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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奸淫淫幼幼女女是是极极端端的的人人格格变变态态

近年来，性
侵 女 童 案 件 频
频发生，在引起
全 社 会 广 泛 关
注的同时，心理
学 家 也 对 性 侵
者 做 了 详 细 的
心理学调查，原
来 所 有 性 侵 儿
童 (幼女 )的罪犯
都 有 严 重 的 人
格缺陷———

美国犯罪心理学专家布鲁塞
尔博士2010年对美国36件性侵幼女
案做了详细的心理学调查，结果发
现所有性侵儿童(幼女)的罪犯都有
严重的人格缺陷，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是过分且不切实际的性幻
想，这些人大都表面忠厚老实，性格
内向，不善与人交往，但性的欲望和
冲动一点不比正常人差。这些人当
中大部分已有家室，有正常的性伴
侣，但他们依然对其他异性抱有强
烈的性幻想、性渴望。由于他们大都
胆小怕事，不敢与正常的成年女性
提出性要求，所以总是选择年幼的
女童作为发泄性欲的对象，他们认
为幼女对性没有预防和抵御能力，
即便受到性的侵扰，幼女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正常的爱抚
慰或爱表达。其次，对幼女实施性侵
害比较容易得手，不会引起剧烈的
反抗或严重的后果。另外，在实施性
侵过程中,他们的内心会相对比较
平稳，不像对成年人实施性侵，压力
会很大，常常忐忑不安，心有余悸；
二是这些人的性心理依然停留在
少年时期的性萌动期。布鲁塞尔的
调查认为，大多数性侵幼女的罪犯
都怀有强烈的童年(或青少年)时期
的性萌动记忆，他们对那个时期的
性萌动或性行为记忆格外深刻，大
都有过非常具体的性幻想对象或
曾经有过实际的性经历，那种经历
让他们终生难忘，往往对方十分“配

合”，就像两个人“你情我愿”的性游
戏。这些人成年以后虽然有正常的
性生活，但较之少年时的性萌动经
历，他们更怀念儿时的那种感觉，对
成年现实的性生活反倒不甚在意，
主要差别在性意识和性反应上，他
们觉得儿时的性活动更清纯、更无
瑕、更天真，而成年后的性活动会带
有羞涩感、不洁感、自责感，所以会
经常选择幼女作为性侵或性幻想
对象，以获取他们儿时的那种性感
受、性体会。

我国在抑制和防范性侵未成
年人(幼女)犯罪方面远远落后于欧
美国家，基本上没有成熟完善的预
防体系，就连有关的统计数据也不
多见，这是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差距，但类似事件并不比发达国家
少，近年来，数量有攀升的趋势，引
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3年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
后郎小学6名6年级的小学女生被
该市另一所小学的校长及一名政
府职员带走开房，6名小学女生均
遭受到性侵，这个事件在当地造
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也给6

名小学女生及他们的家庭带来了
巨大的伤害。一个小学校长，一个
政府职员，本应为人师表、为人表
率，但他们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做
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伤天害理的
事情，这绝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与
布鲁塞尔所说的两种丑陋心理和
变态人格应该有直接的关系。在
校长看来，小学女生和他有自然
的亲近感，依仗他的身份、年龄和
与小学生们的特殊身份关系，获取

小学女生们的信任是非常
容易的，多少给她

们点“好

处”或关照，小女生们就深为感动，
受宠若惊，就把他当成了“亲人”、

“好人”、“恩人”。小学生特别缺乏的
是辨别真伪的能力，她们不可能看
透“关心”她们的校长“葫芦里买的
是什么药”，即便在受到性侵害时也
未必能搞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是爱
抚？还是友好？是喜欢？还是特殊
的关爱？两名犯罪嫌疑人正是利
用了小学生这些不成熟的心理心
智实施了犯罪。

河南永城的一名政府官员通
过网络聊天的方式，多次以金钱
诱骗未成年在校女生，先后与11

名未成年女孩发生了性关系。这
名官员在选择女孩方面条件非常
苛刻，非“处”不要，他侵害的女孩
年龄最小的仅12岁。河南信阳的
一位60多岁的村办小学教师，在
课堂上以让女生到讲台上朗读课
文为借口，趁机用手触摸女生下
体，全班女生无一幸免，致多名女
生处女膜破裂。这类衣冠禽兽都
有种共同的变态“嗜好”，就是对
小女生(处女)情有独钟，尤其对小
女生的下体怀有极强的窥探欲和
触摸欲，他们的变态心理无疑与
他们青少年时期过分压抑的不健
康性心理有直接的关系。

再回过头来看看小女生是如
何一步步被色狼诱入圈套的。被
校长性侵的6名小学女生一起被
校长邀请到KTV唱歌，她们当中
甚至有的还单独陪校长吃过饭喝
过酒，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小学
女生的身上，不奇怪吗？学校的监

督管理有没有问题？
学生大白天都干了些
什么，甚至晚上都不回
家，学生的家长为什么

没有发现？学生的家庭成长环境
有没有问题？一个身处健康成长
环境的小学生，想必不会和自己
父辈一样年纪的校长抑或其他无
任何关系的成年男人出去喝酒唱
歌、开房过夜吧？这无疑暴露出学
校的教育管理和学生家庭监管方
面存在的严重漏洞和缺陷。

美国多个州的法律规定，一
旦儿童长到12岁，严禁异性为其
沐浴更衣，哪怕是他们的监护人，
只要有这类接触都会被认定为非
法，一旦被发现将剥夺家长的监
护权，严重的还会追究家长的刑
事责任。学校在这方面的规定更
加严格，只要学生举报被成年人
非礼甚至过分抚摸他们的身体，
成年人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学
校经常开设两性关系的课程，明
确告知孩子们该如何防范性骚
扰。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等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
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
意见》，提出对国家工作人员强奸幼
女和在教室等场所猥亵幼女的将
进行重罚，明确指出对不满12周岁
的幼女予以绝对的保护，对性侵幼
女的犯罪给予严厉的打击。

法律对抑制和惩戒性侵幼女
的犯罪一定能起到巨大的作用，但
教育、宣传、心理、科普等各环节都
应该互动配合，整个社会对抑制这
类犯罪都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
任，只要大家都重视起来，对这类犯
罪齐声喊打，想必这类龌龊变态的
行为会像过街老鼠，无栖身之处。

┮宋家玉（婚姻心理学专家、婚姻情感咨询专家）

笔者，女，45岁，心理咨询师，
苹果4s手机，喜欢在微信朋友圈
里晒自己的小狗。

虽然下载微信两年多了，但之
前的手机因为配置问题，看不到朋
友圈。后来换了酷派手机，像发现新
大陆一样发现了朋友圈，通过朋友
们晒的照片和心情了解了他们当下
的所思所想和基本的生活状态，有
种非常亲切的感觉，立刻爱上了微
信的晒功能。年初换了苹果4s手机，
功能更加强大，微信晒功能也更加
方便快捷，于是经常把自己的爱犬
照片晒一晒，偶尔做道美食也晒晒，
添件新衣也晒晒，旅游的照片更会
选几张喜欢的晒一晒。说到炫耀，其
实还真没有，因为晒的这些内容并
不值得炫耀，一款静心泡的观音、一
件束河古城相遇的棉布长裙、一帧
小狗张着小嘴露着小舌头的萌照
有什么好炫耀呢？更多是喜悦而已。

对于我，晒行为是记录生活，
也是和朋友们沟通的方式。微信
朋友圈里大都是自己的好朋友，
平日没有时间见面聊天，通过晒
晒自己的生活，彼此能知道对方
在快乐地生活着，我想这是我也
是大部分人晒行为的心理动机。
如果真要炫耀，那我晒晒自己的
浪琴手表、雷达手表、LV包包、金

首饰才应该。我在想，为什么有些
人一定要把别人的晒行为定义成
炫耀呢？为什么不试着理解成分
享？国庆节，我们全家去新加坡旅
游，之所以去新加坡就是因为看
到一女友在微信朋友圈里晒的新
加坡旅游照片，真心感恩她的分
享，无论美景还是美食都让我深
受感染，于是国庆长假直奔而去。

笑影，女，35岁，高中教师，诺
基亚手机，很少晒生活。

我很少晒生活，因为工作太忙，
而且我的手机配置比较低，流量也
很少，上网晒照片的花费太大了。但
我不反对晒生活，这纯粹是个人的
喜好而已。有的人心思重，隐私观念
强，不愿意让大家多了解自己的生
活，那就不晒好了。有些人喜欢拍
照，喜欢用照片文字记录自己的生
活，喜欢和大家分享、交流自己的生
活，愿怎么晒就怎么晒，完全是个人
自由，别人无权干涉的。如果你不愿
意看，不看就是了。看到别人的晒幸
福，为什么会反感？我想更应该问问
自己，到底别人的幸福激发了你内
心的什么？如果是欣慰，那绝不会反
感，只有嫉妒才会激发反感的。有些
人看不得别人的好，人家晒美食，他
嫉妒；人家晒海边度假照，他嫉妒；

人家晒新入手的COCO香水，他也
嫉妒。其实，如果能怀有一颗慈悲
的心，就会快乐着别人的快乐，不
会产生反感之情。记得今年夏天
酷暑时，媒体有一则关于晒行为
的报道，有个女孩说，“最讨厌好
友晒她的海滨度假照，我还在水
深火热中苦苦工作啊。”呵呵，这
就是典型的嫉妒心理呀。为什么
不为好友感到开心呢？为什么看到
别人的幸福自己会不舒服呢？还是
先处理好自己的小我之心，再对别
人的晒行为做评判吧。

芝麻，男，27岁，博士生，拒绝
晒行为。

我女朋友喜欢晒各种照片，
我们的自拍照，她自己的自拍照，
我为她买的礼物，哪怕小到一个
发卡，她也得晒一晒，更有意思的
是，她感冒发烧也不忘晒一晒自
己一脸倦容的样子，让我哭笑不
得。我觉得这个上升不到道德人
品的高度，纯属个人性格不同，就
像有些人不爱吃羊肉一样，有些
人对晒行为也一点不感兴趣。我

承认，有些人的确有虚荣炫耀之
心，唯恐在别人跟前黯然无光，所
以靠晒幸福来满足自己。张爱玲
不是说了嘛，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所以我对各种晒行为，基本持淡
然一笑的包容，不喜欢就不看，又
没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看。
对别人的晒行为说三道四其实是
很不礼貌的，说到底是心理不平
衡吧。但晒行为要学会保护自己，
毕竟这世间有险恶的人心。我常
嘱咐女友，不要晒过于贵重的东
西，当然她也没有什么贵重之物，
也不要晒自己的住址，以防不怀
好意的人跟踪发坏。最重要的是，
微信朋友圈要设置权限，不熟悉
的人不要加入朋友圈。说到底，晒
行为就是一个娱乐，开心就好，炫
耀啊、空虚啊、无聊啊、暴露狂啊，
这些负性标签我觉得最好不要
加，这个社会需要宽容，需要学会
欣赏和祝贺别人的幸福。我的性
格决定了我不会晒行为，我在微
信圈里只转发一些美文和美图，
但我不干涉、不限制、不批评别人
的晒行为，青菜萝卜各有所爱，生
活还是轻松简单点好。

晒行为真的是炫耀吗上期我们刊发
了《网络炫耀是秀
还是伤》一文，许多
网友纷纷写来邮
件，发表了他们对
网络炫耀的看法。
随着通讯的发达，
有相当一批人喜欢
在微博、微信上晒
自己的生活，美食、
美衣、名牌包包、旅
行图片、宝宝秀、宠
物秀等等，这种行
为在媒体总结的N
大讨厌行为中名列
前茅。讨厌此行为
的人认为晒行为就
是一种炫耀、一种
虚荣。山东师范大
学心理系博导张景
焕认为，晒行为不
能武断地贴上炫耀
的标签，但在某种
程度上或许反映了
一种缺失或心理需
求。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采访了身边、
博客、微信圈的一
些朋友，究竟是怎
样的心理动机让
一些人愿意晒自
己的生活，又是怎
样的想法让另一
些人讨厌别人的晒
行为呢？

┮路宁（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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