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由轻微的错误行为
,

逐步走上危险的犯罪道路
。

特别是目前许多待业青年大量捅向工

企单位
,

对职工的教育和业余活动的关心
,

更加重要
。

总之
,

一个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犯罪心理是多种因素形成的
。

有社会环境的影响
,

有家庭教育不良或学校教育的缺陷
,

还有街道邻居和工作场所消极因素的影响
。

其中哪一种

因素是造成犯罪的主要原因
,

则因人而异
,

必须具体分析
。

但是
,

我们如能引起高度的重视
,

从上述各个方面认真负责的做好工作
,

就能减少犯罪
,

挽救大批失足者
,

为四个现代化的实

现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

家庭环境与青少年的违法犯罪

易 荣 华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
,

是一个举世瞩

目的大问题
。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

民族的希

望
。

如果青少年违法犯罪任其蔓延
,

势必影响

和危及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发展
。

解放后
,

我

国青少年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教育培养

下
,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

欣欣向上
,

茁壮成长
,

涌现一大批
“
三好生

” 和雷锋式

的青少年
。

他们拾金不昧
,

助人为乐
,

敬老

扶幼
,

热爱劳动
,

英勇顽强
,

好学上进
,

树

立一代新风
,

深受广大人民的赞誉
。

他们不

愧为祖国的花朵
,

民族的新苗
。

但在十年动

乱中
,

林彪
、 “
四人帮 ”

为了篡党夺权
,

在精神

领域内煽动互相对立
、

嫉妒
、

欺骗和陷害
,

践踏法制
,

侵犯人权
,

为非作歹
,

严重地腐蚀

着青少年一代的心灵
,

这是当前青少年违法

犯罪的主要原因
。

当然
,

旧的剥削阶级思想

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
,

危害之烈也是不可

忽视的
。

因此
,

这个时期青少年违法犯罪增

多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暂时现象
,

决不是社会

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必然产物
。

为了使青少年茁壮成长
,

造就一代新人
,

加速四化建设
,

党的兰中全会以来
,

各级党

委都把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培养
,

包括解决其

中极少数人违法犯罪问题
,

列入党委的重要

议事 日程
,

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

通力合

作
,

综合治理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一九八

一年十月七 日彭真同志察看秦皇岛劳教所时

指出
,

在十年内乱中
,

我国青少年受林彪
、

“ 四人帮 ”
的毒害很深

,

现在劳教所的这些

人
,

绝大多数也是受害者
。

他强调说
,

劳教

工作者对待劳教人员
,

要象父母对待孩子
,

医生对待病人
,

老师对待学生那样满腔热情
。

如果把这些人教育好了
,

他们中间可能出很

多人才
。 ·

” … 千万不要嫌弃他们
。

彭真同志

这个讲话
,

指明了刑事政策的新方向
,

对于

法制建设具有深远的重大意义
。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是

错综复杂的
。

它不仅同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

着
,

而且也总是受着社会的政治
、

法律
、

道

德和各种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影响
,

既有国内

的因素
,

也有国际的因素
,

有历史的影响
,

也有现实的感染
。

同时就青少年本身来说
,

也有生理的
、

心理的因素和主
、

客观的原因
。

列宁说
: “

要正确地认识事物
,
就必须把握



研究它的一切方面
,

一切联系和
`

中介
’ 。 ” ①

家庭环境和青少年的违法犯罪有密切的

关系
。

家庭是培养人的基本道德品质的主要

园地
,

一个人的情操
、

理想和意志
,

主要是

在家庭中培养的
。

因为家庭是个人生活的起

点
,

父母是儿童的启蒙教育的第一位老师
,

也是时间最长
,

情况最熟悉
,

关系最密切的老

师
,

无论是知识的增进
、

品格的陶冶
,

还是

身体的发育
,

最初均由于家庭的教养
。

所以

家庭环境如何
,

对于一 个人的成长影响极大
,

青少年违法犯罪
,

往往和家庭环境有关
。

我国旧社会由于漫长的封建统治
,

封建

的思想意识对家庭的影响很大
。 “ 父为子纲

”

这种封建的不平等的父子关系
,

在某些家长

的思想上仍然残存着
, “ 望子成龙

” 、 “ 光

宗耀祖
” 是他们培养子女的 目标

。

在家庭教

育
_

L出现两种倾向
:

一种是
,

把子女看做家

中的宝贝
,

掌上的明珠
,

溺爱
,

护短
,

纵容
,

从小娇生惯养
,

有求必应
,

造成孩子任性
、

自私和狂暴
; 另一种是

,

要求过严
,

恨铁不成

钢
,

错误地认为 “ 棍棒底下出孝子
” ,

动辄

训斥
、

打骂
、

讥讽
、

冻饿
,

严重地摧残 了少

年德
、

智
、

体的发展
,

这种封建式的教育办

法
,

容易使少年潜伏违法犯罪的因子
。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 缺 陷 的 家

庭
,

容易致使青少年趋于堕落成犯罪
。

诸如放

任的家庭
,

纠葛的家庭
,

不道德的家庭和离

婚别居的家庭
,

往往给子女幼小心灵上带来

深刻的创伤
,

形成孤独
、

忧饱
、

沉默
、

自卑
、

怪癖
、

反抗
、

僧恨等心理状态
。

同时 由于乏

人关心教育
,

一有其它货
、

色
、

利诱惑
,

子女

易于走人歧途或犯罪
。

父母不全的家庭
,

往往子女被遗弃或被

寄养
,

或依附亲成朋友
,

寄人篱下
,

生活不

安定
,

成为半流浪状态
,

缺乏家庭温暖
,

教

养又欠周全
,

感情冷漠
,

甚至愤世嫉俗
,

养

成特异的癖性
,

容易造成反社会的心理状态
。

不 良家庭对青少年思想意识的影响
,

不

仅在于父母的言行的直接传教
,

无形的
、

间

接的暗示往往具有更大的感染力
。

父母之间

的尔虞我诈
,

勾心斗角
,

相互猜疑的暗流
,

对少年的心灵危害最烈
,

受毒最深
。

隐蔽的
、

不道德的父母行为
,

比起父母公开的争吵和

冲突
,

更容易成为子女暗中效法的榜样
。

子

女在这种思想基础 上
,

再接受外界的不良影

响
、

引诱
、

拉拢
、

腐蚀或教唆
,

便迅速形成

犯罪的人格
。

偏爱的家庭
,

父母对于某个子女特别钟

爱
,

而对其他子女歧视
、

冷酷或虐待
。

受偏

爱的子女
,

易流于娇纵
、

蛮横
; 被歧视的子

女
,

则容易养成反抗的性格
,

为害甚烈
。

贫困的家庭 ( 一般是由于天灾所造成 )
,

因经济所迫
,

年幼时缺食少穿
,

体弱多病
,

精神上受压抑
,

生活上无保障
,

闲散流浪
,

交游更杂
,

平时常与境遇相若
、

年龄相近的

同伙共处
,

难得好的启导
,

易受恶习沾染
,

尤有犯罪的危险
。

当然
,

历史上也有许多出

身于贫寒家庭的少年
, “ 艰 难 困 苦

,

玉 妆

于成 ” 的
。

因此
,

有志少年也不 必 因 家 境

贫困而气馁
。

但是关心爱护少年健康成长的

人
,

应当正视贫困家境易致犯罪这个严酷的

事实
。

为此
,

我们应当提倡
,

由国家和社会

团体等多办福利事业来辅助贫困家庭教育培

养少年
。

近些年来
,

由于工业化
、

城市化等社会

变动
,

妇女就业 日多
,

对子女的教养更加不

周
。

纵令有许多母亲并未就业
,

但由于政治
、

文化水堆不高
,

也未必就共产主义道德和现

代知识
,

对少年有好的启示
。

有的家长缺乏

社会责任感
,

对子女只养不教
,

认为出点问

题没有什么
, “

树大自然直
” ,

采取 自由放任

的态度
。

有的家庭
,

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工作
,

子女 由祖父母管教
,

老人往往觉得离开父母

的孩子值得怜悯和同情
,

常见的倾向是过分

溺爱
、

迁就
、

护短
、

娇纵
,

甚至乱给孩子金

钱和物品
,

这种不适当的教养方法
,
会使孩

子在人格形成上起伏不定
,

助长其依赖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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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性
,

而损伤其自主性和拒腐蚀的能力
。

现代的家庭是一个兼备教育
、

娱乐
、

生

活
、

福利以及监护等各种职能的单位
。

父母

通常是一家之长
,

是孩子尊重和信赖的人
,

他们本身的言论行为
,

政治态度
,

思想作风
,

爱好特长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子女的健康

成长
,

俗话说
: “

孩子身上有父母的影子
” 。

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

马卡连柯也说
: “
父

母对自己的要求
,

父母对自己家庭的尊敬
,

父母对自己一举一动的检点
,

这是首要的和

最基本的教育方法
” 。

① 如果父母的工作很

出色
,

道德品质高尚
,

对国家
、

对人民做出

了贡献
,

受到组织的嘉奖
,

子女就会从内心

感到钦佩
、

喜悦和光荣
,

并从 中得到鼓舞
、

教育和鞭策
。

相反
,

如果父母游手好闲
、

赌

博
、

酗酒
、

品行恶劣
,

经常受到组织和群众

的谴责
,

其子女必然感到耻辱
、

沮丧和难以

忍受
,

这种突变的思想感情会引起一个未成

熟的
、

脆弱的人的精神状态不正常和对社会

的不适应性
,

也可能通过犯罪行为表现出来
。

少年正处于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重要突变

时期
,

家长如不注意年龄特征给予正确的引

导
,

极易误人歧途
。

少年由于体力猛增
,

活

动能力加强
,

自主意向发展
,

自我结交频繁
,

好奇爱动
,

称 能好胜
,

但思想的支配力和制

约力比较差
,

世界观尚未形成
,

道德观念不

完整
,

法律观念淡薄
,

这些特点反映在违法

犯罪上
,

就表现为容易受腐蚀
、

受欺骗
、

受

引诱
、

具有相当大的纠合性
、

盲 目性和反复

性
。

特别是有些文学作品和电影艺术
,

渲染

暴力
,

鼓吹奸诈
、

色情
、

荒诞等庸俗情节
,

时时麻醉毒化青少年的心灵
,

容易引起他们

那种特有的强烈的好奇心
,

从而摹仿追求这

些坏形象
、

坏 言行
。

因此
,

这些荒诞
、

淫秽

的黄色书刊
、

文艺电影
,

对社会的健康发展
,

贻祸无穷
,

尤为促使少年犯罪之原因
,

应 当

引起家长之关注
,

一

并应切实加以取缔
。

综上所述
,

引起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

是复杂的
。

青少年处于身心尚未成熟时期
,

易于接受不 良家庭环境的影响
,

误人歧途
,

走上犯罪
,

但他秉性未定
,

陶冶不难
,

可塑

性强
,

只要进行正确的指导与教育
,

那么他们

改过 自新
,

重新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的可能

性是非常大的
,

而这种可能性与早期发现是

成正比例的
。

也就是说
,

青少年违法犯罪活

动越是发现的早
,

越容易矫正
。

抓得越紧
,

越

有成效
。

抓和不抓
,

教育和不教育
,

结果是完

全不一样的
。

有些家长对 自己的子女一旦违

法犯罪就感到厌恶
、

失望
,

认为不可救药
,

把他们看成
“
歪脖子的树

” ,

不成材的料
,

“ 出了窑的坏砖
” ,

定型了
,

改不了
。

这是

一种极其有害的
、

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态度
。

正

确的态度应当以治病救人的精神
,

对其违法

犯罪的原因
、

动机
、

品质
、

交友关系
,

特别

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家长本身的责任
,

作

一番调查研究
,

深入分析
,

借以查明是否存

在重新违法犯罪活动的危险性
,

并采取必要

的防范措施
。

总之
,

对青少年的违法犯罪
,

要贯彻教育
、

挽救
、

改造的方针
,

从
“
爱

”

字 出发
,

从
“ 教 ” 字着眼

,

从
“ 帮 ” 字人手

,

从 “
拉

”
字使劲

,

在 “
好

”
字上落实

,

以虎

口夺羊的精神
,

晓之以理
,

动之以情
,

大力

促其转变
。

教育好青少年
,

事关祖国的未来
,

事关四化的成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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