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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昱

曾经“孩子不如狗”

2001年，中国电影《刮痧》
描述过一桩奇案：一个中国爷爷
到美国探亲，为孙子刮痧止痛，
医生与护士发现孩子身上的伤
痕后立即通知当地儿童福利局，
随后儿童福利局官员、警察等纷
纷赶到，最终掀起一场美国检方
控告中国家长虐童的诉讼。

《刮痧》的本意是探讨中美
文化的差别，然而，换个角度审
视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至少
折射了美国法律针对虐童事件
的两个原则：

其一，案发前的“强制报
告”原则。美国联邦《儿童虐待
预防与处理法案》中规定，任何
人“有理由相信”或“有理由怀
疑”一个儿童受到虐待时，均有
义务向有关机关举报。这个原
则解决了虐童事件难以被发现
的问题，将此类恶行置于全社
会的聚光灯下。

其二，审理中的“有罪推
定”原则。与普通刑事案件不
同，在虐童案件中，检方无需将
证据链编织得滴水不漏，只要
举出足够的证据指控被告有虐
童嫌疑即可。被告如果不能自
行举证摆脱这些嫌疑，则将被
判有罪。这就解决了虐童案件
特殊的“举证难”问题。

可以说，今天美国法律对
虐童的防范是相当完备的。但
谁能想到，这种完备其实是对
当年松懈的矫枉过正。

时间回到1874年，在纽约
一处出租公寓中，房东发现租
客经常虐待自己的养女。这个
小女孩叫玛丽·艾伦，9岁的她
看上去只有5岁，楼道中整天响
彻着小女孩的哀鸣。房东实在
看不下去了，便找到租客，要求
她停止虐待玛丽，否则就让她
搬出公寓。可是这位租客毫不
在意，第二天便搬出公寓，另寻
他处。房东不放心，便跟踪查

找，发现这个租客换了住处之
后，并没有停止对养女的虐待。

无奈之下，房东只能报警，
但警察告诉她，父母对子女的
这种“管教”是合法的，在没闹
出人命之前，当时的美国法律
无权干涉监护人殴打孩子。同
样，福利院、教会等几乎所有机
构都表示对此事爱莫能助。

此事的最终处理方法颇为
讽刺，房东太太最终找到了美
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请求该
协会以“虐待动物”的名义起诉
殴打玛丽的养母，协会会长亨
利·伯格应允了这个请求。亨
利·伯格在法庭上的辩词今天
听来令人不禁苦笑：“这个孩子
也是动物，如果她作为人类无法
受到公正的对待，那么至少她也
应该享有街上的狗所拥有的权
利。她不应该受到虐待。我请求
公正的法庭，至少像保护狗一样
保护她。”

时至今日，美国的防止虐
待动物协会与防止虐待儿童协
会依然共享一面旗帜，它在时
刻提醒人们，美国对虐童问题
的防范曾经是多么软弱无力。

铁腕第三方“护犊子”

亨利·伯格的辩词触动了
美国人的神经，“玛丽案”也因
此成为美国儿童保护运动的肇
始。1875年，纽约儿童虐待预防
协会正式成立，带动了美国数
百家致力于保护儿童的非政府
组织陆续成立。

1899年，伊利诺伊州建立
了第一个保护受虐儿童的少年
法庭。1912年，美国儿童福利局
正式成立，这也是世界上第一
个专门处理儿童问题的政府机
构。在儿童福利局的主导下，美
国先后出台了多部法律。1974
年，《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案》
在美国推出。在“玛丽案”过了整
整100年后，美国防范虐童的“司
法笼子”终于完备了。

当然，再完善的法律，如果
缺乏有效的执行，都将成为一

纸空文。在现实应用中，美国儿
童福利局始终强调的是第三方
原则，即不能让儿童始终处于

“单一看护人”的看护之下，必须
始终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监督者
在一旁进行照看。一旦出现虐童
案件，这个强大的第三方也将代
替没有独立行为能力的孩子成
为追责、举证的主体。

基于这一原则，在家中，儿
童的父母受到社区和学校的监
管。而在学校中，家长则组成

“家长委员会”，担当起第三方
的责任。

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家
长委员会”这个概念。最近，中
式家委会成了“拼爹会”“拼妈
会”的新闻在国内很受关注。其
实，家委会在它的发源地美国，
有且只有一个主要职能——— 监
督学校，防止校园虐童。

2013年，美国发生了一起和
携程亲子园案类似的虐童事件。
事情发生在弗吉尼亚州一家幼
儿园，该园一个名叫萨拉·乔丹
的女护工多次殴打、欺凌她负责
的孩子。事件发生后，该校的家
长委员会立刻冲到了第一线，组
织十几名家长并说服萨拉·乔丹
的多名同事在法庭上出庭作证。

此案在2016年正式宣判，
乔丹被控的7项虐待儿童重罪
和三项轻微罪成立，最终被判
处13年监禁，另加10年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她将被强制接受
心理状态评估，并禁止从事任
何与儿童接触的工作。家长委
员会的代理律师对此满意地表
示，这个定罪在眼下的弗吉尼
亚州“比过失导致死亡的刑期
还要长”，它将威慑那些胆敢向
幼童出手的犯罪者。

从乞求“像保护狗一样保
护孩子”，到虐童的刑期超过过
失杀人，美国反虐童立法的百年
历程漫长、艰辛却又伟大。让我
们的孩子不再受伤害，让类似携
程亲子园这样的事件不再上演，
这是所有中国父母共同的愿望，
但想要达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
不仅仅是谴责和愤怒。

尽管没有安排正式会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
普 京 仍 然 在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APEC）峰会期间交谈并批准
了一份联合声明。有分析认为，
受制于“通俄门”事件，特朗普
在这种多边场合只得“避嫌”，
这也意味着美俄持续紧张的双
边关系并未有好转。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11
月11日，普京与特朗普在合影
期间再次进行了交流。两国总
统一起走到合影的地方，彼此
交谈热烈。合影时普京和特朗
普站在第二排，紧挨着合影。

两人还在交流时批准了涉
叙利亚的联合声明。双方声明将
继续共同努力打击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直至将其彻底消灭。

路透社报道称，俄罗斯媒
体援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
斯科夫的话说，这份联合声明
是专为两位总统在越南见面准
备的。

10日，特朗普与普京先后

抵达越南，出席APEC第二十
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7月
的G20汉堡峰会上，两人完成
了首次“普特会”。而在美国国
内“通俄门”愈发严峻的当下，
美俄领导人此次是否会完成第
二次会晤，一度引发不少关注。

10日，特朗普与普京在各
国领导人身穿越南传统服装合
影时已经相互问候并握手。但当
晚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宣布，特朗
普将不会与普京举行正式会谈。
桑德斯称，正式会晤未能举行的
原因是双方时间安排的冲突，美
俄领导人仍然可能在APEC峰
会或者稍后的菲律宾东亚峰会
的场外举行非正式的会面。

不过，美方的说法显然并
未让俄方满意。据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10日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我
们听到特朗普发表声明说想要
与普京会面。美方对此怎么说
的，我不知道，这要问他们。”他
表示，白宫前后矛盾的信号需要

美方给出解释。
此次“普特会”为何难以成

行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称，特朗普此行应该专
注于与其他领导人洽谈商业、
贸易和安全合作。而普京和特
朗普的会面，无论是正式还是

非正式，说了什么还是没说什
么，都会引发不小的关注，反而
使得其首次亚洲之行失色。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
所所长陈玉荣表示，从个人和
两国关系而言，特朗普和普京
都是希望会见的。但特朗普受

制于让他焦头烂额的“通俄门”
事件，连在这种多边场合都回
避与普京会面，以防不愉快发
生，这也意味着美俄持续紧张
的双边关系并未有好转。

就在11月9日，白宫高级顾
问斯蒂芬·米勒接受了“通俄门”
事件调查人员的问话，他也成为
现任政府中接受该调查问话级
别最高的官员。“通俄门”调查正
日渐走向“深水区”，目标越发指
向特朗普团队高层。

“‘通俄门’事件的不断发
酵，直接威胁着特朗普政府的
合法性和稳定性。即使是美俄
这样的重要双边关系也受到掣
肘，比起外交，内政隐忧更重
要。”陈玉荣说。

目前，美俄双边对话主要
集中在叙利亚、朝鲜半岛问题、
乌克兰危机等区域议题上，也
有美方关注的俄罗斯干涉大选
的问题。但俄专家认为，即使两
国元首见面，也难达到实质性
结果。 据澎湃新闻

拿拿什什么么保保护护你你，，我我的的孩孩子子
美国对虐童行为的百年整治史

本周，上海携程亲子园的
两名工作人员虐待幼儿的行为
引发了强烈关注。当看到这些

“老师”用推搡、殴打、喂芥末的
方式对待幼小的孩子时，不仅

是当事的父母，连很多网民都出离了愤怒。同样地，对于那些曾经
轰动一时的虐童案，西方舆论界也曾掀起过一次又一次暴风骤雨
般的愤怒，但愤怒过后，真正能给孩子带来保护的是一个又一个法
律条文。其中，比我们更早关注虐童问题的美国，其反虐童的立法
之路就走了100多年。

AAPPEECC上上，，特特朗朗普普和和普普京京没没正正式式会会晤晤
避嫌“通俄门”，两人在会场外多次交流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1874年，被从养父母手中解救出来的玛丽·艾伦满身是伤。

11月10日，普京和特朗普在越南举行的APEC峰会上互致问候并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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