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
、

在预防吸毒和复吸问题上
,

坚持
“
社会

、

家魔
、

个人 ” 三者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政府赋予的职责
,

戒毒工作还包括预防吸毒和对康复出所的戒毒人员进行为期一年

的跟踪
,

`

通过监测了解他们是否重新吸毒
,

能否较好地融入社会
,

走上新生
。

为做到这一点
,

必须坚持
“
社会

、

家庭
、

个人
” 三结合的原则

,

并建立起完整的宣传跟踪网络
。

但鉴于吸毒

者一旦上瘾后
,

在大脑皮层留下的
“
快感

”
痕迹可能终生存在

,

因此在吸毒者群体中有
“ 一

朝道友
、

终生道友
” 之说

,

再加上 目前社会上的吸毒环境尚未清除
,

吸毒者的人生观
、

价值

观和不良习气也绝非一朝一 日可能改变
,

因此
,

他们康复出所后
,

如又返回原来的生活圈
,

,

极易重新吸毒
,

这正是戒毒工作的难点所在
,

也是困扰全球禁毒
、

戒毒工作者的难题 (国外

复吸率高达 90 % )
。

如何降低复吸率和预防健康人特别是青少年吸毒
,

是禁毒斗争成败的关

键之一
。

只有全社会和禁毒
、

戒毒工作者共同努力
,

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困扰人类的毒品

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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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青少年犯罪旅因研究的困难性与盆杂性

从系统论的观点去看
,

犯罪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
,

这种现象同人与社会之间形成

了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
,

其罪因总体交杂着由社会
、

生物
、

心理三大系统组成的形形色色的

诸多因素
。

它们包括以下两大类
。

1
.

犯罪心理形成因素

l( ) 主体因素
。

这其中包括
:

①生理因素
,

如性别
、

年龄
、

神经类型等 , ② 心 理 因

素
,

例如不良的个性倾向性
、

自我控制系统缺陷等
, ③行为因素

,

例如不 良的行为习惯和方

式
、

模仿和学习不 良模式等
。

( 2 ) 主体外因素
。

其中包括
:

①社会环境因素
,

如政治
、

经济
、

文化环境以及家庭
、

学

校
、

工作
、

居住环境等 ; ②自然环境因素
,

例如地域
、

季节
、

时间等
, ③情景因素

,

如侵害

对象
、

现场其他人等
。

2
.

犯罪行为发生因素

( 1 ) 犯罪行为人因素
,

如罪犯心理结构的形式
、

身体条件具备
、

具有作案 知 识 和 技

能
、

作案方式和时机已定等
。

( 2 ) 犯罪行为情景因素
,

如侵害对象
、

有利的现场条件和气氛或不存在第三者的威胁

等等
。

由此可见
,

个体犯罪原因系统是由诸多不同的因素构成
,

罪因因素的排列
、

组合是一种

动态协同的有序结构
,

而不是处于简单
、

机械
、

静止的堆积状态
,

一个犯罪个体之所以走向

溥法犯罪道路
,

正是这诸多因素所构成的主客观罪因系统擎体效应的交互 作 用 的结果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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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因系统而言
,

其整体罪因不等于局部罪因之和
,

因而局部罪因简单叠加的结果并不一定能

真正阐明犯婴的量终整生 l募因
Q

所以
,

我们在分析青少年犯罪原因时
,

要把伞体犯罪原因视

为一个由多种主体内外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
。

从上面的阐述可见
,

光是从方法论的层面去看
,

进行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探讨就 已经非常复

杂
。

同时
,

由于青少年与成年犯罪个体与群体的生理
、

心理特征不同
,

而且不同类型的犯罪

又有其独特的某些原因等
,

这些也增加了这类探讨的复杂性
,

如果不提高方法论 的 理 论 水

平
,

便会限制罪因研究的发展
。

二
、

研究的方法与结果

本文从分析死刑犯的遗书入手
,

试图从中归纳出一些与青少年犯罪有关的社会与心理因

素
。

所采用的材料包括我们手头掌握的 30 份死刑犯遗书以及秋星编著的 《死囚遗书》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 9 9 1年版 ) 中的青少年遗书
。

写下这些遗书的死囚均已被处决
,

他们中包括杀人

犯
、

盗窃犯
、

强奸犯
、

贪污犯
、

贩毒犯等
。

在这些死刑犯中
,

有的是工人
、

农民
、

教师
、

医

生
、

民航售票员
、

大学生
,

也有个体户和无职业者
。

他们的平均年龄约 20 岁
,

绝大多数是男

性
,

也有个别女性
。

其中既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

也有文化程度不高的
“
半文盲

” 。

正如 《死囚遗书》 编者所指出的
: “

人之将死
,

其言亦真
。 ” 这里的

“

真
”

是指说出了将

死之人的心里话
,

这是遗书的一个特点
。

其中的反省虽然不能完全反映他们走向 深 渊 的 原

因
,

但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一些犯罪罪因的启示
。

以下就是我们的归纳
。

1
.

主体因素方面
,

主要是缺乏 良好的心理素质
。

首先
,

在价值观与信念上
,

没有正确认

识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
,

在千变万化的社会面前
,

失却了自己的前进方向
,

因此
,

在生活中遭受

挫折以后
,

往往便走向极端
。

其次
,

在认识上
,

相当一部分犯罪主体认为 自己的法律知识贫

乏
,

不理解法律的尊严
,

以致在违法的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

在情绪和意志方面
,

不少犯罪

主体自控能力差
,

情绪变化大
,

有相当多的遗书人后悔当初没想到行为的后果
。

在行为上
,

主要是用脱离社会规范的手段去达到 自己的目的
。

2
.

主体外因素
,

其中主要是社会环境因素和家庭
。

近些年来
,

社会经济发展较快
,

社

会生活变得更为复杂
,

不同的价值观念
、

道德观念等令一些人无所适从
。

在复杂多变的社会

里把持不住自己
,

便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
,

做 出社会不容的行为
。

此外
,

还有一部分罪犯认

识到 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家庭温暖或父母过份的溺爱
,

逐渐养成了自己 自私

自利
、

刚惶自用的思想与习惯
。

由于罪因研究的复杂性
,

也由于所采用方法的局限性
,

我们不敢妄断以上几点便是青少

年犯罪的全部原因
,

而只认为它们是与青少年犯罪相关的一些因素
。

三
、

启示与思考

1
.

在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面前
,

青年们必须培养好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这样才不

致于在人生道路上迷失方向
。

能青使青少年掌握正确的人生观
、

世界观
,

在很大程度
_

L取决

于社会化是否成功
。

个体的社会化是通过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
,

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

程
。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

外来的
、

新的信息和观念不断增加
,

也就是说文化的多

元性和异质性得到了强化
,

由此而造成的文化冲突使一些人
,

尤其是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

陷入困惑
。

各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存
,

向青少年的判断能力提出挑战 ? 因此
,

承

容Q



担社会化的主要单位如学校
、

家庭等必须坚持不懈旭向青少年灌输正确的社会主义世界观
、

人生观
。

当然
,

教育的方法必须适合青少年的特点
,

避免流于形式和 口号
。

同时
,

青少年也

必须 自觉坚持学习
,

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

这样才不致于在多变的社会面前无所适从
,

避免

在其他条件相互作用下走上偏离社会规范甚至犯罪的道路
。

2
.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找到 自己的位置
,

认清并担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
。

每个人的兴

趣
、

爱好
、

能力不同
,

社会分工也不一样
,

因此
,

在社会里担当的角色很不一样
,

任河人都

不应该盲目自大或自卑
,

即使在逆境中也应抱有
“ 天生我才必有用

”
的思想

,

认清自己的社

会角色
,

努力为社会作 出自己的贡献
。

清楚了自己的社会角色
,

才能提高自己的导向能力
,

在遭受挫折后也能保持心理平衡
,

不至使自己的行为越出社会规范与道德准则的要求而走上

犯罪道路
。

3
.

尽量避免
“ 社会标签

”
的作用

。

某些青少年因初时的一
、

二次小的过失或违法行为

被别人 (包括家人
、

亲友等 ) 嘲讽为
“
贼子

”
或其他属

“ 劣种
” 的人

,

从而自尊心受损
,

破

罐破摔
,

在往后的 日子里有意无意地按
“
标签

”
的方向发展

,

最终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劣种
。

4
.

要充分认识犯罪行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

对社会上的犯罪问题应进行综合治理
。

除

了对防治犯罪的行为的个人给予充分的奖励抚恤外
,

对犯罪行为的惩治还必须及时和足够严

厉
,

否则
,

初次的犯罪行为可能会对 以后的犯罪行为起激励作用
。

本来属于惩罚的手段则会

变成激励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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