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24年04月25日星期四10:28:12 站内搜索： 请输入搜索关键字

历史文摘

历史文摘

历史文摘 首页 > 历史文摘

乱世浮华：沦陷时期北平的娱乐业与民众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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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晓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卢沟桥事变后，由于中国守军的迅速溃败，北平很快被日军占领，北平娱乐业在日伪政府的要求下恢复了营业。北平社会面对沦陷

的异常“平静”和娱乐业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突然面对“沦陷”的茫然甚至是逃避心态。随着战争形势变化，北平经济状况急剧恶

化，北平娱乐业畸形繁荣的背后是众多从业者的生计艰难和民众的“苦中作乐”,这强化了民众对“沦陷”的感受。与此同时，日伪政府对娱乐业的

管控和粗暴干涉进一步激发了从业者和民众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可以说，随着北平民众对“沦陷”体会日深，他们参加娱乐的心态在发生变化，即

使在娱乐场中也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

一、沦陷初期北平娱乐业的恢复与民众对“沦陷”的反应

沦陷前的北平虽然失去了国都的称号，但一直保持着北方政治中心和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是权贵富户和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作为一座消费

型城市，北平的娱乐业发达，尤以戏业和影业最为突出，助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保守、安逸、追求享乐成为时人对北平民众生活的普遍观感。

尽管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民众就已逐渐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但长期以来身处政治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和对时局的乐观判断，

使大多数民众对“沦陷”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于是，他们一边以旁观者的心态关注着战争动态，一边照旧保持着听戏、观影、游园的悠闲生

活。战争阴云下，北平娱乐场所的热闹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民众对时局和政治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北平市政当局宣布全城戒严，要求各游艺场所的晚场一律停演。7月23日，政府取消戒严令，各娱乐场所准许恢

复夜场。事实上，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7月底，北平各家电影院都照常维持放映。可见，发生在京郊的战争对城内的娱乐业和民众生活似乎没有

造成太大影响。日军占领北平后，出于战争恐慌和对时局的观望，城内多数商店和娱乐场所一度关门停业。为恢复市面，营造和平假象，9月11

日，日伪当局发布布告，要求全市影剧院即日恢复营业，商店开市。到1938年新年前后，北平的戏业基本恢复常态。戏业之外，影业是北平娱乐

业的另一重要组成，20世纪30年代初，北平东、西、南三城的大小影院有30余家，主要放映欧美电影和国产电影，能够满足不同阶层观众的观

影需求。北平沦陷后，影院略晚于戏院恢复营业，不过，至迟到1937年11月11日，光陆、国泰、平安、真光等几家大影院就都同时恢复了营业。

总体而言，到1939年，北平娱乐业已全面恢复。沦陷初期，北平娱乐业的恢复有日伪政府为粉饰太平、稳定市面而刻意推助的原因，也是

媒体着力宣传、从业者极力经营和民众主动参与的结果。抗战爆发后，上海、杭州、苏州等各沦陷城市的娱乐服务业都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即

从被破坏到逐步恢复的过程。和这些城市相比，北平的娱乐业没有遭到太大破坏，在很短时间内就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这与北平的沦陷过

程和民众面对“沦陷”的心态感受有很大关系。

在一些关于北平沦陷前后城市状况的回忆性文章中，作者多会以“麻木”“平静”这样的词来形容民众状态和城市气氛。

作为政治和军事事件，北平沦陷只经历了20多天的极短时间，但生活其间的民众是需要一段较长时间从日常生活中感受“沦陷”，进而做

出反应的，而北平在“平静”状态下的迅速沦陷无形中延长了民众对“沦陷”的反应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北平沦陷后娱乐业的快速复兴并不是

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事实上，随着民众对“沦陷”的感受日深，他们参与娱乐的动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很多人甚至在娱乐中加深了对“沦

陷”的体会。

二、娱乐业的畸形繁荣与民众的“苦中作乐”

和政治相比，娱乐业对社会经济的反应更为敏感，不过，娱乐业的发展并不总是与社会经济的起伏同步，有时也会出现社会经济每况愈下而

娱乐业却畸形繁荣的情况，沦陷时期的北平就是如此。这一情况的出现有行业自身特点的原因，也有乱世之下集体社会心理的推助。北平沦陷

后，日本试图通过营造北平市面繁荣、社会稳定的表象来粉饰侵略行为，以宣传其“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理论。因此，沦陷初期，在日伪政权

的要求和行业的生存压力下，北平的戏业和影业迅速恢复，并表现出兴盛之势。不过，在沦陷环境下，北平娱乐业的高票房高收益状态并没有持

续很久。自1939年9月，受欧洲战争形势和天津水灾影响，北平囤积之风日盛，物价飞涨，之后虽稍有缓解，但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太平洋

战争的爆发，又使日本加强了对华北地区的物资封锁和经济掠夺，导致北平物价暴涨，通货膨胀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娱乐业从业者不得不用各

种非常手段来维持表面的繁荣。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恶化，北平娱乐市场呈现出一种畸形繁荣的态势，这种繁荣难掩众多从业者的生计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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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下，北平娱乐业的浮华景象不仅是从业者勉力维持的结果，也与民众的参与密不可分。民众投身娱乐场的动机和感受并不一样，有人

确实是出于单纯享乐的目的，但更多人是为寻求精神寄托与心灵慰藉。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和民众对“沦陷”体会日深，逃避现实和苦中作乐成

为越来越多人流连娱乐场的主要原因。沦陷时期生活在北平的董毅就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参与娱乐的心态变化。

三、日伪政府对娱乐业的管控与民众“隐忍”的反抗

相比其他行业，娱乐业从业者对政治的热情并不高，但20世纪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从教化民众的角度对娱乐业都表现出极大兴趣。北平沦陷

后，日伪政府为营造和平假象，并借娱乐麻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对娱乐业采取了扶植、利用加管控的政策。随着北平社会状况的恶化，日伪

政府对娱乐业的管控力度不断加大，通过娱乐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意图也更加明显。日伪政府对娱乐业的渗透和管控不仅受到了娱乐业从业者

的抵制，也激起了民众无声的反抗。

北平沦陷不久，日伪政府就发布公告，要求娱乐场所开门营业，与此同时，日伪政府也从维持风化的角度对影剧院的演出内容作出了种种规

定。从北平娱乐市场的表现看，沦陷初期日伪政府虽然制定了娱乐内容方面的检查规则，但并没有严格执行。为转移民众注意力和获得经济收

益，警察甚至默许和纵容某些过去受限制或被禁止的娱乐活动。不仅赌场变得明目张胆，一些天桥戏棚也经常无视伪警察局的规定，公然上演

“妨碍善良风俗”的节目。

日伪政府从殖民宣传的角度加强了对北平娱乐业的管控，不仅影剧院的演出内容受到了伪警察局的严格审查，而且从业者也被纳入伪政权的

“领导”下，并经常受到基层办事人员的欺凌压榨。日伪政府对娱乐业的粗暴干涉，以及社会失序下的各种不安定因素，使北平的娱乐业在畸形

繁荣中也呈现出难以为继的颓势。面对来自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多重压力，娱乐业从业者日益感受到身处沦陷区的屈辱，他们以或激进或隐忍

的方式表达反抗。与此同时，经济状况的恶化、军警特务的横行、战争形势的变化也让民众的愤懑情绪不断累积，他们在娱乐场以抵制日本影

片、无视战争宣传，甚至直接表达立场的方式宣泄对侵略者的不满。可以说，在日伪政府所营造的“歌舞升平”的和平假象下积聚和涌动着民众

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队的迅速溃败，使北平民众在缺乏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陷入家园“沦陷”的境地。由于事发突然且没有经过激烈持久的

城市守卫战，普通民众的“沦陷”感受并不十分强烈。为营造和平假象，在日伪政府的要求下，北平的娱乐业很快恢复营业，民众的生活似乎回

归了常态。事实上，在战争威胁和沦陷状态下，北平的娱乐业和民众的娱乐感受都在发生变化。随着北平民众对“沦陷”感受的加深，他们的民

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不断增强，即使是在娱乐场也涌动着民众或无声或隐忍的反抗。

从政治层面看，北平沦陷是一个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占领事件，但从社会层面看，沦陷对北平社会的影响则经历了长时间的累积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民众对于“沦陷”的心态感受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不能简单以“麻木”“忍耐”“抗争”中的某个词来概括北平民众在八年沦陷

期间的状态，而应该注意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感受和心态变化，以及引起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沦陷区民众民族意

识和民族情感的生发过程，理解他们的挣扎和反抗，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沦陷区社会的认识，也是对抗日战争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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