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０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５年２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０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５．０１．０２０

社会学视野下留守儿童的生命诉求 

———《伤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忧思录》读后

庞　溟

（香港大学 经济系，香港 ９９９０７７）

［摘　要］聂茂《伤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忧思录》一书，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５８００多万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和命运际
遇进行了深入的反映和报道，并从社会学视野出发，对导致留守儿童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进行了独立的审视和思考，其呼吁

社会关注留守儿童的生存境遇，尊重他们的生命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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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亲眼看到，一个城里的孩子向农村的
孩子炫耀嘴里的‘麦当劳’汉堡，一个站在店里，一

个站在店外，中间隔着玻璃。那个农村孩子一直盯

着城里孩子满是油腻的嘴，直到最后哭出来。”［１］３８

在聂茂先生这部反映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

的调查报告中，有太多悲伤的故事，但让我心最为

刺痛的却是这个表面上看与全书主题并不相干的

场景。在拨开所有关于这个时代进步与上升的虚

饰和浮华后，赤裸裸的现实就那么猝不及防地展现

在我们的面前，许多看上去很美的概念与口号变成

了毫无意义的虚假与夸张：城乡之间存在着生活环

境、生存差距、文化理念、管理制度等各方面的二元

壁垒，它们看似咫尺之遥，实际上却和中间隔着的

玻璃一样坚硬与冰冷，难以逾越

聂茂先生带着“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课题

组成员，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走遍了湖南全省以及安

徽北部农村，并联合各地学校、团委和妇联等单位，

在湖南、安徽、四川、河南和广东等省份发放了 ２
０００份农民工子女学习和生活情况调查问卷。通过
分析整理实地访谈记录和回收的问卷，课题组得出

许多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数据，并写出了这本极具

震撼力和社会反响强烈的调查报告。我们因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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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田园牧歌般的乡土中国背后，在决绝地与过

去告别并向明天奔跑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浪潮之下，

隐藏的是怎样的触目惊心，以及付出了怎样的残酷

代价。

　　一　残缺不全的精神世界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忧思录”，这是报告文学

《伤村》的副题，显得宏大而抽象。事实上，这千万

人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经历与感受，而《伤村》

将这所有的遗憾、揪心乃至哀愁浓缩在对典型人物

和典型事件的描写与叙述中。当农民工为了子女

而外出打工时，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却成了无人看

管的羔羊，这样的戏讽与悖论更多的只是一种无

奈。我们需要的是对农民工走后农村的荒凉、叹息

和无助，要对留守儿童进行倾听，以及对这个群体

原生态生活进行了解。

已酉年初，聂茂率领课题组成员跟随着回乡过

年的农民工兄弟们来到安徽省萧县永固镇。在这

个小村庄里，外出打工人员大概占到全村人口的

３０％和青壮年人口的６０％，留守儿童大概占到全村
儿童的５４％。村口聚集着人群，老人、孩子、妇女，
每个人眼睛里写满焦急，都在等着外出的亲人回

家。“这条命就是为那两个小的活”的李家和４年
来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城镇去做建筑工人，走的时候

儿子的个头只到他胸口，而现在快到他肩头了；李

晓欧在除夕夜和其他几个没有拿到工钱的工友们

一起躲在漏风的帐篷里，用凑钱买的电话卡轮流往

家里打电话，因为话费太贵而一起听电话的两个儿

子却在喊了声爸后就泣不成声；黄求平和妻子在把

一岁的女儿交给母亲照顾后去深圳打工，实在熬不

住思念后终于狠心买了两张车票回家，但３岁的女
儿却不认识他们，也不和他们说话，甚至最终哭了

起来；李伟力在老父亲病逝后为了拿到一年的工资

而没有回家送终，但十天后自己却在工地因为突发

的事故而被砸断了腿，当他拿着８０００块钱和拖着
一条残腿回家过年时，却因为要养活几个儿子和供

他们读书，只好决定“腿好了还是要出去”；张百顺

的儿女却永远也等不到他们的父亲了————他因

为回家心切，挤上了一辆限载６０人却被塞进 １４８
人的大巴，当严重超载的大巴在路上翻进水里时，

他被活活地淹死了，随着他死亡的消息到达家人手

里的是上车前他寄出的孩子的学费……最让人心

酸的是那些匆匆回乡又急急离去的身影，让农家孩

子出身的聂茂先生发出如此的感慨：“农民工的来

去，仿佛一场洪水，洗劫乡村的一切。被洗劫后的

乡村到处都是孩子，也只有孩子。某种意义上，孩

子仿佛一群被潮水抛到岸上的小鱼，让人感觉到危

险、窒息。”［１］３８

与传统意义上以婚姻关系作为分水岭的单亲

家庭不同，农民工离乡后，农村产生了无数非离婚、

非鳏寡的新“单亲家庭”甚至“孤儿家庭”。当父母

亲成了一个失去血肉和情感的文字符号，留守儿童

成了“谁也靠不住、谁也管不了”的难题：情感危机、

成长畸形、道德滑坡、违法犯罪、安全隐患等等都在

他们身上出现；学习差、孤独、怪癖、忧郁、行为越

轨、暴躁、说谎、盗窃、伤人、被侮辱、被殴打、被恐吓

也时有发生；更严重的甚至出现火灾、溺水、交通等

事故或者离家出走、违法犯罪等极端情况。作者因

此忧心忡忡地认为：“由于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

问题的派生，相应地它也就具有许多农民工问题的

特征。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严重性、艰巨性，它

都具有。”［１］４５而就在不久之前，全国妇联发布的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也指出，农村留

守儿童易产生亲情缺失、生活抚育、教育监护、安全

保护等问题。

部分长期缺少亲情和家庭教育的留守儿童，或

表现为自控能力差、脾气暴躁、盲目、叛逆、自我中

心、易受暗示等攻击性的性格趋向，或表现为内向、

孤独、胆小、自卑、优柔寡断、害怕交往等畏缩型性

格特征。而当“隔代抚养”使老一辈颐养天年的情

感错位、父母外出使父母与子女关系因疏离而错

位、父母本身因长期在外打工而使夫妻关系错位、

老师与家长的关系错位，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变得

残缺不全并因此使留守儿童自身、家庭、学校、社会

等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　共同的责任

我在这本书里读到一个更让人辛酸和感慨的

真实故事。在云贵高原上一个交通闭塞、与世隔绝

的小村子里，小学的老师问孩子们：“你们想不想去

北京？”“想！”“到北京去干吗？”“到北京去放羊！”

当父母们怀着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的

愿望离乡背井时，却没有料到被他们抛在背后的孩

子对那渺茫的明天既缺乏想象力，也缺乏行动力；

悲哀的是，连父母的面容也在且行且远间模糊不清

了。更为迫切的是，有大批的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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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为下一代新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

最终很可能与其中少数人成为大学生的农家子弟

一起成为城市的边缘人。而在未来十年间，上千万

带着各种各样问题的留守儿童也将逐步走向社会，

“我们全社会将要迎接的是情感残缺、社会和家庭

责任冷漠甚至充满反社会倾向的一代，使社会陷入

大量的‘无因由对立’和矛盾冲突的旋涡中，这将是

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巨大陷阱和不堪承受之重”，

其影响之深远和形势之严峻，不言而喻。

留守，或者流动。孩子们的每种选择都同样艰

辛而无奈，正如农民的两种选择————进城打工或

者种田过活————都同样艰难而沉重。他们无法

选择与无可逃避的死结背后，将是我们每个人须直

面的道义困境与现实代价：进城务工的父母们本想

通过牺牲自己的今天来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其

实恰恰是丧失了孩子们的现在；政府和社会追求当

下的利益，却不知道他们正在为自己创造着一个危

险的将来。

“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以及前天之间的

一切桥梁都已经拆毁。”［２］用茨威格的话来形容这

个急速奔跑的年代，或许最为贴切不过。但我们必

须为那些被抛在背后的孩子负责，不能再拆毁留守

儿童的想象、期盼与未来。否则，当更多的孩子只

能经历和他们父母的当下境况一样的明天时，当被

现代化剥夺了父母之爱的一代人面对这个短视而

无知的世界时，他们只能成为被时代浪潮牺牲和抛

弃的小鱼，没有回到海里的希望，也没有走上陆地

的能力。

　　三　借鉴：中国的问题，外国的经验

在聂茂先生看来，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孩子的

成长环境主要有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等

三部分组成，因此农村社会面临着三个环境的三位

一体，以共同弥补农民工父母走后造成的残缺。我

们不妨认为，留守儿童的教育是家庭、学校与社会

共同的责任。只有家庭力所能及地履行好教育子

女的义务、学校和教育者承担应尽的职责甚至工作

职责以外的关爱与付出，社会和政府从法律上和制

度上整体地把这些问题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总目

标中加以解决，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才能得到标本

兼治的彻底解决。而从更高的层次看，户籍管理、

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四个方面的政策应得到充分

的重视。

但《伤村》毕竟只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而对于

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实践者以及希望做更为系统深

入阅读的普通读者来说，有许多严谨和专业的阅读

选择。例如，《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是相当出色的

田野调查报告，更因从留守儿童自身视角出发进行

洞察和分析而新颖独到；《中国弱势儿童群体：问题

与对策》和《中国弱势儿童群体保护制度》则对包括

留守儿童在内的中国弱势儿童群体的现状、成因、面

临的问题以及社会干预、社会支持、社会福利、社会

政策和公共管理的可行途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探

索，这种研究对于像中国这样儿童的绝对数量过大、

经济不够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国外的经验或许对我们也有所帮助。当美国

政府面对大量轻而易举越过边境来到美国打黑工

的墨西哥裔非法移民在美国子女的教育问题时，认

为既然非法移民的现象客观存在，那么这些正值入

学年龄的非法入境儿童将来很有可能也会成为美

国社会的一分子。如果他们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

以后将很可能对美国社会构成严重的危害；相反，

现在对他们的教育投资将为未来美国的社会治安

节省数千倍的投入。如今，美国国土上的任何学龄

儿童无论国籍、肤色、是不是美国公民，无论你是合

法移民还是非法入境，无论你住的是自己的房子还

是租来的，都一视同仁地可以就近上学，没有任何

费用。这样有远见的基本国策，对于转型时期下我

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命诉求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来说，不仅是一面可资借鉴的明镜，而且可视为“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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