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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家庭幸福美满、包括夫妻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和睦融洽，家庭能够像共产主
义设想的那样使每个人的自由、潜能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但是，1／3的夫妻曾发生肢体暴力的事实却使人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家庭暴力并非罕见。
　　特别是1995年，“家庭暴力”一词随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进入中国的广大地区，使得长
期以来被视为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家庭内的控制、压迫，尤其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进入公共视野，
并开始了将近15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干预。
进步当然有目共睹，但仍然存在下列问题值得和必须追问。
　　同样是处于带有男权制特点的社会中，为什么一些丈夫会对妻子施加暴力，一些却不会；为什么
一些丈夫施加的是残酷暴力，一些却施加的相对轻微？
　　如何解释一些丈夫也会受到妻子的暴力？
　　夫妻间的暴力、父母对子女的暴力、子女对父母的暴力、兄弟姐妹间的暴力、教师对学生（当然
也存在学生对教师的暴力）、恋爱期间的暴力等诸多暴力如何互相影响？
　　家庭暴力毕竟发生在家庭之中，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家庭作为一种会与其他社会制度相互勾连的
社会制度，与男权制到底是如何纠结在一起？
　　一些妇女受暴后要求的不是离婚，而是希望制止哪怕减少丈夫暴力，这是否是这些女性完全内化
了男权观念的错误意识，或是生活资料完全被男权制度所困？
她们的要求是否与我们目前对丈夫暴力的理解不够有关？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以1015名大学生调查为例》将通过对1015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努力尝试
回答上述问题，并寻求现实干预的可能，期待关注消除性别暴力的各位读者批评。
同时，对所有遭受暴力仍勇敢机智反抗的人士、以各种方式致力于消除家庭暴力的人士致以最真挚的
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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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贤——一位温文尔雅却又充满战斗力的女性主义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师从李银河教授。
执教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该校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员。
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性别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等。
主持课题有“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政策创新示范项目”中的子项目基线调查（民政部课
题），参与的课题有“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中的网站建设和“社会性别”专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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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这并非只是家暴研究中才有的现象，而是国内社会调查中普遍存在的重随机抽样、轻便利
抽样的倾向。
要提高研究质量，一方面可以从提高样本的代表性人手，另一方面可以从提高研究手段的质量人手。
所以在美国的家暴研究中，鉴于许多研究人员都无法调动开展全国性随机调查所需资源这一事实，便
利抽样的使用远较随机抽样普遍，他们／她们努力通过提高量表的信度效度、完善整个问卷的理论框
架、改善现场调查技术、对统计分析精益求精等方式来提高家暴研究的质量。
　　（3）问卷设计与现场调查技术　　在家暴等敏感性问题的问卷设计中，一般的原则是回避敏感
字眼，如“暴力”、“虐待”等，所以国内一部分家暴定量调查都以其他词汇取代量表的本来名字，
如将“受虐筛查表”改为“父母教养方式状况表”等（赵幸福，2005）。
但也有问卷中会出现这些字眼。
这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类是调查者没有注意问卷措辞；一类是调查者的目的本来就明确地在于将“集
研究与知识传播为一体”（张李玺、刘梦，2004，p5）。
在张亚林等人的调查中，也是希望“通过电视、广播、报纸、讨论以及发放资料等形式，全面深入地
宣传家庭暴力的伤害”（张亚林等，2004，p327）。
我并不赞成调查研究一定要与更明确更直接的行动人为割裂的观点，也反对部分社会调查视受访者为
提供资料的工具的倾向，但如果是知识传播与调查相结合的话，那应该设置对照组或基线、终线调查
，才能准确说明所测量的到底是实验之前还是之后的暴力情况，但这两项研究都没有如此进行。
　　国外研究已发现，对暴力的态度是影响暴力发生的重要因素，所以在调查家暴时测量受访者对暴
力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