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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监狱亚文化是监狱中的犯人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是犯人自己的文化，具有极强的生
命力。本书以监狱亚文化为主线，通过田野调查、文献研究、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及视屏观察等方法
的运用，描述了监狱亚文化比较突出的狱霸、自杀、暴力、造作伤与伪病、性和文身等文化现象，分
析了监狱亚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存在的状况，探讨了解决监狱亚文化问题的方法。作者试图通过监狱亚
文化的研究，找到解决中国社会的犯罪与惩罚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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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平，法学博士，教授，三级警监警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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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theoretically poor
2、購於北京萬聖書園
3、目前的研究环境下，算是观察一个硬件设施优良的普通监狱的最好成果了。
4、人最终的出路和徨思。
5、为刑罚讲座准备。最赞的是纯一手材料，作者观点虽然保守但还算三观不斜，虽然抽象为理论的
部分偏少，但对于粗略了解监狱很有价值。
6、很难得的一本书
7、一手材料蛮好的，但首先界定你研究的是男监好吗。。。。狱内自杀太官腔，狱内性行为肤浅。
8、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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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监狱亚文化》的笔记-第427页

        从谱系学的视角来看，监狱的惩罚是犯罪自然产生的结果。监狱的惩罚功能在于隔离和限制犯人
的人身以造成犯人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其经济目的在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其成效主要通过“改造质
量”来得以体现。但不幸的是监狱的惩罚功能在削弱。监狱执行刑罚的威慑作用不明显，反而是监狱
的救赎作用越来越明显。监狱的有序与社会的无序造成犯人适应社会生活的困难。监狱的社会和外面
的社会在价值体系上的要求存在相当大的反差。监狱还能成为人人可畏的地方吗?监狱如果成为一些人
向往或留恋的地方，邢么监狱的惩罚意义究竟在哪里?社会管理和控制的 缺位使得监狱处在一种尴尬
的境地。“人们不应从罪行的角度，而应从防止其重演的角度，来计算一种刑罚。人们需要考虑的不
是过去的罪行，而是未来的混乱”(米歇尔 · 福柯’1999：103)。
       监狱惩罚从肉体惩罚向自由惩罚再向惩罚与思想改造相结合方向发展，这是刑罚思想的历史进步
。过去执行自由刑的目的，只是把犯人投入监狱，使其丧失人身自由，不再危害社会。这种行刑是一
种消极的行刑。现代行刑不再单纯追求惩罚的效果，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看守或“犯人仓库”式的看押
，也不再满足于“收得下、关得住、跑不了”的低层次的要求而是追求“改造”或“矫正”的效果，
追求“改造好”的目标，使犯人弃恶从善，适宜正常的社会生活，故是一种积极的行刑。随着中国“
人权人宪”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在监狱管理过程中“人文关怀”的精神开始显现。监狱再不是野蛮、
黑暗、落后的代名词，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建设正在改变人们对监狱的整体认识。但是，人们也不要指
望监狱惩罚时代的结束。监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教堂或慈善救助所，监狱的存在价值在于它的保卫社
会和净化社会的作用还在发挥着。但是，监狱的改造功能又会有多大呢？对一些人来说，不过是换一
个生存的场所而已，而且这个场所的生存条件不比社会的条件差。

2、《监狱亚文化》的笔记-第445页

        “文化是一个群体的共享模式，个人需要从中习得相关的意义，才能参与到自己所在的群体”(周
大鸣，2007：2)。监狱亚文化是满足人的文化，这个“人”就是犯人。他们需要一种文化，这种文化
是他们能够达到思想交流和满足生理、心理需要的手段，每个犯人都受到监狱亚文化的影响，也都在
监狱亚文化中习得自己需要的知识，如果他不认同这种文化，他就很难在这个群体中 生活。这个群体
也会抛弃他的，这就是监狱亚文化的意义。监狱亚文化设计了犯人生活的模式，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观
念和方法，使得犯人成为了监狱亚文化的主人，成为了控制自己命运的主人。在犯人群体中你必须遵
守群体的规矩，你不能破坏规矩，你也不能不懂规矩你要成为狱内规矩的模范遵守者，你才能在犯人
群体中立足葚至占据“领导人”的地位。在一个固有的群体中既可以习得群体的文化，也可以改造群
体的文化，只要有犯人统一认识的价值观念就行。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很少会被列入亚文化，因为亚文
化的价值观多多少少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存在矛盾或冲突。一种文化在塑造着一个群体的价值观，也
在指示着个体的行为方式，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所在。“今天，提出关于理解他者问题时，需要从更加
丰富的地理条件和更为宽广的理论框架出发，建立文化身份转化的基础”(罗伯特 · C.尤林，2005 : 30
) 。

3、《监狱亚文化》的笔记-第425页

                犯人本身就是一名社会成员，他的犯罪行为是他的社会行为的一个方面。这种犯罪有些是”合
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有些是可以”容忍的“，有些是”不可容忍的“；有些是”道德的“
，有些是”不道德的“。人们的行为无论对与错，其实都是社会决定的，可以说犯罪人毫无选择的自
由。只是人们的行为自由要受到现行制度的制约。人们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由于每个人的
文化观念不同，他与社会联系和相处的程度不同。中国早期的社会学、人类学受美国芝加哥学派影响
很大。芝加哥学派主要强调通过直接的实地调查去揭示城市环境中的解体和冲突现象。芝加哥学派学
者的基本理念是对社会中”人“的关怀。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派克认为：我们都知道个人与社会的
亲密关系，这种关系说明犯罪不是个人问题，而是集体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派克的”集体“概念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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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按照派克的观点，犯罪是一种社会病。一定时期犯罪呈现的特点其实是社会控制体系发
挥效能结果的体现。虽然客观归因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一个文化程度低、生存环境差、城市”边
缘化“的外来人员的犯罪，只强调主观原因是无力的。
       涂尔干认为，急剧的社会变迁由于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因为会造成犯罪的增长。”一种
行为触犯某种强烈的、十分鲜明的集体感情就构成了犯罪。“在20世纪初期，这种现象在美国许多大
都市发生，不断增长的犯罪现象证实了涂尔干的论断。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造成某种犯罪的增多，如社
会分配的不公及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和具有仇富心理的人犯罪实际上是对社会
的一种报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应该接受精神的制约。”这种精神力量依附各种有影响的象征符号—
—事物或观念——这些象征符号反过来又使重要的社会事实具体化。⋯⋯迪尔凯姆渐渐地认为，这些
神圣的象征符号本身能够对社会组织结构进行控制“。社会的价值导向、社会自身的公平和正义程度
、社会的控制体系的形成，斗鱼犯罪有着紧密的关系。社会管理的过程是对社会结构认识的过程。社
会管理的一两个部门或层面的完善，不会带动社会整体控制功能的发挥。只有整体的完善，才会反映
出管理的效果。”和对于孔德而言一样，对于涂尔干来说，社会是一个整体，不能把整体等同于部分
之和“。当然，一两个落后的社会管理层面的工作，对整体社会控制的破坏作用是很大的。社会必须
得到有效的控制，没有控制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没有得到有限控制的社会是政府控制体系失调的结果
。哪里出现了无政府”的状态，哪里的社会治安形势就是一片混乱。

4、《监狱亚文化》的笔记-第288页

        “性就像性别一样，也是政治的。它被组织在权力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奖赏和鼓励一些个人及行
为，惩罚和压制另一些个人和行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犯人的性与政治观念有很大的关系，犯人的
性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种人的自然属性问题，它与政府的政治观念与政治体系有相当
大的关系”（葛尔·罗宾，2003：58）。对犯人性的控制也是一种政治的需要。从法律角度来看，对
犯人性权利的剥夺或限制是刑罚实施的必然结果，这本身也是一种惩罚和压制。无法摆脱政治观念和
法律体系来谈犯人的性问题，犯人的性问题是重要，但放在政治和法律的框架下的话，剥夺及限制犯
人的人身自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监狱的功能本身，是剥夺犯人人身自由的，至于
同时也剥夺和限制了犯人的性权利那是派生出来的功能，当然派生的功能并不仅仅限制犯人的性权利
，其他的如财产、健康、名誉等权利也都存在这种问题。

5、《监狱亚文化》的笔记-第299页

        对狱内出现的一些非正常性取向的行为，狱方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为什么会持反对态度呢？这主
要还是犯人要”摆正身份“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起作用。无论何时，社会身份与传统价值观决定了人
们对于非正常性行为的态度。监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域，它对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不像外界社会那
么快，有时会慢半拍。”捍卫社会良俗“其实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社会良俗“也是在发生变化的，
以”捍卫社会良俗“为借口对犯人的非正常的性兴趣和性取向进行打击是值得反思的。同时也不能完
全不顾及社会良俗，对犯人一些非正常的性取向和性兴趣行为一味放任。既不是以”社会良俗“为借
口让犯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也不能以犯人性自由、性权利为挡箭牌对犯人的性行为
不予干涉。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利就会有弊，在对犯人性权利重视的同时，也要考虑监狱管理的
传统和人们认识的差异性。不能将一些犯人的权利行为提高得过快，否则会适得其反。

6、《监狱亚文化》的笔记-第273页

        强行治疗确实可以揭露犯人的伪病现象，但也有一个问题，这就是狱方权力的行使有何依据？犯
人伪装疾病是他对人身健康权的放弃，伪装本身不产生侵犯他人的危害。若强行治疗是对犯人身体健
康权的维护，但权利人本身并没有主张，狱方采取强制的办法给予治疗自然不会征求犯人本人的同意
，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授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没有特别的保障。所以强行治疗过去个别地方施行
过，但大部分地方的监狱都没有采取强制治疗的措施。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法律规定的层面上想
办法。没有法律的保障，狱医不会冒侵犯犯人权利的风险对其进行具有一定的风险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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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监狱亚文化》的笔记-第431页

        犯罪的定义是复杂而易变的，而且可以说完全依赖于社会条件的变化。贫穷、缺少教育、无固定
工作等社会缺陷的存在，是犯罪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因此，绝不能说犯罪的确定是固定的。
“犯罪其实是集体意识的产物，它的本质不在于个体之内的侵犯性倾向，而在于个体与集体类型之间
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本身并不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性质，或者说这种特殊性质恰恰是公众意识赋
予它的”(渠敬东，1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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