是在看电影 ，更重要的是享受 自 己是上层人的感觉 。 所以在文学

中 ，看电影行为本身也成了一种身份印证 。 丁玲 《梦珂 》中 ， 刚从乡 下来到上海的梦珂 ， 视看

电影为获得城市姑娘身份的入场券 ：

“

到卡尔登时 ，影片已开映了 。 由
一个小手电灯做引导 ，

梦珂紧携着表哥
一只手 ，随着那尺径大的一块光走去 。

”

（ 《 梦珂 》 ）卡尔登是 当时的高档 电影

院 ，这里写到的梦珂
“

紧携着表哥一只手
”

， 几乎是对进入上流社会阶层的一种仪式 。 而
“

随

着那尺径大的一块光走去
”

，展现的是对另外一个阶层生活虔诚的渴望 。 张爱玲 《花凋 》中 ，

久病卧床的川嫦独 自偷偷跑出家 ，做了她最想做的事情 ：

“

在西菜馆里吃了一顿饭 ，在电影院

里坐了两个钟头 。

”

看 电影的行为和吃西菜一样 ，成为川嫦对高档生活 、体面人身份的向往表

征 。 丁玲《 １ ９ ３０ 年春上海 （之二 ） 》中 的玛丽看 电影要到
“

顶阔气的影戏馆
”

，

“

坐在上海仅有

的高贵的娱乐场所
”

， 周 围是些
“

爱装饰的外国太太
”

。

“

影片开映 了 ，无论影片怎样 ， 她都是

满意的 ，她不是来找那动人的情节的 ，她理想的总比这些更好 ， 她更不需要在这里去找美国

人的思想和艺术 ，

… …她完全为的是享乐 。 她花了一块钱来看电影 ，是有八毛花在那软椅垫

上 ，放亮的铜栏杆上 ， 天鹅绒 的幔帐上 ， 和那悦耳 的 音乐上 。 乡 下人才是完全来看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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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这里的看电影行为成了一种奢侈式的炫耀性消费 。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 强调的玛丽

周围是些
“

爱装饰的外国太太
”

，都展现了高档 电影院中寻找的与外国人一样的高级身份感

觉 。 看电影的行为成 了 自我肯定的符号和阶层认定的标识 。 穆时英《贫士 日 记 》中的贫士之

妻 ，在得知其丈夫有 了职业后 ，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 电影院看 电影 ， 以此作为 自 己脱离贫困

生活的标志 。 施蛰存《阿秀 》中写到男人带女人看戏更是为 了 自 己的脸面 ：

“

他是为了我要装

场面 ， 带一个我好在戏院子里坐着像样一点 。 他死要装出是一个上等的体面人 ，你但要想他

叫我去看戏的时候 ，对于我的衣服总特别 留心 ，不许我随便一点 ， 恐怕要削 了他的脸面 。

”

电

影院这种看与被看的地方 ，成了展示 自 己成就 、炫耀 自 己能耐的最佳场所 。

电影院播放的好莱坞电影大多脱不了情爱 ，是高雅的罗曼蒂克的艺术形式 ， 电影院空间

也带上了桃色的浪漫意味 ，成为具某种特殊意味的男女交际的场所 。 施蛰存的 《在巴黎大剧

院 》里 ， 写到去电影院的 目 的并非在看 电影而是为男女暧昧提供特殊场所 ，所以在 电影院的

男人 ， 时时刻刻想入非非 ：

“

本来 ，在我们这种情形里 ，如果大家真的规规矩矩看电影 ，那还有

什么意味 ！ 干脆的 ， 到这里来总不过是利用一些黑暗罢 了 。 有许多动作和说话的确是需要

黑暗的 。 瞧 ，她又在将身子倾斜向我这边来了 。 这完全露出 了破绽 ，如果说是为了座位太斜

对了银幕的缘故 ，那是应当 向右边侧转去的 ，她显然是故意的把身子靠 向我的肩膀了 。 让我

把身子也凑过去一些 ，看她退让不退让 。

… … 天 ， 她一动不动 ， 她可觉得我的动作 ？ 难道她

很有心着吗 ？

”

电影院构造的黑暗空间 ，成就了无拘无束的男性欲望 。 其时有人说 ，在上海去

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 ，

“

不是为着银幕上的女人 ， 便是为着黑暗 中 的异性
”

？
。 影戏完毕 ， 电

影院的空间也利于男女 自 然而然的身体接触 ：

“

好端端的走 ， 怎么会错踏 了梯级的呢 ？ 也许

这是她故意的 。 她故意要这样子 ，好靠在我的手臂上 。 现在我的手臂已经完全抱着她了 ，要

不要放手呢 ？
… …不必 ，扶梯还没有走完 ， 也许她还会得失足的 。

”

当 时杂志有多篇文章 ，探

讨人们去电影院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谈情说爱 。 如 《读者呼声 ： 看 电影的几

种人 还有一种人大约以学生居多 。 他们或她们将戏院假作谈情场所 ，在开映时 ，

一面看

银幕上表现 ，

一

面却实行他们暗地工作接吻 ，抚摸… …而且还坐在直后面或者角落里 ，不 易

被他人所见的地方 。 他们最希望仆欧者出去 ，观众寥落 ，所忌的是有人在注意他们 。 妨碍他

们的工作啊 。

”？
１ ９ ３ ２ 年 ， 《新时代 》刊的今可随笔中 ，就写到

“

某女士到卡尔登去看电影 ，在那

里 ，看见尽是一对一对的男女 ，只有她是独 自
一人 ，她觉到 了孤独的悲哀 ，她没有看完电影就

回去啦 ，她回到家里倒在床上哭
”？

。 电影院 由此成 了 与
“

情色
”

相关的场所 。 当 时的报刊 ，

有许多这方面的消息 ，诸如《看电影回来少妇求死 》 ， 写到少妇和男朋友外出看 电影 ，被丈夫

①丁玲 ：
《 １ ９３ ０ 年春上 海 （之二 ） 》 ， 《 丁玲文萃 》 ， 文化 艺 术 出 版社 ２ ０ ０ ２ 年版 ， 第 １ ９ ３ 页 。

② 许 美损 ： 《 弗洛依特主义 与 电 影 》 ， 《现代 电 影 Ｍ ９ ３ ５ 年 ５ 月 第 １ 卷 第 ３ 期 。

③ 《 电 声 》 （上海 ） １ ９ ４ ０ 年 第 ９ 卷 第 ６ 期 ， 第 １ ３ ２ 页 。

④ 《新 时代 》 １ ９ ３ ２ 年 第 ２ 卷 第 １ 期 ， 第 ４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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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 发生 口 角 ， 少妇服毒欲 自 杀 ？
；
《看 电影遇艳缔姻 ，逛马路忽起交涉 》 ， 写到在 电影院遇

到 了意中人 ，正当谈婚论嫁之时 ，发现女子是别人家的童养媳？
。

电影院同时是
一个公共领域 ，公众空间 ，这里布满各色人等 ， 充满机会与机遇 。 正是 由

于电影院空间的这种暧昧氛围 ， 以及高档影剧院空间蕴含的无形中的权力资本 ， 电影院成 了

某种类型的女子捕捉猎物的最佳场地 ， 由此成了行骗的场所 。 《 电剧院中 》 ，男主人公王鹿城

恰看 了 电影《风流债 》 ，意缱绻中 ，看到后排坐着曼妙少妇蔡笑梅 ，

“

梳着个新式的美国髻
”

， 那

婀娜娇态 ，令他想入非非 。 女士以点烟搭话 ，并送他
“

白金龙
”

香烟 。 小说中写王鹿城是受 了

浪漫爱情电影的影响 ，艳心勃起 ， 而少妇借翻译影片说明书的借 口 ，邀请王鹿城坐到她身边 。

熄灯后 ，两人借着黑暗 ，

“

畅所欲为
”

，情话喁喁 。 放映结束后 ， 两人已是手牵手的情侣 了 。 两

周后 ， 王先生失恋 ，愁闷 。 他的朋友们带他来看电影《上海一妇人 》 ，看电影过程中 ，听到后排

情侣的情话 ， 当剧场的灯亮起来 ，发现那个女人是蔡小姐 。

？ 小说中 的女人 ，梳
“

美国髻
”

，穿

透露身段的
“

挑纱的花裙
”

，吸名烟 ，不仅以相貌吸 引人 ， 而且谈论 自 己说逢
“

殷格兰姆
”

导演

的片子必看 ，展现出文化方面的好莱坞倾向 。 而王先生也戴
“

巴拿马
”

帽 ，展现的也是西化的

小说中也透露出 ， 王先生是因为看 了情色片 《风流债 》的 电影 ， 才生出 了缠绵的情绪 ，滋

长艳遇的心 。 确实 ，其时输入上海的大部分好莱坞影片的 内容
“

千篇一律的逃不出恋爱与情

感作为故事的主题
”

，

“

极尽罗曼司 、妖媚与美丽
”

之能事？
。 《 良友 》杂志也有文章写道 ， 美国

片把
“
一切麻醉的 、享乐的表现方法 ，尽量地搬弄出来 ，铺张华丽 ，推陈出新 ，极声色之娱

”？
。

当 时的有识之士指出 ，这是一种殖民文化侵略 ：

我们且看 电 影 中 心 的 上 海吧 。 Ｃａｐ ｉｔａ ｌ （光 陆 戏 院 ） ／Ｇｒａｎｄ （ 大 光 明 ） ／Ｃａｔｈａｙ 
（ 国

泰 ） ／Ｃａ ｌ ｔｏｎ （卡 尔登 ） ， 这是 多 么 高 大的 洋馆 ， 夭天开映 艺 术的 逸品 ？ 同 时 天一 、联华 、 明

星等可称有雄厚资本的 制 片 所 ， 无 日 无夜在赶制 。 这不 是一 个很好 的现 象吗 ？ 这还能

说不是进步吗 ？ 但是很可使你 悲哀 的 ，在那些大洋楼所演 的 自 然是洋人戏 。 香港艳 曲 ，

淫靡情调 ，每天能给你们 制 造 出
“

Ｍｙｄａｒ ｌ ｉｎｇ ， Ｉｌｏｖｅｙｏｕ
”

的 醉生 梦死 的 许 多 青年 男 女

来 。 同 时所谓 中 国 国 产 的 影 片 公 司 ，也会不加思 索地依 了
“

潮流
”

，将
“

蝶呀我爱你 ， 花 呀

我醉 了
”

的 肉 麻的 情 节 来星夜摄制 ……揭 穿 了 说一 句 ，便是帝 国 主义的 文化政策 。 这不

过想 以 电 影 的 力 量来代替 以前布 满全球的 宣教士 。

？

①《 时报 》 １ ９ ３ ９ 年 ８ 月 ２ 日 ，

② 《 时报 》 １ ９ ３ ９ 年 ４ 月 １ ６ 曰 。

③ 朱戕 ： 《 电 剧 院 中 》 ， 《新上海 》 １ ９ ２ ５ 年 １ ２ 月 第 １ 卷 第 ８ 期 ， 第 ９ ５
—

１ ００ 页 。

④ 壮 游 ： 《女性控制 好 莱坞
——她们主宰 着 电 影题材 的 选择 》 ， 上海 《展报 》 １ ９ ３ ５ 年 ３ 月 ４ 曰 。

⑤ 《 电 影 的 两 面 ：麻醉 的 与 暴露 的 》 ， 《 良友 》画报 １ ９ ３ ４ 年 ３ 月 １ ５ 日 第 ８ ６ 期 。

⑥ 《 电 影 艺 术代发刊 辞 》 ， 《 电 影 艺 术 》 １ ９ ３ ２ 年 ７ 月 ８ 日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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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认为 ，

“

空 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 ； 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 ， 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

社会关系所生产
”？

， 作为各种社会关系联结的 电影院空 间不可避免地也
“

永远是政治性 的

和策略性的
”

？
。 有空 间政治侵略 ， 同 时也就有空 间 的反侵略 。 在现代历史上 ， 有关 电影空

间 的意识形态斗争 ，

一直没有停止过 。 电影院 由此不仅是一个看 电影的场所 ， 而且是包含无

穷意蕴的拼贴文化空间 。 鲁迅在 《 电影的教训 》 中 ， 曾 写 到在上海令人羞辱 的观戏经验 。 这

种羞辱首先是因 为 电影院座位分配的不平等 ， 电影院 内 的 都市 空 间 布局展示着种族歧视的

规则 ：

“

到我在上海看 电影的时候
”

，

“

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 了 ， 看楼上坐着 白 人和 阔人 ， 楼

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 胄
”

。 而银幕上永远放着好莱坞的片子 ，处处是
“

白 色兵们打仗 ， 白 色

老爷发财 ， 白 色小姐结婚 ， 白 色英雄探险
”

的影像 。 更令鲁迅愤懑的是 ，银幕里明暗交织的影

像千百遍重复着 白 种优越的叙述 ：

“
… …但 当 白 色英雄探险非洲时 ， 却常有黑色的 忠仆来给

他开路 ，服役 ，拼命 ， 替死 ，使主子安然的 回 家 ； 待到他预备第二次探险时 ， 忠仆不可再得 ， 便

又记起 了死者 ，脸色一沉 ，银幕上就出现 了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 。 黄脸的看客也大抵

在微光中 把脸色一沉 ： 他们被感动 了 。

”
？
白 种人和黑种人的友谊是建立在黑种人像狗一样

的忠诚上的 ，这样的叙事策略中 隐藏着殖民者所期望 的阶层 、 阶级部署 ， 及他们所期望 的 白

人 、黑人各 自 的身份认同 ，在这种部署及认同 中 ，殖民者永远是高高在上的 。 由 此可以 想见 ，

电影院空 间蕴含着的无限有意味的形式 。

四 、 好莱坞电影与民众 日 常观念

有论者把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环境为
“

拷贝世界
”

， 认为这样的
“

拷贝世界
”

对人们的心

理世界 、生活方式及行为选择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

由大众传播形成的拷贝世 界信

息环境 ，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无法逃避的生活世界 ， 它同感性世界并驾齐驱 ！ 成为决定人们生

活情感 ， 生活欲望 ， 期待 ， 认知和态度的两大环境世 界 。

”
？好莱坞 电影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

活方式 、表情 、语言 ， 也潜移默化着民众的观念 。 周痩鹃的 《燕 归梁 》 中 的主人公看到片 名 叫

作 《 妇人之仇敌 》的美国影片 ，

“

便受 了
一种极大的感触 ， 夜半 回去 ， 嚼齿 自 语道 ：

‘

从此之后 ，

我也做妇人的仇敌了
’ ”？

。 他还组织 了一个和妇 女为仇的会社 ， 名字 叫
“

仇女会
”

。 汪仲贤

的 《歌场冶史 》中 ， 花美倩作为小范和杨柳青的媒人 ， 要小范做担保 ， 说就是受外国 电影的影

响 ：

“

上一次我们同去瞧 电影 ， 瞧见外国人配夫妻 ， 要请一个律师来订一张婚约 ， 还 由 男人存

一笔钱在银行里 。 如果将来男人把她中 途抛撇 ，就把这一笔钱 当 作老婆 的养老费 。 杨柳青

①亨 利 ． 列 斐伏 尔 ： 《 空 间 ： 社会 产 物 与 使 用 价值 》 ， 薛毅 《 西 方 都 市 文 化研 究 读 本 》 （ 第 ３ 卷 ） ，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社 ２ ０ ０ ８ 年 ， 第 ２ ５ 页 。

② 亨 利 ． 列 斐伏 尔 ： 《 空 间 政 治 学 的 反 思 》 ， 包 亚 明 《 现代性 与 空 间 的 生 产 》 ， 上 海教 育 出 版社 ２ ０ ０ ３ 年 版 ， 第

６ ２ 页 。

③ 鲁 迅 ： 《 电 影 的教训 》 ， 《 鲁迅全 集 ． 准 风 月 谈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社 ２ ０ ０ ５ 年 版 ， 第 ３ ０ ９ 页 。

④ 沙 莲 香 ： 《 社会心 理 学 》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社 １ ９ ８ ７ 年版 ， 第 ５ ９ 页 。

⑤ 周 瘦 鹃 ： 《 燕 归 梁 》 ， 《 周 瘦 鹃代表作 》 ， 江 苏 文 艺 出 版社 １ ９ ９ ６ 年 版 ， 第 ２ ３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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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就同我说 ，这个法子好极了 。 将来她要正式嫁丈夫 ，就要仿照这个办法 。

”？西方电影里

婚姻制度中对女性的保护法则也被中国女人借鉴 ，展现了好莱坞电影对中 国女性婚姻观念

所产生的影响 。

不仅看西洋电影是种摩登生活的诱惑 ， 电影中 的人物 、故事情节往往也 习染人心 ，影响

着民众的心理体验及价值评判 。 《 留情 》中 的敦凤看到报纸上 《
一代婚潮 》的电影广告 ，

“

立刻

想到她 自 己
”
一一于是 自 己也成了传奇中有故事 、有 内容的主人公了 ，人生借电影而精彩起

来 。 《创世纪 》中有些孤芳 自 赏的败落贵族家的孙女潆珠穿上漂亮的雨衣外出 ，

“

风帽的阴影

深深护着她的脸 ，她觉得她是西洋电影里的人 ，有着悲剧的眼睛 ，喜剧的嘴 ， 幽幽地微笑着 ，

不大说话
”

。 以电影中 的人物 自 居 ，而且是西洋人物 ，展现的是小说中人物期望 自 己不被视

为无足轻重之辈而是成为光彩夺 目 的女主角 的一种梦想 ，是对体面有身份之阶层人士的 向

往 。 电影作为 日 常娱乐方式也改变了 民众的起居 习惯 。 周瘦鹃的 《春宵 曲 》 ， 写男主人公去

看夜场电影《春宵曲 》 ， 回家时近凌晨一点 ， 而他的妻子的 习惯是早睡的 ，每天十点钟就得安

睡 。 由此结婚三年没红过脸的夫妻俩有 了冲突 ， 害得主人公一夜未眠 ，好好的一个春宵 ，被

断送了 。 这是因为电影导致的生活作息时间 的不 同 引起的矛盾 。 可见 ， 电影作为 日 常生活

中的事物在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

好莱坞电影就是这样 ，

“

把现代西方这个概念 ， 由
一个地理及时空上的实体 ，

一般化为一

个心理层次上的分类
”

，让
“

西方变得无处不在 ，既在西方之内亦在西方之外 ， 它存在于社会

结构之中 ，亦徘徊在思维之内
”？

，培养了
“

洋为贵
”

的思维模式 ， 民众以复制好莱坞景象为骄

傲 。 从外在的衣着 ，到 内在的思想 ，无不争相趋仿 。 《 日 出 》中 的张乔治 ， 言谈举止都要模仿

好莱坞明星 ， 以外国话比中国话讲得更顺溜而 自傲 ，师陀《结婚 》中的 田国秀更是这样的一个

唯西方时尚之马首是瞻的人物 。 她活着的最大意义就是追逐西式时尚 ，整天活动在跳舞厅 、

电影院 、咖啡馆和饭店中 ， 出风头 ，寻找刺激 ，此外没有别的生活意义 。 师陀在 《谈 〈结婚 〉 的

写作经过 》中直接说她是一个高级垃圾 ， 是 １ ９４ ０ 年代上海小姐的代表 。 因为是代表 ，所以

《结婚 》中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些符号化 ，她是作为殖民文化下产生的一大批消费动物的符

号象征来写的 ，她是被肤浅的现代摩登包装成的上海文化的代表 ，丧失了本身天然的质素 ，

而一味地追逐西方时尚 ， 结果把 自 己搞得不伦不类 ：

“

她忘记 自 然賦予她的姿色 ，

一味拿颜料

朝身上抹 ， 像画坏的油画 ，横一笔 ，竖一笔 ，直把洁 白 可爱 的底子遮起来 。 她粉擦得唯恐不

白 ，胭脂搽的唯恐不艳 ，嘴唇涂的唯恐不红 ， 指 甲修得唯恐不像爪子 ， 用奶油烫得头发唯恐不

像洛丽泰扬 ，脚下是银色高跟皮鞋 ，身上穿着红红绿绿的横纹旗袍 ，打扮得活像四脚蛇或舞

女 … …外表是个妖艳少妇 ，骨子里是呆板愚蠢 。

”
？而海派的洋泾浜文化 ，不也是丧失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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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范中一些有益的东西 ，被殖民文化改造成的一种四不像的文化形态吗 ？ 吴福辉所谓
“ ‘

洋泾浜
’
一词 ，指一切不东不西 、既新又旧 、非驴非马的人或事

”？
。 而这种洋泾浜文化 ，是

西方现代思想在传统的老中 国土地上开出的异葩 。 田国秀就是这种洋泾浜文化的产物 。 作

者指出 ，她的愚蠢是从好莱坞电影中来的 ：

“

她从电影接受 了好莱坞的全部愚蠢思想 ： 打扮 ，

跳舞 ，吃和出风头 ，常常 自 以为是瑙玛希拉或费文丽 。

”

她从好莱坞电影中学会了那些浮面浅

层次的生活观——打扮 ，跳舞 ，吃和出风头 ，而没有任何精神灵魂层面的东西 ：

“
一看即知她

灵魂里缺乏一种东西 。 也许她根未没有灵魂 ，灵魂随着泪流光 了 。

”

师陀对 田 宝秀的这种无

灵魂的状况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 譬如长在沙漠上的树木 ， 虽然有向上生长的意志 ， 因

为缺乏水分须经过人工培植 ，才会欣欣向荣 。

”

叶维廉所谓
“

殖民地教育的 目 的 ，是要制造替

殖民地政府服务的工具 ；这些人最好只是工具 ，

… …这些人的人生取向 ，最好是指 向英国式

的上流社会 ，但是缺乏文化内涵的社会 。

… … 它们的取向是在缺乏 自 身文化 自 觉与反省的

情況下构成 ， 往往取其表面 的承袭 ， 如讲究住半 山 区 的洋房 、 开鸡尾酒会 、 穿着外 国 名

牌… …
”？

。 田宝秀的成长经历即与叶维廉的理论不谋而合 ：殖民者宣扬的是与色情与享乐

有关的东西 ，其 目 的是瓦解殖民地人的思想价值观念 ，成为他们进行殖民文化侵略的工具 。

在这样的殖民文化宣传中 ，色情与享乐被张扬 、被突显是必然的结果 。

①吴福辉 ： 《 老 中 国 土地上 的新兴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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