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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1 6 、

1 7 世纪是英 国 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的 重要历 史时期 ， 这一时期人们 的思想道

德观念 、价值观念 、社会生活方式等都发生 了很大 的 变化 ，社会秩序成为人们普遍关 注的 问 题 。 其

中青少年不 良社会行为与社会秩序的 关 系 问题更引 人注意 。 本文从青 少年不 良社会行为 产生的原

因 、表现形式及程度等方 面进行分析 ，
认为这一 时期英 国 青少年 虽有一 些 不 良行为 ，

但其程度远没

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严 重 ，
并没有导致社会危机的 出现。 究其原 因 ，英 国 的社会传统及政府采取的措

施发挥 了 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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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1 7 世纪是英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重要时期 ，也是英国社会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重要

时期 ，这
一

时期的社会大变革遍及社会各个领域 ， 对当时的家庭 、社会结构及各社会阶层的人都产

生了 巨大影响 。 青少年作为社会特殊群体在当时英国社会中 占据了相当高的 比重 。 根据夏普的估

计
，

1 6 0 0 年英国有 4 0 ％的人口年龄在 2 1 岁以下 （
Ｓｈａｒｐｅ ，

1 9 9 6
：

3 6
） 。 罗宾 ． 布里格 （

Ｒｏｂ ｉｎＢｒｉｇｇ ）也

认为 ：

“

在 1 6 世纪晚期 ， 英 国 3 5 ％ 的 人 口 年 龄在 1 5 岁 以下 ，
5 4 ％ 的人 口 年龄在 2 5 岁 以下

”

（
Ｔｈｏｍａｓ

，
1 9 9 9

：
3 6 ） 。 社会转型 、家庭变迁 、人口流动等诸多因素给青少年的成长增添了许多不稳定

性因素 ，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 但有关研究表明 ，
1 6 、 1 7 世纪英国的青少年犯罪始终没有像 1 9 、

2 0

世纪那样成为
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何以如此

，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

、社会转型对青少年的影响

1 6
、

1 7 世纪英国在经济领域出现了
一系列新的变化和新的经济因素 ，不仅冲击着传统的经济

结构 ，也使得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进而推动传统的庄园 、农村公社和行会的瓦解 。

在这一过程中 ，新的社会保障和控制机制并没有随之建立起来 ， 出现了贫 困 、失业、流浪 、犯罪率上

升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 引起人们的关注 。

（
一

） 经济转型与社会问题的产生

近代早期 0 ）英国经历了
一

场以
“

圈地
”

为外在形式的农业变革 。 这场变革在推动英国经济发展

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农民阶层的分化 ，大多数小农在圈地过程中失去 了赖以维生的土地 ，成为无

地或少地的贫民 ，
变成了贫困者和流浪汉 。 在 3 7 个郡 1 6 3 1 － 1 6 3 9 年的档案中 ，被捕流浪汉就有

2 ．
6 万人 。 伦敦市长估计 ，

1 5 9 4 年 ，仅伦敦就有 1
．

2 万流浪汉 。
1 5 9 7 年一名康沃尔 （

Ｃｏｒｎｗａｌｌ
） 的地

方官说全国共有流浪汉 2 0 万
，
他所在的郡就有 1 万人 （ 转引 自尹虹

，

2 0 0 3 ：
7 1－ 7 2

） 。 尽管上述数据

不一定准确 ，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流浪现象的严重性 。 不仅如此 ，经济上的急剧变革以及价

格革命 ，导致许多人处在贫困状态 。 据社会经济史学家霍斯金斯的估计 ，

“

在 1 6 世纪 2 0 年代 ，英国

足有 2 ／ 3 的城市人 口 生活 在贫困线 以 下或非常接近贫 困线
＂

（ Ｈ ｏｓｋｉｎ ｓ
，

1 9 7 6
：

4 0 ） 。
Ａ

．Ｌ 贝 尔

＊本文 系 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 目 （ 2 0 1 2 1 1 2 0 1 0 2 0 4 ） 、 武汉大学 历 史学 院世界史专业研究

生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 目 阶段性成果 。

① 近代早期 大体指 1 5 世纪末 、 1 6 世纪初 至工业革命完成前 ，
欧 洲 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 度过渡转型 这段

历 史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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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ｅｉｅｒ
） 通过研究当时的税收记录也得 出 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他认为

“

在 1 6 世纪 2 0 年代和 1 7 世纪

7 0 年代有 1 ／ 3 － 1 ／ 2 的人口 生活在或接近于贫困状态
”

（ 转引 自 向荣 ，
2 0 0 4

） 。 贫困和流浪汉问题一

直是困扰 1 6 、
1 7 世纪英国社会的两大突出问题 ，无论是贫 困还是流浪 ，

都会对青少年产生极为不利

的影响 。

（二 ）频繁的人口流动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英国在 1 4 5 0 － 1 6 4 0 年间 ，人口从 2 1 0 万人增至 5 0 5 万人 。 人 口 的迅速增长

使社会人口在年龄结构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年轻人在人 口结构中 占有很高的比例 。 据克莱曼估

计 ，这
一

时期 1 5 岁 以下的青少年和婴幼儿约 占同期人口 的 3 8 ％（转引 自 陈曦文、王乃耀
，

2 0 0 2
：

1 6 0
） 。

那么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前工业时代 ，如何养活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这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

题 。 大量未成年人的存在不仅给无地和少地的贫困家庭带来困难 ，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负担 。 不仅

人口增长迅速 ，人 口 的流动性也更加频繁 。

“

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纪里 ，大多数的英国人
一

生至少要离

家出走一次 ，在
一些教区 ，

通过对洗礼和婚姻 、丧礼的比较发现 ，许多人和整个家庭会无缘无故的
‘

消

失
’

，这就是大范围迁移的征兆
”

（
Ｃｏｗａｒｄ

，

1 9 9 7
：

7
） 。 戴尔在研究中也发现 ，英国乡村人 口 流动十分活

跃
，

一

般每 4 0
－ 6 0 年就有 3／ 4 的姓氏变更 。 例如在 1 4 3 2 － 1 4 4 1 年间 ，肯普赛 （

Ｋｅｍｐｓｅｙ ）法庭文件记录

下的姓氏有 1 0 3 个 ，到 1 4 9 9
－

1 5 0 7 年相应的一系列文件记录中 ，只有 2 5 个姓氏仍可 以找到 （
Ｄ
ｙｅｒ

，

1 9 8 0
：

4 6
） 。 据统计

，

1 6 世纪 2 0 年代
，英国每年迁移人 口大约占总人口 的 1 5 ％

，

1 7 世纪上升到 3 0％ 以

上 。 而在 1 7 世纪 中叶以后 ，人口增长减缓时迁移的规模并没有减弱 。 在
一些乡村 ，人 口每 1 0 年的变

动率在 5 0％ 以上 （陈曦文 、王乃耀 ，
2 0 0 2

：
2 5 0

） 。 而在所有流动人群中 ，青少年又是颇具有代表性的一

个群体。 很多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要离开父母
一段时间 ，

几天 、几个星期甚至几年 。 有近 1／4 人在其

自传材料中提及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 （
Ｂｅｎ－ＡｍＯＳ

，

1 9 9 4
： 5 4

） 。 1 6 世纪至 1 9 世纪中叶 ，英国 1／

3 的家庭拥有仆人
，
近
一

半的农民家庭和 1 ／ 4 的商人 、手工匠人家庭里有同住的家庭仆人和学徒 （ 陈

勇 ，

2 0 0 2 ） 。 许多人从偏僻的农村迁徙到地方都市和伦敦 ，据估计 ，

1 6 世纪中叶伦敦有近 1 ／ 3 的学

徒是来 自偏远的约克郡和兰开夏郡 、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 。 再加上来 自 西部诸郡 、苏格兰 、爱

尔兰 、威尔士的迁徙者 ，青少年占据伦敦外来人 口 的
一半以上 （

Ｂｅｎ－ＡｍＯＳ
，

1 9 9 4
：
9 5

） 。

（
三

）家庭的不稳定增加了青少年的困难

家庭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
，
但是社会转型使得传统的以家庭和社区为基层

单位的农村组织形式发生 了变化 ，甚至遭到破坏 ，
也使无 自理能力的青少年不可避免地成为受害

者 ，为了生存 ，他们便去偷盗、抢劫 ，养成不 良恶习 ，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 即使家庭不瓦解 ， 由于

父母一方或双方的死亡也会对青少年产生极大的影响 。 据彼得 ？ 拉斯莱特 （ Ｐｅｔｅ ｒＬａｓ ｌｅ ｔｔ ） 估计 ，在

前工业时代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年轻女性在婚前丧父 ，
1 7 ％的 1 0 岁男孩和 2 7 ％ 的 1 5 岁 男孩失去

父亲 （
Ｂｅｎ

－Ａｍｏｓ
，

1 9 9 4
：
4 8

） 。 据布里斯托尔 （
Ｂｒｉｓｔｏｌ

） 的学徒登记册记载 ，有 1 ／ 3 的学徒在学徒期开

始前就失去 了父亲 。 这一比例在海员学徒身上更高 ，达 5 6 ． 3 ％ 。 这还没有考虑丧母学徒的情况 ，如

果把丧母学徒情况也考虑进去的话 ， 这种孤儿学徒的比例将高于 4 0 ％
，
在一些年份甚至会高于

5 0 ％
（
Ｂｅｎ

－Ａｍ ｏｓ
，

1 9 9 4
：

4 8
）

0 父母的死亡对尚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的青少年来说影响十分巨大 ，尤其

是父母双亡的孩子 。 即使是父母一方的去世也会给孩子带来不利的影响 ，特别是父亲的死亡 ，往往

会使家庭陷人困境 。 在近代早期再婚也是相当普遍的 ，

一些传记材料表明 ，父母的再婚对孩子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 阿里斯 ？ 埃文斯 （
Ａｒｉ ｓｅＥｖａｎｓ

）声称在其父亲死后他与母亲和继父生活 了一段

日子以后便被他们赶出了家门 ，从此成立无家可归 的人 （
Ｂ ｅｎ －Ａｍｏｓ

， 1 9 9 4

： 5 3 ） 。

（ 四 ）社会传统制度因素的影响

在婚姻制度上 ，英国人实行的是
“

欧洲的婚姻模式
＂

。 由于这种家庭制度 ，年轻人必须独立建立

家庭。 为了积累成家立业所需的资本 ，青少年在很小的时候就要离开父母去做学徒和仆人 ，从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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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到结婚之前的这一段时间 ，青少年有
一

半时间是在本地 区或者外地另一家户 中渡过 ，这是造成

青少年流动性频繁的一个主要原因 。 这种
“

欧洲婚姻模式
”

的习俗还造成了青年人的晚婚晚育 。 大

量证据表 明 ， 当时人们结婚的年龄
一

般在 2 5 岁 以后 。
1 5 5 0 

－

 1 7 4 9 年 1 0 个郡的统计数字表 明 ，
男子

结婚年龄大约在 2 7
．
 1 － 2 8 ．

1 岁之间 。 而女子 的结婚年龄在 2 4
． 8

－ 2 7
． 0 岁之间 （ Ｃｏｗａｒｄ ， 1 9 9 7

：

2 1
） 。 人们平均较晚的婚龄又是 由于独立建立家庭的有限机会决定的 ，

这又导致近代英国 家庭体制

的又一重要特点 ，那就是许多人选择独身 。 这些流动性频繁 ，
居于异家他乡 的大龄单身青年人

一直

是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的对象 。

学徒仆役制是近代早期英国中下层青少年的成长途径 ，它不仅是英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一

种方式 ， 同时也是
一

种育人机制 ，但是这种育人方式也存在很多问题 。 学徒制的年限较长 ，

一般是 7

年 ，
在这这段时间学徒不能结婚 ，也不可 自 立门户 。 学徒逃亡的事情经常发生 。 在 1 6 世纪 ，伦敦有

6 0 ％ 的学徒不能完成学徒期 （
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 ， 2 0 0 2

： 3 1 1
－

3 1 2
） ，在啤酒制造业比例甚至更高达 2 ／ 3

（
Ｂｅｎ －

Ａｍｏｓ
，


1 9 9 4
：

1 3 0
） 。 在地方都市的 比例甚至更高 ，在 1 6 －

1 8 世纪 ，诺里奇 （ Ｎｏｒｗｉｃｈ
） 有 7 5 ％ 的学徒

未能完成学徒期 ，

1 6 世纪 的 布里斯托尔 的 比 例更是高达 8 3 ％ 。 1 6 1 0 － 1 6 2 0 年的索尔兹伯里

（
Ｓａｌｉ ｓｂｕｒｙ ）

也达到 7 9 ％
（
Ｙ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

1 9 7 9 ） 。 大量学徒的逃亡 ，不仅是对学徒制 的破坏 ， 同时也给社

会带来
一些不稳定因素 。

二 、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的表现形式

社会转型 、人口流动 、家庭的瓦解加之青少年年龄特点等 因素 ，使得近代早期英国的青少年产

生了一些社会问题 ，
并受到当 时道德家和统治阶层的普遍关注 。 归纳起来 ，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大

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

（

一

）离家出走

这是青少年最经常 、最普遍的
一

种反抗方式 。 据格里菲斯统计 ’近代早期青少年 出走 的频率很

高 ，有相当多的青少年不止
一

次离家出走 。 比如根据当时的记录 ，威廉 ？ 考伯 （Ｗｉ ｌｌｉａｍＣｏｍｂｅｒ
） 曾

出走 3 0 次之多 ，约翰 ？ 纳劳尔 （ ＪｏｈｎＮａｙ ｌｏ ｒ
）
也出走 2 0 次… …而詹姆斯

．

鲍尔 （ Ｊ
ａｍｅ ｓＢｏｅｖｅｒ

）

—

周

就出走 4 次 （
Ｇｒｉｆｆｉ ｔｈｓ

，
1 9 9 6

：
3 2 7

） 。 出走的青少年经常去酒馆 、客找 、娱乐场所和一些下流的地方 ，

有的甚至酗酒闹事 ，扰乱社会秩序 。

（二 ） 迷恋酒馆

1 6 ，
1 7 世纪酒馆巳成为人们交际的 中心 ，酒馆一方面是人们消遣娱乐的地方 ，同 时也是

一些不

良行为的滋生地 。 大多数啤酒馆还身兼三职 ，在提供酒食与赌场赌具的 同时 ，
也暗中提供性服务

（
Ｔｏｍ ｐｓｏｎ ，

1 9 9 0
：

4 7 8
） 。 正因为如此 ，酒馆也引来众多的非议 ，统治者一直把酒馆看成是引诱青少年

犯罪的地方 。 酒馆还经常进行一些非法活动 ，如赌博、酗酒 、跳舞等等 。 玩扑克 、掷殷子是青少年经

常参与的赌博游戏 。 赌博是诱使青少年进
一

步犯罪的阶梯 ，青少年不仅偷取钱物买酒 ，甚至还抢劫

钱物用来赌博 ，有时还光顾妓院和一些下流污秽的地方 。

（三 ）亵渎教堂

宗教信仰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堂在人们心 目 中往往是神圣的 、纯

洁的象征 ，其权威不容侵犯 。 但是青少年经常表现得肆无忌惮 ，有些青少年甚至把教堂当成娱乐的

场所 。 如埃塞克斯 （
Ｅ ｓｓｅｘ

）的瓦尔登教堂 （
Ｗ ａｌｄｅｎＣｈｕｒｃｈ

） 庭院成为青少年进行摔跤 、踢球 、打架和

其他
一些非法游戏的场所 ，约克郡的哈克尼斯教堂 （

Ｈａｒｋｎｅ ｓｓＣｈｕ ｒｃｈ
） 几乎成为青少年一个

“

常规
＂

的运动场所 ，
马里斯也成为青少年进行足球 、摔跤的娱乐所 （

Ｇｒｉｆｆｉ ｔｈｓ
，

1 9 9 6
：

1 2 9 ） 。 青少年经常在礼

拜和讲道时间谈天说笑 、嬉戏打闹 ，有时还打断布道和宗教仪式 ，甚至会亵渎神器 。 当时的一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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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表明 ，青年人经常破坏教堂的家具和宗教建筑 ，偷取圣书 ，
诅咒 、亵渎神灵 。 有些青少年还利用礼

拜时间进行其他
一些娱乐活动 ，如唱歌 、跳舞 、打扑克 、掷骰子等 。

（ 四 ）参与骚乱

青少年还经常是
一些社会骚乱的参与者和制造者 ，都铎时期伦敦发生的骚乱与这些 2 0 岁左右

的不受约束的青少年 （ 主要是
一

些学徒 ） 有很大关系 。 特别在青少年的节 日
“

忏悔节
”

和
“

五朔节
”

，

经常发生
一些因娱乐活动引起的骚乱和破坏活动 。 如在 1 6 3 1 年忏悔节这

一天 ，伦敦有 2 0 多家娱

乐场所和妓院被捣毁 。 1 6 0 4 － 1 6 4 1 年这样的骚动至少发生了 2 4 次 ，在内战和宗教改革时期规模更

大 （
Ｂｅｎ

－Ａｍｏｓ

，

1 9 9 4
：

1 8 3 ） 。 1 6 1 7 年
， 大洗劫 同时发生在许多地方 ，如特鲁里巷 （

Ｄｒｕｒ
ｙ
Ｌａｎｅ ） 、瓦平

（
Ｗａｐｐ ｉｎｇ ） 、芬斯伯里 （

Ｆｉｎｓｈｕｒｙ ） 等 ， 人们冲进芬斯伯里的监狱放走 了所有的罪犯 ， 并攻击政府官

员 ，他们还冲进妓院和娱乐场所 ，毁坏了所有的家具并焚烧了剧本 （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 1 9 9 6

：
1 5 5

） 。

（ 五 ）犯罪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困扰当时人们 的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这一时期 的犯罪问题不像 1 8 、 1 9 世纪

那样突出 ，但是青少年犯罪现象已经凸显出来 。 根据当时
一

些零散的法庭记录材料 ，青少年涉及到

了诸如盗窃 、性犯罪 、抢劫等都多形式 ，这些不 良青少年
一

度成为政府和社会最为棘手的问题 。

盗窃罪 ：这是青少年最常见的一种罪行 。 当 时的研究资料表明 ，仆人和学徒经常偷取主人的钱

物 。 偷取的钱款数目大小不等 。 偷来的钱通常被用来喝酒 、赌博 、买衣服 、去娱乐场所或逛妓院等 。

有
一

些青少年还属于惯偷 ，有些甚至还是训练好的职业小偷 。 在 1 5 8 5 年 ，

一名地方法庭推事的信

中就说到
一

个专门培训儿童和青少年偷窃 的学校 （尹虹 ，
2 0 0 3

，
9 1

） 。

抢劫罪 ： 恶性抢劫罪在青少年所犯罪行中并不多见 ，但它有时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

一起抢

劫案的发生可能会引起周 围地区的人们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的心理恐慌 。 如在德比郡 ， 当地一位

知名绅士威廉 ？ 哈特菲尔德 （ Ｗｉ ｌｌｉａｍＨａｔｆｉｅｌｄ
）就遭受到一群拿着长木棍 、干草叉 、剑和 匕首的示威

者的攻击 ，并以死威胁他 ，他的同伴也被洗劫
一空 （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

1 9 9 6
：

1 4 9
） 。

性犯罪 ： 婚前性行为在近代早期虽被禁止 ，社会和政府也有着严厉的控制措施 ，但是性犯罪经

常发生 。 青少年性行为的对象主要是妓院和污秽场所里的妓女 ，斯通称 ：

“

在伦敦的妓女一大部分

是为了满足 2 0 
－

 3 0 岁城市单身学徒的需要
”

（
Ｓｔｏｎｅ

，
1 9 7 9

：
3 9 1

） 。 此外 ， 学徒与女仆人之间也经常

发生性关系 ，这种性关系往往是以婚姻许诺为前提的 。 对性犯罪的惩罚也比较严厉 ，在一般情况下

双方都会受到惩罚 。 通常要受鞭刑 ，并送教养所接受劳动改造 。

此外 ，青少年常犯的还有被泛称为轻罪的行为 ，轻罪是一个相对大而杂的概念 ，涉及一些琐碎

的犯罪行为 ，如打架 、排谤 、辱骂他人 、打坏玻璃或者在街上踢球 、在酒馆里酗酒、赌博等等 ，这些行

为从严格意义讲并不能称之为
“

犯罪
”

，在惩罚上也更多的是以惩罚 和教化为主 。 事实上正如 贝 蒂

教授所讲的 ，
即使经过完整详细的考察 ，

单纯的法庭记录常使我们很难重建这种案件诉讼的情景 ，

治安法官常将其作为民事案件处理 ，或用调节方式解决（
Ｂｅａｔｔｉｅ

，

1 9 8 6
：

1 2 8
） 。

（六 ） 流浪

这一时期青少年流浪犯罪问题比较突出 。 流浪汉中青少年 占很大比重 ，
2 1 岁 以下流浪青少

年的比重 占总数的 4 0 ％
－ 5 0 ％ 。 1 6 0 2 年伦敦感化院被监禁者名单中 2 1 岁 以下的占 9 7 ％

，
1 6 岁

以下的占 5 4％ （尹虹 ，
2 0 0 3 ：

1 1 8 ） 。 在其他地方都市也存在类似现象 ，在 1 5 9 5 － 1 6 0 9 年的诺里奇 ，

所有被捕的流浪汉中 2 1 岁 以下的青少年 占到 7 2 ％
，

1 6 岁 以下的 占 5 2 ％
， 。 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

比例分别是 7 5％ 和 5 0 ％（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ｓ
， 1 9 9 6

：
3 6 3 ） 。 这一时期犯罪数量的增加与这些流动的青少年

有很大关系 ， 由于年少无知 ，他们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 在诺里奇 ， 流浪年轻人 的犯罪现象更为

严重 ，他们行乞 、偷窃 ，
徘徊在大街和集市上 ， 喝酒 、进行非法游戏 和不正常的性关系 、砸坏玻璃 、

抢劫 、侮辱地方长官和其他一些可能犯的罪行 。 有一个名 叫乔安妮 （ Ｊｏａｎｎｅ ） 的少女屡屡出现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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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法庭记录中 ，多次因犯重罪被判烙刑 、鞭打 、判罚进感化院 ，但她屡教不改 ， 被法庭审讯和

惩罚后 ，仍旧徘徊在大街上拒不履行法庭 的决定 ，后来甚至怀上 了私生子 （
Ｇｒｉ ｆｆｉ ｔｈｓ

， 1 9 9 6
：

3 7 1
） 。

还有
一个叫莱尼 （

Ｌｅｎｎｙ ） 的七岁 孩子 ，被谴责为一个极度危险的乞丐 ，
整天跟着一群恶人瞎混 ，竟

公然在法庭门前打架伤人 （
Ｂｒｉｄｅｎｂａｕｇｈ ， 

1 9 6 8
：

8 3
） 。 像乔安妮 、莱尼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 ，他们已

经成为流浪犯罪的惯犯 ，
不仅滋事生非 ，

而且扰乱社会秩序 ，
不 良青少年 巳成为 当时社会最为头

疼的问题之
一

。

三 、青少年不良行为的程度

在道德家和统治者的眼中 ，这一时期的青少年问题非常严重 ，他们通常把青少年看成是最危

险的社会群体 。 青少年的不 良行为在他们看来 已威胁到政府的权威和社会的传承 ，甚至认为青

少年要
“

推翻现存的世界
”

。 当时对青少年的抱怨情绪比较普遍 ，
不尊敬 、偷盗 、下流 、非法性行

为 、悖逆违法几乎成了青少年的代名词 。 对于加强青少年控制 的呼吁也较为强烈 。 人们认为对

青少年应该加强看管 ，进行约束 。 对于青少年的娱乐活动 ，统治者也进行了严格控制 ，禁止酒馆 、

保龄球馆 、舞蹈学校等娱乐场所在礼拜时间开放 ，
足球 、摔跤 、格斗等危险性游戏也经常遭到禁

止。

不可否认 ，
近代早期的英国青少年确实存在

一

定的社会问题 ，青少年的社会不良行为不仅破坏

了青少年的形象 ，败坏了他们的名声 ，
而且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 。 对师傅 、 主人的

不尊敬和不服从 ，甚至对抗他们的权威 ， 这破坏 了传统的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家庭秩序 ，青少年犯罪

和流浪更是让他们臭名昭著 。 所有迹象都表明青少年问题在这一时 已经凸显出来 ，并引起人们 的

广泛关注 。 但青少年是否就真的如道德家所担心的那样 ，
对政府的权威是一种威胁和挑战 ？

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有些夸大 。 政府和道德家主要从捍卫社会秩序和道德传统来考虑 ， 由于正

在走 向成熟的青少年将来会成为户主 、师傅或主人 ，承担起社会传承的责任 ，
因此青少年对传统道

德规范的背离 ，哪怕是极小的背离 ，都会引起卫道士的关注 。 事实上 ，贪玩和不同程度的叛逆是每

个时期青少年共有的天性 ，青少年的
一些不 良行为不

一定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动荡和混乱。 有些被

称为
“

大骚乱
”

或
“

极为混乱
”

的事件是被人为夸大了 。 如 1 5 9 2 年在南沃克 （
Ｓｏｕ ｔｈｗａｒｋ

） 发生的制毡

工学徒与狱警冲突的
“

大混乱
”

。 学徒们聚集在监狱前试图营救前几 日 被捕的学徒 ，但市长及时赶

到 ，很快平息了骚乱 。 这场被称为
“

大骚乱
”

的事件并没有 弓
Ｉ起严重后果 ， 甚至

一些报道 、杂志中根

本没有提及 （
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

，

2 0 0 2
：

1 2
） 。

对于青少年犯罪问题 ，不同时代人的认识是不
一

样的 。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青少年犯

罪有偶然性和随机性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存需要引起的 ，在我们看来都算不上是犯罪 。 即使
一些

较严重的犯罪如抢劫 、入室偷盗等 ，
也很少是有组织的 （

Ｓｈａｉｐｅ ，
1 9 8 3  ：

1 8 ） 。 尽管近代早期青少年的

犯罪率有所上升 ，
但青少年犯罪始终没有像 1 9 、

2 0 世纪那样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还有些学者就青少年的文化性问题和群体性问题进行了研究 ，试图解释这一时期青少年文化

的独立性问题 。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近代早期的英国青少年并不存在共同 的文化 。 如哈纳沃特认为

在这
一

时期很难形成青少年文化 ，
因为在大多数家庭拥有的学徒数量是有限的 ，

一般只有
一到两个

（
Ｈ ａｎａｗａｌ ｔ

，
1 9 9 3  ： 

1 3 7
）

。 阿莫斯也持类似观点 ，她认为青少年之间缺乏充分交流 的空 间和时间 ，社

会地位和成长模式的不同 、性别和职业的差异 、高度的流动性等等都削弱 了形成青少年文化的可能

性 （ Ｂｅｎ
－Ａｍｏｓ

，
1 9 9 4

：
2 0 5 － 2 0 6

） 。 艾勒也认为把伦敦学徒归为一个类似的群体是错误的 ，尽管他们

有着相似的地位和经历 ，但青少年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
Ｅａｒｌｅ

，
1 9 8 9

：

1 0 4 － 1 0 5
） 。

可见 ，对于青少年的行为不能
一概而论 ，我们承认确实有

一

部分青少年表现得极为叛逆 ，甚至

会走 向犯罪 。
一些社会骚动和无秩序行为的发生确实也与青少年有着密切 的联系 ，但青少年的不

良行为只是局限在
一定范围 内 ，

很少表现为大的社会暴动和骚乱 ， 他们的活动多是分散的 、无组织

的 ，青少年并没有把对抗的矛头指 向政府和统治阶层 ，更不可能成为
一

种颠覆性的社会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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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青少年的社会控制

尽管社会转型给英国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 ，其中也包括青少年不 良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但

是其程度始终控制在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 内 ，

“

不 良
”

的青少年非但没有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 ，反而

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 ，推动英国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并没有导致
“

危机
”

的

出现 。 究其原因 ，与这
一时期英国社会一整套的约束机制密切相关 。 家庭 、政府 、教会和法律在对

青少年的控制和约束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

一

）家庭的教育约束

家庭孝近代早期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地位 ，它
一

直被统治者阶层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的基本单位 ， 因此政府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也是从家庭秩序的维护开始的 。 伦敦清教牧师威廉 ？ 古

奇 （
Ｗｉｌｌ ｉａｍＧｏｕｇｅ ）称 ：

“

良好的秩序必须首先建立在家庭教育之上… …家庭是学习社会规范和服从

思想的第
一

学校 ，
人们如果不 能学会对家庭的屈从 ， 将来也就很难形成对 国家 和上帝的屈从

”

（
Ｂｒｉｇｄｅｎ ，

1 9 8 2
） 。 因此清教徒和政府对家庭教育特别重视 ，从维系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高度来看待

家庭教育 ，把它视为对教育青少年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 在家庭里 ， 父母不仅要教给子女谋生

的技能 ，更重要的是要教会他们做人的原则 、 良好的行为举止 。 在父权制盛行的近代早期 ，父母对

孩子拥有绝对的权威 ，孩子必须服从父母的管教 ， 同时父母也负有教育管束子女的责任 ，
这是当时

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 。 尽管近代早期 ，青少年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父母去充当学徒和仆人 ，使青少

年在 自 己家里的时间较短 ，导致父母对他们的影响力可能大打折扣 。 但另一种 以家庭为基础 的职

业性教育弥补了父母的空缺 ，这便是学徒仆役制度 。

学徒仆役制是
一

种基于家庭基础上的职业教育制度 ，它是家庭功能在更广 阔范围的延伸 。 尽

管近代早期的英国青少年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父母去充 当学徒和仆人 ，但家庭的教育和约束功能

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 学徒制更多地被看成是一种家庭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 ，学

徒与仆人往往被视为家庭中的
一

员 ，他们必须服从师傅和主人的权威 ，对其尊敬和忠诚 。 这样 ， 对

父亲的尊敬和服从就转移到对师傅的尊敬和服从 ，师傅承担的是父亲和老师的双重角 色 ，
而不简单

的是技艺传授者 。 因此学徒仆役制的盛行并没有改变家庭的育人功能 ， 而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

集技能教育与道德教育于
一

身的颇有特色的职业教育制度 。 当时行会契约规定从受训人被接纳为

学徒的那
一

刻起 ，他便是师傅家庭成员 的
一

分子 ，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家中规矩 ，师傅在某种程度上

是年轻学徒的
“

异地父母
”

，未经师傅的同意 ，
不得外出 ，

不得在夜间 离家 ，
不得赌博 、饮酒或者有不

体面的行为 （米特罗尔 、西德尔 ，

1 9 8 7
：

9 3－ 9 4
） 。 学徒和仆人对师傅或主人服从 、尊敬和忠诚 ，

也可

从
一

个学徒的誓言中得到反映 ：

“

他将忠诚地服从于师傅 ，保守秘密 。 在学徒期 间 ，
不订立婚约 ，

不

发生性关系 ，不玩扑克 、骰子或其他非法性游戏 ，并且不出人酒馆和其他
一

些娱乐场所 ，不夜不归

宿 ，未经允许时不随便离家出走
”

（
Ｐｉｃａｒｄ

，

2 0 0 3
：

2 0 3
） 。 仆人的情况稍微复杂

一些
， 因为仆人的工作

很不稳定 ，
经常更换主人和工作地点 ，造成很高的迁移率 。 尽管仆人经常变换工作 ，但他们却长久

地依赖一连串不断更换的主人 ，始终都不会摆脱家庭的约束和控制 。

（
二

）宗教的教化

宗教生活也是近代早期英国青少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人们往往把青少年时期看成是传经

布道的最佳时期 。 为了使传统的宗教信仰能在青年
一

代传播而不至于中 断 ，教会和道德家非常注

重对青少年的教化工作 。 近代早期宗教教育 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
也颇为复杂 。 其中最为常见的

方式就是问答式说教和参加礼拜 。 问答式说教主要面向 6
－

2 0 岁 的儿童和青少年 ，可 以在很多地

方进行 ， 如学校 、感化院 、教堂甚至在家里 ；时间 主要安排在每个宗教节 日 和星期天的晚祷前 ， 时间

长短不一 ，

一般为半小时 。 主要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 ，

一般 由主教或牧师提问 ， 由青少年回答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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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单调乏味 ，

一些青少年不喜欢这种讲道方式 ’为此主教和地方长官有时会制定严格的法令强制青

少年参与 。 如 1 6 0 4 年教会法令要求每个教区 1 6 岁 以下 的青少年必须参加在每周 日 晚祷前由神

甫
、
牧师或助理牧师进行半小时的教义问答 。 未参与教义问答的学徒和孩子将受到惩罚 （

Ａｍｕｓｓｅｎ
，

1 9 8 8  ：
3 5

） 。 礼拜活动一般在周 日 和礼拜 日 进行 ，学徒 、仆人也必须同师傅或主人
一

起去教堂 ， 听受

主教 、牧师的说教 ，接受灵魂的洗礼 。 另外家庭也被看成是进行宗教信仰教育的重要场所 ，
正如理

査德 ？ 格林汉姆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ｒａｈａｍ

）强调的 ：

“

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我们对神的信仰 的话
， 我们必须把

它引进到家里并让我们的家人信仰它
”

（
Ｆｌｅ ｔｃｈｅｒ

，
1 9 9 5

：

2 0 4
） 。 教化的 内容主要包括宗教知识 、家庭

秩序 、做人原则 以及夫权思想 、父权思想等等。

（
三

） 政府的控制

在对青少年的控制问题上 ，政府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都试图通过

自上而下的方式解决当时社会和青少年问题 ，并为此采取了
一

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 。

首先是立法 ， 比较重要的有 1 5 3 6 年 、
1 5 4 7 年 、

1 5 4 9 年 、
1 5 7 5 年 、

1 5 9 8 年和 1 6 0 9 年的法令 。 这些

法令主要规定了禁止儿童和青少年乞讨和流浪 ，违者处以体罚和充 当学徒 ，各地建立感化院惩治和

教化流浪汉等 （
Ｂｅ ｉｅｒ

，


1 9 7 4
） 。 如 1 5 3 5 

－

 1 5 3 6 年的法令规定 ，年龄在 1 2 － 1 6 岁拒绝服役 、继续在外

流浪的要受鞭刑 ，第一次以法令形式提出 了  5－ 1 4 岁 的流浪者要充当学徒的要求 。
1 5 4 7 年法令规

定流浪汉的子女要做学徒 ，儿子到 2 4 岁 ，女儿到 2 0 岁 。 1 5 7 5
－

 1 5 7 6 年法令规定要对少年犯进行劳

动教育 ，每
一

个城市 、 自治镇和集镇治安法官为流浪汉提供生产资料 ，
如 ： 棉 、麻 、亚麻 、铁或其他材

料 。 1 5 9 8 年的议会又通过了 《济贫法》 （
Ｐｏｏ ｒＬａｗ

）
和《惩治流浪汉 、游民和身强力壮的懒丐法 》 （

Ａｃ ｔ

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ｎ 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Ｒｏｇｕ ｅｓ
，Ｖａｇａｂｏｎｄ ｓ＆Ｓｔｕｒｄｙ

Ｂ ｅｇｇａｒｓ ） ，法令规定 由 堂区济贫官员 出资 ，
让穷人

子女做学徒 。 1 6 0 9
－

1 6 1 0 年又通过了关于修建感化院的法令 ，法令规定 ， 每个郡都要建立 1 
－

2 个

感化院 ，用 以安排
“

无赖汉和闲散懒惰
”

的人 。
1 6 3 1 年枢密院又发布了决议书 ，要求每个堂区的穷

人子女都应该安排在农业和其他手工行业中做学徒 ，并根据法律从该堂区集资 ，用以安置他们 。 在

决议书的推动下 ，英国各地出 现了强制性学徒的高潮 。

其次是救济 。 对于贫困 的青少年政府的救济措施是强迫他们做学徒 ，
这不仅可以避免青少年

流浪犯罪 ， 同时也可以解决青少年贫困无人救助的情况 ，最为重要的是它可 以让青少年学
一门安身

立命的技术 ，
可以说强迫青少年充当学徒是解决青少年流浪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 许多有钱 的人也

乐意为此捐助 。

一

般情况下学徒和师傅吃住在
一

起 ，学费由慈善管理机构和教区基金支付 。

再次是成立感化院和收容所 。 感化院通常为收容流浪街头 的青少年而设立 ， 它不仅是对犯罪

青少年的
一种惩罚场所 ，同时又是对青少年进行感化教育和学艺的场所。

1 7 世纪 ，英国几乎每个

郡都建立了感化院 。 感化院里的劳动带有强制性 ，
许多犯有流浪罪 的人都被送进感化院进行劳动

改造 。 比如伦敦的布莱德威尔 （
Ｂｒｉｄｅｗｅ ｌｌ

）感化院 ，这是英国第一个感化院 ， 它主要的接收对象是难

以对付的青少年和有劳动能力的流浪汉 ，给他们训练和改造的机会 。 感化院在解决贫困流浪青少

年问题上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
一方面 ，感化院可以暂时避免青少年流浪犯罪 ，加强对他们 的控

制 ；另一方面 ，
强迫青少年接受劳动改造不仅可以使他们改掉恶习 ，学习技艺并养成劳动的习惯 ，使

其以后不至于成为社会的负担 ，这才是设立感化院的根本 目 的 。

最后是惩罚与安置相结合 ，但更注重安置 ，这是解决青少年不良行为的主要途径 。 鞭笞是比较

常见的
一

种惩罚方式 ，主要适用于辱骂 、赌博 、打架 、偷窃等
一些轻罪。 当然也有

一些较严厉的惩罚

措施如烙刑 、进行公开的惩罚等 ，这主要是针对那些屡教不改的惯犯实行的一种惩罚措施 。 青少年

很少有被处以死刑的 ，除非是犯有极其重大的罪状 。 1 5 7 1 年 ，
5 个学徒因试图发起反对国王的战争

而分别被判处绞刑 、分尸等 （Ｗａ ｌｔｅ ｒ
，

1 9 8 5 ） ，但这是
一

种极其少见的惩罚措施 。 对青少年进行惩罚

的 同时 ，
通常会以友善 、谅解和宽容的态度对青少年加以 劝说和教育 ，对于认错态度较好并答应以

后不再犯错的青少年 ，法庭也通常会网开
一面或采取较轻的惩罚 。 惩罚后的青少年会被送回父母 、

师傅 、主人或长辈家里 。 没有亲人的孤儿大多数会被送到感化院接受劳动改造 ，改造的时间有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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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或几个星期甚至会几个月 ，有父母或有长辈照看的青少年呆在感化院的时间不会太长 ，

一

般不

会超过两个月 ，
而那些没有主人或父母的流浪者呆在感化院的时间较长 ，往往在半年以 上 ， 甚至更

长 。 在感化院接受教育和改造后 ，

一些无主人青少年常会由政府出面帮助他们寻找师傅或主人 ，

一

些邻居亲戚或朋友有时也会帮助找到安置服役的地方 （ Ｇｒｉｆｆｉ ｔｈｓ
， 1 9 9 6

：
3 6 7 － 3 6 8 ） 。 总之 ，对于流浪

青少年政府的基本态度是要为他们找到
一

个安身立命的场所 ，在他之上有
一

个能约束他的权威者 ，

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师傅 、主人又或者是长辈 。

五、结语及启示

每个国家每个时期 的社会转型都或多或少会产生
一些社会问题 ，但不同 国家和地区如何解决

这些社会问题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 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 ， 英国实现 了平

稳过渡 ，
没有出现太大的动荡 ，这与英国政府建立的这种惩罚与教化相结合 、家庭与政府相结合 、宗

教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控制和约束机制是分不开的 。 其中心思想就是把每一个未成年人都置

于权威者的控制之下 ，这个权威者或者是父母 ，或者是师傅和主人 ，或者是长辈 ， 与此同时青少年也

要接受教育 ，学习安身立命的技艺 ， 自食其力 ，不至于成为社会的负担和包袱 。 以家庭为基础的学

徒仆役制度在对青少年的控制和教育方面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职业教育是这
一

时期英国普遍关注的事情 。 不管分属于哪个社会阶层 ，
父母都被要求送子女去学习 ，包括贫困流浪

者的子女在内 。 普及大众教育是现代教育推行的理念 ，
但英国早在 1 7 世纪就已经开始 出现 ， 这或

许也是近代工业革命为什么会最早出现在英国的原因之
一

。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 ， 我们面临着一些在 1 6 、
1 7 世纪的英国

曾出现的社会问题 ，如留守儿童 、就业困难 、流动人 口 、青少年犯罪等等 ，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如

何发挥国家和社会应有的作用 ， 同时又充分调动个人和家庭的积极性 ，是
一个值得我们深思 的问

题。 英国在这方面给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

一

是要高度关注和重视青少年问题。 青少年问题说到底是
一

个社会如何培养 自 己 的年轻人 、

从而影响社会未来的问题 。 每一个社会都注重按照 自 己 的文化和社会思想来培养 自 己 的下一代 。

青少年的行为模式 、思维模式及其可被社会控制 的程度 ，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文化 的传承
， 进

而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 ， 因此这不仅是青少年群体的问题 ，
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当前我 国正处在

转型时期 ，
也是青少年问题比较突出的一个时期 ，青少年犯罪问题 、心理健康问题 、独生子女问题 、

留守儿童问题等等 ，这些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

二是要协调和发挥好政府与家庭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 转型时期英国传统的庄园 、农村公社和

行会逐步瓦解 ，其职能转移到新型的民族 国家和家庭身上 。 在社会保障和控制机制并不完善 的近

代早期 ，政府一方面通过颁布法令 、惩治青少年不 良行为 ， 另一方面 ，更注重对青少年进行教化 ，从

长远考虑 ’传授立身生存之本 ，让其 自食其力 。 与此同时 ，把家庭教育摆在突出的位置 ，
让家庭在教

育 、管理青少年方面发挥最基础的作用 ，强化家庭的教育职责 。 这种政府与家庭相互协调又互为补

充的教育和控制机制 ，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 特别是随着我国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 ，解决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儿童问题更应发挥好政府和家庭两方面的积极性 。

三是要强化信仰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 。 宗教信仰教育是近代早期英国青少年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 ，也是塑造青少年良好品行 、影响青少年成长的最重要 因素之
一

，
因此教会和家庭都高度重视

宗教信仰教育 。 我国在历史上虽不像英国那样全民信仰宗教 ，但是我们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 ，
我们又形成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

系 。 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年一代人脑入心 ，解决当前青少年诚信缺失 、

道德滑坡 、感情淡漠 、信仰危机等突出 问题 ， 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社会 、学

校 、家庭三者共同发挥作用 ，社会应当高扬主旋律 、宣传正能量 ，学校应肩负起立德树人的使命 ，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进课堂 、进教材 ，家庭也应主动担负起责任 ，重视子女的道德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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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 尽管这
一

时期英国并没有提出职业教育的概念 ，但对青少年 问题

的解决上处处体现着职业教育的思想 ，无论是学徒仆役制 、还是建立感化院 、 收容所都体现了这种

思想 ，这也是英国从长远考虑解决青少年 问题的重要举措 。 我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
没有高水

平的职业教育作为支撑是很难完成的 ，特别是近几年出现的
“

用工荒
”

，从根本上说与我国职业教育

的滞后有直接关系 。 因此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改变传统重普教 、轻职教 的观念 ，
尤其要加大对

农村地区 、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 ，这对解决我国当前就业困难与劳动技工人员 匮乏之间 的矛

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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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ｅｍｉｎｉ ｓｍＹｏｕｔｈ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ｉ ｒｍ ｉｎｇｈａｍＳｃｈｏｏｌ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ｓ 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Ｓｏｃｉａ ｌ
ｉ
ｚ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ｔａ ｌｙ

 Ｙａｎｇ
Ｘ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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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ｂ ｓｔｒａｃ ｔ

：Ｉ ｎＩ ｔａｌｙ ，
ｆｏｒｇ

ｉｖｅｎ ｅｓ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ｏｎ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ｅｌｉｍ ｉｎａ ｔｉｎｇ ｊ
ｕｖｅｎｉ ｌｅｃｒｉｍｅ

，
ｉ ｔ

＇

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 ｆｔｈｅｗｅ ｌｆａｒｅｍ ｉｘｅｄｐａ

ｔｔｅ ｒｎ
＇

ｓｊ
ｕｖｅｎｉｌｅ

ｊ
ｕｓｔｉｃｅｓ

ｙ
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ｆ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ｈ ｉｓｔｏｒ
ｙ

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ｃｏｎ ｔｅｎｔｓｏｆ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ｊｕｖｅｎｉ
ｌｅ

ｊ
ｕ ｓｔ ｉｃｅ

＇

ｓ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 ｓｓｓ
ｙ
ｓｔｅｍ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 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 ｔＣｈｉｎａ ｓｈ ｏｕｌ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
“

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ｚｅｗｉ ｔｈ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

，ａｎｄｅ 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ｊ
ｕｖｅｎｉ ｌｅ

ｊ
ｕｓｔｉｃｅ

＇

ｓｆｏｒｇ
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ｙｓｔｅｍｕｎ ｄｅｒｔｈｅｐ

ｒｉｎｃ ｉ

ｐｌｅｏｆｍｉｎ ｉｍａ 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 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ｌｓｏ

ａｎａｌ
ｙ
ｚｅ ｓｓｏｍ 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ｓｓｕ ｅｓ

，ｉｎｃ ｌｕｄｉｎ
ｇ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ｙｐｅ ，ｐｒｏｃ ｅｄｕｒ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 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 ｌｅ
，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ｌｓｏ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ｅ 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 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ｇｉ 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ｓｕｃｈｃａｓｅ
，ｔｈｅｊｕ ｓｔｉ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ｅｒｓｃｏｕｌｄａｃｔａｓ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ｅｒ

＂

，ｂｕｉ ｌｄ

ｓｏｃ ｉａ 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ｎ ｅｔｗｏ ｒｋａｍｏｎｇｊ ｕｖｅｎ
ｉ ｌｅｐｒｏ

ｔｅｃ 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ｙ ，ｆａｍ ｉｌｙ ，
ｓｃｈｏｏ 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ａｎｄｈｅｎｃｅ

ｅｍｂｏｄｙ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 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Ｊｕｖｅｎｉ
ｌｅＪｕ ｓ ｔｉｃ ｅＩｔａｌｙＦｏｒｇ

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ｒｅ ａ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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