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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後，中國文藝界一度迎來欣欣向榮的局面。在電影

領域，一批優秀影片也應運而生。但好景不長，這批影片很快便隨着反右、「拔

白旗」運動的到來遭到批判，而1958年由北京電影製片廠出品、成蔭導演的《上

海姑娘》也在其中。《上海姑娘》對個體情感生活的過度強調，固然遵循了意大利

新現實主義電影與解凍時期蘇聯電影的人道主義路徑，但顯然與社會主義倡導的

革命之情、階級之情背道而馳。本文試圖以《上海姑娘》為個案，通過分析該片獨

特的藝術價值及其歷史境遇，來管窺1950年代新中國初露鋒芒的激進電影實驗，

以及國家意識形態對知識份子心靈私域的改造與衝擊。

關鍵詞：人民電影　《上海姑娘》　知識份子　「去通俗化」　心靈改造

1956年，隨着「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中國電影界「思

想一元化」、「經濟一體化」的局面似乎有了鬆動的迹象1。從1957年起，以北

京、長春、上海電影製片廠為代表，相繼拍攝了一批兼具娛樂性與思想性的

優秀電影作品，如《沒有完成的喜劇》（1957）、《青春的腳步》（1957）。其中，

由北京電影製片廠（以下簡稱「北影廠」）出品、成蔭導演的影片《上海姑娘》

（1958）無疑是這批佳作中的代表。但好景不長，這批影片很快便隨着反右、

「拔白旗」運動的到來遭到批判。伴隨着政治風向的突變，即使是成蔭這樣的

「三八式」電影人也未能倖免2，《上海姑娘》受到周恩來、陳荒煤等政治高層

的點名批判，並因此「含冤」數十載。但今天來看，這部電影無論是藝術價值

還是歷史評價都需要重估。

影片講述了剛從學校畢業的青年工程技術員陸野，來到一座新興的城市

參加工業建設。他自小在上海生活，但對上海姑娘愛打扮、愛漂亮、愛玩樂

的生活作風有一種偏見，甚至討厭她們。正在此時，他所在的宿舍樓搬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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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上海姑娘，其中白玫擔任了陸野施工工地的甲方代表。由於生活和工作

上的接觸，使陸野逐步改變了對這位上海姑娘的看法，雙方也漸漸在相處過

程中暗生情愫。影片沒有以過往工農兵電影中因為工程、技術方案引發的外

部衝突為核心，而是採用比較新穎的視角展示這群知識青年在沸騰工地上的

生活，以及他們在工作中、愛情上的苦樂酸甜，繼而打破了當時人民電影「通

俗化」的主流敍事模式。

「人民電影」一詞最早見於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一書，但該書

並未對此概念作出相對嚴謹的闡釋，或許其編著者認為這本是一個不言自明

的概念，便理所當然地將「人民電影」的起點追溯至1938年成立的「延安電影

團」3。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電影」更被理所應當地界定為以 

工農兵群體作為創作主體而拍攝製作的影片，其根本出發點是在電影界繼續

貫徹〈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創作方針。

「十七年」（1949-1966）時期，倡導「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人民美學」得到大力 

踐行，尤其是在二十世紀50年代成為各行各業的指導原則。安燕認為，「人民

電影」的人民性實踐，既體現出「『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看待一切問題、處

理一切問題』的時代意識，又體現出在肅清、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基礎上，知

識份子通過檢討自身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把目光投向一切新社會的新事物，

尤其是投向人民群眾在革命鬥爭和生產建設中的偉大事迹」4。故而將工農兵

題材放在頭等位置，以真實具體的生活和多樣化的藝術形式創作出符合人民

群眾期待的電影作品，就成為人民電影最重要的美學特質。

以往對《上海姑娘》的相關研究大都從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和社會主義城

市摩登性的角度來闡釋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與意識形態症候5；筆者從中國電

影史與電影美學的角度出發，認為這部影片中流露出的「去通俗化」美學特質

更多是受到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與解凍時期蘇聯電影的影響，但成蔭的這

一實踐似乎與建國初期文藝界主張學習的「蘇聯方向」不相一致。尤其是在借

助文學、電影等文藝形式對全體國民的文化心理結構、對知識份子個體心靈

層面進行徹底改造的十七年期間，諸如《上海姑娘》這樣注重知識份子情感生

活的作品注定會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宣傳中的「異類」而遭到批判。但正因如

此，才愈發突顯出該片在堅持探索個體心靈情感層面的可貴之處。

當前學界對於十七年電影的主流觀點大都從兩個維度展開：或是從國家

意志、人民美學的角度，高度肯定此時期電影創作區別於資本主義電影形態

的先鋒性和優越性；或是將其看作毛澤東時代特有的樣板美學雛形，與民國

時期上海電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影的藝術與社會價值割裂開來。這兩種

看似對立的觀點背後其實暗藏着相同的本質，即都傾向於將十七年電影看作

是孤立於世界電影發展趨勢的一種特殊電影形態。但筆者對《上海姑娘》進行

文本細讀後發現，影片形式和風格上的新穎之處恰恰在於創作者有意識地和

當時世界電影藝術潮流進行了對話交流，而非受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

的僵化創作6。也正因為十七年人民電影中存在着以《上海姑娘》為代表的三

批「非主流」電影7，民國時期上海電影的人文傳統才沒有完全中斷，改革開

放後電影理論家與「第四代」、「第五代」導演對中國電影語言進行的現代化革

命也不至於完全失去歷史與美學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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