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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类的理想就是返回童年。儿童不仅仅是一

种特殊的未成年的社会群体，更是社会的一种精神存在。童年既是

人的一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又是人生中一段丰富多彩的、独特的、

不可再现的生活经历。在历史与现实的轮回中，童年一直是哲学、文

学以及众多知识探讨、追问的对象。对成人而言，童年就像记忆长河

中的一朵奔腾不息的小浪花，会不时漫过心灵的休眠地带，催生着

甜蜜、幸福快乐的回忆，让人心生感奋、激动、向往和追问。

现代社会为童年缔造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让人悲喜交加的生

活场景。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为儿童提供着丰富多彩的物

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在日益为童年营造着一个成人化的生活场

景。以互联网和计算机为主体的现代传媒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应用，

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使真实世界的生活元素在儿童的世

界中渐行渐远，而虚拟世界的各种元素在儿童的世界中渐行渐近。

日益镶嵌在儿童世界中的现代传媒，在促成了成人世界向儿童世界

全面曝光的同时，也日益模糊着成人生活与儿童生活的界限。童年，

这个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并与学校教育相伴的精灵，在现代社会经

历着太多的无奈与隐忧，并且面临着消逝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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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隐忧———来自童年社会学的观察

距我第一次观察和思索童年问题，时光已经走过了 25个年头。

第一次探讨童年问题，是在我读研究生期间，当时，在导师和不少研

究儿童问题的著作的启发下，我写了一篇探讨儿童游戏的论文，在

学校年度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发言。此后，虽然在人生的沉浮变迁中，

由于从事的职业的缘故，再也没有写过关于童年方面的论文。但是，

儿童，童年一直没有从我的视野中消逝，一直是我瞭望的一片圣神

的土地。再次关注童年问题，缘于这些年来理论界和社会生活实践

对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境遇的观察与呐喊。在我看来，由于父母外出

务工所引起的家庭结构功能和家庭人际关系的裂变，留守儿童生活

的家庭环境支离破碎，与父母的亲情关系日益碎片化，他们正常的

情感需要不能得到满足，能够依偎在父母的怀中竟成了他们的奢

望，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身心经受了一系列磨练，他们的童年生活

隐忧重重。

童年在现代社会的图像及其未来的命运，已经引起了成人世界

的普遍注目和追问。面对现实生活中童年依然我行我素的背影，一

些有识之士已经发出了来自心灵的呼喊：《童年的消逝》、《童年之

死》、《保卫童年》等著作以及无数篇探讨童年的文章，既是人们对童

年的崇敬、挽留、憧憬的最有力的证明，也投射着现代人对童年的丝

丝忧虑和不安。因为，在一个充满着成人色彩的社会中，在没有秘密

的生活里，是看不到童年的影子的。

千百年来，童年总是以强大的张力，在回忆与重构中激发着人

们的希望与追寻。从哲学家到教育学家、从心理学家到社会学家、从

文学家到历史学家……几乎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曾驻足过童年

生活的场景，都曾为童年描绘过肖像。从《爱弥儿》到《童年的秘密》，

从《童年的消逝》到《童年之死》，到《保卫童年》，每一种时空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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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童年都是某个历史阶段社会各种因素在具体的儿童生命、生活上

的全面折射。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绪，我开始了对现代社会环境条件下儿童童

年生活的观察、思考和追问。然而，当我真正走进现代儿童童年生活

的场景中，当我真正面对神圣的童年时，我就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来到了麦加圣地，心中充满了庄严之感。

童年是一副全景式的生活画卷。驻足现代儿童的童年生活场

景，瞭望和审视童年的现代图像，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现代科

学技术、现代传媒的快速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社会生活的面貌。这

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又是一个人际交往信息相对匮乏的时代；

这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又是一个居住环境、内心世界日益封闭

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高度理性的时代，又是一个感性泛滥、青春蔓

延的时代；这是一个儿童成人化的时代，又是一个成人儿童化的时

代……在时代的不断变迁和发展程中，现代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

生活方式、劳动方式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

化。面对这些变化，试图就某一个方面审视、追问童年的生活图景，

都是无法关照现代童年生活的全貌的。正如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

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里起

决定性作用的是他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童年时期由谁携手带路、周

围世界的哪些东西进入了他的头脑和心灵。”童年生活是一副完整

的、与成人共生的画卷，对整个社会来说，只有从整体上描绘出现代

童年面临的种种困境，童年问题才能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童年才

能成为童年。

将童年的图像置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全貌中，是儿童社会学关注

童年的方式之一。在社会学视野中，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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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隐忧———来自童年社会学的观察

劳动与就业，休闲方式、家庭结构，以及教育模式、同龄群体、对童年

的态度和行为等，都是影响童年的重要变量。尽管，本书的这种关照

现代童年的方式还显得有些粗糙，也缺乏儿童社会学的专业精髓，

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具有全景式的效果的。因为有时候，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在

某种意义上，理解全貌往往是关注细节的开始。

面对千头万绪的现代社会生活，在全景的意义上关注现代童年

的生活景象，需要大量来自于童年生活场景的数据、资料和素材。因

此，我在本书中大量引用甚至是大段转述了许多学者专家的调研资

料和研究观点，试图勾勒出现代童年生活的全景图像，以便使人们

能够全面地了解现代童年面临的种种困境与疑惑。在某种程度上，

正是众多专家学者的调研资料和观点，支撑着我、启发着我，给了我

足够的自信与力量。

然而，自信与力量的花朵有时候并不能结出预期的结果。面对

圣神的童年，面对现代童年生活的场景，我充其量不过是站在五彩

缤纷的童年生活的一角匆匆地瞭望了一番，充其量不过是在惆怅的

童年面前审视了一番。不过，我想，只要我曾经在童年的面前震颤

过、困惑过、思索过，只要我在童年的图像上轻轻地划过一笔，在童

年的面前吟唱过一曲并不优美的曲线，也算是我对挽留童年尽了一

点微薄之力。也许童年并不会因为我的挽留而回头，但是，挽留的人

多了，她也许终会回眸一笑，露出灿烂的面容。正如尼尔·波兹曼所

描述的：即便失去童年，也不等于我们要失去一切。而且，虽然社会

的潮流不可逆转，但个人仍有办法抵制这个时代，总会有这样一群

顽固的抵抗者，将守住对童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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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一

范 鹏

（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甘肃省哲学学会会长）

童年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段时期，是人生中最

为独特的不可重现的成长经历。正因为如此，在人类社会生活

的历史画卷中，童年总是在回忆与重构中激发着人们的希望和

追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哲学家别林斯基曾经说：“大自然创造了

人，但发展人，形成人的是社会。”不同时代条件下的童年生

活景象，都是这个时代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在具体的儿童成长过

程中的综合反映。正如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指出

的那样：“今天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里起决定性

作用的是他的童年时怎样度过、童年时期由谁携手带路、周围

世界的哪些东西进入了他的头脑和心灵。”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传媒技术的日益革新，现代

儿童的童年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互联网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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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为主体的现代传媒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使

得现实世界的真实元素在儿童的世界中渐行渐远，而网络世界

的各种虚拟元素在儿童的世界中渐行渐近。日益镶嵌在儿童世

界中的现代传媒，在不断促成成人世界向儿童全面曝光的同

时，也日益模糊着成人生活与儿童生活的界限。从社会学的角

度看，现代社会生活的日益开放和多元化与儿童童年生活空间

的相对封闭化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儿童成长问题是众多学科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儿童心理

学、儿童教育学、儿童社会学等都从不同的理论分析框架，揭

示着儿童成长的规律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对其产生影响的机理。

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是我们认识儿童、了解儿童以及对儿童进

行教育和关爱的基本理论依据，也正是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使

得我们对儿童的认识从直觉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

在我看来，将儿童成长过程中一段最为关键的时期置于社

会生活的全貌中进行分析和研究，是社会学关注儿童成长过程

的方式之一。李有发同志的这本著作，可以说是从童年社会学

的视域出发，系统分析现代社会生活变化对童年生活影响的一

次尝试。该书在全面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儿童童年生活面临

的主要问题的前提下，系统阐述了现代家庭结构变迁、家庭教

育方式、网络游戏、学校教育模式、人际交往方式等诸多社会

因素对童年生活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对现在儿童的成人化倾

向、性早熟、各种心理障碍、留守儿童等现实问题产生的社会

根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基本涵盖了儿童成长过程中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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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因素。同时，该书也是对解决现代儿童成长过程中面

临的许多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这些建议

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虽然本书在逻辑体系和理论建构方面尚需

进一步努力探索，但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于社会生活全貌，

揭示了现代儿童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真实、具体、复杂甚至

令人揪心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每个家长和教育工作者

所困惑与关注的，其中不少分析非常具有启发性。

儿童成长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马克思曾经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

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面对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生活环境，让

每一个儿童都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是我们成人社会义不容辞

的使命。了解儿童、认识童年，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是优化儿

童成长环境的前提条件。正如卢梭所指出的那样：“在万物的

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

位；应当把成人看做成人，把儿童看做儿童。”让儿童以童心

童趣快乐地生活、健康地成长，这应该是所有家长共同的心愿

和现代文明社会应当给儿童的基本人权。也许我们还不能完全

做到，但有了方向、自觉努力、顽强坚守，这一切总会成为现

实。

是为序。

2010年 12月 25日于随缘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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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魏胜文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

儿童社会学是研究儿童和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发展

规律的一门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核心

内容是儿童社会化问题。儿童社会学从社会的角度，进一步探

讨和研究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对儿童产生的生理、心理影

响，对儿童施以良好的教育和社会影响，从而使儿童健康地成

长。

儿童成长过程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其中童

年时期是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在历史与现实的轮回中，童年

一直是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探讨和研究的

对象之一。从社会学的视野看，在影响儿童成长的诸多社会因

素中，社会分层与流动、大众传媒、家庭结构、成人对儿童的

期望水平和态度、劳动就业方式、同龄群体、人际关系、学校

教育模式等是影响儿童童年生活的重要因素。

儿童的童年生活是一副完整的、与成人共生的画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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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以来，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现代传媒技术的日益革新，我

国社会生活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

分层与流动格局的变化、劳动与就业方式的变革等，都对儿童

童年生活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李有发同志的这本

著作，从儿童社会学的视野出发，全面考察了现代社会生活环

境变化对儿童童年生活的影响，尤其对现代家庭结构变化、家

庭教育方式、互联网等因素对儿童童年生活的影响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分析，揭示了儿童成人化、留守儿童、儿童心理障碍等

现实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尽管本书在逻辑体系和理论体系方

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本书的研究视角还是比较独特的，是

一项运用儿童社会学理论观察、思考儿童成长问题的实践性成

果，为人们全面了解现代儿童的童年生活面临的许多社会性问

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具有一定的启发

性。

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衷心希望李有发同志在儿童社会

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2010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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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童年的社会学意蕴

大自然创造了人，但发展人，形成人的是社会。
———（俄） 别林斯基

童年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是人生一段丰富多彩
的、独特的、不可再现的生活经历。童年的生活经历对人的一生
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著名文学家鲁迅曾说：“童年的情形，便
是将来的命运。”

人类社会的脚步已经步入了 21 世纪。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
月异和现代传媒的快速发展，在日益改变着社会生活的面貌的同
时，也为现代儿童的童年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环境条
件。然而，面对丰富多彩的现代社会生活环境，面对儿童真实的
童年生活场景，我们却惊讶地发现 ,也不应该回避的是，现代儿
童的生活中似乎少了童年的影子。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儿
童并没有步入正常的童年生活轨道，他们的成长过程充满了迷
雾，他们的童年生活隐忧重重。正如儿童心理学家戴维·艾尔凯
德在其 《萧瑟的童年：拔苗助长的危机》 一书中所指出的，电子
媒介时代的儿童成长得太快又太早，儿童被他们的父母、学校以
及媒体“催赶着”度过他们的童年。

童年的远去和失落，成了现代儿童童年生活历程中难以挽
回的缺憾，也成了我们成年人心头一缕沉甸甸的伤痛。面对现代
儿童的童年生活的种种隐忧，人们在普遍思索和追问：究竟是现
代社会生活远离了现代儿童的童年生活场景？还是现代儿童的童
年生活远离了现代社会？童年的隐忧，究竟是欲望之镜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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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现实之镜的重现？

一、童年的镜像与秘密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童年不仅仅是一个以生理的年龄阶段
为特征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概念。童年总是以一种
不可再现的、却又激发着人们的无限想象与珍惜的“过去式”形
态存在。在历史与现实的轮回中，童年一直是哲学、文学以及众
多学科探讨、追问的对象。法国作家路易·夏杜恩曾经说过：
“童年的岁月，它苦恼的本身现在都似乎是幸福，它那经久不散
的芳香仍馥郁在我们迟暮的季节。”童年是儿童不可或缺的成长
阶段，是成年人的精神故乡。①对成年人而言，童年就像记忆长
河中的一朵奔腾不息的小浪花，会不时漫过心灵的休眠地带，催
生着甜蜜、幸福、快乐的回忆，让人心生感奋、激动、向往和追
问。

童年，在儿童的成长历程中既是一段充满着迷雾和独特元
素的生活经历，又是一段布满了童真、快乐的不可再现的生活场
景。从年龄阶段上看，童年时期正是儿童处于 7—15 岁的年龄阶
段，是儿童即将告别孩提时代向成人世界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
是儿童生命历程中心理体验最为独特的阶段，也是儿童社会化过
程中最为关键的阶段。从身心发展的速度看，这个时期的儿童虽
然身心发展较快，但他们的身心发展仍然不够平衡；从身心发展
的程度来看，这个时期儿童的身体、心理都处于快速发展的阶
段，特别是儿童的生理发展程度已经与成年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如 12 岁儿童的大脑的重量已经与成年人相差无几，但各种心理
成分的发展并不平衡。在认知过程方面，这个时期是儿童由情景
或表象认知过程向经验和科学化认知过程转变的阶段。尤其是随
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儿童的道德认知有了较大的发展，他们开始

①转引自刘晓东 . 儿童精神哲学 [M]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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