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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分为七章，分别研究了我国大学生犯罪的特点、大学生犯罪原因、大学生心理问题分析、大学生
犯罪类型、计算机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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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旁观者清？脑袋暂时空一空。开头先说点题外话。那天在想参考文献的问题，突然疑惑为什么好
像老师都不喜欢参考文献以书为主，哪怕是专著。潘说因为书太杂了。除此之外呢？参考文献比较常
见的类别有期刊、专著、会议论文集、学位论文、报纸文章、专著析出的文献、电子文献等。实际上
代码M，指的就是专著，就是普通图书。有一些图书，比较大杂烩式，比如一本所谓的咨询师手记，
每一篇是不同的心理咨询师写的不同主题；或者是一本什么文集，可能前面是谁的小说后面是谁的散
文，然后呢，其中有一篇是你的论文需要的，于是在参考文献那里你就标注了A，然后，我想问的是
，到底是A还是M更让人不待见？首先如果论杂乱无章，A背后的那本书，势必比纯粹的M要更乱，毕
竟这类书籍一般是出于各种目的（商业为主，偶有学术）汇编而成的，每个作者都有不同想法不同文
风。但是，一个人只写一百字的时候，字字是核心，要写十万字的时候，难免有各种起承转合的过渡
语句，还有个人脑子的偶尔混乱和口拙笔拙，于是如此说来，那些独力写完的M是否也未必有多整齐
规范？绕乱了没有？继续。不过，图书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因为一本专著的完成耗时较长，故而其
时效性的确会低于一般期刊文献。而且图书虽然会有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一再校对、排版什么的，但是
因为相对格式的要求并没有比学位论文严格，所以偶尔有一些废话，分再多章节也没人在管。所以，
期刊赢在时效（格式就不说了，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质量），毕业论文赢在格式（不同导师不同质量
但均会重视规范），图书赢在团队和广度、深度（有些什么也没的就算了）。最后恶心一句就开始入
正题：各有各优缺点。对于此书，我先感叹一句：我一直以为颜小冬是男的。全书框架大体上跟论文
格式有点像，毕竟这是某基金会赞助的历时两年加两年的研究课题成果，不过缺点也很明显。首先当
然是某人所说的，最后面所说的心理学实在是太肤浅甚至错漏十出（百出也太伤人了点），而且堆积
上去毫无意义，实属败笔。其次，第四章才分析大学生心理问题，第二第三章就进行大学生犯罪特点
和成因的归纳和分析，顺序编排不合理，课题重点也就不清晰了。同样的问题，第五章突然又变成了
大学生犯罪类型总结，第六章开始大力讲述网络影响，实在是乱糟糟到连我都不好意思了。最后一章
的大学生犯罪预防就不说了，懒得说。另外，在第三章的大学生犯罪原因里面又花了大篇幅去进行犯
罪原因概述，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理论体系，这些难道不该放在研究现状里面陈述清楚？再次，全
书的语言表述有太重的感情色彩，主观干扰太多，语言跟学术研究有一定距离。序言中作者称法律教
育工作者“最大的任务和责任是让法律条文的内容变得通俗易懂，让法律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作
为图书，不管是学术类还是商业类，语言通俗都是好事，关键是语言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而不能掩盖
掉内容的本质。只是，这本书，语言的确不是艰深晦涩的，但是，也并非“通俗易懂”就可以形容的
，因为很多地方用大段的理论去阐述的同时，却又要丢进几个感情色彩说教味道浓厚的案例来凑热闹
，有点不伦不类。然后，全书有一种既想深入又太片面的感觉。反正在04年（该书出版年限）以前的
大学生犯罪相关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归纳好了，比较全面，其犯罪特点总结了很多点，对于大学生犯罪
成因也前后比较深入，甚至特地用一整个章节去阐述计算机网络的影响。但是，除了网络之外的社会
、学校、家庭等因素相对于网络来说，在书中的出现，简直就是跑龙套一般。而个体因素方面，虽然
有一整个章节去做心理问题分析，但比较乱，也太多非专业的成分在里面。第一个就是开头既有大篇
幅的身心特征解释，后面却没有一一对应的理论分析或实证研究。第二就是忽而说心理冲突，忽而说
不健康心理，哪都说哪都乱糟糟不够一针见血。第三个是不健康心理的解析，不全面也不算深入，忽
而说新生，忽而说择业压力；忽而说女生性心理，忽而说恋爱观；忽而说人际关系，忽而说精神障碍
。最后，其实作为大学生犯罪的研究来说，本书地位还是很重要的。毕竟两年实地研究和两年成稿，
也不是虚名。而且，除了开头和结尾，中间每一章单独拿出来，都是可以拓展或浓缩成一篇还不错的
论文，但一方面因为内容太多，所以会显得杂乱无章，而且在除了法律方面以外的地方都显得过于主
观和片面，另一方面因为热情太高，所以全文常常缺乏中立的学术态度，在进行非本专业的理论知识
应用、解释的时候，也时有以偏概全的现象，更像站在思想道德教育的角度去批判和劝说犯罪的大学
生。反正这本书也被很多人赞扬过，好话就不需要我来多说了。结尾就来呼应一下标题吧。因为在进
行特定对象、群体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两大类。一类是非A的学者去研究A，一类是身
为A的学者去研究A。前者的优势或许是所谓旁观者清，劣势就是可能会用非A的思维去假设A，会犯
一些错误。后者可能会更容易找到A做研究，也更懂得A的一些专属于A的常识和想法，只是有可能会
不由自主偏向维护A。透过本书，会想也许真的旁观者清，但可能这短语适用于B研究A，而不是-A去
研究+A。注：第一段里面的M和A均指参考文献代码，M是专著的意思，A则指从专著中析出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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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A则无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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