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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年来，国内学界将左翼电影运动的概念扩

展到“新兴电影运动”的维度上思考，意在指出，这场

发生在电影界的文化运动既是党的领导成就，同时

也体现出多元、流动的文化生产特质。而诞生于其

间的左翼影评“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双时代的大

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①。

“影评小组”的核心成员唐纳，短时间内以“罗平”“史

枚”等笔名，集中发表大量有见解的左翼电影文论，

很快跻身左翼影评“主将”地位。除了《中国电影发

展史》认定他为抨击“软性电影论者”“响起了反击的

第一声”外②，他还是最早一批翻译西方电影理论的

左翼影评人，他不断穿插在译介、批评、理论研究、创

作实践中，形成系统且个性鲜明的电影观念。众多

学者，如郦苏元、李道新、陈山等都曾给予他高度评

价，“作为当时蜚声文坛的著名影评家唐纳(原名马

季良)，为30年代中国电影影像理论以及电影评论的

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③。身为追求进步的青年知

识分子，唐纳既有与国家局势密切相关的政治性和阶

级意识，又有文人墨客的文化理想。探析他以多文

体、多维度撰写的左翼电影文论，可以更加全面理解

左翼影人当时如何做出对时代进步文化的积极呼应。

身份：左翼影评的人脉与倾向

1932年7月，夏衍负责组织领导“影评小组”，唐

纳位列其中。据鲁思回忆：“‘剧联’影评小组的尘

无、凌鹤、鲁思、唐纳、李一、毛羽和徐怀沙七人，则是

这个组织的核心。”④其中，唐纳是年龄最小的一位。

在进入电影界之前，唐纳早已是文艺运动的中坚力

量，夏衍器重的正是他组织文艺活动的经验与左翼

进步倾向。“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热衷于组织剧团演

出进步话剧，后来和“金山等许多文艺青年一道在左

翼戏剧家联盟的领导下，从事戏剧、电影活动”⑤，积

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夏，他考入有“中国哈

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英语专业，“在学校

他是文娱体育活动的活跃分子，也是业余学生剧团

的骨干”⑥。总之，唐纳还未正式进入电影界之前，已

经在文艺界崭露头角，其组织领导才干与团结进步

势力的左翼倾向可见一斑。

彼时的上海商业电影浪潮被左翼文艺运动者称

为“黑暗的电影圈”⑦，“影评小组”作为“电影小组”的

外围队伍，经“文委”领导，团结了一大批党员及进步

人士。而唐纳直到“1933年《晨报》‘每日电影’主编

姚苏凤约他写稿”⑧，才得以正式开启左翼电影事

业。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中间派”⑨且受制于国民

党报业的“报人”姚苏凤能够“左右逢源”，一直与左

翼影人保持良好的关系⑩。当时对影评人的要求是，

以反帝反封建为行动纲领，深入研究作品得失，引导

正确的创作和欣赏。为了不打被动仗，被敌人抓住

批评意见不一致的“缺口”，他们“采取了集体讨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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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执笔相结合的方针”，形成“逢片必评”与“争鸣

互纠”的壮阔局面。

唐纳与姚苏凤可谓一拍即合，这在两人合作发

表的多篇影评中显而易见。意气风发的唐纳也很快

在左翼影评上展现出活跃的思维和行动力。“每日电

影”主要批评形式为围绕某部影片众说纷纭，《新女

性》上映后引发广泛热议，尤其是唐纳与左翼人士周

伽楞的争论愈演愈烈。由于论争内容大多涉及影

片“意识”问题，不久便“引起潘公展强烈不满，于是

姚苏凤‘在潘公展的强压下，终于让一批软性论电影

论者钻进了编辑部’”。为应对“软性论者”发表的

反动文章，夏衍决定迅速组织入手予以反击。经过

几次论争，夏衍看到了唐纳坚定的立场、出色的表现

与思辨的能力，同时又有着特殊的影人身份，首推他

执笔回击，无疑会占据主导地位。随即夏衍亲自上

阵，几乎他的每篇驳论都引述了唐文中的核心观点，

称道“唐纳先生在《晨报》‘每日电影’所发表的《清算

软性电影论》中已经有了不厌其详的解释”，对此王

尘无以打油诗的形式评价道“迎头痛击逢唐纳，同病

相怜有呐鸥”，对唐纳发出“第一声”给予充分的肯

定。也正是有“夏衍、唐纳等的系统的理论批判与剖

析”，才为左翼影评人赢得了话语权。

换个角度来看，姚苏凤此时则处在了“左右为

难”的困境，一边国民党不断施压，一边左翼势力丝

毫不减。为此，夏衍再次决定由唐纳出面，请求退出

“每日电影”，望姚苏凤妥善自处，从这以后“影评小

组”便不在此供稿。唐纳为表达歉意，特地写道“没

有多少时间为提拔出我来的‘每电’作稿，衷心是觉

得很歉疚的”。同年冬天，“每日电影”回应了一篇

《告读者书》，其中提道“在新的电影文化运动之建设

的使命上，我们曾经忠诚地努力过……最近由于一

种不幸的误会，失去了几个扶植过‘每日电影’的朋

友(尤其是洪深先生、沈宁先生、唐纳先生)……”唐

纳等左翼影评人的离开，对姚苏凤冲击巨大，此时

“每日电影”的编辑权已经转到了穆时英手里。

随着唐纳的影评影响力不断扩大，也将半只脚

插进了电影创作，即所谓的“片场”。有报刊曾报道

过：“他的踏入影界，最初是艺华公司，那时正当‘艺

华’全盛时代，在岳枫导演《逃亡》的时节，他是以副

导演的姿态出现于艺华摄影场上的。”自从1933年

11月 12日，“艺华”公司被反动派捣毁后，左翼影人

不再公开露面，但“艺华”老板严春堂还有继续合作

的意愿，于是组织便委派唐纳通过关系进入“艺华”，

而且据阳翰笙回忆，“唐纳一进‘艺华’，我们与‘艺华’

联系的线就没有断”。在此，由唐纳作词，他的挚友

聂耳作曲，为左翼电影《逃亡》创作了《自卫歌》《塞

外村女》两首广为流传的插曲，从此便一半身子探进

了创作界，一半身子留在了批评界。

关于唐纳具体的入党时间已无从查证，但可以

明确的是他在参与左翼电影运动过程中很快转变为

中共党员的身份。叶永烈在对夏其言的访谈中证

实：在他 1937 年入党之前“唐纳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并且秘密参加党的地下活动，其党内政治身份

一直被深藏，与工作特殊性不无关系。而且，两人刚

结识不久，夏其言就知道唐纳参加了“C.Y.”，亦即共

青团，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团转党非常普遍。

1978年冬，唐纳回国，“中调部”安排夏其言接待他，

“中调部”干部轻轻地告诉夏其言，“唐纳又入党

了!”这个“又”字，再次表示唐纳过去已经是中共党

员。用夏其言的话来说，唐纳一直抱有革命理想。

纵观唐纳的从影生涯，他能够以“主将”的文风

参加整个左翼电影运动，一方面在于他一支笔左右

开弓，先后主笔《晨报》《申报》等民国大报电影副刊，

主编《大公报》“戏剧与电影”周刊，后期干脆身体力

行，直接参与电影创作实践，出演中国第一部音乐喜

剧片《都市风光》，担任明星二厂“编剧委员会秘

书”，也促成了他对电影创作和影评别出心裁的看

法。另一方面，唐纳重情义，善于团结进步人士，建

立良善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这是他在新兴的电影

界快速获得上升空间的原因。他在演艺界早已与袁

牧之、郑君里、赵丹等左翼影人义结金兰；在音乐界

与聂耳、孙师毅均为挚友。此外，陶行知在唐纳怀才

不遇时曾专门为其题诗鼓气。更为重要的是，他曾

多次受到夏衍的直接指派，拓展左翼电影批评与创

作空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正是“在夏衍授意

下，在重庆组织‘中国业余剧社’”并担任正社长，直

到抗战胜利后担任国民党“官报”《时事新报》总编辑

也是经过夏衍授权同意的。今天考察唐纳在20世纪

30年代丰富的社会活动、身份及其电影文论是为重

新审视“左翼影评”的内涵、价值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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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西方电影理论与批评的引入

由“文坛”跨入“影坛”的一批左翼影评人深感电

影批评工作困难重重，郑伯奇曾在一篇短文中感慨：

“一部片子的产生过程(由编剧到剪接)对于这片子的

评价有很大的关系，而这种预备知识，我们的批评家

是很缺乏的。”刚接触左翼影评的唐纳更是深知自身

电影理论的欠缺。因此，最初他并未撰写真正的电影

批评文章，而是专心译介、钻研外国进步电影理论，可

见他对电影理论的重视与对待影评工作态度的严谨。

刚从大学校园走向社会的唐纳带有知识分子的

智性表达与敏锐思维，率先将欧美电影理论引入国

内。诚如李道新所言，“在对独特的电影时空即电影

叙事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欧洲、日本的电影创作及电

影理论带给了中国电影批评家最多启迪”。与苏联

电影理论热潮相区别，西式的英语教育让唐纳能够

充分发挥自身语言优势，成为最早译介西方电影理

论的左翼影评人之一。他最初译介的《如此好莱坞：

你看，你别侭喜欢》《影届趣闻：米老鼠做医生》《范朋

克投英后》等电影圈的逸闻趣事，从好奇入门，进而

引发他对电影的浓厚兴趣，助力于他所投身的电影

事业。这还带来另一个后果，唐纳后来长期主编报

刊，很清楚读者需求，副刊中的趣闻带来了更多读者

的关注。此后一年，唐纳发表在各大电影副刊的译

文多达六十余篇，内容主要涉及电影艺术与技术以

及国外电影动态(政策、现象、要闻)两部分，前者主要

聚焦于声音和叙事，而后者则为了扩展国内电影工

作者的视野，吸取

经验与教训，致力

于国产电影文化生

态建设。

20世纪30年代

初正是电影由无声

转向有声的关键时

期，1930年 3月，夏

衍主编的《艺术》月

刊刊出“有声电影

的前途”专辑，左翼

人 士 对 此 褒 贬 不

一，但总体来看，

左翼影人，包括评

论界都积极拥抱有声片的发展，唐纳也不例外，只是

他是从译介《怎样去收取鸟类的鸣声(上下)》《电影的

对话：眼睛当然胜过耳朵》《声音的运用》《未来影片

展望：要有新的意义》等有关声音艺术的文章来实现

的，这其中包含的大量具体声音采集与设计细节信

息，不仅为有声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也

从侧面表达了他对有声电影未来创作的肯定与支

持。唐纳“对待有声电影的态度问题，就不仅仅是一

个对待电影的技术发展的态度问题，而是一个有关

中国电影发展前景的问题”。

通观唐纳的翻译文章，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为“电

影剧本编写方法论”。20世纪 20年代“经常出现的

剧本荒也证明了剧本在影片生产中已经不可或

缺”，到30年代更认为“电影剧本在电影中的地位，

是非常重要的”。唐纳别具匠心地节选了《电影剧

本的范围》《电影艺术名论之一：电影剧本的编剧》

《编写电影剧本的动机》《电影剧本编制上的特点》等

实践类文章的核心章节，分几十次连载。这些文章

不单单强调纯艺术纯电影，还自觉带有“关注现实”

的左翼立场。例如，译文中借英国的“剧本荒”问题

展开讨论，阐明真正原因在于放弃了“失业与和平”

两个“生活上最根本的主题”，但正因为“有了几个重

要的主旨而将是一张真实的能够激动着观众心绪的

影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译文当中有关标准

的分镜头本编写范式、景别范围应用及“淡入淡出”

“化入”等专业术语的介绍，对规范左翼电影剧本的

创作及后期拍摄至关重要。这些文章大都以第一

人称详细讲述国外电影工业分工协作情况，从灵感

来源、题材选择到场景设计，甚至细化到剧本修改过

程，都有具体的操作指南，可读性与实用性极强。唐

纳的翻译工作不仅给予了左翼电影人巨大的启迪，

更让他自己能够从专业的角度评判欧美电影的创作

成就，例如，1934年初美国福克斯公司出品的《权势

与荣誉》(The Power and the Glory)公映，唐纳“惊喜地

欣赏到‘narratage’的那种新的技巧之紧张与活

泼”。连载三篇文章集中介绍被称为“narratage”(旁
白)的叙事法，称赞“这些技巧被运用，乃是限制着电

影的‘时间’王国之破灭。”，“在这里，narratage不仅

突破了时间的呆板的 order，而且能够收到对比的效

果，表现出人们在谈话时的真实状态”。并比对运

图1 初登银幕的电通演员、
左翼影评人唐纳(《电通》1g35年

第8期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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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手法前后的剧本样式，积极探索出保持“电影艺

术优越性”的革新手法。

可见，唐纳对欧美电影一直持有客观和开放的

姿态，他能够持续关注欧美电影产业和文化现象，以

其电影评论供当时中国电影人认识和借鉴。他通过

对比1933年各国电影产业额发现，“全世界产生了二

千一百张影片”，美国则以“五百十张”位居首位，接

近总量的四分之一，而国产片只有六十部左右。因

此，唐纳意识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将目光投

向正发生在美国的蓝鹰运动，译介了多篇“蓝鹰运动

与美国电影”相关的社论。其中两处译者按：“威氏

所提出之‘电影必需顾及现实’等语，实多可取；亟需

译出以资参证。”“对于我国之电影广告，似亦有‘清

除’之必要吧!”直接表明他期望以译介美国经验启

迪中国电影界。

唐纳“译介”的阶段正是左翼电影快速成长期，

这些国外进步电影理论的浮现无疑启发了在摸索中

前行的左翼影人。值得指出的是，唐纳的理论翻译

工作是一次对欧美影片的技术技巧、剧本结构和导

演手法的系统性学习，开辟了一条在西方电影、文论

中汲取艺术精髓，并将其输入中国电影血脉的道

路。总体上对这些理论的引入是有“左翼”评判标准

和系统性思考的。

批评：“意识”与“形式”的统一

“左翼影评”是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夏衍所说，此时“斗争得最厉害的是‘影评’，作

用也很显著”。众所周知，左翼影评在当时最热衷

于两点：一是关于影片中“意识形态”的批评，二是对

电影本体观念的“争鸣”。唐纳也不例外，他在这些

论争中，逐渐树立起在电影界的声誉。唐纳最为著

名的就是参与了“软硬之争”，这场争论在今天看来

最主要是关于电影艺术创作究竟是“意识第一”，还

是“形式第一”的问题。毫无疑问，左翼影评备受攻

击之处就在于“意识”先行。然而，唐纳则是难得能

够将意识与形式合在一起并谈的左翼影评人。

王尘无发表的《〈有夫之妇〉实质的检讨》，被誉

为“新的电影批评的第一燕”，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意

识形态批评，并且强调“意识”的正确与否是评判影

片的标准。与他不同的是，唐纳则更愿意从电影创

作的“形式”角度展开分析，进而涉及作品的意识形

态表达。在对《姊妹花》的评论中，他站在观众的立

场，指出了姊姊大宝在“偷金锁”犯罪时的心理变化

“很能打动观众的心”。当谈到《中国海的怒潮》导

演手法时，他认为“全剧的静和动的 tempo(节奏)处理

得稍微有点紊乱”。与这主题迥乎不同的《烈焰》虽

然对节奏拿捏得当，“对于一个为公众服务的救火员

的赞美”有相当的好处，但情节缺憾很多，对此他提出

改进构想：“与其说阿桂之为救火员是‘幸运的有了较

好的发展’，实在还不如开始就写阿桂是个救火员来

得好。”这种适时而友善的诤言，使得左翼影评自然

而然地融入创作的内部环节，与创作规律相契合。

现实主义观是左翼影评对影片“意识”评判的标

准之一。唐纳深化现实主义批评的目的在于启蒙民

众，指导创作。作为“资深影迷”和“职业报人”，他洞

察到“现在中国电影观众的成分，大多数还是小市民

层”，并且小市民的中间性使其“常常幻想着动摇的

不清晰的阶级界线”，倘若不加以引导，极易坠入封

建迷信的深渊。他对现实主义的探讨是从多个维度

展开的。首先，围绕着商业片《暴雨梨花》，唐纳特别

探讨了感伤主义与现实社会问题的关系，证明“感伤

主义作品，不是不会‘充分含有现实性和真实性’的

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反而他认为这部影片也确

实启示了观众，“悲剧的题材的动人的力量，和感伤

主义的极神经质的情感作用，《暴雨梨花》是动摇了

观众们的心”。他对于现实主义与感伤主义的融

合，“既是左翼影评人基于新兴电影实践推进的理论

发展，也是他们从特有的政治理念出发，应势而变的

一种历史结果”，由此推进了现实主义批评理论的

包容与发展。

其二，唐纳认识到现实主义的“真实”美学的重

要性。他在批评神怪片《爱拉廷》时，指出“对于那般

借尸还魂的，逃避现实的文艺，应该表示反对的态

度”。很显然，他坚信“科学的电影批评应该是看作

品是不是表现客观社会的真实”。即使对于左翼电

影的批评也丝毫不松懈，他质疑《大路》中“‘黎莉莉’

的个人的英雄主义事实上是不会存在的，豪绅家如

此的蠢婢是不会存在的”。在他看来，这种过于虚

构与现实不符，缺乏“真实”感。其三，对于一些社会

性议题，唐纳更是借电影批评表达出他的社会意

识。例如，针对一舟指出的“把女人分成了三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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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了力量”缺陷，唐纳反驳“《新女性》要写一个‘中国

式的’出走后的娜拉怎样的不能克服她自身的矛盾

的悲剧，势必至于‘偏重韦明’”，他还进一步解释道

“工人中的知识分子的李阿英才是真正的新女性”，

这一人物不能够被鲜明刻画，主要在“环境的限

制”。唐纳对影片整体上持肯定的态度，但他同时

表明“不是说《新女性》真是‘十全十美’了”，而是“清

算了蔡楚生导演的幻想与空虚，感伤与繁琐”，显示

出他对蔡楚生这类刚刚转向进步倾向影人的团结。

其四，唐纳的现实主义更多是站在国族立场，当

民族利益受到损害时，也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

其中，最为轰动的事件之一就是关于《新土》(又称

《新地》)公映的抗议。为配合政治宣传，日德法西斯

合拍的这部侵华影片“公然把我国的东北说成是‘大

和民族’的‘新土’，号召日本‘国民’向这块‘新土’进

发，去寻找他们的‘新生活’”。他当即揭露，该片

“是一个谎，一个帝国主义鼓吹侵略中国的有力的宣

传品”，这个谎“炫耀了日本工业的发展”。而后，包

括唐纳在内的一百四十人联合发表《上海文艺界反

对〈新地〉辱华片宣言》，在左翼影人一致声讨和抗议

下，影片被迫停止公映，为此《中国电影发展史》正面

评价了这一事件，“事实上是中国人民反法西斯侵

略、反对国民党政

府在法西斯帝国主

义侵略面前采取屈

辱态度的斗争”。

左翼影评人集

中 力 量 对 一 部 影

片、或者一个“现

象”展开讨论的过

程中，又会形成“争

鸣互纠”的局面，这

是当时左翼影评活

动的一大特色。面

对复杂的政治环境

与批评氛围，唐纳

没有过度强调“意

识论”与绝对的“排

他性”，而是以扎实

的理论基础和以理

服人的见解，在左翼内部“互纠”中确立影评基准，在

内外“争鸣”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导向性观点，及时避

免了左翼影评陷入“机械论”泥沼。更重要的是，他

的批评观念代表了社会精英所主导的社会议题的探

讨、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的责任诉求，稳定地推动了

中国电影批评的发展。

理论：在“争鸣”中树立标杆

1933年被洪深称为“中国电影年”，在茅盾先生

看来则是“多事而活跃的岁月”。这一年的11月发生

了“艺华捣毁事件”，随后，国民党创办《现代电影》，

提出“软性电影”的口号。唐纳最先发表有关《太夫

人》的批评文章，直接揭露影片主题为“向上爬哲学

的表现”，以有力的质问与批评打响了反击“软性论

者”的第一枪。在这场论争中，唐纳连载九篇《清算

软性电影论》长文，条分缕析，痛击“软性电影论”体

系中“形式”主义至上的矛盾之处与概念的混乱。唐

纳认为“软性论者”所强调的“形式方面的创造”，“实

际上就是使观众不去积极支持新生电影而已”，并指

出，当前缺乏的不只是对“美的照观态度”，真正缺乏

的乃是彻底的写实主义作品。

唐纳无疑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软硬之争”中充当

了主力军，正如石凌鹤称赞道，“正义舒张，方显出英

雄本色，明心见信，梗直再现于斯人”。在当时的情

势下，“文字交锋，实为政战”。左翼影评人与“软性

论者”的争论不仅是为夺回左翼话语的主导权，更颇

具意味的是它使得左翼人士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电影

的问题所在。正如“沈宁先生所言‘虽说有了努力的

意志，但还找不到努力的方法’”。唐纳也在论战中

力求让观众和电影作者认清电影的本质。为此，他

从宏观产业现象与规律、微观艺术形式与技术等角

度探讨新兴电影理论，将左翼影评中产生的零散的

美学观点，凝结上升为电影观层面的理论成果，建立

和发展起前瞻性的电影艺术理论。

左翼电影创作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从“新文学”

中获得滋养。对新文学在电影中改编的思考，促成

了唐纳改编理论的逐渐形成。《春蚕》的上映标志着

电影与新文学的第一次联姻，左翼电影未来的新路

由此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文学作家为电影创作

剧本，二是进行新文学作品的改编”。唐纳曾在不

同文论中多次提及影片《春蚕》，由最初偏重“意识”
图2 夏衍为悼念挚友唐纳

(马季良)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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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到这一次专注在小说与电影跨媒介改编问题

上剖析该影片，尽显他在不同阶段电影观念的转

变。首先，他确信“由小说而改编电影，的确是可以

号召观众的”。但他认为“大多数的文艺作品电影

化而致失败，主要的原因便是狭隘的画匡里要装填

过多的素材”。在讨论据张恨水小说改编的《欢喜

冤家》时，唐纳批评影片损伤了原作的“滑稽性和戏

剧性”，主张应“批判地把现代中国文学搬上银

幕”。此外，他还对“外片”的改编做了时事报道和

评论。例如，唐纳简述了《唐·吉诃德》开映短短四

天就出了上海滩，原因是它“没有深刻的摘发没落者

的命运，致使原作的读者不免感到一种损失”，根本

还在于创作者没有“更深切的理解西万提斯的原

作”。至于改编自法国批评现实主义作家左拉写作

的《娜娜》，唐纳更是在详细比对原作后，直接指明剧

作者“把原著中的娜娜的因放荡而得到恶疾后的死

更改作为了爱情为了国家而牺牲以死”，实则在为

自己的阶级立场作辩护，自然违背了原作的意志。

总之，在“电影化”改编这一话题上，唐纳一直持有乐

观态度，保持原作风格、改正原作错误倾向、凸显电

影化表达方式、积极引导民众等观点是他电影改编

的核心思想。

“纯粹的电影观”是唐纳从对电影艺术独立性的

思考中得出的。他多次强调“电影，重要的是一种

艺术”，且这门综合艺术“闻有其特性，它用动作

来思维与说明，开末拉的努力和 montage 的构成，

足够使他当作它本身而存在”。因此，对于具体

创作而言，他强调要注意电影艺术特有的技巧，进

而形象地阐明“忽略了电影剧本中的空气与地方

色彩，就等于忽略了骨骼上的‘肉’一样”，电影画

面同样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一张影片中的基本的

单元，而且对于剧中人个性之描写，空气之安排，

montage之连接等确实是有着很大的联系”。唐纳

还特别指出“对话是不能与画面并立的，在画面不

够抓住观众情感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它”。为突

出电影是动态视觉艺术，他反复提及的“开末拉”

(camera)与“montage”(蒙太奇)则是影像创作与叙事方

式的独特之处。

除此之外，唐纳还在“大众语运动”中积极参与

讨论，为“方言电影”争取到一席之地。主要围绕许

幸之等人提出的“在有声电影中是否允许所谓‘国

语’的有续或扬弃？是否能条件地引用‘方言’和‘土

语’潜入？以及‘大众语’在银幕上如何建立的问

题”，电影界展开集中争论。唐纳站在民族主义立

场，坚决反对方言电影解体。一方面从观众角度出

发，他认为当下最主要的是反对“卑俗之作，而非方

言电影”，“这看土语电影的习惯，保证着作为教育手

段的电影效果的增大，从而提高各地大众的文化水

准，使统一的新中国的文化更易产生”。另一方面，

他并非在电影用语问题上因循守旧，违背各民族统

一的意愿，而如其所言“我并不会主张方言土语整个

的单独发展，反之，我极力说明提高方言土语的发

展，进向更高的一个阶级——民族语”。看似为左

翼内部的“争鸣”，实际上这番言论的背景是国民党

当局“提倡‘国语’，反对以‘粤语声片’为代表的方言

电影”的举措，唐纳更多是在电影语言艺术层面参

与论争，再次避免陷入政治斗争，为至今仍然存在的

粤语片争夺到应有的艺术地位。

可以说，唐纳始终高瞻远瞩，他站在国族的立

场，批评“过时”和“落后”的电影现象。为了与时俱

进，他在争鸣中不断总结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所面

临的关键性问题，他的理论建树对今天的创作仍有

指导意义。

结语

理解唐纳电影评论活动的方方面面有助于当下

对中国早期电影运动，尤其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全面

认识。具体而言，唐纳代表左翼影评人发出反击“软

性论者”的第一声绝非偶然，而是他与当时民族、阶

级等激进的社会思潮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他有效利

用了自己的英文优势，从介绍西方电影理论入手，以

理论带动实践，提高中国电影的创作水准，针砭时

弊，以批评引导社会思潮。在理论争鸣的过程中，形

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批评与创作”“电影与戏剧”

“演员与观众”“政治与文艺”多层次的文论，成为 20
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的时代“先声”。

与此同时，唐纳也完成了政治身份的转变，但他

的争论没有陷入“政治论”的泥沼，而是专注于民族

电影艺术与工业的长远发展。他在夏衍等左翼“旗

手”的扶植下，少有电影知识分子的莽撞与冲动，而

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识，以敏锐的视野剖析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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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世界影坛动态，广泛、全面且客观地参与了整个

20世纪 30年代“左翼影评”的论战，他的成就和理

想，使其成为夏衍眼中“我的挚友”，是“为中国进步

文化事业而奋斗终生的马季良同志”。

注释：

①郑正秋 .如何走上前进之路 .明星月报，1933，1(1)：1-3.
②程季华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

社，1998.398.
③陈山 .权威影评的形成：20世纪 30年代的电影批评意

识与流派 .当代电影，2018，(2)：91-97.
④鲁思 .影评忆旧 .中国电影，1957，(Z1)：134-146.
⑤陈润琼 .马季良(唐纳)文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3.472.
⑥陈润琼 .马季良(唐纳)文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3.1.
⑦转引自：杨国还 .于伶戏剧电影散论 .北京：中国戏剧出

版社，1985.285.
⑧陈润琼 .马季良(唐纳)文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3.2.
⑨张华在《姚苏凤：1930年代影评活动的推手》一文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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