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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样本调查

记者｜应　琛

　　调研中，“留守儿童”背景的服刑人员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八年。

“没感觉。”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

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

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母亲出走的感受。顿了一会儿，他

又说：“会想她。”

隔着 38 年的时间，以及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

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

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

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

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

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单亲）儿童。

“留守”增大了犯罪可能性吗？

以上内容是媒体人袁凌的调查报告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

中一篇题为《高墙内外的留守》的报道的开头。在这篇报道里，

袁凌记述了多位留守儿童于教育、亲情缺失的环境中长大，最

终不幸坠入犯罪深渊的历程。

彼时，袁凌跟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张丹

丹一同探访了这所男子监狱，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

迹上的线头和转折。研究结果显示，留守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

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张丹丹研究的对象大部分是在 2000 年前有留守经历的人，

即人们口中的第一代留守儿童。

这些年，留守儿童的整体数量虽在下降，但与第一代相比，

生存环境的改

变， 很 容 易

让今天的留守

儿童将自身与

其他小朋友隔

绝，甚至对立

起来，形成留

守儿童的孤岛

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