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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廿四年三月七日午夜阮玲玉之死曾经轰动整个上海。据《阮玲玉传》的作者黄维钧说：阮玲玉自杀身
亡的消息传出后，从3月9日清晨开始，前来瞻仰她的遗容的人成群结队，三日内达十余万人，把万国
殡仪馆所在地胶州路挤得水泄不通。由于拥挤过甚，送葬队伍行进缓慢，从胶州路到墓地二十来里路
，足足走了3个小时还不到一半路程，只好中途叫来汽车，把灵柩和送葬的亲友、同事运到墓地。一
个影星之死竟然会引起如此空前绝后的震动，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弱女子竟然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社会
反响！这难道不是意味深长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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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明星之死2 阿根——凤根——阮玉英3 错走这一步4 《挂名夫妻》与挂名夫妻5 从明星公司到大中华公
司6 进入联华7 安安稳稳的1930年8 不忘往日之飘零9 风云突变，退而复进10 新的突破11 私生活恶化以
后12 《小玩意》、《人生》和《归来》13 《女神》——向艺术高峰迈进14 新的女性应该向前冲15 我
是一个好人吗？16 明星殒落之后

Page 3



《》

章节摘录

　　玉英妈早就看出张达民有意于玉英，但一下子提到结婚，感到突然，又有些将信将疑，嗫嚅了一
阵子，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她心里很矛盾，有这么一个世家子弟当女婿，她是求之不得，何况眼前
还仗着他度难关呢!可是张家老爷、太太那么厉害，哪能容得下玉英啊!太太就是因为反对张达民与玉
英来往，才借故把她撵了出来，如今张达民正式提出结婚，太太还不闹翻天!她感到事情有些悬，又没
跟玉英商量过，自已不好决断，就对张达民说：“四少爷，容我跟玉英商量商量再定好吗?”　　张达
民说：“那也好。你对玉英说，我是真心爱她，她尽管放心好了。这里有十块钱，你先拿着用，我过
几天再来。”　　张达民回到海宁路，与几个哥哥商量。老二、老三知道家里决不会同意，但他们也
犯不着去反对，白得罪张达民，所以含糊其辞，摆出一副无可无不可的姿态。倒是张慧冲，毕竟留过
学，开明一些，对四弟的婚事表示支持：“现在讲究男女平等，不能光看门第，只管去爱就是了。只
怕老爷子、老太太这一关不好过。”　　张达民说：“他们那里我去慢慢想办法。”　　张达民想，
母亲那里已经弄僵，不如直接找父亲试试。他是一家之主，绝对权威，只要他一抬手让自己过去，母
亲那里就好办了。他直奔父亲的小公馆，向父亲正式提出要与玉英结婚。为了说服父亲，他又把玉英
如何如何好说了一通。张老爷早已从太太那里知道此事，还没等张达民说完，就打断他的话头：“不
用多说了，你是说要跟一个老妈子的女儿结婚，让我去跟一个老妈子攀亲家。”　　“是的。”　　
“达民，你好好听着，这事情你就是说到天边去，我只有两个字：不行!说你小其实也不小了，好不懂
事。名门闺秀、金枝玉叶有的是，偏要娶一个娘姨的女儿。我们是什么人家?决不允许讨这样下贱女子
到家里来。结婚不同于随便拽个女人白相白相，我看你是十足的洋盘，少来这套男女平等的时髦玩意
儿，你要轧朋友我不管，要结婚绝对不行!”　　张达民还想辩解，张老爷根本不容分说：“你要一意
孤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你从此別再进张家的门，也别想从我这里拿去一个子儿。’最后厉声说
：“不必多说，你好好掂量掂量，去吧!”　　张达民平时就怕父亲三分，看他今日震怒，不敢多言，
赶紧退出来。他自料婚事无望，心里又委实放不下玉英。他愤愤不平地想：“你老爷子自己在外面娶
妾纳宠，弄了七八房，不让我跟玉英结婚，总管不着我跟她同居吧，大不了我不把她弄回家就是了。
”他拿定主意，就去找何妈商量。　　玉英妈自从张达民提出要与玉英结婚以后，因为玉英要到周末
才回来，所以还没来得及跟玉英商量。张达民倒又匆匆来到，说起在老爷子那里碰了钉子，准备先跟
玉英同居，待老爷子、太太怒气平息以后，慢慢再磨。　　“总归能说得通的，到时候我一定把玉英
明媒正娶地接到张家去。将来玉英当了少奶奶，你就是亲家太太，可以享一辈子清福了。”他如此这
般，说得煞有介事。　　何蚂何尝不想有这么一天呢，只是听到“同居”二宇，心里凉了半截。在她
的道德观念中，这是不作兴的。可是眼前若没有张达民接济，母女生活都难以为继，同时，她一直把
张达民当作知书识礼的正人君子，根本没往坏处去想。要是他对玉英一片真心实意，这样的世家子弟
哪里去找。一旦错过，将来后悔一辈子。所以当张达民提出与玉英“同居”，她倒先把自己说服了，
只等玉英回来，商量商量作最后的决定。　　礼拜六傍晚，玉荚果然回家，还没坐定，玉英妈就开口
了：“玉英啊，姆妈有桩事情今朝不能不对你讲了。达民前几天就向我提出，要同你结婚，我原是怕
张家不会同意，他说由他去想办法。昨天又来了，果然在老爷那里碰了钉子。达民说可以先同居，等
老爷，太太回心转意，他总归是他们的亲生骨肉，早晚会同意你们结婚的。到那时候，再把你正式娶
过去。你看怎样?”　　玉英虽与张达民有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交往，对他本人印象还不错，特別见他分
外体贴自己的母亲，心里一向很感激。最近为了与自己交朋友，竟不惜与太太顶撞，更对他敬重几分
。但自己还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更不用说同居了，光听到这两个字心里就怦怦跳。她连连摇头
说：“啊呀，姆妈，这桩事情可马虎不得。我在读书，年纪还小，我不想结婚，更不要说同居了。这
难听死了，勿来是，勿来是!”　　“阿囡呀，姆妈也是没有办法呀!这一年里达民一直在接济我们，
如今更靠他养活着。我们总得有点良心啊。我看这个人不错，不像花天酒地的那种人，他如果真心诚
意跟你过一辈子，你就终身有靠了，姆妈也算了却一桩心事。”　　“一辈子的事情，现在谁能料得
定呢!”玉英还没有被说服。　　“你从小没有了爸爸，就我们母女二人，我一个妇道，一点本事也没
有。你还小，还不懂得这世道做一个女人有多难呀。我何尝不想你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可是读
了初中有高中，读了高中有大学，像我们这样人家，不敢做这个梦呀。就算苦苦挣扎，把你培植到高
中毕业又怎么样呢?我知道你有志气，心比天高，可是命比纸薄也没办法，要你去做工，你身体单薄吃
不消，我也舍不得。我现在还可以出去当娘姨，可是不能养你一辈子呀，我想来想去还是要靠男人。
有了牢靠的人，不如趁早定了的好。”　　“噢唷，真难死我了”。　　“你要实在不情愿，姆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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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办法，只好再出去做几年娘姨。不过玉英啊，姆妈再做煞，也供不起你读书了呀⋯⋯不是妈难为
你⋯⋯实在没有办法呀⋯⋯”玉英妈想到母女的凄苦境遇，不由得伤心落泪，呜咽着，话也不成句了
。　　玉英左右为难，想想要母亲再去做佣人来养活自己，实在于心不忍，也说不过去，可是这样年
轻轻地就放弃对人生的追求，与人同居，实在太委屈自己了。想到此，不由得失声痛哭。　　母女俩
正在相对而泣，张达民来了。他知道今晚玉英要回家，就赶来会她。玉英妈抹了一把眼泪说：“你来
了，我正与玉英在商量这件事情，你自己跟她谈吧。我去买点菜来给你们做夜饭吃。”说完，拿起一
只竹篮出去了。　　张达民见玉英泪痕未干，红着眼圈，低头不语，就细声软语地问：“玉英，姆妈
对你说了吧?”　玉英只是轻轻“喔”了一声。　　“你同意吗?你高兴吗?”玉英仍是低着头，没有作
声。　　“你不相信我吗?”张达民有点着急起来。　　阮玉英终于抬起头来，泪汪汪地看着他说：“
我不知道，我心里乱得很。”说完她的眼泪又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　　张达民心里一软，赶快过去
替她擦泪，捏着她的手说：“玉英，你要相信我。我不是趁入之危的小人，我早就爱你丁，爱得发狂
。让我们结合吧，我会爱你一辈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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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总觉得作者态度有些 偏颇
2、这个是当评书写的呀
3、比较细致，让人扼腕
4、还好吧，背景知识。
5、人言可畏人言可畏啊
6、我是花很少的钱买的，质量没的说！超值！
7、就是觉得作者的陈述太主观了，太维护阮玲玉，不过我还是很敬重阮这样的人格的~
8、烟花般的女子
9、这书我真心是翻阅,有些章节没看⋯还是那句,不爱看不是本人写的传记⋯如果只是写生平事件还好,
可是里面真有不少心里描写⋯作者不是本人如何知当事人心中所思所想,就算是推测总觉得对当事人有
种不敬
10、她 好 嗲
11、接触关于阮玲玉的第一本书。每天中午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看一点，看一点，就这么看完了。
12、活着需要勇气，死亡当然也是。
13、很有才华 很勇敢的女子 ~~徐志摩的妻子  美丽的交际花 个性受我喜欢
14、人言何足畏，保不齐，长伴青灯古佛便罢了。
15、最后连真相都没写清楚，害我被骗
16、黄维钧
17、阮玲玉的死，再一次证明了“人言可畏”和“自古红颜多薄命”这两个道理。但同时也反映了那
个时代妇女地位的低下和阮玲玉自身性格的软弱。
18、书里的照片都很珍贵吧，可惜剧照居多，连张达明和唐季珊的照片也没有。说到内容，觉得写的
挺平淡。不过，传记这东西，除非自传，他人代笔的总归多点矫情，多了点笔者的自我判断和主观感
情，少了客观，少了真实感。
19、一提到阮玲玉，大家往往会想到“人言可畏”。其实这只是满篇的共鸣罢了。可畏，是因为害怕
。若无想要遮掩之处，何来畏惧。阮玲玉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弱女子，为了讨生活与富家公子在一起。
想来社会往往同情弱者，可能因为大家都想通过这种对比获得一种心理的平衡吧。就像鲁迅先生说的
“花几个铜元就发现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
20、终究是不了解
21、书好,质量也好.
22、一个颇有名却无力的民国女子，虽然在演艺事业上风风光光，爱情路上却坎坷艰难，一辈子没遇
到一位肯为他痴心付出的知音。“杀她的两个凶手”张达民，唐季珊在她死后为逃避公正舆论的谴责
，更加起劲地演他们的丑剧。苦命女子是一个时代的错
23、在初中时候读到这本书  打开了我对中国老电影认识的大门
24、阮玲玉素爱读书，“她读过的书不下千本”。可是，阅读始终没能成为她的救赎，阅读也不会是
每个人的救赎，或许也不是我的救赎。每思及此，怅怅然⋯⋯
25、柔软的女人  令人心疼
26、虽说是画传
但图还是太少了
文字贼多
不过还是真实记录了一代名伶的一生
27、书里面精良的
28、写得其实好烂···
29、再也不看这种传记了，真的，写的特别不好。
30、还是鲁迅先生犀利~
31、阮玲玉自身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共同造就了悲剧
32、由于是黑白片时代，图片也是黑白为主，清晰度一般，总体来说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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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女人就该如此，不是么。活得属于自己，首先是经济的独立，但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独立，不依附
不贪恋不岌岌给予，这样的生活才是有自尊的。书里有很多她的剧照，其中有一副我很喜欢。《人生
》的剧照，她手抓竹木条的栏杆，眼望着远方。她如书中写到的那样，淡淡的哀伤。如亦舒说的“女
人最大的悲哀是遇人不淑”。阮在不经世事遭遇张达民。张达民是个混世魔王。所有的恶性集于一身
，吃喝嫖赌，无赖强欺弱女子。最后在家败时提出无耻的行为，隔三岔五的向阮要钱，阮在乎自己刚
刚起步的事业，一个女人一旦失去了名声何来事业，更何况当时那个混乱的社会。8年来，阮在张达
民的阴影下过活。与之分开还要每个月给一百元生活费，这样的男人都是孽障。再遇唐季珊，伪君子
。但，他给予过阮一段美好的回忆。在阮吞下安眠药的时候尚存一丝清醒，问唐：季珊，你是真心爱
我的吗？这女子，到死了依旧有所期盼。可她演了那么多悲情电影，还未看透世间男子的劣根性，没
有哪个男人会真的爱任何一个女子，行到最后男人爱的是自己。在爱情里，男人和女人索要的东西不
一样，男人要的是荣耀要的是事业要的是欲，而女人要的是爱要的是安全感。如果一个男人可以通过
婚姻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不呢？娶一个强妻，少奋斗20年。当唐季珊带着阮行走在街上，有多
少羡慕的眼神。可又有多少人知道阮内心的惶恐。女人是悲哀，从一生下来被人左右为之更悲哀。而
她的自爱，她选择放生的勇气却又是及其让人震撼。26岁。一代香魂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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