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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转型时期美国的贫困儿童问题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

程的加速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其中城市贫困儿童

的困境成为引人注目的时代问题，包括童工问题、
少年犯罪及其不合理的司法体制、儿童健康及儿

童教育等问题。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童工数量急

剧增加。1870 年，年龄在 10 至 14 岁之间的童工总

数是 76.5 万人，1900 年就达到 175 万人，占该年

龄段人口总数的 21.66％。[1](P31)童工在工作中要承

受漫长的工作时间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的折磨，受

伤致残、致死事件频有发生。1903 年，著名劳工运

动领袖玛丽·哈里斯·琼斯在考察宾夕法尼亚州的

一个纺织厂时，发现在 7 万 5 千名劳工中，有 1 万

人是儿童，许多童工被机器伤害成了残疾。她控诉

“费城的大厦是建立在这些孩子碎裂的骨头、颤抖

的心灵和颓丧的头颅之上的。[2](P253)

少年犯罪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也变得更加突

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促使大量人口涌入城

市，使城市人口激增。如芝加哥，19 世纪 40 年代人

口只有 5000 人左右，而到 1900 年就暴涨为 150

万人。[3](P136)由于城市资源的有限和管理不善，移民

家庭大多处于贫困状态，无暇顾及其子女，导致大

量移民子女流浪街头。许多孩子逐渐染上各种恶

习。他们拉帮结派，从事盗窃、赌博、卖淫、斗殴、抢

劫等各种违法活动。在芝加哥市，每年被逮捕判刑

的少年人数占到该地区少年人总数的五分之一。[4]

这些罪错少年根据其罪错程度的大小，要么被送

入专门的少年教养机构进行矫治，要么被关入成

人监狱，其境遇都非常悲惨。特别是那些被关入监

狱的少年犯与成年罪犯关押在一起，不仅会因为

受到虐待以致受伤甚至致死，更重要的是会受到

成年犯人的不良影响，使其不仅得不到矫治，反而

提高其犯罪水平。
社会转型时期的儿童还面临着严重的健康问

题。由于父母养护知识的缺乏、家庭的贫困及城市

环境的污染，导致婴幼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据记

载，“19 世纪末在芝加哥的一个区里，每 5 个婴儿

中有 3 个在未满周岁时就夭亡了。”[5](P300)侥幸活过

六七岁之后，他们就被作为“小大人”，与大人一样

从事艰苦的劳作，大大损害了其健康，使许多孩子

成为“少年老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纺织厂中，玛

丽·哈里斯·琼斯发现，“在小女孩格西·瑞格身上，

已经完全看不到童年的影子，她的脸看起来像一

个老女人的。”[2](P253)

众多儿童充当童工和流落街头使其根本不可

能接受正规教育。绝大多数孩子都是不规范地接

受学校教育，每天上一点或在一年中只上几周或

十几周的课；大一点的孩子则完全脱离了学校教

育。“1890 年时，美国 14 至 17 岁儿童的在学率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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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6]到 1900 年时，美国 14 岁以上儿童的入

学率也仅为 10％。[7](P150)许多孩子因此处于文盲半

文盲状态。
儿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心理学家

和教育学家斯坦利·霍尔发起儿童研究运动，力图

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儿童，为维护儿童的利益提供

科学的理论依据：进步主义教育家约翰·杜威则提

出“儿童中心”论，倡导新的儿童教育理念和实践；

更多的社会改革者，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则纷纷

投入到“拯救儿童”的改革实践中去，掀起了广泛

的“拯 救 儿 童”运 动。在 运 动 的 高 潮 时 期 ，即

1890-1920 年间，儿童拯救者进行了多种改革努

力，如与虐待儿童现象作斗争，规范童工，建立幼

儿园，建造游乐场，开设少年法庭，发起母亲救济

金运动，降低儿童死亡率等。简·亚当斯就是其中

的一位杰出代表。
二、简·亚当斯“拯救儿童”的思想与实践

1889 年，简·亚当斯与其好友艾伦·斯塔尔小

姐在芝加哥市第十九区创办了一所社区改良中

心———赫尔之家。芝加哥市被称为“风暴的中心”，
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城市社会问题聚焦的一个地

方。而她所在的第十九区又是一个外国移民集中

地，聚居着意大利人、波兰和俄国犹太人、希腊人、
波希米亚人等众多贫困移民，这使其对移民家庭

及其子女的困境有更为直接而深刻的感受。简·亚

当斯将赫尔之家的宗旨确定为“为更高级的公共

和社会生活提供一个中心；建立和维持教育与慈

善事业：调查和改善芝加哥工业区的条件。”[8](P112)这

使其超越了当时盛行的单纯慈善工作的局限性，

以从事社会改革，改良社会为己任，为如亚当斯一

样的知识女性提供了家庭生活以外的另一种生活

方式，从而吸引了众多进步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

参与，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强烈女性色彩的社会改

革中心。在简·亚当斯的主持下，赫尔之家的居民

积极参与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社会问题的改革，其

中儿童问题尤其受到妇女改革家的关注。简·亚当

斯本人在多篇文章和著作中论及儿童问题，形成

了进步的儿童观，并且和其他社会改革家一起为

改善贫困儿童处境做了大量工作。
（一）积极推动童工立法

1889 年，在赫尔之家创办后第一个圣诞节聚

会上，简·亚当斯惊讶地发现几个小姑娘拒绝了给

她们的糖果，其理由是“她们在糖果厂工作，不想

看到糖果的样子。”[8](P198)原来这儿个小姑娘已经连

续六个星期从早上 7 点工作到晚上 9 点，很疲惫

也很厌倦。就在同一个冬天，有三个属于赫尔之家

一个俱乐部的男孩在工厂的机器旁受伤，其中一

个死亡。这使得亚当斯及其同事开始关注童工问

题，并对其居住区的童工现象进行了调查，发现许

多家长出于生存的需要强迫其孩子在危险的条件

下长时间工作。对此，有学者认为，“让这些儿童工

作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心狠，而是因为他们的

劳动对家庭的生存是必要的。”[9](P134)尽管亚当斯理

解这些劳工家庭需要童工的收入，但她仍将儿童

利益置于首要地位，认为“一个成年人强迫一个未

成年人从事其能力以外的工作是灾难性的”。[10](P123)

她强调童年是人类成长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所有

儿童，不论其社会经济地位和民族如何，都有权利

玩耍和自由地探索外面的世界，有权利接受足够

的教育，这样他们才能成长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

合格公民。同时，简·亚当斯还认识到，过早地让童

工参与生产，使其失去游戏和受教育的机会，不仅

对其个人的成长不利，而且对国家的发展有害。毕

竟“一个五岁的孩子……不可能有助于创造出需

要耐心和技术的产品”[11](P131)，这最终会削弱美国产

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不利于国家经济

的发展。
简·亚当斯主张取消童工，但她也认识到这不

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第一步就是通过立法来改

善童工的处境。据统计，仅在 19 世纪 90 年代，亚

当斯就进行了 1000 多次演讲，呼吁社会及政府关

注童工问题，取消血汗工厂。[10](P140)在亚当斯及其同

事的努力下，1893 年，伊利诺伊州通过了首个工厂

立法———《伊利诺伊工厂法》，对血汗工厂的卫生

条件做出了规定，并将童工年龄限制在 14 岁以

上。为了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简·亚当斯向州长

施加压力，使其任命赫尔之家的一位妇女活动家弗

洛伦斯·凯利为首席工厂检查官，监督法律的执行。
1903 年 3 月，一项新的法案在伊利诺伊州议会提

出，该议案要求禁止 16 岁以下儿童每周工作时间

超过 40 小时，而且禁止在晚上 7 点以后工作。[12](P185)

亚当斯及其同事为该议案的通过做了大量工作，

反童工立法在伊利诺伊州取得了初步胜利。但亚

当斯也认识到，童工保护是一个全国性问题，需要

在全国层面加以解决。1904 年，亚当斯帮助创建了

全国童工委员会，反童工力量从此有了一个全国

性的领导中心。1905 年，她写了《童工立法———工

业效率的必需品》一文，讨论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童工立法的必要性。1907 年，简·亚当斯、弗洛伦

斯·凯利和莉莲·沃德等人成为新成立的全国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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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理事会的主要成员，在她们的推动下，全国

童工委员会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和拥护，在

反童工的行动方面亦更加积极。
（二）参与创建少年司法体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伊利诺伊州成为美国少

年犯罪问题的重灾区，芝加哥市尤为严重。赫尔之

家成立后，简·亚当斯及其同事就一直关注对少年

犯罪问题的调查与研究，致力于拯救贫困失依和

失足少年的活动。在此基础上，亚当斯于 1909 年

出版了 其 研 究 工 业 时 代 儿 童 青 少 年 问 题 的 专

著———《青年精神与城市街道》，揭示了社会转型

时期的儿童青少年问题与工业发展和城市生活之

间的关系。
在亚当斯看来，恶劣的生存环境是影响少年

儿童犯罪的主要原因。犯罪少年大多成长于贫民

窟地区，家庭的贫困使其过早地走向社会。当中上

层阶级的孩子在学校和健康的休闲场所学习和娱

乐时，他们却在工厂劳动，在街头游荡，在廉价的

舞厅、剧院和酒馆流连，在一种低俗、淫秽、暴力和

非法的氛围中逐渐沉沦。
除此之外，亚当斯还指出少年儿童的犯罪行

为很大程度上与其冒险精神有关。儿童青少年时

期是人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典型的特征就

是富有理想、满怀激情、追求刺激和冒险。但这种

精神却因单调乏味的工厂生活、过时的学校教育

以及缺乏健康的公共文化娱乐活动而被扼杀和扭

曲。很多犯罪行为，诸如在铁路沿线烧火、向停泊

的火车窗口扔石子、关闭铁路上的信号灯等恰恰

是其冒险精神的体现。即便是一些偷窃行为，也

“往往是受到冒险的冲动的驱使，而不是为了战利

品自身。”[13](P56)因此，亚当斯认为不应当将儿童的罪

错行为等同于成年罪犯，按照成人的司法来惩罚

他们，而是要建立适用于少年犯的独立司法体制。
她希望少年法院能够成为孩子们学习对与错的地

方，而不是被成年人所包围的恐吓场所。正是在这

一思想指导下，简·亚当斯及其同伴投入到 19 世

纪末的少年法院运动中。在赫尔之家及其他社会

改革力量的共同努力下，1899 年，伊利诺伊州议会

通过了《少年法院法》，并在芝加哥市创建了世界

上第一个少年法院，确立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同

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少年司法体制。
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是 16 岁以下的三类未

成年人，即无人抚养、被忽视和违法犯罪的孩子。
对于前两者的管辖重在保护，旨在预防犯罪；对于

后者，少年法院的指导思想则是对其进行矫正而

不是惩罚，因此在对违法少年儿童的违法行为界

定以及处置方面都做出了有别于成年罪犯的规

定，目的是保护少年儿童的利益，表现出强烈的福

利色彩。为了更好地实现矫正目标，少年法院建立

了观护制度，即由少年法院委任品行良好的公民

做观护人，负责在庭审前对违法少年儿童进行调

查；在庭审中代表其利益出庭，向法庭提供情况和

帮助；并在庭审前后负责照顾他们。[14](P137)这一充满

福利色彩的制度正是由简·亚当斯及其同伴首倡

与实践。在少年法院建立之前，赫尔之家就已经在

尝试成为移民父母与警察和法院之间的联络人，

帮助改善那些恣意妄为的孩子们的处境。每当法

院审理有关孩子们的案件，赫尔之家的工作人员就

会出现在那里，他们调查这些孩子的家庭状况，并

据此向法官建议对孩子最为有利的解决办法。[15](P65)

正是此类工作实践让简·亚当斯等人认识到现行

司法体制的弊端，促其积极投入少年法院运动，并

使观扩制度成为新的少年司法体制的核心内容，

而首位观护人就是出自于赫尔之家的艾尔兹纳·
史蒂文斯。

少年法院制度在伊利诺伊州首创之后，很快

就在全美普及开来，并在 20 世纪上半叶被许多国

家所效仿，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性制度。
（三）倡导儿童教育改革

简·亚当斯认为教育是构建民主社会的基石，

而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主的未来，只有通过教育

才能使其成为符合民主社会理想的合格公民。这

推动着她对儿童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广

泛的实践。
首先，简·亚当斯强调儿童教育的普及性。她

认为所有的孩子，不分阶级或民族，都应当享有受

教育的权利。她主张增加公立学校的数量，以适应

急剧增加的移民儿童的需要；她赞成在童工立法

中加入强迫教育的内容和实行文化测试以限制童

工。1903 年的伊利诺伊州童工法就明确规定，录用

童工要有校方开具的在校学习证明，并具备基本

的读写能力。亚当斯认为这是限制童工数量的一

个重要举措。1904 年，简·亚当斯还帮助全国童工

委员会为实施义务儿童教育和童工立法进行了游

说。她本人创建的赫尔之家的主要功能是教育性

的，目的是为贫困移民区的成人及孩子提供各种

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以提高其文化水平和生存

技能，使其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其次，简·亚当斯主张要根据儿童的特性和时

代发展的需要对传统的儿童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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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改革。与同时期许多伟大的进步主义教育家

一样，简·亚当斯非常重视游戏在儿童教育中的重

要地位。她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过多关注秩序而

忽视了自我的表达”[7](P152)，而游戏恰恰是儿童最重

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帮助其建构自我，塑造个性，

发挥想象力，提高智慧。不仅如此，游戏甚至还关

乎民主。在亚当斯看来，儿童正是在游戏中进行了

最早的民主实践，培养了初级的民主技能；游戏中

需要的互动、合作与相互理解是其成为民主社会

公民的基本素质。简·亚当斯还批评了传统的只重

视读写的教学内容，认为其脱离了工业社会的现实

和儿童的实际需要。她强调要重视儿童的经验，教

育应与儿童的实际生活经验相联系，认为“一所学

校如果不能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拓展其对现实

生活的认知和经验，而只是用过时的教条束缚其

头脑，那么对其未来的生活是毫无助益的。”[11](P128)

时代决定了儿童在完成学业后就要进入工业社

会，而“现代工厂是如此复杂，男孩在进入工厂之

前若未预先有所了解，就会感到非常困惑，……从

而使其在工厂的头几年经常遭遇挫折与失败的刺

激，严重损伤其对未来的信心与能力。”[8](P439-440)因

此，学校应当向其提供工业世界的教育，特别是与

其未来工作有关的职业教育，以使其更好地适应

社会。
赫尔之家的教育活动体现了简·亚当斯的儿

童教育思想。赫尔之家为幼儿开办了幼儿园，大一

点的孩子则会参加各种俱乐部和兴趣班，内容涉

及音乐、美术、戏剧、舞蹈、读书、陶艺、缝纫、木工

雕刻等多个领域，注重对学生兴趣的发掘与能力

的培养。与公立学校的班级教育组织方式不同，赫

尔之家将孩子们分成一个个小组，“这些小组的价

值在于能更好地激发儿童的想象力，赋予孩子们

以公立学校所没有的机会来锻炼其自主能力和建

立独立的社会人际关系。”[8](P105)在为较大男孩所建

立的“男孩俱乐部”里，赫尔之家进行了其最初的

职业教育的实验。男孩俱乐部宽敞的大楼里配备

有设施完备的工作车间，有木、铁和黄铜制品加

工、铜和锡的锻造、商务摄影、绘画、发电报和电气

施工等课程内容。这些课每周开两次，由经验丰富

的工人教授。
简·亚当斯的儿童教育思想与实践是对传统

公立学校教育的反思与补充，对进步主义时期公

立学校教育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关注儿童健康问题

简·亚当斯认为健康不只是私人的事情，而是

公共事务。她认识到导致儿童健康问题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诸如家庭的贫困、父母缺乏正确的养护

知识、恶劣的生存环境、血汗工厂对童工的压迫等

问题。针对上述原因，简·亚当斯及其赫尔之家采

取了相应的拯救措施：

其一，建立日间照顾中心和健康婴儿诊所等

机构，帮助整天忙于生计的父母照顾其子女。孩子

们在这些机构中不仅能得到较好的饮食，还能经

常进行健康检查，得到无微不至的医疗照顾。赫尔

之家还利用这些机构向移民父母传授卫生学和营

养学方面的知识，使其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
其二，向政府施加压力，促其改善贫民区的环

境卫生状况和居民的住房条件。贫民区居民住房

拥挤，通风不畅，公共卫生设施奇缺，街道上垃圾

遍地，为各种病菌的滋生与蔓延创造条件，成为儿

童健康的致命杀手。赫尔之家的工作人员为改善

贫民区居民的生存环境做出了许多努力。1893 年，

他们对芝加哥市垃圾回收制度进行了详细调查，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向市议会提交了 1037 份违法

行为调查报告[8](P284)，督促市政府采取措施，改善城

市垃圾回收系统。1895 年，简·亚当斯本人被市长

委任为第十九区的垃圾检查官，负责监督垃圾清

理工作。在赫尔之家的努力下，1901 年，一项《经济

公寓条例》亦得以通过，虽然未从根本上改变居民

的住房条件，但却意味着一个好的开端。
其三，开辟各种公共活动场所，为儿童提供健

康的健身和游乐设施。亚当斯初到芝加哥时，贫民

区的孩子就在垃圾遍地的街道上玩耍。那些巨大

的垃圾箱成为孩子们玩乐的好伙伴：“它们为刚学

会走路的孩子提供了攀爬的目标；它们巨大的身

躯及其里面的垃圾为大一些的孩子玩打仗游戏提

供了壁垒和投射物”。[8](P281)赫尔之家建立后，成立了

幼儿园和各种儿童俱乐部，创办了体育馆，还建立

了芝加哥历史上第一个公共操场和公共游泳池。
这些场所成为孩子们游戏和健身的好去处。

除上述措施之外，赫尔之家还建立了公共食

堂和公共澡堂，改善贫困移民的营养与卫生状况；

发起与不良药商的斗争，禁止其向未成年人出售

毒品；推动童工立法，提高童工年龄，改善其工作

条件；进行细菌学和工业疾病研究，为减少各种疾

病的产生与流行提供科学的支持。种种努力尽管

远未达到改革的目标，但还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赫尔之家所在的第十九区的死亡率在芝加哥市各

区的排名很快从第三位降到第七位[8](P288)。
（五）鼓动联邦政府承担起保护儿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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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时期联邦政府的理念，童年时代应

当交由其父母，至多是交由州政府来负责。亚当斯

不同意这一观点，她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知

道如何正确地抚养孩子，联邦政府应当为其确定

标准。1907 年，她写了《儿童的国家保护》一文，强

调联邦政府在儿童的教养方面负有责任。在这篇
文章中，亚当斯言辞尖锐，批评联邦政府“宁愿花

时间和金钱去建立和供养那些负责骆驼、羊和猪

的繁殖、养育、分配和出口事宜的部门，却不愿意

做任何保护儿童，直到其能在不伤害自身和国家

的情况下参加工作的事。”[16](P57)亚当斯的主张反映

了这一时期许多关注儿童福利问题的社会改革家

共同的心声。他们联合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

联邦政府立法规范童工，同时提出建立一个联邦

机构来专门负责儿童的福利问题。在简·亚当斯及

同时代许多社会改革家的共同努力下，联邦政府

开始重视儿童福利问题。1904 年，西奥多·罗斯福
总统号召对全国童工状况进行调查，并在 1907 年

得到国会的授权。1906 年，一项主张在州际贸易中

排除童工生产的产品的议案被提交国会，但未获

通过。1916 年，国会通过了《基廷—欧文法》，禁止

在州际贸易中经营童工生产的产品。尽管该法后

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而失效，但却是联邦政府立

法规范童工问题之始。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开始

考虑对儿童实行更加全面的保护。1905 年 3 月 31

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接见了简·亚当

斯和莉莲·沃德等人，对成立联邦儿童局的建议给

予认可和支持。1909 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组织
召开了第一次白宫儿童福利会议，专门研究儿童

的保护问题。会议通过了 9 项重要建议，其中就包

括主张成立儿童局，以便对儿童生活的所有阶段

及其福利进行调查和报告。在罗斯福总统及社会

各界的督促下，1912 年 4 月 18 日，威廉·塔夫脱总

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建立儿童局的法案。新成立

的儿童局设在美国商务与劳工部 （1913 年改为劳

工部）内，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立专门

机构管理儿童福利的国家。简·亚当斯的密友———
赫尔之家的朱莉娅·拉斯洛普被任命为儿童局的

首位局长，这也充分说明了妇女在建立这一机构
中所发挥的作用。

结语

与同时代的许多改革者相比，简·亚当斯的杰

出体现在她不仅仅是儿童福利改革的实践家，也

是一位对儿童问题有着独到见解的思想家。她认

识到儿童处于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有其

特定年龄阶段的思想与行为特点，享有作为儿童

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她通过演讲和著述传播其思

想和主张，以唤起公众对儿童问题的重视；她创办

了赫尔之家，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动员民间力量

从事儿童社会救助和社会改革事业；她更强调国

家干预，呼吁联邦政府承担起保护儿童的责任，加

强制度建设，保障儿童福利。
1989 年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明确宣

布了儿童利益最大原则，保护儿童权利已经成为

国际共识。但现实中的儿童处境还远未达到理想

状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还面临严重问题。
简·亚当斯“拯救儿童”的思想与实践对今天的世

界仍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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