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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君里：
电影民族化探索的先驱

本报记者 黄启哲

对于中国电影史， 无论是幕前的
角色， 还是幕后的创作， 抑或是理论
研究， 有许多名字无法绕开。

今年恰逢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 20
届。 翻阅过去这些年来电影节的日历，
无论是“向大师致敬”单元，还是纪念展
及相关放映活动，不难发现一些熠熠生
辉的中国导演名字：费穆、桑弧……这
些大师在其从艺生涯中执导了一批优
秀的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 正在上海电影博物馆
举办的 “一个人的电影史———纪念郑
君里特展 ”， 则以 100 多件照片和手
稿， 带人们回望这位最先将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引进中国的戏剧电
影理论家， 和留下多部经典作品的伟
大导演。

出生于 1911 年的郑君里家境并不

富裕，父母亲早年从广东中山来沪摆水

果摊谋生。一直就读于义学的郑君里在

初二时便自作主张辍了学， 成为田汉创

办的戏剧学校南国艺术学院第一个报名

的学生，免费就读。
从这里，郑君里开始了自己的艺术

生涯。起先是舞台上跑龙套，很快他就成

了上海艺坛的主力。至上世纪 40 年代中

期， 他参与的团体可统计的就有 26 个，
话剧演出达到 70 台。而此后他转战大银

幕，参演了《野玫瑰》《火山情血》《奋斗》
《人生》《慈母曲》《联华交响曲》 等 22 部

进步影片。 其中，他在 1935 年与阮玲玉

合作了《国风》，他在片中饰演阮玲玉的表

兄，鼓励姐妹俩到上海求学深造，因缘际

会下与阮玲玉扮演的姐姐错过， 而与妹

妹成婚。 这也是阮玲玉病逝前的最后一

部电影。 他甚至还曾入选当年权威电影

杂志评选出的 “十大男明星”———“电影

皇帝”说的是金焰，“电影老虎”说的就是

郑君里。
在台前快速成长的他， 从没放弃对

艺术理论的追求。 上世纪 30 年代，随着

艺术界对于现实主义文艺探索不断深

入，早期只求情感、不甚注意外形技术的

“本色演技”已不再能够满足郑君里等一

批文艺人的追求， 广大演员都迫切希望

能够掌握一套比较完善的、 科学的表演

方法。 郑君里曾感慨：“唱旧戏的角色一向

都收养一两位传衣钵的弟子， 咱们吃话

剧、影戏饭的自来无祖师可参谒……一个

演员最需要引导，他应该找谁学习？ 这确

是个问题。”1939 年，饱受战乱颠沛之苦的

郑君里，选择与章泯合译整本《演员的自

我修养》，两人一个在西北，一个在南方，
分头工作，为的就是让中国文艺界尽快看

到这一有益的理论著作。 没有学过外文的

郑君里，靠的是几本字典边学边译。
在他的译著作品里，还有《演技六

讲》《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画传》等，至今

都是海内外戏剧教学中的必读书目。已
经成名的演员也“手不释卷”，演员吴孟

达从图书馆复印的《演技六讲》，先后在

梁朝伟、刘青云、吴镇宇、周星驰几个人

手上流转。
郑君里的钻研范围远不止这几本

译著，从他 1944 年发表在《戏剧时代》
的《近代欧洲舞台艺术底源流》一文中

可以知道， 郑君里早在 1931 年就对舞

台装置艺术有所学习研究并发表文章。
10 多年过后，同行间还流传着他 20 岁

时文章的手抄本。 彼时，郑君里的工作

重心早已从戏剧转向电影，可他却能提

笔将 10 多年前的文字重新修订， 在有

限的材料中梳理出 20 世纪最初 20 年

舞台艺术理论发展的脉络，而对于当时

兴起的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和构成主义

尽管并未展开，也可以从中看到他与世

界理论实践保持同步的研究劲头。

有学者认为， 从中国第一代导演

郑正秋 ，到蔡楚生 ，再到郑君里 ，能够

看到中国电影民族化进程中明显的师

承关系。 而郑君里不仅受到五四思潮

的影响， 同时又从西方艺术观念中汲

取营养，可以说是一位集大成者。 纪录

片《民族万岁》、史诗影片《一江春水向

东流 》、以小见大的 《乌鸦与麻雀 》、人

物传记电影《林则徐》《聂耳》……他的

每一部作品题材、视角各有不同，几乎

都堪称经典。
而他执导作品中最为人所熟知的，

便是他的电影处女作，与蔡楚生合拍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 70 年前的 10 月，
该片缔造了连映 3 个月的观影盛况，很
快便打破了《渔光曲》缔造的国产电影

票房纪录。
能够引发万人空巷的热潮，是因为

影片以一个小家庭的悲欢离合表现国家

的命运浮沉，展现出史诗般的叙述格局，
也切中了当时广大中国老百姓内心深处

的痛。 抗日战争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掀

起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然而不同地区遭

遇不同：沦陷区的人民遭遇侵略军压迫，
一心渴望着抗战胜利。 1945 年后的上海

人民，还是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切被蔡楚生和郑君里等一批

电影文艺人看在眼里。在《导演学步的起

点———拍摄 〈一江春水向东流〉 学习札

记》中郑君里写道：“上海这样的城市，每
天冻饿而死的不知有多少人； 善堂门口

放的空棺材，每每夜晚有饥饿与病重的乞

丐爬入其中，第二天早晨变成死尸……而

另一方面， 那些达官贵人们抗战期间躲

在大后方大发其国难财， 胜利以后又以

‘接收大员’ 的身份如蝗虫般漫天飞来，
大发其劫收财。 当时这般接收人员有所

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口号：
‘修身’就是大搞西装革履，打扮得油头

粉面；‘齐家’就是大搞汽车洋房，全家享

福；至于‘治国、平天下’更是企图把全国

的财富都集中到他们手中去了。 ”
好作品不是妙手偶得，其中的每一

个镜头都凝聚着两位导演的匠心。这些

社会真实都在电影中得到巨细靡遗地

展现：躲到后方重庆大发国难财的资本

家；周旋在公子哥中的交际花；为保全

财产，迫不及待地向“重庆客”投怀送抱

的伪官姨太太……都与衣不蔽体、食不

果腹的劳苦大众构成强烈反差。影片中

就有一节，是成为帮佣的素芬站在大树

下， 向着张忠良等人聚会的豪宅张望，

手中是向主顾讨来的剩饭； 而宅子里

资本家 、公子哥 、交际花的莺歌燕舞 、
猜拳行令之声透过窗户依稀可 辨 ；远

处还飘来卖唱祖孙的歌声：“几家流落

在外头 ，几家夫妻团圆聚 ”，构成 强 烈

的戏剧冲突。
这是郑君里第一次做电影导演，他

谦虚地将这次执导经历定位为“向蔡老

学艺的过程”， 所以他把过程中的感想

与体会一一记录下来。 从文字中可以看

出， 他在处女作中对戏剧结构、 运镜布

景、角色挖掘已有了非常独到的认识。郑

君里将角色的性格比作金刚钻———由许

多小的三棱面构成。他以何文艳为例，总
的调子是圆滑、庸俗，但在不同情境下对

不同人表现不同，“对张忠良是妖媚，对
牢中的温经理是放赖，对素芬是傲慢，而
遇到素芬投水时又怕事。 ”在他看来，只
有各个面结合在一起，彼此映衬，才能凸

显一个人立体的、鲜活的个性。
就是这样一部史诗级电影， 投资

却不比现在动辄过亿元， 拍摄经费捉

襟见肘， 上下两部辗转两家电影公司

才勉强完成，整整拍了一年。 这期间，
剧组能用的，仅有一部单孔摄像机，就

连胶片也常常是过期的。 物资紧缺的

年代 ，影片中资本家桌上所谓 “空运 ”
的 道 具 龙 虾 、螃 蟹 ，其实都是发臭的 。
影片中还有一场，是演员白杨饰演的素

芬在暴雨中浑身湿透。由于自来水供应

不上， 这人工雨是臭水沟抽出来的，其
拍摄过程的艰苦可想而知。

而相比于战后的物资匮乏、 经费

紧张，更早几年的抗战时期，郑君里就

在颠沛辗转中完成了纪录片 《民族万

岁》的拍摄。 在第八卷的“西北工作日

记”部分，读者会发现黄河、大漠、盐池、
草原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而即使在那样

艰苦的环境之下，郑君里目力所及却总

是诗情画意。 1939 年 5 月 28 日，他与

工作人员傍晚在黄河青铜峡落脚，他在

日记中写道：“月亮像霜一样皎白，风是

迷人的温柔，黄河水在背后无声地流闪

着，对面的峭壁像是铅灰色的素描。 今

晚我是异样地疲劳， 呆视蓝天鹅绒一

般的天幕……仿佛觉得我仍旧在江南

一样，这是塞外江南之夜。 ”
在艰险中发现美，于困乏中品出诗

意，这正是他一生致力于探索的现实主

义题材民族化诗意化的表达方式，这也

或许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奠基人

留给后辈的宝贵探索。

从台前到幕后，他最早靠翻字典译介世界表演理论

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拍出史诗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

他们曾书写
中国电影史上辉煌篇章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主要作品包括：《假凤虚凰》等

黄佐临 1906 年生于天津。 他师承现实主义戏剧大师萧伯纳，无论在戏剧还

是电影的创作实践中，都秉承着“关注时代需求，关心人民生活 ”的艺术理念 。
1946 年，他参与创建文华影业公司，开启了电影生涯。 他执导的首部影片是讽刺

喜剧片《假凤虚凰》。 此后，他又导演了《夜店》等影片，这些电影大多改编自文学

作品。 在电影改编的不断实践中，黄佐临也逐渐形成了自己“本土化”的独特方

式， 将国内外优秀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 根据国内的现实情况加以重构塑

造。
上映于 1947 年的《假凤虚凰》由黄佐临执导，桑弧编剧，石挥、李丽华主演。

该片用浓烈的喜剧表现手法，展示了市民的喜怒哀乐与市井生活，辛辣地讽刺了

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欺骗之风，同时直指人性的弱点。故事结构巧妙，叙事生动、流
畅，尤其是对话，风趣传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喜剧电影的创作。《假凤虚凰》也是

首部由中国人配英语的影片，曾赴欧美放映，颇受好评。

黄佐临

主要作品包括：《哀乐中年》《子夜》等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和第

一部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都是桑弧执导的，他在中国影史上的地位可见一

斑。 从 1944 年一直到 1990 年，他执导了《教师万岁》《不了情》《太太万岁》《哀乐

中年》《子夜》《曹操与杨修》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桑弧 1916 年出生于上海，他一直很关注市井小民的琐碎生活，镜头聚焦的

是“不彻底的人生”。 这使得他的电影有一种独特的品质。
与黄佐临一样，桑弧在 1946 年加入文华影业公司，负责艺术创作。 电影《不

了情》的剧本，正是桑弧邀请张爱玲为文华公司创作的。 1947 年，《不了情》作为

文华公司的开山之作，由桑弧导演，只花了两个月就拍摄完成，上映后一炮打响。
1949 年由桑弧自编自导的影片《哀乐中年》，被认为是“文华影片”中风格最强烈

的一部，表现上海独有的都市市民文化，含蓄中见出浓烈，喜剧中透出悲凉，被评

论家认为“充满着高度成熟的幽默和韵味，可以说是内容和技巧都接近完美的中国

电影”。

桑弧

荩1947 年电影 《一江春水向东流》 工作照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1932 年郑君里和陈燕燕主演联华影业公司的电

影 《奋斗》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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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穆

主要作品包括：《小城之春》 《孔夫子》等

费穆 1906 年出生于上海。他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传统艺术手法和电影写实

的艺术特性都有精深的理解，并在创作中努力探索两者的完美结合。 1932 年，他
开始在上海担任联华影业公司导演，于之后的几年中执导了《城市之夜》《人生》
《香雪海》《天伦》等作品。 1936 年，他与欧阳予倩、蔡楚生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电

影界救国会，同年执导电影《狼山喋血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和爱国精

神，广受赞誉。 此后他相继拍摄了《孔夫子》《生死恨》等影片，构图优美，镜头凝

练，韵味深长，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拍摄于 1948 年的电影《小城之春》中，导演费穆创造性地把人物受创的情

感与家国历史背景诗意交融，使人性真实与艺术美感达到了和谐统一。这样的意

识与导演手法即便在今天，也被不少海内外影评人认为“现代、超前、酷”。 电影

《世界儿女》由费穆编剧、来自奥地利的弗兰克夫妇导演完成。 这部 1941 年问世

的影片拍摄于上海，以反法西斯为主题，属于中国电影史上较早的合拍作品。

《小城之春 》的 艺

术 成 就 举 世 公 认 ，至

今，被不少海内外影评

人认为 “现代 、超前 ”。
影 片 在 海 外 发 行 时 ，
被冠以 “中国 最 伟 大

的电影作品之一”。

电影 《野玫瑰》 剧照， 右起： 郑君里、 王人

美、 金焰、 韩兰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