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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轨行为诱因辨析
①

乐 国 安

本文在研究了已有的关于越轨行为原 因的主要理论 的基础上
,

通过对越轨行为
、

社会条件
、

个体心理和生理条件及越轨行为后果 间的交互作用关系 的分析
,

主张把越

轨行为的原 因放在动态的系统中加以考察
。

作者
:

乐国安
,

1 9 4 6年生
,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书

所谓越轨行为
,

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
。

依据社会规范对当时社

会进步的促进或抑制作用
,

可以把越轨行为分为创造性越轨行为和破坏性越轨行为
。

不过
,

人

们在论及越轨行为时多狭义地限定为破坏性越轨行为
。

本文对越轨行为原因的分析亦取这种

狭义的理解
,

即专门分析破坏性越轨行为的原因
,

而且主要是针对最为严重的破坏性越轨行为

— 犯罪行为的原因展开论述
。

一
、

对已有理论的回顾 青

关于越轨行为的产生原因
,

是长期以来有关学者颇感兴趣的一个重要问题
。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这个问题有过不同的论述
。

例如
,

孟子说
: “
富 岁

,

子弟多赖
; 凶岁

,

子

弟 多暴
。 ”

( 《孟子
·

告子上 ))) 管子认为
, “
困仓空虚

,

而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
。

故曰
:

观民产

之所有余不足
,

而存忘之国可知也
。 ”

((( 管子
·

八观 ))) 这是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挖掘越轨行为的

原因
。

又如
,

荀子说
: “

今人之性
,

生而好利焉
;
顺是

,

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疾恶焉

,

顺是
,

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
生而有耳 目之欲

,

有好声色焉
,

顺是
,

故淫乱生礼义之理亡焉
。 ”

(《荀子
·

性恶 》 )这是从人性
、

从人的心理品质的角度分析越轨行为的原因
。

差不多在相 同的年代
,

古代西方的思想家们也在探讨同一个问题
。

例如
,

苏格拉底认为
:

“

凡面黑者
,

大都有为恶的倾向
。 ”
这可 以说是颅相说的发端

。

德漠克利特提出
,

人之所以作恶是 专

由于不能节制欲望
。

人们
“

由于贪得无厌而终于作出无可挽救的犯法行为来
” 。

柏拉图也认 为
,

人的灵魂里有一个比较好的成份和一个 比较坏的成份
。

当好的控制坏的时
,

他就能控制 自己的

行为
,

不去作恶
;
相反

,

坏的成份居多时
,

人便完全受自己的欲望支配行事
,

由此作出许多坏

事
。

②这两位思想家
,

看来是从人性善恶方面论述越轨行为原因的
。

当然
,

上述的先哲都不能算是专门的犯罪学家或越轨行为学家
。

较为系统地提出有关越轨

① 此文系作者主持的
“

七五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目前中国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

”
的初步研究成果之一

。

② 这里所介绍的古代西方思想家的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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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令

行为的理论
,

只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
。

在众多的理论观点中
,

颇有代表性和有过较大影响的
,

有

下述数种
:

(一 )天生犯罪论
。

被称为犯罪学之父的意大利犯罪学家 C
·

龙勃罗梭是提出这种理论的主

要代表人物
。

他认为
,

越轨的原因不在于越轨者个人的自由意志
,

而是 由于存在天生的越轨者
,

他们具有生物学上低劣的
、

野性的遗传特征
,

例如毛发系统发育不 良
、

头骨容量低
、

前额后塌
、

高度发达的额窦
、

颅骨坚厚
、

上领骨和颧骨显著前凸
、

眼眶倾斜
、

大耳朵等
。

①尽管他后来井不

认为所有的越轨者都具有此类特征
,

但他仍坚持大约有 30 铸以上的犯罪人是天生的
。

②

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论提出不久后便受到许多批评
。

不过
,

后来又有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提

出有关犯罪的理论
,

这类理论尽管并不绝对坚持天生犯罪的立场
,

但却都强调遗传因素在犯罪

中的决定作用
。

例如
,

美国心理学家和医生 w
·

H
·

谢尔登在 E
·

克雷奇默尔提出的体型说③基

础上
,

论述 了体型与个性特征和犯罪之间的关系
。

他认为
,

人的体质可以分为内在型运动型和

外在型
,

运动型的体质会产生出掠夺成性的人格
,

这与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密切地相关
。

④随着

生物科学的进展
, 2 0世纪 60 年代又有人提出犯罪行为与罪犯的染色体的不同结构有关

。

他们发

现许多男性施暴罪犯具有两个 Y 染色体 ( X Y Y )
,

因而认为多出的一个 Y 染色体也许在某种程

度上正是男性暴力犯罪的原因
。

⑤

(二 )社会失范论
。

这是从社会学角度对越轨原 因的解释
。

这种理论始于法国社会学家 E
·

迪尔凯姆
。

他认为
,

产生越轨行为的原因在于社会结构
。

社会结构最重要的方面是一系列规范
。

社会规范通过人们互相交流
,

彼此施加影响而发挥强制作用
。

当人际交流广泛
、

彼此影响力大

时
,

社会一体化程度便高
,

社会规范的强制力也就大
,

越轨行为便会减少
;
反之

,

则是社会一体

化程度下降
,

社会功能混乱
,

社会趋于解体
,

出现社会失范
,

越轨行为便会增加
。

⑥

到了20 世纪 6 0年代
,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R
.

K
.

默顿进一步阐发了迪尔凯姆的社会结构
、

失

范与越轨行为的理论
。

他认为
,

人的许多越轨行为不是由生物内驱力引起的
,

而是由社会本身

的规范的职能
、

社会结构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引起的
,

它们是人类对于不正常的社会结构的
“

规范的
”
反应

。

默顿指出
,

在理解越轨行为时
,

应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
:

一是以文化或规范的方

式描述的 目标
,

另一是以结构的方式描述的实现这些 目标的手段
。

当社会成员经过社会化教育

而愿意追求社会规定的正统目标并且也能在社会结构中得到达成 目标的正统手段时
,

目标和

手段之间便处于平衡状态
。

但是
,

当社会成员尽管愿意追求这种目标却得不到正统手段
、

或他

们能得到正统手段却对正统目标不感兴趣
、

或他们对正统 目标和手段都不重视时
,

目标和手段

之间便处于不平衡状态
。

这种不平衡状态便是社 会失范
。

社会失范会使人们体验到失范性紧

张
.

为缓解这种紧张
,

便可能以变换手法
、

形式主义
、

退缩
、

反叛等方式表现出越轨行为
。

⑦

(三 )亚文化群体论
.

这一理论是以对群体越轨或团伙越轨的研究为基础的
。

其代表人物之

一是美国社会学家 A
·

W
·

林德
。

在这种理论看来
,

亚文化群体是指某一主体文化群体中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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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成部分
。

亚文化群体作为与主体社会有显著差异的集团
,

虽然至少服从主体社会的部分

规范
,

但却也为其成员规定了自己特有的行为规范
。

因此
,

在一个社会内部会存在不同的
、

有时

是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

如果亚文化群体成员按这些规范行事
,

便会被主体社会的

其他成员认为是越轨者
。

①

( 四 ) 模仿论
。

这一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 G
.

塔尔德
。

他在 1 8 9 0年便提出
,

越轨行为是由各种社会因素造成的
,

而与人的生物条件或身体条件没有什么关系
。

人在社会中

通过模仿而获得 了越轨行为
。

他甚至认为
, “

社会就是模仿
” , “
由一个人所创始的行为

,

其他 99

个人便会跟着去学样
” 。

②塔尔德的模仿论有 3条基本法则
:

其一是
,

人们相互模仿的程度与他

们接触的密切程度成正比
;
其二是

,

地位低的人模仿地位高的人
;
其三是

,

当两种对应的行为方

式并存时
,

人们倾向于模仿比较新的而放弃比较老的行为方式
。

③

模仿学习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当代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 A
.

班杜拉
。

他认为
,

人的越轨

行为是模仿学习的结果
,

而模仿是通过观察而进行的
。

他以侵犯他人的越轨行为为研究对象进

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

其结论是
:

个体通过观察模仿而表现出侵犯行为
,

必需具备 3个条件
:

①有

一个表现侵犯行为的楷模
;②楷模的侵犯行为被个体判断为合理的行为 ; ③观察者是处在与楷

模表现侵犯行为时相同的情境中
。

他还进一步指出
,

要使侵犯行为保持下去
,

奖赏性强化是必

要的
。

④

(五 )标签理论
。

美国社会学家 H
·

贝克尔在 1 9 63 年提出
,

越轨与非越轨的区别
,

不在乎越

轨行为本身的特质
,

只是在于人们对前者贴上了
“

越轨
”

的标签
。

他还认为
,

是否被贴上越轨的

标签
,

有赖干 3个条件
:

①行为发生的时间 ; ②谁发出该行为以及谁是该行为的受害者 ;③该行

为造成的后果
。

贝克尔明确提出
,

越轨行为的认定是行为发出者与对该行为作出反应的人之间

互动的结果
。

在现实社会中
,

某些群体较之于其他的群体更容易被贴上越轨的标签
。

这些群体通常没有什么政治权力因而对官方和法律影响力甚微
,

它们通常被认为对有权

力的人存在威胁
,

社会地位也较低
。

⑤在提倡标签理论的人看来
,

一 旦某群体被贴上越轨者的

标签
,

那么
,

反过来
,

该群体的成员会以
“
自我履行预言

”
的方式行事

,

进一步表现出那些被认为

是越轨的行为 、 ⑥

(六 )社会冲突论
。

这种理论与社会失范论一样
,

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越轨行为的原

因
。

它的主要观点是
:

社会冲突是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
,

是复杂社会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

一

个社会愈复杂
,

愈具有异质性
,

它经历的冲实便愈多
,

便愈会产生各种越轨行为
。

早先对社会冲

突论的论述多集中在社会文化冲突 与越轨行为的关系方面
。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
,

美国社会

学家 T
·

舍林就提出
,

应当把越轨行为放在道德冲突的范畴内去分析
。

对每一个人来说
,

在特定

的情景中都有合于道德的和不合于道德的行为方式
,

道德是 由他所属的群体定义的
。

因而
,

不

弃

李

②

③

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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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

同文化群体之间的道德会有冲突
,

由此而产生越轨行为
。

舍林还进一步 区分了两种文化冲突
,

一种是初级冲突
,

即不同文化撞击时产生的文化道德冲突
;
另一种是次级冲突

,

即某一文化本

身在进化和发展中而 出现的冲突
。

①很显然
,

这种社会文化冲突论与前述的亚文化群体论有一

致之处
。

(七 )随异交往论
.

这一理论是由美国犯罪学大师 E
.

H
.

萨瑟兰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提出来

的
.

随异交往论 (￡瓜洲 , of d以介作咐 a

~
谊 . )的要义是

:

越轨行为是习得性行为
;
它是在与

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习得的
;
一个人愈有机会和越轨者交往

,

则他表现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就

越大 ;学习越轨行为时的内容包括实施越轨的技术以及越轨的动机
、

驱力
、

态度以及合理化倾

向等
。
⑧萨瑟兰的这一理论有时也被归类于亚文化群体论中

,

与中国俗语所说的
“

近朱者赤
,

近

墨者黑
”
颇为类似

。

(八 )精神分析论
。

由著名的精神病学家 5
.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也被一些犯罪学

者用于解释越轨的原因
,

其代表人物有 A
.

艾其浩
、

K
.

弗里德兰德
、

D
.

费尔德曼等
。

③在弗洛伊

德看来
,

个性结构中的本我是代表着人的生物性本能
。

它是按
“

欣快原则
”

行事的
。

如果人的社

会化不完善
,

个性发展有缺陷
,

则个性结构中的对本我起压抑作用的自我部分难以对本我进行

有效的控制
,

于是本我有可能盲 目释放
,

与社会规范相悖
,

这便使个体表现 了越轨行为
。

另外
,

由于个性发展不 良
,

使个体的个性结构中的第三部分一一 一一超自我不完备
,

这种人常缺乏明

确的罪恶感
。

会以越轨的方式来发泄其受压抑的本能
。

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还包括人的生本能和

死本能的观点
。

死本能表现为一种求杀的欲望
。

当这种欲望向外发泄时
,

便成为破坏
、

损害
、

征

服的动力
,

即侵犯性越轨倾向
。

(九 )挫折一侵犯论
。

这一最先由美国心理学家 了
·

多拉德等人于 1 9 3 9年提出的理论
,

主要

用于说明人为什么会表现出侵犯他人的越轨行为
。

多拉德认为
,

侵犯行为的发生是因为个体遭

受到挫折
。

后来的一些学者对它作了一些修正
,

指出人不是每次受到挫折时都会表现出侵犯行

为
。

是否产生侵犯行为往往依赖于受挫折强度的高低
,

个体对情境的理解
,

以及个体的个性特

点等
。

④

(十 )操作强化论
。

著名的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 B
.

F
.

斯金纳所提出的操作强化理论
,

也

被用来说明越轨行为的原因
。

在斯金纳看来
,

人的社会行为是通过操作条件作用而获得的
。

当

一个人在某种情境中发出了某种行为
,

行为的结果如果对他有强化作用
,

那么以后在类似的情

境中他便会表现出相同的行为
。

⑤

二
、

经验性的多因素分析
踌

中国的有关学者
,

在探讨越轨行为原因时
,

多把注意力集中到与产生越轨行为有关的各种

因素的分析方面
。

其分析的依据是大量的已有的越轨行为 (主要为其中的犯罪行为 )的发生频

率与各种因素的相关程度
.

显然
,

这种经验性的多因素分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越轨行为

① 段 l lin
,

T
.

C u l t u 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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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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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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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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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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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irP cn iP le s o f Cr i而no lo 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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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 h e d
,

P h ila d e lp ha
:
L ip p in e o t l

,

1 9 4 7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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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参阅
:

沈政主编
: 《法律心理学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8 6年版
,

第 2 44 一 2 49 页
。

④ 参阅
:

乐国安
、

钟元俊主编
: 《社会心理学 》 ,

中国物资出版社 1 98 8年版
,

第 2 86 一 290 页
。

⑤ 参阅
:

乐国安
: 《论新行为主义者 E .F 斯金纳关于人的行为原因的研究 》 ,

载《心理学报 》 1 9 82 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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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原因①
。

综合起来
,

得到分析的因素有
:

(一 )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指越轨者之外的各种有关因素
。

它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大类
。

l
、

自然因素
,

指地理环境
、

季节
、

时间
、

自然灾害等
。

这些因素常与某些越轨行为明显相关
。

例如
,

拦路抢劫多发生在偏僻的地方
; 强奸案在夏季较冬季多见

; 出现自然灾害时
,

侵犯财产型

的越轨行为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

2
、

社会因素
,

包括宏观社会因素和微观社会因素两方面
。

宏观社会因素是指社会政治
、

经济
、

意识形态
、

风俗习惯
、

大众传播等
。

社会政治动乱必然

带来反社会性越轨行为的发生率上升
,

这是 已有调查研究得出的定论
。

社会政治动乱会导致国

家法制破坏
,

使社会处于失范状态
,

其结果是
:

有些人会认为
“

无法无天
”

而故意越轨
;助长了人

与人之间勾心斗角
、

尔虞我诈的恶习
,

乃至发展到互相残杀
;
青少年一代得不到正常的社会教

育
,

却可能受到种种反社会现象的熏陶而越轨
;
本来对统治阶级带有敌意的人会认为有了反抗

的机会
,

从而表现出推翻统治阶级统治的越轨行为
。

社会经济不景气
,

物价上涨
、

通货膨胀
、

失

业率上升
,

往往伴随着侵犯财产性越轨行为的增多
。

此外
,

在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定形

势下
,

原有的一些规范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而新的规范又 尚未形成
,

此时与经济有关

的越轨行为也会增多
。

社会意认形态
、

价值观
、

道德观如果内化到社会成员的心理中
,

则会对他

们的行为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

例如
,

有的人接受
“

金钱万能
” ,

这种腐朽社会意识
,

便有可能为了

钱财去盗窃
、

抢劫
、

诈骗
;
有的人崇拜

“
人不为己

,

天诛地灭
”

这种社会价值观
,

则可能会为私利

而触犯刑律
。

某些封建迷信思想
、

落后 的风俗习惯也可能成为越轨的根源
。

例如
,

在中国农村现

时仍有 人为争所谓的
“
风水宝地

”
而互相争斗乃至酿成凶杀案件

。

大众传播的内容也与越轨行

为有关
。

例如
,

迷恋于黄色电影
、

电视节 目的人
,

性犯罪的可能性较大
;
经常阅读暴力 内容的书

刊或收看这类影视节 目
,

则有可能表现出暴力伤害他人性越轨行为
。

关于这一点
,

不少中
、

外心

理学者进行过许多专门的调查研究
。

微观社会因素是指个体所处的家庭
、

学校
、

居所
、

工作场所等社会环境中的与越轨可能有

关的因素
。

家庭是社会成员由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最初社会环境
,

对人的一生都有着十分重要

的影响作用
。

家庭本身的不良状态以及家庭教育的缺陷
,

与家庭成员
、

尤其是青少年子女的越

轨行为密切相关
。

家庭本身的不良状态表现为双亲不全
,

子女缺乏应有的父爱或母爱
;
家庭生

活气氛不正常
,

成员间关系紧张
,

子女得不到温暖和抚爱
,

缺乏安全感
;父母或兄长的消极榜样

作用
。

家庭教育缺陷表现为
:

父母或其他长辈过分宠爱 自己的子女或晚辈
,

无原则地满足他们

的不合理需求
,

偏袒他们的过失
,

至使他们变得我行我素
,

以 自我为中心
,

不懂得顾及他人及社

会的利益
,

在行为表现上则显得贪婪
、

懒惰
、

粗暴
、

残忍
、

缺乏同情心
、

没有责任感
; 有的父母或

其他长辈则走上另一极端
,

对子女或晚辈过分严厉
,

动辄打骂
,

促使他们具有了冷酷
、

残忍
、

不

诚实
、

缺乏 自信心和 自尊心的不 良性格特点
。

许多国家的调查研究都表明
,

家庭是在分析青少

年越轨原因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

例如
,

前苏联 1 ,沂年在莫斯科的一项调查表明
,

2 3/ 的未

成年犯出生和成长在有缺陷的家庭
; ② 日本 19 7 8年的 一项调查发现

,

离家出走的 1 5 3 5 9位少年

冬

勺

介

忠
参阅

:

李世棣
、

乐国安
、

李玫瑾
、

武伯欣
: 《犯罪心理学 》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 8 6年版
,

第 27 一 44 页
。

转引自
: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 《外国青少年犯罪资料》 ,

1 9 81 年印
,

第41 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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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出走原因为家庭成员关系紧张
、

亲人管教过严的为 5 2 5 2人
,

占总数的 34
.

2呱
,

这些离家出走

的少年中有 1 3 1 1人为犯罪少年
,

占总数的 8
.

5%
。

①在中国
,

情形亦大体相似
。

在一项新近的调

查中发现
,

某部门收教的 6 26 名卖淫妇女中
,

14 一 24 岁的青少年居多
。

她们当中有 2 38 人 (占

38 % )来自不完整家庭
;
有 36 2人 (占 57

.

8铸 )认为 自己的家庭缺乏凝聚力
,

在家庭中感到受压

抑
,

空虚和孤寂
。

一位盗窃抢劫犯说
: “
父母离婚后

,

我在家里似乎成了多余的人
。

我不愿意再在

.J 家里待着
,

就经常到外面去
,

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

不知不觉地走上了邪路
. ” ②

学校是教育人的专门机构
。

如果学校风气不正
,

忽视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
,

则有可能使学

生个性发展不健全
,

容易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表现出越轨行为
.

例如
,

辽宁省社科院曾对

46 9名违法犯罪青少年进行调查
,

发现他们当中在学校纪律不好的为3 10 人 ( 占63
.

2铸 )
。

③

执 居所与工作环境中与越轨有关的因素表现在这些环境中的不法分子的消极榜样作用以及

这些人有意的教唆
、

挑拨两方面
。

居住区域和工作场所的好作风
、

好传统可以促使人们的行为

符合社会规范
;
相反

,

这些环境中的坏作风
,

坏传统会成为人们产生越轨心理和表现越轨行为

的条件
。

(二 )主体因紊

冷

主体因素是指越轨者 自身的诸种生理
、

心理因素
,

包括年龄
、

性别
、

遗传特点
、

知识经验
、

个

性特征等
。

从已有的统计数字看
,

不同年龄阶段越轨者的 比例有所不同
,

越轨行为的类型亦有差异
。

例如
,

日本的一项调查显示
,

与全部刑事案件相 比
,

青少年犯罪所占比例相当高
: 1 9 7 5 年为 32

.

1铸
,

1 9 7 6年为 3 2
.

2%
,

1 9 7 7年为 3 2
.

8铸
,

1 9 7 5年为 3 5
.

8呱
,

1 9 7 9年为3 5
.

9铸
。

前苏联 1 9 7 1年的一

项调查则表明了 20 岁以下青少年不同类型的犯罪在全部同类案件中的比例
:

杀人案为 12 %
,

抢

劫案为 2 2%
,

盗窃案为 59 呱
,

强奸案为 49 呱
,

扒窃案为 52 %
,

可见青少年犯罪多为盗窃及强奸

等
。

④

不同性别者的越轨行为发生率及越轨行为的类型也有区别
。

男性越轨者比女性越轨者多
,

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现象
。

在越轨类型方面
,

女性多为卖淫
、

诈偏
、

重婚之类
。

所谓知识经验因素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越轨者的受教育的程度
,

即通常所说的文化水平的

高低
;
另一是指他通过社会生活而获得的经验

。

从已有的材料看
,

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中越轨

率较高
,

他们越轨的表现多为暴力伤害他人或以暴力掠取他人及社会的财物
,

如凶杀
、

盗窃
、

强

奸
、

斗殴
、

抢劫等
; 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中

,

越轨行为多表现为
“

智能型
” ,

如贪污
、

诈偏等
。

反仕

会性生活经验较丰富者
,

不仅越轨的可能性大
,

而且作案的手段也较为狡诈
,

再犯率比较高
。

越轨者的个性特征因素是指个性特征中那些与某些特定越轨行为可能相关的成分
,

而不

是指从整体上认定某类个性特征是越轨个性特征
。

因此
,

分析个性特征与越轨之间的关系
,

只

是具体地了解越轨者的个性特征的某具体方面与其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
。

例如
,

情绪易激动
、

自制力较差的人易表现出暴力性越轨行为
。

对于以上所述的各类与越轨有关的因素
,

可以用图 1作以概括
。

① 转引自
: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 《外国青少年犯罪资料》 ,

19 81 年印
,

第 2 76 一 2 78 页
。

② 转引自
:

王玲
: 《离异家庭子女犯罪现象严重 》 , 《光明 日报 》 ,

1 9 92年 9月 19 日
,

第 3版
。

③ 转引自
:

罗大华等著
: 《犯罪心理学 》 ,

群众出版社 1 9 8 3年版
,

第49 页
。

④ 转引自
: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 《外国青少年犯罪资料》 , 19 81 年印

,

第 2 35
、

38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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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根据经验分析而找出的与越轨行为有关的诸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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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聚合作用论

在 回顾了有关越轨原因的一些主要理论和分析了通过经验总结而找出的与越轨行为的产

生有关的诸种因素之后
,

得到的印象是
:

已有的理论都难以独立地揭示出越轨的原因
; 经验的

分析也没有挖掘出越轨的深层原因以及诸种可能有关的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
。

让我们先来看看有关理论的局限之处
。

天生犯罪论显然是不足取的
,

它 已被现今的犯罪学

家及一般人所抛弃
。

尔后出现的有关染色体与越轨 (主要指暴力型越轨 )相关的理论
,

也只能算

是对越轨可能原因的现象描述
。

人 们或许最多只能承认
,

男性中某些人的染色体多了一个 Y
,

会导致他们的个性或行为方式与常人有所差异
,

即可能比较容易冲动
,

情绪和行为暴发较迅速

而强烈
、

自制力减弱
。

不过
,

这与暴力型越轨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
,

最多只能看作是一种促发因

素
。

这类从生物学角度提出的解释
,

最大的缺陷是忽略了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他的已有的经历 幸

等对其行为的影响作用
。

其他的各种理论
,

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是偏重于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越轨原因
,

另

一类则是偏重于从个体心理
、

行为形成过程的角度去揭示同一问题
。

前者如社会失范论
、

社会

冲突论
、

亚文化群体论
、

标签理论
;后者如模仿论

、

随异交往 论
、

挫折 一 一侵犯论
、

精神分析论
、

操作强化论
。

前一类理论能够从整体趋势方面说明社会
、

文化条件与越轨行为之 间的关系
,

例

如社会失范会造成社会个体行为处于无所适从状态
,

从而使越轨行为增多
;
社会中不同文化群

体之 间的道德标准
、

价值观冲突也会导致越轨行为等
。

不过
,

这类理论却难以说明何以生活在

同样的社会条件中的人
,

有的人会表现出越轨行为
,

而另一些人则没有去那样行事
。

也就是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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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社会学的理论在对越轨原因进行解释时
,

没有把种种社会条件与个体条件挂钩
,

从而造成

在这一重要环节上留下了缺 口
。

后一类理论则倒过来
,

注重分折产生越轨行为的个体 自身的二

」 .

奋

些因素
,

如个体的个性绮构中的生物性本能
、

个体通过模仿而习得越轨行为
、

个体因受到强化

而表现出越轨行为
、

个体因内部挫折感而表现出外部对他人的侵犯行为等等
。

这类理论却难以

说明何以同样的个体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书
,

会表现出性质不同的行为
。

也就是说
,

它们在从

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越轨原因时
,

没有把种种个体心理条件或心理活动规律与种种社会条件挂

钩
,

从而在理应对这两部分的有机联系方式作出深刻阐述的地方
,

留下了缺 口
,

使人们对越轨

原因得不出整体认识
.

至于根据经验而指出的多种与越轨行为的可能有关的因素
,

虽然可以用来解释越轨
,

但

是
,

经验因素的分别罗列不等于理论的概括
。

这种诸因素分析法的最重要欠缺在于没有挖掘各

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

没有揭示各 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关系
。

也就是说
,

这种多

因素分析在各因素之间的联系上留下了缺 口
。

笔者在 1 9 8 5年编写 《犯罪心理学 》一书时
,

曾经提出
,

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各种因素要作立

体
、

交叉性分析
,

而且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因这种相互作用而出现的动态的聚合效

应
。

①这可以说是笔者为填补前述的有关越轨原因的各种见解所留下的缺 口的一种初步尝试
。

聚合作用论的基本观点是
:

如同人的其他社会行为一样
,

越轨行为也是个体所处的社会环

境 (可能还有自然环境 )与他所具备的心理
、

生理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
而且

,

越轨行为一旦表

现出来
,

反过来对于社会和个体又会发生作用
,

因此而影 响到下一步又可能会出现越轨行为
。

这样
,

我们看到了社会条件
、

个体条件
、

越轨行为这三者之间处于动态的相互作用中
。

仅凭对任

何草一方面的因素的分析
,

无法揭示越轨的真正原因
;
仅只对这三方面的孤立的分析

,

也不能

对间题作出恰当的回答
。

唯有注重分析社会条件
、

个体条件
、

越轨行为这三方面的聚合作用
,

才

能揭示越轨行为的原因
。

这种聚合作用的具体内容
,

可用图 2表示
。

图 2
.

越轨原因的
“
聚合作用论

”
示意图解

过 去的 社 会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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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软 认识卜刊越轨意 向 越 软

行为

越 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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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所示
,

越轨行为是越轨心理外化的结果
。

越轨心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

即越轨认识和

越轨意向
。

前者是指越轨者对于现实社会事物的违反社会规范的认识
。

个体在早先所处的社会

生活环境中造就的个性特点
、

获得的知识和价值观会对这种越轨认识是否产生起相当重要的

影响作用
。

有时甚至会因为这些条件不同而对相同的社会事物产生性质截然相反的认识
。

越轨

意向是指个体在越轨认识的指导下产生的对现实社会事物的情感
、

态度以及行为意图或动机
。

一旦他的越轨意向外化为越轨行为
,

他便成了真正的越轨者了
.

但是
,

这种外化需要一定的条

件才能实现
。

这些条件是
:

现有的社会的 (或者还有自然的 )条件和个体的心理
、

生理条件
。

例

如
,

某人有了盗窃动机
,

但如果社会上人人防盗窃意识和手段完备
,

那么此人则不具备作案的

外部条件
,

实施盗窃的可能性便会下降
。

又例如
,

某女士有发不法之财的意向
,

但是她头脑中已

有的经验告诉她盗窃或抢劫是十分危险的
。

同时她是女性
,

且我们设想她的年龄也在 50 岁上下

了
,

而且她平时处事并不鲁莽
、

急躁
。

这些生理
、

心理条件也许会决定她表现的越轨行为不是盗

窃
、

抢劫
,

倒有可能采用隐蔽的手段贪污
、

诈骗
。

发生越轨行为后
,

会产生一定的结果
。

倘使某人

盗窃成功
,

又未被破获
,

则他得到了自己追求的精神
、

物质的满足
。

这无疑反过来又会强化他的

越轨认识和越轨意向
,

再次越轨的可能性极大
。

总之
,

所谓越轨行为的原因的
“
聚合作用论

” ,

是

指个体所处的种种社会的和 自然的条件
、

个体已有的心理条件
、

个体的生理条件以及个体对当

前特定的社会事物产生的越轨心理聚合在一 起
,

共同发生作用
,

是产生越轨行为的原因
。

而

且
,

这些不同的方面并不单独与越轨行为相关
,

它们相互之间也是密切联系的
。

例如
,

越轨心理

既是产生越轨行为的内在条件
,

又是个体过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心理条件
、

现实的社会事

物
,

以及他的某些生理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

聚合作用论 由于把与越轨行为的产生有关的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揭示 了出来
,

因而能

够填补以往一些理论留下的缺 口
,

使得人们对越轨原因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
。

此外
,

聚合作用

论对于越轨行为的预测和预防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

如果我们对于与越轨原因有关的诸方面有

了了解
,

而且依据聚合作用论分析这些方面之间的关系状况
,

那么对干是否会出现越轨行为和

出现何类越轨行为
,

都可能作出预测
。

在预防越轨行为时
,

可以以聚合作用论为依据而提出
“

防

止出现聚合作用
”

的原则
,

如防止出现越轨认识和越轨意向
、

防止越轨意向外化为越轨行为
、

防

止对越轨行为产生社会正强化效应等
。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
,

又可以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具体预

防越轨的措施
,

如净化社会环境
,

以消除产生越轨心理的条件
;
提高公民防越轨意识

,

以消除越

轨意向外化为越轨行为的条件
;
对重点对象加强防范

,

以避免诸种有关因素共同对其产生作

用 ;
惩罚越轨者

,

以避免因强化效应而使其再次越轨
,

并能以此教育其他人不去模仿这类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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