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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研究專題·
主持人語:
將兒童作為一個不同於成年人的群體來看待,是進入現代社會之後的事。 大家熟知的狄更斯

的《大衛·科波菲爾》可能代表著英語世界裡最早以兒童為主角的作品,兒童開始作為個體的人走

入人們視野。
在我國,除了教育等不多的學科,未成年人(包括兒童與青少年)在社會科學領域裡基本上是

個被人們遺忘的角落。 近年來,由於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媒體的報道,兒童、青少年作為社會

“問題”( issue)進入人們的視野,同時也引起了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關注,研究的話題從人口紅利的

消失到人本身作為發展的目的不一而足。 毫無疑問,未成年人往往作為社會中的一個弱勢群體,需
要給予特殊的關照與保護。 同時,兒童和青少年還是未來的希望,如何從更廣闊和長遠的視野來思

考這一問題,更是時代為我們提出的新任務。 本欄目發表的兩篇文章便體現了這樣的思考與關切。
尚曉援教授的論文《從社會控制到兒童權利:兒童性侵害定義的變遷》通過對大量的法律法

規、政策文本及不同學科文獻等文本的分析研究發現,過去 10 多年來,我國保護受性侵害未成年人

的法律和制度在快速發展。 作者從總括性概念的梳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受害者的年齡和性別界定、
性侵害的行為界定和侵害中包括的權利關係的界定等幾個方面,對中國法律界兒童性侵害/兒童性

虐待的定義及其變遷進行了分析,發現兒童性侵問題的探討與政策出現了從國權中心(社會維穩)
向人權中心(保護兒童)的轉變,並進一步討論了這一轉變有其歷史的進步性及不足。

朱善傑的《鄉鎮青少年文學環境的變化》聚焦於山東省南部的一個鄉鎮,他通過自身的經歷和

田野調查,直接從生活經驗中抽出對歷史的認識,用豐富的調查內容、有撞擊力的拷問,展示了自

1980 年代以來農村青少年文學環境的演變。 作者提出的文學環境概念雖然有待於進一步推敲,但
確實引出了一個值得進一步開掘的領域,文學環境對人的塑造發生著怎樣的作用? 文學環境生態

與其它環境生態又是怎樣的關係? 諸如此類的新老問題都有待於進一步的思考與研究。
這裡要特別提出兩位作者的研究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意義。 首先,在研究對象確立之後,

從哪個視角來觀察與研究至關重要。 例如,尚曉援注意到,如果從國權中心的角度出發,維護社會

穩定是其首要考慮的因素;而從兒童權利的視角看,就要首先考慮兒童的生存與發展。 在法律方

面,中國兒童保護制度獲得了哪些進步? 我們是否可以對受到性侵害的兒童提供有效保護? 這些

就要成為優先考慮的問題。 另外,如何找到一種合適的方法也是研究中關鍵的一環,朱善傑的研究

體現了一種“把自己作為方法”(項飆)的嘗試,他試圖將個人的經驗問題化,從個人的經歷開始來

探索鄉鎮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問題,從自己的腳下(附近)出發來了解自己和了解社會的發展。 儘管

新的探索步履艱難,但出發了就會摸索出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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