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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与左翼电影人的意识形态宣传策略

史 新 玉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４）

　　摘　要：从电影生产的角度看，《春蚕》与电影人的左翼意识形态宣传策略之间存在着隐秘

而深刻的联系。影片以同名左翼小说《春蚕》为改编对象，其题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照应，且
作者茅盾因《子夜》的出版备受认可，加上导演程步高实地考察养蚕过程，增强了电影的科学性

和可观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房数量，从而扩大了宣传范围。在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

程中，夏衍有意地增强了革命话语色彩，以达到宣传左翼思想的目的。此外，左翼电影人还建

立起电影的批评阵地，与刘呐鸥等人进行“软硬电影”笔战，更加扩大了《春蚕》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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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１年，左 翼 文 艺 工 作 者 夏 衍、郑 伯 奇 和 钱

杏邨受中央指派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涉足电

影界。１９３３年３月，由 共 产 党 领 导 的“左 翼 电 影

小组”成立，自此正式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界

的领导。同年年底，明星影片公司出品了根据小

说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春蚕》，这部电影“第一次

将五四之后的新文学作品搬上银幕，把中国电影

和新文学运动结合起来”［１］，在中国现代电影史上

的地位举足轻重。影片深刻体现出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中国左翼电影人在政治宣传方面做出 的 贡 献。
左翼电影人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一方面通过电影

中鲜明的革命话语针砭时弊，深度揭示民族矛盾与

危机，以唤起面对日军侵略与地主阶级剥削时广大

民众的爱国救亡与反帝反封建热情；另一方面则意

在与国民党统治者争夺政治、文化领导权。

　　一、两个“第一”为何选择《春蚕》

《春蚕》在《申报·电影专刊》的广告宣传语中

多次被称作“新文坛与影坛的第一次握手”、“教育

影片的第一炮”，这两个“第一”奠定了《春蚕》在中

国电影史上的地位，成为了“至今既能看到剧本又

能看到影片的为数不多的３０年 代 电 影 作 品。”［２］

然而，究竟是《春蚕》造就了两个“第一”，还是两个

“第一”选 择 了《春 蚕》？就 新 文 坛 来 讲，小 说《春

蚕》并非首例，被蔡叔声（夏衍）改编成电影的《春

蚕》也绝非 第 一 部“教 育 影 片”；就 小 说 的 内 容 而

言，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当时的问题小说和

乡土小说等作品同样具有教育意义，却没能在新

文学作品与电影银屏第一次“联姻”的时候脱颖而

出，这其实是有深意的。两个“第一”对《春蚕》的

选择正体现了左翼电影人的政治宣传策略。一方

面，《春蚕》小说原著的文本内容和思想均与当时

的社会背景相照应，可以说是当下农村社会现实

的写照；另一方面，如果想达到政治宣传和教育民

众的目的，就必须提高电影的影响力，那么除了小

说内容，小说作者的身份也就成为了电影票房的

一个重要保障。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中华民

族深陷危机，城市工厂倒闭，工人罢工，市场萧条，
这些在茅盾１９３２年２月初版的《子夜》中均有体

现。不过，《子夜》关注的焦点是城市，限于篇幅，
更加民不聊生的农村景象并没有进入这部小说的

关注视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茅 盾 的“农 村 三 部 曲”
之一《春蚕》发表在《现代》第２卷第１期上，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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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以当时农村丰收成灾的现象作为书写对象，补

充了《子夜》缺失的农村境况内容的同时，因其符

合当时“反帝反封建”主题的革命话语和现实主义

表现手法的运用而成为了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品。
作家于８月份构思《春蚕》，年底便写成并发表，可
以说非常具有时效性，就内容来看，几乎是当时农

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茅盾谈到《春蚕》的创作缘由

时说：“听到了不少这几年来周围农村和市镇发生

的变故，大家都在叫苦……尤其是关于蚕农的贫

困和茧行不景气的故事。那时，为了写《子夜》，我
曾研究过中国蚕丝业受日本丝的压迫而濒于破产

的过程，以及以养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贫困的特

殊原因，……，这个农村动乱、破产的题材 很 吸 引

人……这次奔丧回乡的见闻，又加深了我对‘丰收

灾＇的感性认识，于是我就决定用这题材写一篇短

篇小说。”［３］也就是说，《春蚕》关注的正是 当 下 农

村社会的现实景象，这样的作品没有太多的虚构

性，极具真实感，根据这篇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类

似于今天的纪录片，能够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引
起观众的共 鸣，真 正 成 为 以“农 村 经 济 破 产 的 素

描，社会组织动摇的缩影，暴露洋货猖獗的狂流，
暗示土产衰落的病根”为中心的影片，这样，其教

育意义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茅盾的知名度直接影响改编电影的受关

注程度。电影改编于１９３３年上半年，而就在１９３２
年２月初，茅盾的《子夜》初版，一时洛阳纸贵，“《子
夜》出版后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初版三千部，此后

重版各为五千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３］与之前

的其他新文学作品不同的是，《子夜》读者群的身份

更为多样，据陈望道反映，“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

资本 家 的 少 奶 奶、大 小 姐，现 在 都 争 着 看《子

夜》。”［３］此外，电影界中的明星、舞女等也争相 阅

读这部长篇小说，《子夜》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几乎

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与此同时，本来已经颇具名

气的茅盾也因此声名大振。正因为如此，在影片

《春蚕》的宣传语中才有了“中国第一流小说家原

著”这样的字眼，以提升《春蚕》的影响力。

二、电影政治化：小说《春蚕》的电影编导

前文中谈到，左翼电影人选择了《春蚕》作为

第一部改编自新文学作品的电影与观众见面是有

用意的，这显然是其政治宣传策略之一，他们从传

播学的角度，以《春蚕》与时代呼应的题材和知名

度极高的原著作者茅盾来努力博得大众的眼球，

从这一点看，他们试图在政治宣传的广度上做足

文章。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从小说到电影，中间

有两个重要环节———编剧和导演。改编与导演的

本质是同中有“变”，左翼电影人巧妙地利用了这

一“变”，增强了电影的政治宣传效果。
电影《春蚕》由夏衍这样一位“左翼电影小组”

的重要领导人进行编剧，使得其较小说而言最大

的特点是革命话语的张扬和政治化倾向。尽管从

小说到电影，故事情节或表现方式会有一定的改

变，但由于《春蚕》小说的题材内容本身已经具备

了政治话语宣传的功用，针砭时弊，教化民众，因

此，电影较原著基本上没有做出巨大的变动。“它
的目的就是图解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势力

压迫下的中国农村，尤其是江南农村蚕农破产的

现实状况，有着很强烈的当下 性 和 纪 实 性。”［４］夏

衍在进行编剧时，对政治革命色彩进行了强化，这
主要表现在对内容的取舍上。

与小说不同，电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 通 过 声

光等媒介表现出一定的内容，这就要求电影情节

必须有所聚焦，有所取舍，聚焦什么，取舍什么，主
要与电影要表达的主题有关。因此，影片在一开

始就压抑了小说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多多头与荷

花之间的暧昧情感关系。明星影片公司的市民电

影导演程步高原本非常善于处理电影中世俗男女

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是在《春蚕》里并没有发挥所

长，夏衍在编写剧本时就已将小说中描写得相当

生动精彩的男欢女爱情节删去了，形象被刻画得

很丰满的 荷 花 这 一 重 要 角 色 在 电 影 里 也 变 成 了

“扁平人物”。并且，小说《春蚕》里有着老通宝细

腻的心理活动，而在电影《春蚕》中，这些心理活动

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养蚕的日常匆忙，老通宝似

乎已经失去了思索的能力，只是一味地养蚕以维

持生计，最后落到了“丰收成灾”的地步。此外，影
片的开头就出现过几幅图表和几行文字，通过字

幕“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侵入所致”明确告诉观

众，江南农村丰收成灾、老通宝等桑农难以维持生

计正 是 由 中 国 面 临 内 忧 外 患，社 会 动 荡，洋 货 猖

獗，地 主 和 买 办 资 本 家 剥 削 底 层 老 百 姓 造 成 的。
电影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政治宣传鼓动色彩，对世

情有意识地进行压抑，如此一来，电影的政治图解

色彩更加浓厚。抛开与原著的比较，单就电影《春
蚕》而言，确实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的“传声筒”，
失去了电影最原始的生动性和娱乐性。基于此，
有学者认为，《春蚕》是不成功的左翼电影标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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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 左 翼 电 影 的 成 功 之 作，这 是 有 一 定 道 理 的。
不过，就左翼电影人的目的而言，电影的这种改编

未尝不是一种政治宣传策略的体现，在有限的时

间内，通过针对性强的内容，对观众进行教化和感

染，确实能够激起民众对丰收成灾的农民的同情

与对帝国主义侵略、地主剥削等现象的愤慨之情。

三、政治文化阵营之战

尽管左翼电影人为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在电

影《春蚕》上做足了功夫，然而，这部阵容强大的电

影却不像小说原著那样口碑出色，同时引发了广泛

的电影论争。一方面，它成为左翼势力摇旗呐喊的

工具，另一方面则遭到刘呐鸥、黄嘉谟等人的诟病，
这场论争就是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软硬电影”之

争。事实上，论争背后的实质是“硬性”电影论者和

“软性”电影论者两大阵营之间的政治与文化较量。
对电影《春蚕》的质疑源自《申报》上一篇作者

署名为“严白璧”的文章《春蚕散片所引起的疑》。
严白璧认为：“我疑虑到整个电影界的导演与演员

问题：恰当于都市题材的演员，是否也恰当于农村

题材的演出？过惯都市生活而没有农村崩落的实

感的导演与演员，是否适宜于摄制农村题材的影

片？”［５］当时，编辑“不敏”在严白璧的文章 后 面 增

添了一段注释：“这是一封意见书，我现在以毫无

成见的态度公表出来，并希望能唤起关系方面的

注意。”［８］笔者认为，严白璧极有可 能 就 是 左 翼 知

识分子，他希望能够通过对《春蚕》的质疑引起同

僚和海派的注意，而主编“不敏”虽然声称“以毫无

成见的态度”，而事实上，将此文公开发表出来，本
身就是一种态度———他也希望《春蚕》能够引发一

场论战。针对《春蚕》的演员选择问题，茅盾在一

篇文章里有相似的看法：“可惜明星公司的演员对

农村生活不很熟悉，当时又没有让演员去农村体

验生活然后拍 戏 的‘制 度＇，所 以 这 个 影 片 不 能 说

是完美，但由于演员的努力还 是 相 当 成 功 的。”［３］

茅盾也认 为 擅 长 演 绎 都 市 题 材 电 影 的 演 员 演 饰

《春蚕》中的农民形象并 不 合 适。之 后，导演程步

高于《申报》上发文回应严白璧，承认确实存在“都
市演员”饰演农民形象的不匹配问题，但同时又强

调，“盖 该 片 摄 制 以 来，对 背 景 问 题 始 终 严 密 考

虑，”［６］客观来讲，电影人的确对《春蚕》进行过认真

打磨，态度极为认真，程步高积极向浙江农村的桑

农汲取养蚕经验，并在拍摄场地搭建了育蚕房，“对
于擅长市民题材的制片公司和导演来说，这应该是

勉为其难而又难能可贵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星＇
公司试图转向左翼电影的努力，并且也的确在一定

程度上达到了忠实于原著左翼特色的目的。”［４］

《申报》上关于电影《春蚕》的论争持续了很长

时间，且参与人物众多。据藤井省三推断，鲁迅并

没有看过《春蚕》，但吊诡的是，很少观看国产电影

且没看过《春蚕》的鲁迅却在文中提到这部电影，
并且表以积极的态度：“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

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

这也和十九路军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

开映屠格纳夫的《春潮》和茅盾的《春蚕》了。”［７］针

对这种现象，藤井省三做出解释：“因为后者的原

作者茅盾是鲁迅的好友，所以鲁迅执笔介绍了《春
蚕》，但 是 可 能 由 于 一 开 始 就 没 有 看 过 电 影《春

蚕》，于是就把继该作品之后上映，和屠格涅夫小

说同名的电 影《春 潮》搭 配 着 进 行 了 简 单 的 介 绍

吧。”［８］笔者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 原 因，即 鲁 迅 通

过对电影《春蚕》的认同，表达了自己的阶级立场，
强调了无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身份。鲁

迅的言 论 引 起 了 海 派 作 家 的 反 对。电 影 上 映 不

久，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矛盾》第二卷第３期上刊发了

主题为“映画《春蚕》之批判”的一组文章，文章的

主要基调是贬抑电影《春蚕》，刘呐鸥声称《春蚕》
是失败的电影作品，失去了“剧”的特性，“《春蚕》
是一部纪录像片。但在片内关于蚕的生长或培养

的纪录，我们从画面所看到的却极少，既不是整篇

一贯的Ｒｅａｌｉｓｍ，又不成其为教育影片。再，据说

《春蚕》是一部暴露农村经济破产的作品，这当然

是很好 的 暴 露Ｐｈｏｔｏｐｌａｙ了，但 这 里 头 实 在 没 有

应有的‘剧＇底形成，材料是散漫底横陈，毫无剧底

趣味和结构”，“坏的印象，缺乏电影的感觉性，效

果等于零，这便是电影《春蚕》。”［９］黄嘉谟更是将

电影与小说原著一同否定，认定《春蚕》“是一篇平

凡的小说”，“把一个乡村描写得干燥无味，结构和

布局也散漫得无从收拾，”［１０］并进一步对电影的编

剧、导演表现等予以全盘否定。作为一部文学改编

电影，小说原著和电影作品均难免涉及讨论，不过，
这样的评价不只是“软性”电影论者对《春蚕》的批

判，更是对左翼知识界倡导的“硬性”电影的贬斥。
事实上，这场“软硬电影”论争就是文化批判

和话语权力的争夺战，论争者“把文化之争上升为

政治斗争，无论是被政治所利用，还是借政治的手

段来解决文化的争端或说是争取文化的霸权，实

际上都是一时之计。”［１１］葛兰西曾倡导通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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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方式来“夺取并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

权，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存在寻求

政治 合 法 性 与 深 层 次 文 化 道 德 合 法 性 的 基

石。”［１２］这也正 是 左 翼 电 影 人 的 政 治 策 略。程 季

华就以政治功能作为向度对左翼电影运动进行过

评价：“左翼电影运动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

线，同时又针对新的形势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有
力地突 破 了 反 动 派 的‘围 剿＇，……配 合 了 当 时 政

治军事战线上 的 反‘围 剿＇斗 争，也 配 合 了 各 个 兄

弟文化艺术战 线 上 的 反‘围 剿＇斗 争，以 光 辉 的 胜

利结 束 了 电 影 战 线 上 的‘围 剿＇与‘反 围 剿＇斗

争。”［１３］这一评价带有强烈的左倾色彩。
尽管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讲，《春蚕》并不能给观

众以艺术的审美体验，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

甚至削减了影片的观赏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讲，
《春蚕》的意义深刻而远大，它体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左翼电影人在无产阶级政治宣传方面做出的努

力。一方面在电影的题材选择和广告宣传上十分

精心，以争取更多的观众并提高影片的知名度；另
一方面，在编剧、导演和摄制上也颇为用心，编成

剧本的过程中加强了革命化叙述，并在拍摄时实

地考察，以增强电影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更重要

的是，左翼电影人努力建立起了电影的批评阵地，
诸如《申报》等大型报刊杂志，与海派作家和电影

人进行了笔上论战，更加扩大了《春蚕》的政治影

响，也使其成了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宝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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