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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前语境下，从关照民族文化背景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员的犯罪及矫正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
《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犯罪与矫正：对两所监狱少数民族服刑人员的法律人类学考察》通过对两所监狱
少数民族服刑人员服刑前犯罪情况和服刑中矫正情况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在把握少数民族人员的犯罪
现象与文化变迁、犯罪原因与文化冲突、犯罪矫正与文化适应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升少数民族人员犯
罪的控制对策，改进少数民族服刑人员的矫正措施等诸多方面可以提供相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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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这名在监内都还曾向同改们“借”（偷盗）点东西来用用，自认为自己是“贼”命的服刑人员
雷某自述的情况看，他刚人监时，基本可以算是监禁型的适应模式。
然而后来在监狱干警和其父母的共同帮教下，他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自2005年起，他5次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获得了3次减刑，减少了5年徒刑，在2009年还被评为省级服
刑改造积极分子。
这样，他的适应模式也就从监禁型发生了转变。
　　2.机构化人格的形成　　在监狱化过程中，服刑人员的人格往往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和重塑。
其具体表现如我国台湾学者蔡墩铭所述，对于一个监狱化了的服刑人员来说，其人格将会发生下列变
化：一是，依赖性增强。
服刑人员在监狱中一切活动，完全由监狱当局为其安排，只能唯命是从，毫无主见可言。
二是，受暗示性增加。
监狱管理人员对服刑人员的控制，除使用多种明示方法外，还经常使用暗示方法，服刑人员的受暗示
性不断增强，变得缺少判断能力。
三是，思考能力下降。
在管理极为严格的监狱中，不容服刑人员对其所作所为做过多的思考，只需依令而行，因而服刑人员
的许多行为都是在缺乏思考的情况下做的。
四是，惰性增强。
由于每天重复相同的监狱生活节奏，使服刑人员逐渐变得感觉麻木、迟钝，却少奋发进取之心。
根据前面论及的有关理论看，这些人格中典型的就是机构化人格，而形成这种机构化人格的犯人，在
临近释放时会出现“释放焦虑”情形。
同时，这种机构化人格现象的存在，也证实了当下这种流行说法在一定程度上的成立：服刑人员在被
关押到监狱之后，不但不可能度过有意义的生活，而且会被切断与外界社会文化的联系，使心理与社
会性遭到损害，因而更加难于复归社会。
　　再结合上文所分析的少数民族服刑人员刑罚适用构成看，在调查的两所监狱中原判刑期在10年以
上的重刑犯约占83010。
这样，对其中大部分少数民族服刑人员来说，面对漫长的刑期，其在监狱化过程中形成机构化人格的
风险比较高。
这也就是说，对那些被长期监禁在高警戒度监狱中的重刑犯，由于受到刑罚执行机构严格监管的时间
长，比较容易逐渐形成一套像监狱生活一样的固定化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这对其刑释后的社会生活
适应带来很大的麻烦。
国外曾经报道过此类事例，一名服刑人员在获得自由后的长达数月里，都无法改变过去在监狱中养成
的习惯，致使他每次进出大门就情不自禁的停下脚步，等待别人为他开门。
在本次调查时，笔者所接触的少数民族服刑人员中没有发现像这么明显的机构化人格情况，所访谈的
管教干警也没有碰到像“开门”事件这类的案例。
不过，在和少数民族服刑人员交谈时，有种感觉非常明显，即便是管教干警没在谈话现场，大多数人
员在说话的时候，都是站得（在没有凳子的场所访谈时）或者坐得笔直笔直的，较少改变姿势，而且
每次访谈完时说话总是客客气气的，这或许不能视为是机构化人格表现，但把它理解为受监狱生活的
侵染所致应当是成立的。
像上文服刑人员宋某那样在临近刑满释放时产生“释放焦虑”的机构化人格案例确实是有的。
并且，据B监狱的郑干警介绍，在他以前管教的服刑人员中还有这么一例比较极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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