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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曾经被历史忽视

1960 年，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出版
了震惊西方史学界的著作《儿童的世纪》。在这部
著作中，阿利埃斯指出，童年时期是一种社会的建
构。在中世纪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人们只承认短
暂的幼儿期的特殊性，并不承认儿童具有与成人
相对不同的独立性，过了七岁的小孩被视为“缩小
的成人”，要求儿童尽早和成人一起进行劳动和游
戏，这样，儿童便从小孩子一下子成了年轻的大
人。到了 16 世纪，成人才开始注意到儿童，溺爱起
儿童。17 世纪时，人们逐渐明白儿童不同于成人，
不是缩小尺寸的成人，他们是独特的群体，有自己
的穿着打扮及休闲娱乐。到了 18 世纪，现代童年
概念正式出现，儿童成为家中重要成员，儿童必须
接受训练，被纠正行为，且需要保护与改造。

此后，大量不同时代与地区的儿童史作品陆
续问世，后继研究者多受此书启发和影响，比如

《童年的消逝》和《童年之死》。
1982 年，以宣布“娱乐至死”而闻名的美国媒体

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出版《童年的消
逝》一书，惊呼：“童年正在消逝！”透过敏锐的观察

力，波兹曼
举例说明了
印刷媒体怎样
制造了童年概
念，而电子媒体又
如何消灭童年。他认为，在美
国现代社会，语言、衣着、游戏、
兴趣、社会活动、犯罪率等方面，儿
童的表现与成人渐趋一致，儿童与成
人的分界线正在模糊，这些都与传播科技
的发展息息相关。面对“童年的消逝”，波兹曼发出
哀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
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
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对于新媒介对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英国学者
大卫·帕金翰十分赞成波兹曼的观点，他在 2000 年
出版的《童年之死》中指出“我们再也不能让儿童回
到童年的秘密花园里了……儿童溜入了广阔的成
人世界——— 一个充满了危险与机会的世界，在这个
世界中电子媒体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 借儿童传达成人世界的焦虑

波兹曼写作《童年的消逝》的时候，网络还未
崛起，他将童年的消逝归咎于电子媒介，特别是电
视的传播模式侵蚀破坏了童年与成年的界限。
1994 年《童年的消逝》在美国再版时，因特网已经
开始迅速发展，波兹曼对这本书并没有做重大修
改，“那时所发生的一切，现在仍然在发生，只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

许多小学生给波兹曼写信探讨书中提到的观
点：“童年没有消逝，因为我们看电视，我认为一周
五天上学才是荒废童年。”“当你是孩子时，你并不
需要顾虑责任的问题，孩子们应该多一些玩耍。”

“我认为18岁才应该是儿童变成成年人的年龄。”
从这些学生不加掩饰的评论中，波兹曼认识到儿
童自身就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儿童不仅懂得
他们与成人不同的价值所在，还关心二者之间的
界限。由此看来，波兹曼对于儿童的关注，更多的
是在借着“儿童”传达他所代表的成人世界的焦虑
和思考。

尽管波兹曼没有在书中为童年的消逝提供解

决方案，但在结尾提到“个人完全有能力抵制媒介
对儿童的不良影响”，那就是父母努力控制子女接
触媒介的机会，“不只是在帮助孩子拥有一个童
年，而且同时是在创造某种知识精英”。

大卫·帕金翰在赞同波兹曼“童年消逝说”的
同时，对现代媒体持有乐观的肯定态度，“一味地
责怪媒体或者是颂扬它，都是高估了它们的力量，
并且低估了儿童利用媒体来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
及快乐的各种不同方式”。面对电子媒体对儿童生
活的侵入，他反对童年更进一步的私人化或家庭
化，把“将儿童孤立在成人世界之外”看作不明智
的选择，他说：“我们希望能够保护儿童免于接触
这样世界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必须有勇气
准备让他们来对付这个世界，来理解这个世界，并
且按照自身的特点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在众多
的媒体面前，儿童已不只是单纯被动地受其影响，
在成人的指引和帮助下，他们完全可以更好地学
习使用媒体，并且形成选择和鉴别好坏的能力，而
媒体也为儿童的成长带来一些便利条件。

>> 儿童与成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提到儿童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演变历史，人们
最容易想到的是过去的幼教家训和诗词传记，这
些构成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借助这些史料，台湾学
者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一书中，为我们钩沉了中
国孩子的历史。

《儿童的世纪》中以观察西欧社会特定的社
会进程而形成的“儿童”观念，如果放在中国历
史的语境中，就显示出极大的差异。如熊秉真在

《童年忆往》中所指出的，传统上中国人并不认
为童年阶段本身有特别的意义，也不以年龄作
划分儿童与成人的标准，而是“视儿童为一群有
别于成人的人物，或者认定婴童之幼年为一特
殊之成长初期之阶段，是一早有的概念，决非近
代社会的产物”，这完全不同于西方儿童史中儿
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的二元对立观点。尽管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儿童、童年确实有别于成人、成
年，但传统观念认为二者在人生历程中呈现互为

消长而彼此兼有的状态：“一方面，人一出生，每
位婴童生命中即已有一未来蔚然成形的成人在
内，儒家理论所谓的‘善端’或‘四端’；另一方
面，当婴童渐长为成人之时，其童子之天真率
性，并未完全消逝泯灭，故道家言复为婴孩、返老
还童，宋儒谈复其本性。”

许多史学家把“发现儿童”视为一种社会进
步，熊秉真却发现，当社会特别关注儿童的时候，

“常会造出一些刻板僵化的理想样式，而刻意把孩
子造成某种模样”，这种特殊的关注可能比原先的
漠视或误解更糟糕。社会重视儿童以后，纷纷把他
们送进学校教育。“现在是大家一定要上学，上学
还给所有儿童很多功能性的角色。现在给小孩的
教育都是假设这些知识将来对他有用，所以他要
做这些事，未必是为了满足儿童自己的需要，而是
因为想强加给他一些东西，希望装备好他，让他去
承担社会的角色或责任。”

《儿童的世纪》
[法]菲利浦·阿利埃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中世纪，小孩几乎一断奶，就被
当作“小大人”看待，他们混入成人中
间，与其一起劳动、竞争、社交、玩耍。从
中世纪末期以来，以儿童及对儿童的保
护和教育为中心的新的家庭观发展起
来了，并席卷了整个现代世界，成为不
可动摇的价值观。本书所记录的中世
纪儿童和家庭的历史，是现代生活的
一面生动有趣的镜子。

《爱弥儿》
[法]卢梭 著
李平沤 译
商务印书馆

卢梭通过爱弥儿及
其家庭教师的故事，来说

明如何教育出一个理想的
公民，同时阐述他的自然教育

思想。卢梭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
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听

任人的身心自由发展，提出了针对
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教育的原

则、内容和方法。

《童年的消逝》
[美]尼尔·波兹曼 著
吴燕莛 译
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理性探讨了“童年”概念的产生、发展
以及消亡的趋势。作者认为，“童年”是一个被发
明出来的概念，印刷术普及之后，儿童与成人之
间出现了一道文化鸿沟，“童年”诞生了。而在电
视时代里，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
共享，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童年”
逐渐消逝。

《童年之死》
[英]大卫·帕金翰 著
张建中 译
华夏出版社

新媒体是在毒害我们的孩子，还是在培养
他们？围绕着新媒体时代，对童年概念的悲观与
乐观的对立讨论从来就没停止过。作者纵览近
年来童年与媒体环境的转变，主张在弥漫着暴
力、商业化与政治的成人世界中，儿童已不再是
被隔离或受到保护的，为了维护儿童作为公民
与消费者的权利，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策略。

《童年与社会》
[美]爱利克·埃里克森 著
高丹妮 李妮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这是一本研究童年之社会意义的经典著
作。作者在书中首次提出了生活周期八阶段理
论，在他看来，童年不是逝去永不再来的遥远时
光，它深藏在每一个社会人的生命八阶段中，是
每一次成长蜕变的生命底色。有什么样的童年，
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童年的色彩就是社会的色
彩。

《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
熊秉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过去并未将
注意力放在卑微、无势力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的人与事上。儿童便是这群集体“空白”中的一
部分。事实上，传统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提
供了大量有关儿童与童年经验的资料。作者试
图借着对这许许多多中国历史例证的研究，引
领人们发现隐藏于各个时空角落的童稚人生。

从“发现童年”
到“童年消逝”

在人类历史上，一直被视为自然现象的
“儿童”，直到1762年才被卢梭在著作《爱弥
儿》中提出：“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
待。”如今，从衣食住行到成长教育，我们前所
未有地关注儿童，并为儿童“早熟”、成人化而
焦虑。在一些研究者眼中，经历三四百年才逐
渐建构起来的童年观念正在迅速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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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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