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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4年初，由國民政府設立的「全國兒童年」（1935-1936）將兒童納入政黨話

語，兒童的成長與民族國家的發展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小天使》（1935）與《迷途的

羔羊》（1936）是上海聯華影業公司於兒童年推出的兩部兒童電影，二者卻傳達不同

的意識形態。《小天使》塑造符合新生活運動理念的模範兒童，作為兒童年的宣傳片

在全國播映。《迷途的羔羊》則展現因戰亂離開農村、漂泊都市的流浪兒童群體，抨

擊國民黨推行的兒童年政策。當兒童形象成為一種文化建構，兩部電影反映的童年

敍事與兒童銀幕形象之競逐，呼應了國民黨與共產黨在電影宣傳領域的權力之爭。

然而，兒童銀幕形象的建構遭遇了兩難：忠實表達政治宣傳理念，還是切實反映兒

童天性？最終，兩部影片未能達到國民黨高層與左翼電影人的政治宣傳理想，進而

揭示了兒童形象挑戰由成人操縱的政治宣傳的能動性。

關鍵詞：兒童年　兒童電影　《小天使》　《迷途的羔羊》　民族主體

1934年初，南京國民政府將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7月31日定為「全國

兒童年」，從民族國家命運的角度闡釋兒童的成長與教育，希望「喚起全國民

眾，注意兒童教養，保障兒童身心健康，及圖謀兒童福利，使完成兒童之肉體

精神及社會的能力為目的」1。《小天使》（1935，以下簡稱《小》）與《迷途的羔羊》

（1936，以下簡稱《迷》）是上海聯華影業公司（以下簡稱「聯華公司」）針對兒童

年攝製的兩部兒童電影，均為無聲對白黑白影片，配有音樂。《小》塑造符合新

生活運動理念的模範兒童，作為兒童年的宣傳片在全國播映。《迷》則展現因戰

亂離開農村、漂泊都市的流浪兒童群體，抨擊國民黨推行的兒童年政策。

關於這兩部電影的討論，散見於影史論述與學者就單部電影的分析，但少

有研究將二者聯繫起來探討2。本文有意將這兩部看似意識形態對立的電影並

兒童銀幕形象的競逐
——民國兒童年電影《小天使》 

與《迷途的羔羊》

●陳　瑩

＊	本文的寫作得益於程美寶老師的悉心指導，受惠於柯惠鈴老師、吳國坤老師與蘇濤老師分	

享的研究心得，以及兩位匿名評審提出的真誠且富有建設性的批評意見，在此一併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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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置討論，從影片攝製手法、演員表演方式到觀眾接受程度等幾個層面，展現兒

童電影豐富的文化政治。在交代本文的思路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介紹民國時期

的兒童話語和兒童電影的發展歷史，以闡明本文的研究視角與討論重點。

近年來，學者對民國時期面向兒童的玩具、文學、報刊、教材與教養機構

的研究不斷湧現；兒童成為民族主義敍事的承載者，已經成為學界一種相當普

遍的認識3。但是，現有關於民國時期兒童的研究，極少關注到兒童與電影的

議題4。這一議題至少包括兒童觀看電影、兒童電影的攝製及電影裏的兒童形

象三個方面（本文嘗試結合後兩個方面開展分析）5。相較於同一時期電影產業

發展相對成熟的歐美國家，民國時期的兒童電影剛剛起步，含義較為含混，因

而難以被稱為一種類型（genre），僅可以寬泛地定義為關於兒童的電影6。民國

時期的兒童電影通常以兒童和成人為受眾，帶有強烈的教育導向或宣傳色彩，

更多反映的是成人而非兒童的世界7。在這一時期，中國兒童電影在技術上大

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從最早的無聲片《頑童》（1922）和《孤兒救祖記》（1923）、

本文探討的《小》和《迷》兩部無聲對白黑白電影，再發展至有聲對白片《鐵扇公

主》（1941）和《三毛流浪記》（1949）8。大體來看，無聲片本身沒有聲音，依靠

影院現場放映音樂或真人講說配以聲音；無聲對白黑白影片的人物對話沒有聲

音、全憑字幕，但背景音樂多配以西洋名樂（如《迷》還輔以下雨、笑聲等背景

音效）；有聲對白片則類似現今人們觀賞的電影，人物對話、音效與背景音樂都

借助影片發聲9。

具體而論，本文選取的兩部兒童電影攝製於兒童年期間，正值國民政府承

認兒童在民族主義敍事的顯著地位，並認識到電影媒介是教育兒童極為有效的

方式bk。兒童電影意在響應兒童年政策與勾勒具代表性的兒童形象，對應國共

兩黨在電影領域的權力之爭。鑒於兒童電影的政治特性與新穎的美學風格，我

們有必要找到與之契合的研究視角。包衞紅以火的意象與情感媒介勾勒民國時

期的電影譜系，提出政治現代主義（political modernism）的概念框架：利用電影

引發對新的政治主體性的想像，各黨派用媒介政治和美學以實現動員bl。這一

框架啟發本文關注國共兩黨形塑兒童為民族主體的努力，以及電影人迎合黨派

政治、兼顧商業盈利的技術與美學實踐，藉此思考電影如何傳達不同政治立場

的民族主義敍事、兒童形象如何服務於不同政黨的政治宣傳。

與此同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關於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提醒我

們留意大眾媒介（特指報刊和小說）推動民族主義傳播的重要作用bm。在本文的

語境中，我們還應關注藉由兒童形象傳輸民族主義思想的各類媒介形態。區別

於教科書與報刊等借助文字和圖片傳播信息的印刷媒介，電影通過情節鋪陳、

主角塑造、演員表演、導演執導、音畫配合等環節進行表達。既然銀幕上活動

的兒童是電影開展政治宣傳的關鍵，其形象是否真實可信，是否吸引觀眾，便

成為本文關注的另一個重點。由此，本文從電影的媒介特性出發，嘗試思考以

下問題：兒童在銀幕上栩栩如生的表演，怎樣說服人們接受國共兩黨的民族主

義宣傳，又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構成政治宣傳的阻礙？進一步地說，兒童銀幕形

象是否能超越被成人建構和表達的被動狀態，一定程度反映自身的能動性？基

於上述問題，本文將首先梳理聯華公司的歷史與組織形態，闡明為何同一家公

司會拍攝出兩部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兒童電影；其次以對照的形式，從攝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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