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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犯罪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
随着犯罪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从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社会、宗教等视角考量犯罪问题的跨学科
思考不断涌现。
这种学术创新为犯罪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独特的思维进路，并推动了跨学科研究模式在犯
罪学领域的发展。
犯罪的文化研究是此种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之一。
　　在西方犯罪学界，早有塞林等人开展了影响深远的犯罪与文化关系的反思，科恩等人系统研讨了
犯罪亚文化理论；民国时期严景耀先生较早地在我国开创了犯罪的文化研究；但囿于种种原因，我国
近十年来才有人继续关注犯罪与文化关系问题。
虽然已有学者对犯罪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讨，但立足于文化哲学的深层本质，以文化的
规范性为视角系统反思和梳理犯罪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的研讨仍为不可多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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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犯罪的文化研究：从文化的规范性出发》以犯罪学与文化学之间的交叉研究为主线。
笔者选取文化规范性作为交叉研究的连接点。
笔者认为，从文化规范性出发，对犯罪进行的文化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在方法层面，以文化规范性为视角，有助于倡导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模式，使犯罪学方法不
断推陈出新。
将文化学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引入犯罪学场域，通过文化规范性整合以文化学为主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各
种知识、方法与资源，在由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制度、文本和话语构成的文化规范性分析框架下，
能够开展多元的、多维度的犯罪研究，有助于开放式的犯罪学学术体系的形成。
　　其次，在理论层面，以文化规范性为视角，有助于加强对中国本土犯罪问题的关注，有助于探索
适合中国转型社会的犯罪学知识。
以文化规范性为研究犯罪的视角，能够促使犯罪学的目光不仅停留在对国外犯罪学理论的评介上，还
更多地投向国外犯罪学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中，使源自国外的犯罪学理论嬗变为适应中国国情的智识性
思想，进而加深对犯罪与文化关系的研讨，有机整合犯罪学与文化学的相关知识和方法，推动犯罪与
文化关系知识体系的完善，促使犯罪学基本范畴研究的深刻和理性。
　　最后，在实践层面，以文化规范性研究为视角，有助于推动学界更多地对犯罪原因和犯罪治理模
式进行文化反思，能够理性评判社会生活中各种具体犯罪防控活动的利弊得失，进而促使人类犯罪治
理模式的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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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所了解的文化是一个人从他的社会所获得的事物的总和。
这些事物包含信仰、风俗、艺术形式、食物习惯和手工艺。
这些事物并非由他自己的创造活动而来，而系由过去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所传递下来的。
　　第二组是历史的定义。
这组定义虽然也是从静态方面观察文化，但却不是从文化的实质来对文化下定义，而是从文化的特色
、社会遗产或社会传统来定义文化范畴。
如萨皮尔于1921年提出：文化是人类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之任何由社会传衍而来的要素。
1937年梅德认为，文化乃传统行为的全部丛结。
这样的丛结为人类所发展，且为每一代继续不断学习着。
1940年戴维斯和达拉德指出：群体与群体间之所以有差异，是因各有不同的文化，各有不同的社会遗
产。
1947年雅各斯和史特恩更加明确地强调：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系因人有文化。
文化乃社会遗产。
社会遗产不是借生物遗传的方式递衍下来的，而是借独立于遗传方式的方式递衍下来的。
　　第三组是规范性的定义。
规范性定义本身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注重规律的规范性定义。
1929年维斯勒认为，文化是一个社群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
1930年波格都斯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过去与现在怎样动作和怎样思想的全部总和。
1945年克罗孔和凯利指出，所谓文化乃在历史中为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一切设计。
在这一切设计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是隐含的，有些是合理知的，有些是反理知的。
1949年班纳特和杜明更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一切群体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也叫做“生活方式”
。
生活方式是一切人群之可观察的特色，“文化”事实乃一切人类所有。
另一方面是注重理想或价值与行为的规范性定义。
1937年汤玛斯指出：文化是任何一群人之物质的和社会的价值。
无论是野蛮人或文明人都有文化。
1946年比得尼认为，文化可从一个整体的概念来了解。
文化的整体概念，包含社会中一个人习得的行为、情感和思想及其有关知识的、社会的和艺术的理想
。
这些东西是人类社会从历史中习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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