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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前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儿童劳动是正常现象，教育无足轻重，针对普通儿童的教育设施非常有限，
国家在贫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无所作为。

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童工问题、儿童教育问题、儿童犯罪与救助问题以及儿童福利制度等社会问题逐
渐得到重视，儿童的生活模式逐渐由以劳动为主向以接受教育为主转型，他们逐渐由“经济上不名一
文的家庭负担”变成“情感上的无价之宝”。
变化的根源可以从国家、社会、宗教以及家庭等角度进行分析。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儿童问题是一部流动的历史，许多新问题应运而生，儿童的权利、福利等逐渐
成为中心。
《童年的转型(19
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生活史)》介绍英国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亦可为现实社会提供某些借鉴
。

《童年的转型(19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生活史)》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
二是研究内容上的一些突破。
三是利用部分原始档案资料。
本书由施义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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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义慧，女，江苏淮安人，1970年生。
1995年扬州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硕士毕业，师从祁龙威教授；2005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师从
沈汉教授；2006年调动至南京大学历史系，主要从事英国史研究；被选为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
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在《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参与学术著作编著1部，译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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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其实，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工人阶级父母对待子女的待遇问题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很难用一种普遍性的观点进行概括。
很少有人在回忆童年的时候记起曾被野蛮虐待过。
他们似乎在心理上能够承受一定程度公正的体罚，并把它视作童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毋庸置疑的是，工人阶级家庭中父母对待子女比较严苛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有些父母甚至会用暴
力行为虐待子女，但是这样的情况一般发生在社会层次比较低的家庭，有时是父母有酗酒的习惯。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惩罚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维持混乱的大家庭的秩序。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规矩是必要的，儿童必须服从。
其实，这也是英国社会的一个传统。
 传统的英国社会是个家长制作风非常浓厚的社会，下层人民也同样生活在这样的传统之中。
在家庭内部，权力和威望是等级制形式的，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亲的威权，尤其是父亲的权威。
布莱克斯通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就写道，“在婚姻中，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丈夫”。
③到了19世纪，家长制的遗风在英国社会依然非常浓厚。
父亲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仅子女要绝对服从父亲的意愿，甚至连母亲也必须依从于父亲
。
在英国的习惯法中，母亲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是没有对子女的监护权的，即便在父亲死后，如果父亲在
遗嘱中另外指定了监护人，这个人也拥有比母亲更优先的监护权。
与母亲对子女的无能为力相比，子女在习惯法中的地位比他们的母亲还要糟糕。
父母有抚养和教育子女的道德责任；如果他们让子女挨饿或者因为没有得到合理的治疗而死亡，地方
法官会判他们有罪。
但在实际中，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履行的义务，因为除了通过《济贫法》之外没有任何强制力量可以约
束父母履行这些职责；而《济贫法》只是规定了父母和祖父母抚养贫困儿童的责任，并且允许济贫官
员可以在儿童被交给教区抚养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根据《济贫法》的规定，济贫官员可以采取的行动包括送这些贫困儿童去做教区学徒，这样好让他们
自己养活自己。
因此，平奇贝克等人认为，儿童在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反对父母对他们的抚养和教育方面的任何
做法，也没有任何权利保护自己不受到父母亲的残酷对待。
 在家境贫困的下层儿童家庭中，父亲作为家中主要的工资收入者，通常对子女比较严厉。
艾丽丝·福利回忆自己童年时期在家里吃饭时的场景时说：“我们通常坐在桌子旁，父亲情绪不好的
时候就禁止我们讲话或傻笑。
”不仅如此，她的父亲每当喝醉酒之后就会陷入可怕的耍酒疯当中，艾丽丝兄妹甚至包括他们的母亲
就成为脾气暴躁的父亲在醉酒后的牺牲品。
 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父亲对待子女态度很恶劣，甚至母亲也会加入这个行列。
查尔斯·布思在1880年代对伦敦东区的调查中引用了一位马车夫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的例子，这
两个女儿一个7岁一个13岁。
那位妻子酗酒很厉害，基本上不做家务活，因此年长的女儿承担了许多杂务，如做早餐、送妹妹（和
她自己）去上学：“小女儿是个漂亮的女孩，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布思写道，“大女儿是个苦劳
力，她曾经两次在挨打前或挨打后逃走并在外面过了一夜。
”帕梅拉·霍恩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城镇儿童》中曾举了一个最贫困家庭的状况。
这家人住在索尔福德的布莱克盖特地区，他们的子女在大部分时间里要么是彼此争斗，要么就是被他
们醉酒的父亲揍打。
④普茨茅斯的斯特伦内尔兄弟俩苦难更深重，“他们经常在深夜的时候被赶出家门在门廊下过夜⋯”
他们的父亲‘喝醉酒的时候就揍他们’，‘有时他们有吃的食物，有时没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童年的转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