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13位ISBN编号：9787543214798

10位ISBN编号：7543214792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作者：[美]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

页数：218

译者：王水雄 宋静 林虹 译,王水雄 校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前言

　　本书是我穿越经济生活广袤平原之旅程的第二步。该旅程奔向的是社会性可变的市场模型－在多
个层面上探讨社会关系和文化如何型塑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制度秩序。它发端于人寿保险市场的研究，
然后是对儿童市场的研究，现在则研究多途径的货币的社会性使用。在《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
的发展》（Morals and Markets：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the United States）（1979）中，我对经
济生活的研究理路尚为初步阶段，证明的是非经济因素在美国主要经济制度发展中的作用。我选择人
寿保险是因为它强有力地体现为货币利润与神圣关怀的交叉汇聚点。保险企业家是如何成功地确立起
生命和死亡的货币等式的呢？对生命投保的历史进而也成为经济行为中非经济维度研究的一个案例。
　　《道德与市场》强调的是对人寿保险的文化反应，考察了人类生命的货币衡量态度的改变，以及
在人寿保险发展过程中风险和投机的文化界定转变的影响。它还包括了结构因素的效应，考察了比如
说，从丧失亲人之扶助的馈赠式体制到市场体制转变中的张力。人寿保险不仅仅革新了死亡的意义，
也革新了对其进行的管理。朋友、邻里和亲戚，这些在18世纪缓解寡妇经济穷困的关系，被牟利的层
级制所替代。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Pricting the Priceless Child）继续了《道德与市场》所开启的
路径，更直接地考察了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市场或价格（被界定为经济价值）与人
性及道德价值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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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关注的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关于儿
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即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出现过程。通过透视儿童问题的
巧妙视角，作者细腻探讨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儿童死亡的态度的改变、童工立法的斗争、儿童工作的分
化过程、儿童保险的推行、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与买卖等。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深刻的
理论话题，这就浊：孩子的社会文化属性，他们在道义上的“无价性”如何在市场机制的重重包围中
穿越而出，形成一个非常规的市场，由非经济的标准来规则？从而最终指向一个更为深切的理论关怀
：社会如何“大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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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现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
席，普林斯顿大学知名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1985
年因《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而获得美国社会学界的至高荣誉C.Wright Mill奖。
代表作：《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
》、《金钱的社会意义》、《亲密关系中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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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愤怒到纪念：儿童生命的神圣化　　孩子的死：从接受到义愤　　在18世纪以前的英
格兰和欧洲，一个婴儿和一个年幼孩子的死亡都是一件小事，对此的态度通常混杂着不关心和对事实
的接受。正如蒙田所提及的那样，“我有两三个孩子在婴儿时期就死了，在此，没有过度的悲痛，也
没有遗憾。”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对英国家庭的调查中发现，在16、17世纪以及l8世纪
的早期，当非常年幼的孩子死亡之时，没有证据表明人们会花钱办一个悼念会，甚至也不会戴黑纱。
父母很少参加他们孩子的葬礼。根据菲利普·阿雷兹（Philippe Aries）的说法，在法国的一些地方，
如果孩子死的“太早”，很可能就直接埋在后院里，正如人们今天埋葬猫和狗一样。死亡之后，即便
是富人家庭的孩子也会被当作是乞丐一样来对待，他们的尸体“被缝进粗麻布做的裹尸袋中，扔进巨
大的公共墓穴”。l5世纪至17世纪之间，欧洲的上层阶级选择埋葬在教堂里；公共墓地则提供给那些
非常贫穷和非常年幼的死者，无论“他们自身或者家庭作为优雅的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是否选择
教堂作为他们葬身之所”。　　社会历史学家们指出，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父母从来不会冷漠地对待他
们孩子的死亡，但是他们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对孩子的超然和分离状态。比如说，l8世纪的许多
父母，将他们的新生儿指称为“它”或者“小陌生人”；年幼孩子特别是婴儿的死亡将被哀悼－但却
被顺从地接受了，对孩子的悼念仪式是冷静而克制的。正如有人在1776年所说的那样，“失去一个新
生儿的确是够难受的，但是这是我们必须交的税”。另一个孩子会被生出来替代前一个失去的孩子。
很明显，给新出生的孩子取前一个刚刚去世的哥哥或姐姐的名字，是非常普遍的做法。　　但是到
了19世纪，在悼念孩子的问题上产生了剧烈的变革。在英格兰、欧洲和美国社会的上层和中层的家庭
中，孩子的死亡在所有的死亡中成为最令人痛苦和最不能宽恕的事情。在其颇有洞见的对美国文化的
分析中，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描述了1820年到1875年之间“哀悼的扩大”，特别是有孩子过
早死亡的中产阶级对该问题的关注浪潮。父母一向克制的传统让位给了悲伤的尽情发泄。丧失孩子的
父母亲的情感伤痛成为一个新的文艺类型－安慰派作品的重要主题。哀悼者指南指导父母如何应对“
摇篮空了”的人间惨剧，大量的故事和诗歌非常详细地描绘了丧失孩子的非常引人注目的伤痛。一个
非常有名的纽约牧师，西尔杜·库易勒（Theodore Qer）牧师发表了《空了的婴儿床》作为纪念作品
，以怀念他死去的孩子乔治亚（Georgie）。之后，他收到了来自同样丧子的父母数千封的同情信。安
·道格拉斯引述了其中的一封：“亲爱的先生，如果你有空去看看阿莱干尼墓地，你将会看到‘一朵
花’放置在三个小墓穴之前：安娜7岁；塞迪5岁；莉莉3岁。他们都是在六天之内去世的，都是因为猩
红热病！老天有时候甚至会顺从我们的伤痛，让我们听到其中之一在别处正在成长。”到了1850年代
中期，为了这些“家庭小圣徒”，特别的棺材被设计出来，它有着舒适的内层，里面还有标示牌。一
把锁和钥匙替代了“冰冷的螺丝钉和起子”。　　丧失孩子的新情感的产生部分地是因为对待死亡的
文化反应发生了转变。菲利普·阿雷兹将其指称为19世纪的“情感革命”。在此，“他人的死亡”，
特别是近亲的死亡被界定为是压倒性的人间惨剧：“面对死亡，其可怕性在自身面对的时候，还不如
在面对他人之死亡的时候。”年幼孩子的死亡则是其中最为糟糕的事。劳伦斯·斯通注意到，在19世
纪的英格兰，正如在美国一样，“孩子之死带来的极度悲伤，既是社会风俗，也是心理事实”。在意
大利、法国和美国，大型都市墓场为小孩举办的丧礼迅速成为丧礼艺术中最受关注的项目。法国的父
母通过在其孩子的坟墓上竖立精心制作的雕像来颂扬他们的孩子。阿雷兹说道，“如今我们来看它们
的时候，正如我们阅读美国安慰派文学的诗歌一样，我们可以意识到面对这些孩子的死亡，人们变得
多么痛苦。这些长期被忽视的小东西，被当作像远近闻名的大人物一样来对待了。”　　到了19世纪
后期，孩子悼念的革新进一步延展。社会历史学家认为，在那个时候，英格兰和欧洲较低的社会阶层
家庭采纳了中产阶级家庭养育孩子的模式，他们对待孩子的死亡也同样变得情感脆化了。而这一改变
甚至更为深刻和激烈。所有因丧子而产生的父母在家庭内的悲伤逐渐成为公共关注的对象。通过制作
精美的雕像来悼念已然不够；无论贫富，所有孩子的死亡都被看作是一个无法容忍的损失。当维多利
亚时代的情感主义者在颂扬孩子的时候，在20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活动者决定尽可能地避免孩子的
死亡。正如一个改革者解释的那样：“孩子有权利获取生命的公平机会。如果父母不能够用这些机会
装点他们的生活，显然政府就应该有责任介入。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粗暴地摧毁一个强健的生命
而未感受到它作为主体的存在。”这样，对死去孩子的祭仪逐渐转变成保存孩子生命的公共行动。　
　拯救孩子的生命　　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的行动开始于19世纪后期。一个新的医学领域和专门的机构
被创建起来，以治疗儿童疾病，确保儿童身体健康。1881年，亚伯拉罕·雅各比（Abraham Jacobi）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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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组建了美国医学联合会儿科部（the Pediatric Section of the Ainerican Medical Society）。6年之后，美国
儿童医学联合会（the American Pediatric Society）成立，其宗旨是“发展有关婴幼儿的生理学、病理学
和治疗学”。1890年代中期，大多数大城市至少有一家儿童医院。在内科医师发现了腐坏牛奶和儿童
健康之间的关系之后，安全牛奶运动被一些慈善家和市政当局推行开来。牛奶站和供应网点建立起来
，在此一些贫困的母亲可以以成本价购买，有时甚至可以免费获取巴氏灭菌牛奶。他们同时还可以从
受过护理训练的服务人员那里获取有关孩子照顾和卫生学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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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泽利泽的研究令人过目难忘，她的分析意涵深刻，而行文却沉着简练。本书对一个重要的主题进
行了极富想像力的大胆探索，相信在我们历史学家中一定会寻获知音。　　——Nancy Tomes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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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材料丰富，角度全面，分析细腻，译笔也很舒服，喜欢
2、清晰易懂，挺颠覆原有观念的一本书。
3、读的理由：经济社会学的经典之作；zelizer的书像小说一样好读。
4、2009-06-05 17:01:55 遥远的天空　　对于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的我来说，所谓的家庭概念仅仅停留
在无尽的沉默、争吵上。应该来说，情感的素求只是针对一定的文化人士来说，比如大多数低层文人
士，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爱的付出与获得比，只是养育孩子看起来有利可图。
    所以许多爱的缺失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遥远的天空，如果你愿意，从你开始，一切都可以变得不一样。当你用心去爱你的孩子时，你会发
现“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自己所收获的东西将是你父母曾亏负你的，你会得到补偿。
5、十分同意作者的结论：孩子是无价的，只不过有的父母为其子女做了“降价处理”还不自知，可
悲。我知道有一个人是这儿么做的：那就是我。
6、今天读还是很应景的。总之养不起娃都是社会的错，还是别养了。
7、孩子是无价的！
8、社會如何大於市場？
9、导师推荐的书，觉得应该很不错，所以买来看。
10、视角满分！如果能剖析一下儿童神圣化的原因就更好了~
11、很多概念不是理所应当的。希望能看到其他地区的此类研究，变化路径可能不完全一样
12、如第一章30页的篇幅有97条引用。突然有一种认真得牙疼感。。。
13、经济社会学
14、啊，原来你真的是个托儿
15、　　
　　大环境不好，人人开源节流。
　　 
　　有一师兄，擅写博客，粉丝如云，最近接到一则求教信，来者是一线城市的所谓“夹心层”:白领
房奴，加薪无望，还贷无期，年岁日长，对于是否要孩子颇为踌躇，乃至夜不能寐。师兄虽是经济学
出身，尤其素来看衰经济前景，但他的回复却是富于人情味：“如果你还能再承受每年新增2万元左
右的支出，我建议你要孩子，因为一个孩子对家庭和人生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 
　　 
　　 
　　村庄到地球
　　 
　　师兄的态度尤其对于孩子价值的评价，其实是符合大多数人想法——养育一个孩子，需要经济支
撑，但要一个孩子，也就等于“你的心在身体外面行走”。人情如此，即使一向铁腕出境的希拉里.克
林顿谈到儿童问题亦变得温情脉脉，她大喊“每个孩子都应该有实现上帝赐予的潜能的机会，我们永
远都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她认为孩子生活在小家庭!同样也生活于大世界，虽然父母是对孩
子有着最重要影响的人，但是没有一个家庭生活在真空，许多父母需要获得支持才能在自己能力范围
内成为最棒的父母。对此，她甚至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举全村之力”( It Takes a Village)作为书名，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养育一个孩子需举全地球之力。
　　 
　　听其言，观其行。早在大学时，她特别多学了一年儿童发展，也为卡耐基儿童委员会和保护儿童
基金会工作，参与创建了阿肯色维护儿童和家庭权益组织，三十年多年来推动了多项涉及儿童福利保
护的立法。这本《举全村之力》的内容和它的封面一样明亮温暖，希拉里不仅分享了女儿切尔西的“
育儿经”，而且还追忆了自己母亲被父母遗弃的不幸童年与克林顿早年丧父作为遗腹子的成长记忆。
她的理念并不局限于在美国推销一个“美国梦”，更在于通过公民社会式的全球总动员，来改变我们
共同的未来。
　　 
　　有用到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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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作为政治家，希拉里的立论在于孩子改造未来的重要性，但是孩子一直如此重要么？否，将儿童
价值神圣化其实是最近一个世纪新鲜事，这是另外一个女人、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社会家维维安娜.泽
利泽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透露的秘密。工业化时代使得一切劳动力的价值都有兑换成为价格的可
能，原本在经济上无用的孩子突然变得有用起来，十九世纪每个八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被雇佣，这在当
时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当时孩子往往是家庭的第二工资提供者。更早一些时候，受限于医疗
条件，人们对于幼童的死亡多半习以为常，平淡处之。吊诡的是，直到20世纪头三个十年中，从儿童
身上赚取利润是可耻的观念才急剧占领舆论中心，孩子也逐渐从“效用品”正是转向“情感品”，经
历了无用到有用再到无用的蜕变。
　　 
　　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并总谋求效益最大化，种种非理性行为背后往往存在各种隐性动机，养育
孩子亦如此，有经济学家也早指出养儿防老并不理性，相反如果把钱放入银行作为养老更为切实，这
说明拥有孩子已经日渐成为满足爱与情感的需求。冷峻地说，今天的孩子在经济上是“无用”，情感
上“无价”，换言之，这说明孩子已经成为某种昂贵的消费。
　　 
　　孩子社会价值的变化，最集中体现于诉讼中对儿童生命的赔偿，这是一个法律悖论：如何为没有
价格的孩子定价？19世纪，一个孩子生命的赔偿金往往取决于他的经济价值。法庭定价的往往来自雇
主的评价，一个7岁女孩埃特的意外死亡案件中，孩子的父亲表示需要孩子赚钱补贴家用，法官据此
判决了1000美元；进入二十世纪，形势则发生巨大变化，孩子的价值由经济转向情感，“一个孩子的
价格则取决于微笑、酒窝和卷发”，对孩子父母精神损害的赔偿金也不断创出天价，情感也开始论斤
出售。
　　 
　　在经济学大举入侵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之时，社会学家亦开始还击，维维安娜即是其中一种，她不
仅借助经济学工具分析，而且也提出对市场局限的反思，文化、情感的因素被引入市场之后，儿童保
险公司、儿童黑市等机构却借此不断牟利，她感受到一种非常明显的深刻对立：“一边是宣称儿童是
无价的情感资产的文化体系，另一边是待他们如‘现金商品’的社会安排。”。
　　 
　　价格还是价值？
　　 
　　在这轮孩子生命神圣化的大潮中，看起来每个人都在谈论儿童价值，表面上孩子的价格在提高
，20世纪无用的孩子价格超过了19世纪有用的孩子价格，但是这背后却是金钱对情感的入侵，正如社
会学家齐美尔的所言“无论何时，只要真正的个人价值被赋予货币的衡量，就会发现个体生命的松懈
甚至丧失”，换言之，我们用儿童的生命赢得价格，也许却输了价值。
　　 
　　与此同时，尽管儿童神圣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表态，但是事实上这样脉脉温情可能止步于自家门
槛。即使在美国，研究表明，一方面家长在自己孩子身上非理性地浪掷千金，同时却在事关儿童的公
共开支上畏葸不前，这也就是希拉里不得不费力呼吁的原因之一，她发现尽管“我们的国家声称儿童
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但是我们正在浪费这些宝贵的生命!好像他们无足轻重似。儿童的议题被当作“
软问题”，专属于那些软心肠的人(通常是女性)!总是位于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更宏大的经济和社会问
题的边缘。”
　　 
　　从历史沿革与社会变迁角度来说，儿童的命运有点类似以前的女性，关于他们的话题，无论解放
还是压制，他们自己的声音往往缺席，“他们不能言说，只能被他人言说”的命运从未更改，正是如
此，我们更应该反思该如何救救孩子？关照美国，回顾自身，总感觉似乎我们还处于十九世纪与二十
世纪的交接，一方面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支付高额择校费，甚至超过大学学费；另外一方面，黑童工
的新闻也屡见不鲜，奶粉事件更是令人齿冷，学前教育更是一直没能纳入义务教育范畴，法庭诉讼涉
及儿童生命的情感补偿也是鲜见。
　　 
　　对于任何政府与政治家，无所作为也是一种选择，即使在对大政府存有疑虑的美国，对于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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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开支亦一直被有序推进，如果在今天的中国，养育一个孩子需要父母如此忧虑，那么肯定不是父
母的无能。孩子，不应该成为一般阶层望而却步的奢侈品，这样人为的鸿沟是任何开放社会无法接受
的。请记住，儿童不仅仅是下一代成年人，而就像希拉里说的：“孩子也是公民!”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维维安娜.泽利泽 著 格致出版社 08年11月 
　　 
　　《举全村之力》希拉里.克林顿著 曾桂娥 09年4月 译 上海三联书店 
　　http://www.douban.com/subject/3597283/
16、好读！
17、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儿童，有着我们平时不太关注的视角。其实很多相类似的事情已经在中
国发生。借着儿童发财赚钱的产业越来越多，儿童的地位似乎很高却又很低，还是象面团一样被揉来
揉去，很多说辞只不过是打着儿童的旗号。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乱烘烘的值得人类好好反省的世界。我
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商品吗？
18、许多浅白的事情，是否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19、对于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的我来说，所谓的家庭概念仅仅停留在无尽的沉默、争吵上。应该来说
，情感的素求只是针对一定的文化人士来说，比如大多数低层文人士，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爱的付出
与获得比，只是养育孩子看起来有利可图。
20、徐汇分馆�中文书刊外借室�C913.5/3123�归还� �普通外借资料�60621100202689�
21、每一章节都很扣主体：非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经济生活得影响。孩子经济上无用情感上无价
反而促成了孩子的经济价值。很有意思！
22、好棒，定价本身其实是一种保护呢，像传统、像婚姻、像爱情都定价才好呢
23、真是太强了 这样的学术态度真是令人尊敬
24、作者观点很新颖，视角独到，不过推荐读原著，翻译版本像是谷歌翻译出来的，做到了单纯表面
意思的翻译，句子的接乘转合不符合中文阅读习惯，翻译对一部作品的诠释很重要啊，相当于重写，
译者多走点心。
25、价格与价值的对立与相关
26、孩子生命的情感价值不断增长，对家庭贡献越来越少。p3
效用品转向情感品。
27、3.5星
28、因为我国传统是家庭，是由父母+孩子+父母双亲+兄弟姐妹构成
    是不是很多人生孩子的目的是出于国情？
    另外有多少人支持丁克呢？
29、　　3.5星
　　
　　本书主旨是是从儿童相关的经济行为（童工，死亡赔偿，儿童交易与收养）中间接反映出19世
纪70年代末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对儿童社会经济价值认识的变迁。角度很新颖，而且从很多个例中
，以点带面，引出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如：为什么童工会从合理变得不合理？交通事故中死亡儿童
的家长应该得到多少补偿？黑市中儿童交易存在怎样的历史变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儿童价值在世纪之
交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当我们的视角从个体的儿童上升到一整个群体，从社会演变的宏大场景中去
勾勒整个社会儿童观变化时，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致。这也是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9.1分是有些虚高
了，优点很多，就不说了，说说白玉上的微瑕。
　　
　　翻译的问题。那个金光闪闪、多次出现的“乖谬的是...”反应出本书的翻译风格刻意求雅，故意
的学术化显得胭脂太重。还是喜欢平实简易的翻译风格。尽量的用简单的词，语序通顺，才能阅读轻
快，方便理解。本书整体翻译不影响阅读，但个别地方阅读的阻滞感很强。需要一次甚至多次回读才
能搞清楚作者在讲什么。举两个例子：
　　p5第二段：“儿童期的利益....不过是一种形式，是对更为一般性概念--家庭利益的特殊表达。”
　　P6第二段最后一句：“它标志着家庭作为“无情世界避难所“的终结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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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03第三段：“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变，关于儿童的两种观点的边界，一直都不是清楚的也不是绝
对的。”
　　
　　章节内容的逻辑线索不清楚。作者提出了很多好的问题，也列举了无数的报刊、著作、判例、以
及统计数据。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但不得不说的是，作者的思路很飘逸，行文奔放。全书的章
节结构简单，逻辑清楚，总分总。但当你在阅读其中一章的时候试图寻找一个逻辑线索去引导你的阅
读，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第一章为例，开始讲了19世纪以前对儿童葬礼的态度变化，
然后是儿童卫生运动的兴起，又回转到对待儿童死亡的态度，之后讲了车祸等事故中去世儿童的数据
和原因，以及人们对交通事故肇事者的愤怒和此后的安全教育，再后来是分析了儿童在街道游戏变少
的原因。大致是这样，肯定有疏漏。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清晰的线索把这些内容连贯起来。比如可
以按照如下的顺序组织内容：这一章讲的是对待儿童死亡的态度转变，可以分两类，一类是疾病，一
类是事故，每一类下面有，1，事实。列举前后变化，突出差异。2，分析。剖析这种变化所折射出的
儿童观念的转变。3，原因。结合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探讨造成中变化的原因。这样读下来，
就会很清楚。
　　
　　同质性的数据和例子没放在一起。本书一大特色是引用文字和数据很多，如第一章30页的篇幅
有97条引用。旁征博引是好事情，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作品，通过不同的语言风格
来了解一个事实。书中有很多文学性语言的引用，形象恰当的比喻和睿智的评论给全书语言增色不少
。但是作者过多的引用造成了行文不连贯，而且相同类别的例子不组织在一起，而是散落在不同的地
方，如第一章中关于儿童事故的统计数据。造成了内容的碎片化。
　　
　　儿童价值观念的变化原因分析不够。这本书总的来说描述性占主要内容。的确，作者通过大量的
历史资料，数据和案例，给我们描述了上个世纪之交，人们对儿童的社会经济价值的观念转变。当现
象被描述出来的时候，读者自然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上个世纪之交美国的宏观政治
经济变革，对于这样的观念转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其中一点是，家庭经济水平的变化，美国工业
革命之前，经济落后，家庭可支配收入少，儿童作为劳动力就理所当然，死亡过后家庭也拿不出很多
钱给孩子一个体面的葬礼。但是当美国20世纪初期，经济逐渐起步后，家庭的收入允许儿童不参与工
作去挣取微薄的报酬，而是让他们穿上整洁的衣服去接受教育。父母都有工作后，生育的数量自然下
降，生育数量减少导致对儿童情感的注入增多。如中国计划生育导致的小皇帝。作者也有提到这些背
景，但都是一笔带过。个人觉得通过社会学的专业概念与分析模型，结合历史演变的宏观政治经济背
景，对现象背后的原因分析应该占到本书相当的份额。
　　
　　记一点琐碎读后感。读的比较粗糙，很多章节的结构在大脑里也比较模糊，加上对社会学了解很
少，所以可能写的有些偏颇。
30、1.问题好，研究路径好。2.重描述，缺归因。3.论据翔实，但是女学者的文章总是有点啰嗦。
31、最大优点是选题新颖。但论证缺乏力度，论述较少，以材料堆砌为主。略失望
32、: �
C913.5/3123
33、母爱，其实也非天生。
34、不得不承认作者在收集相关历史资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97条中包括少许注脚，而且作者还对部
分引用的内容加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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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3.5星本书主旨是是从儿童相关的经济行为（童工，死亡赔偿，儿童交易与收养）中间接反映出19
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对儿童社会经济价值认识的变迁。角度很新颖，而且从很多个例
中，以点带面，引出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如：为什么童工会从合理变得不合理？交通事故中死亡儿
童的家长应该得到多少补偿？黑市中儿童交易存在怎样的历史变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儿童价值在世纪
之交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当我们的视角从个体的儿童上升到一整个群体，从社会演变的宏大场景中
去勾勒整个社会儿童观变化时，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致。这也是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9.1分是有些虚
高了，优点很多，就不说了，说说白玉上的微瑕。翻译的问题。那个金光闪闪、多次出现的“乖谬的
是...”反应出本书的翻译风格刻意求雅，故意的学术化显得胭脂太重。还是喜欢平实简易的翻译风格
。尽量的用简单的词，语序通顺，才能阅读轻快，方便理解。本书整体翻译不影响阅读，但个别地方
阅读的阻滞感很强。需要一次甚至多次回读才能搞清楚作者在讲什么。举两个例子：p5第二段：“儿
童期的利益....不过是一种形式，是对更为一般性概念--家庭利益的特殊表达。”P6第二段最后一句：
“它标志着家庭作为“无情世界避难所“的终结的开始”p203第三段：“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变，关于
儿童的两种观点的边界，一直都不是清楚的也不是绝对的。”章节内容的逻辑线索不清楚。作者提出
了很多好的问题，也列举了无数的报刊、著作、判例、以及统计数据。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但
不得不说的是，作者的思路很飘逸，行文奔放。全书的章节结构简单，逻辑清楚，总分总。但当你在
阅读其中一章的时候试图寻找一个逻辑线索去引导你的阅读，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第
一章为例，开始讲了19世纪以前对儿童葬礼的态度变化，然后是儿童卫生运动的兴起，又回转到对待
儿童死亡的态度，之后讲了车祸等事故中去世儿童的数据和原因，以及人们对交通事故肇事者的愤怒
和此后的安全教育，再后来是分析了儿童在街道游戏变少的原因。大致是这样，肯定有疏漏。但是，
这里面没有一个清晰的线索把这些内容连贯起来。比如可以按照如下的顺序组织内容：这一章讲的是
对待儿童死亡的态度转变，可以分两类，一类是疾病，一类是事故，每一类下面有，1，事实。列举
前后变化，突出差异。2，分析。剖析这种变化所折射出的儿童观念的转变。3，原因。结合历史文化
和政治经济背景，探讨造成中变化的原因。这样读下来，就会很清楚。同质性的数据和例子没放在一
起。本书一大特色是引用文字和数据很多，如第一章30页的篇幅有97条引用。旁征博引是好事情，能
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作品，通过不同的语言风格来了解一个事实。书中有很多文学性
语言的引用，形象恰当的比喻和睿智的评论给全书语言增色不少。但是作者过多的引用造成了行文不
连贯，而且相同类别的例子不组织在一起，而是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如第一章中关于儿童事故的统计
数据。造成了内容的碎片化。儿童价值观念的变化原因分析不够。这本书总的来说描述性占主要内容
。的确，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数据和案例，给我们描述了上个世纪之交，人们对儿童的社会经
济价值的观念转变。当现象被描述出来的时候，读者自然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上个
世纪之交美国的宏观政治经济变革，对于这样的观念转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其中一点是，家庭经
济水平的变化，美国工业革命之前，经济落后，家庭可支配收入少，儿童作为劳动力就理所当然，死
亡过后家庭也拿不出很多钱给孩子一个体面的葬礼。但是当美国20世纪初期，经济逐渐起步后，家庭
的收入允许儿童不参与工作去挣取微薄的报酬，而是让他们穿上整洁的衣服去接受教育。父母都有工
作后，生育的数量自然下降，生育数量减少导致对儿童情感的注入增多。如中国计划生育导致的小皇
帝。作者也有提到这些背景，但都是一笔带过。个人觉得通过社会学的专业概念与分析模型，结合历
史演变的宏观政治经济背景，对现象背后的原因分析应该占到本书相当的份额。记一点琐碎读后感。
读的比较粗糙，很多章节的结构在大脑里也比较模糊，加上对社会学了解很少，所以可能写的有些偏
颇。
2、大环境不好，人人开源节流。有一师兄，擅写博客，粉丝如云，最近接到一则求教信，来者是一
线城市的所谓“夹心层”:白领房奴，加薪无望，还贷无期，年岁日长，对于是否要孩子颇为踌躇，乃
至夜不能寐。师兄虽是经济学出身，尤其素来看衰经济前景，但他的回复却是富于人情味：“如果你
还能再承受每年新增2万元左右的支出，我建议你要孩子，因为一个孩子对家庭和人生的价值是无可
比拟的。” 村庄到地球师兄的态度尤其对于孩子价值的评价，其实是符合大多数人想法——养育一个
孩子，需要经济支撑，但要一个孩子，也就等于“你的心在身体外面行走”。人情如此，即使一向铁
腕出境的希拉里.克林顿谈到儿童问题亦变得温情脉脉，她大喊“每个孩子都应该有实现上帝赐予的潜
能的机会，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她认为孩子生活在小家庭!同样也生活于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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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父母是对孩子有着最重要影响的人，但是没有一个家庭生活在真空，许多父母需要获得支持才
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成为最棒的父母。对此，她甚至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举全村之力”( It Takes a
Village)作为书名，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养育一个孩子需举全地球之力。听其言，观其行。早在大
学时，她特别多学了一年儿童发展，也为卡耐基儿童委员会和保护儿童基金会工作，参与创建了阿肯
色维护儿童和家庭权益组织，三十年多年来推动了多项涉及儿童福利保护的立法。这本《举全村之力
》的内容和它的封面一样明亮温暖，希拉里不仅分享了女儿切尔西的“育儿经”，而且还追忆了自己
母亲被父母遗弃的不幸童年与克林顿早年丧父作为遗腹子的成长记忆。她的理念并不局限于在美国推
销一个“美国梦”，更在于通过公民社会式的全球总动员，来改变我们共同的未来。有用到无用作为
政治家，希拉里的立论在于孩子改造未来的重要性，但是孩子一直如此重要么？否，将儿童价值神圣
化其实是最近一个世纪新鲜事，这是另外一个女人、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社会家维维安娜.泽利泽在《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透露的秘密。工业化时代使得一切劳动力的价值都有兑换成为价格的可能，原本
在经济上无用的孩子突然变得有用起来，十九世纪每个八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被雇佣，这在当时并不是
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当时孩子往往是家庭的第二工资提供者。更早一些时候，受限于医疗条件，人
们对于幼童的死亡多半习以为常，平淡处之。吊诡的是，直到20世纪头三个十年中，从儿童身上赚取
利润是可耻的观念才急剧占领舆论中心，孩子也逐渐从“效用品”正是转向“情感品”，经历了无用
到有用再到无用的蜕变。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并总谋求效益最大化，种种非理性行为背后往往存在
各种隐性动机，养育孩子亦如此，有经济学家也早指出养儿防老并不理性，相反如果把钱放入银行作
为养老更为切实，这说明拥有孩子已经日渐成为满足爱与情感的需求。冷峻地说，今天的孩子在经济
上是“无用”，情感上“无价”，换言之，这说明孩子已经成为某种昂贵的消费。孩子社会价值的变
化，最集中体现于诉讼中对儿童生命的赔偿，这是一个法律悖论：如何为没有价格的孩子定价？19世
纪，一个孩子生命的赔偿金往往取决于他的经济价值。法庭定价的往往来自雇主的评价，一个7岁女
孩埃特的意外死亡案件中，孩子的父亲表示需要孩子赚钱补贴家用，法官据此判决了1000美元；进入
二十世纪，形势则发生巨大变化，孩子的价值由经济转向情感，“一个孩子的价格则取决于微笑、酒
窝和卷发”，对孩子父母精神损害的赔偿金也不断创出天价，情感也开始论斤出售。在经济学大举入
侵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之时，社会学家亦开始还击，维维安娜即是其中一种，她不仅借助经济学工具分
析，而且也提出对市场局限的反思，文化、情感的因素被引入市场之后，儿童保险公司、儿童黑市等
机构却借此不断牟利，她感受到一种非常明显的深刻对立：“一边是宣称儿童是无价的情感资产的文
化体系，另一边是待他们如‘现金商品’的社会安排。”。价格还是价值？在这轮孩子生命神圣化的
大潮中，看起来每个人都在谈论儿童价值，表面上孩子的价格在提高，20世纪无用的孩子价格超过
了19世纪有用的孩子价格，但是这背后却是金钱对情感的入侵，正如社会学家齐美尔的所言“无论何
时，只要真正的个人价值被赋予货币的衡量，就会发现个体生命的松懈甚至丧失”，换言之，我们用
儿童的生命赢得价格，也许却输了价值。与此同时，尽管儿童神圣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表态，但是事
实上这样脉脉温情可能止步于自家门槛。即使在美国，研究表明，一方面家长在自己孩子身上非理性
地浪掷千金，同时却在事关儿童的公共开支上畏葸不前，这也就是希拉里不得不费力呼吁的原因之一
，她发现尽管“我们的国家声称儿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但是我们正在浪费这些宝贵的生命!好像他
们无足轻重似。儿童的议题被当作“软问题”，专属于那些软心肠的人(通常是女性)!总是位于我们的
国家所面临的更宏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边缘。”从历史沿革与社会变迁角度来说，儿童的命运有点
类似以前的女性，关于他们的话题，无论解放还是压制，他们自己的声音往往缺席，“他们不能言说
，只能被他人言说”的命运从未更改，正是如此，我们更应该反思该如何救救孩子？关照美国，回顾
自身，总感觉似乎我们还处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交接，一方面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支付高额择校
费，甚至超过大学学费；另外一方面，黑童工的新闻也屡见不鲜，奶粉事件更是令人齿冷，学前教育
更是一直没能纳入义务教育范畴，法庭诉讼涉及儿童生命的情感补偿也是鲜见。对于任何政府与政治
家，无所作为也是一种选择，即使在对大政府存有疑虑的美国，对于儿童的公共开支亦一直被有序推
进，如果在今天的中国，养育一个孩子需要父母如此忧虑，那么肯定不是父母的无能。孩子，不应该
成为一般阶层望而却步的奢侈品，这样人为的鸿沟是任何开放社会无法接受的。请记住，儿童不仅仅
是下一代成年人，而就像希拉里说的：“孩子也是公民!”《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维维安娜.泽利泽 著 
格致出版社 08年11月 《举全村之力》希拉里.克林顿著 曾桂娥 09年4月 译 上海三联书店
http://www.douban.com/subject/359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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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的笔记-第92页

        1994版前言
我选择人寿保险是因为它强有力地体现为货币利润与神圣关怀的交叉汇聚点。保险企业家是如何成功
地确立起生命和死亡的货币等式的呢？对生命投保的历史进而也成为经济行为中非经济维度研究的一
个案例。人寿保险和孩子定价的案例表明，世界的理性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并不像经典思想家所预测
的那样，有着横扫一切的不可避免的腐蚀性后果。市场必然地、持续地并丰富地受到人类意义系统和
多样的社会关系的影响。Bernard Pothast, the New Dress
导言
孩子的神圣化，实际上是他们与家庭的疏远。它标志着家庭作为“无情世界避难所”的终结的开端。
⋯⋯术语“神圣化”意味着对一个客体进行情感和宗教意义上的投入。在人类知识史上一个最有趣而
未被问及的问题是，经济科学是如何变成一项绝对的远离，虚无化了几乎任何文化背景。⋯⋯经济学
家实践了一种知识上的帝国主义：在一些的疆域中推行他们的范氏，挑选和强行检验这些范式的分析
范围。“无论何时，只要真正的个人价值被赋予给了货币的衡量⋯⋯，就会发现个体生命的松懈甚至
丧失。”比如说，卖淫、金钱婚姻、收买贿赂，当价格和价值非常直接地相交，货币化将导致“可怕
的人格价值的降低”。这样，非市场物品的出售是现代社会市场最后的战利品。
第三章 从童工到儿童工作：重新定义经济世界的儿童
白宫委员会发现了不良行为和零花钱来源的关系：青春期无不良行为的男孩更倾向于接受零花钱，而
有不良行为的男孩更倾向于自己赚钱。⋯⋯金钱可以从劳动中脱离吗？它应该脱离吗？⋯⋯“一种价
值取向是：我们利用金钱在孩子内心深处发展处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任何一个人花费他的收入的方
式预示着哪些东西他认为有价值。”
第六章 从儿童农场到儿童黑市：儿童市场的变迁
“当人们祈求他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们会乐于祈求一个男孩；当它们想要领养的时候，他们期望
一个女孩。⋯⋯”《加拿大杂志》将这一持续的女孩偏好和父母对老来孤独的恐惧联系在了一起：“
女孩不会像男孩那样过早地破除与家庭的联系，而在她们生活中外出玩耍的兴趣也不是那么重要。”
早先对有用孩子的需求导致强壮、年长的孩子是首选，最好是男孩；而后来对无价孩子进行寻求的时
候，则导向婴儿，特别是漂亮的小女孩。不是女性天生的微笑技能，而是已经确立的妇女在情感天赋
方面占据优势的文化假设⋯⋯

2、《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的笔记-第19页

        在20世纪最初的几个十年，公众对于儿童受害人相对于同样方式的成人死亡而言反应更为强烈和
有组织。在1920年代中期，这种集体感受正式化为一种公共悼念的公众行为。⋯⋯在20世纪，儿童悼
念活动的扩大是儿童时期文化意义转变的一个表征。这种转变特别地表现在儿童情感价值新的提升之
上。如果儿童的生命是神圣的，那么儿童的死亡就成了一个无法容忍的对生命的亵渎，不仅会激起父
母的悲哀，而且会导致社会性的剥夺。在18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和欧洲，一个婴儿和一个年幼孩子的死
亡都是一件小事，对此的态度通常混杂着不关心和对事实的接受。⋯⋯美国殖民时期的父母从来不会
冷漠地对待他们孩子的死亡，但是他们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对孩子的超然和分离状态。⋯⋯但是
到了19世纪，在悼念孩子的问题上产生了剧烈的变革。⋯⋯在20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活动者决定尽
可能地避免孩子的死亡。正如一个改革者解释的那样：“孩子有权利获取生命的公平机会。如果父母
不能够用这些机会装点他们的生活，显然政府就应该有责任介入⋯⋯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粗暴地
摧毁一个强健的生命而未感受到它作为主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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