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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TmMeld眦对17世纪下半叶到t8世纪上半叶的
伦敦的搴庭服务业以及从事这个行业的主体——仆人这一职业

作了细致详细的考察．包括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厦环境，从而为

我们理解近代早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丁很好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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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史学界关于家庭服务业(domestic senice)的研究在过

去20里年开始升温，现在的研究范围已经从国家伸展到地区，

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了男性，随着妇女史的兴起．女性也受到关

注。家庭服务业的研究有助于很多相关研究方向：它与乡村到城

市的人口流动历史紧密相关，甚至到了有关19世纪的研究“家

庭服务业的历史被称为城市移民的故事”；另外，雇主和仆人之

间的关系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许多史学家认为服务业提供了

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接触的一个桥梁；作为一种职业，仆人也成

为众多社会下层的年轻人所选择的职业，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人

口，并且家庭服务业发展到19世纪最后20年的时候已经成为

英国劳动力市场分量(就业人数)最大的一个行业，但奇怪的是

关于劳工阶层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家庭服务业中仆人(sewanL)这

一职业的重要性。笔者认为，从事家庭服务业的多为女性，面妇

女史在IX往很长一段时问之内是受到忽略的，这也许是家庭服

务业中有关仆人的研究得不到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家庭

服务业的学者更多的关注家庭服务业对于社会关系的意义，很

少对工作的特点本身产生兴趣，而Tim Meldr哪在奉书中对此

问题的分析比较详细，恰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陆-Meldmm对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的伦敦的

家庭服务业以及从事这个行业的主体—-fh人这一职业作了细
致详细的考察，包括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环境。前儿章对“家庭

服务业”本身的概念问题进行了澄清，将“家内仆人”(domestic

scⅣice)定义为全职的、居住在主人家里为获取报酬而从事家内

劳动的仆人，他们的雇主多为中产阶级，而是否雇佣仆人也成为

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也成为历史学者判断中产阶级的

一个标志。他从当时的文学作品、父权制概念对于主仆关系的理

解来导出社会所理想的服务业状态。随后的分析涉及到有_j∈家

庭服务业的许多方面，包括仆人所从事的工作、家庭关系(包括

主仆关系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仆人的社会网络、仆人的生活状

况以及工资情况。他指出，近代早期的伦敦作为一个大城市是家

庭服务业的中心，大街小巷仆人无所不在，他们的存在为剧院演

出、画像以及法庭的犯罪记录所印证，服务业是近代早期英国社

会生活的一块基石，因为当时英国15—24岁年龄段的青年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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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的人在从事这个工作。另外服务业作为一项工作而言，不同

于近代早期其他社会下层人员所从事的工作：这不仅是一个工

作，也是一个生活周期中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从

事此行业的多为年轻人，这个阶段也正处于他们从青少年到成

年之问的过渡时期。Mcldn皿的这本书是根据自己1996年丁伦

敦大学的博上论文基础上而来，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独到的见解

获得了很大成功。

综观全书．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Meldn埘的研究所

强调的是论据来源于仆人本身，而不是从主人的角度看问题

MeLd衄的论据最主要的是选取了伦敦宗教法庭中1500例作
证仆人的口供。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档案资料，内容卜分丰富，

包括当时的文学作品、评论、规劝书、私人日记，非常具有说服

力。尽管Meld衄自己说伦敦特定的环境(包括劳动力市场特别
广阔)造就了特定的仆人经历，并且认为这种经历并不能代表整

个英国的情况，笔者认为，伦敦作为当时英国的中心城市，同样

也是公认的家庭服务业的中心，因此MeldrIIm对伦敦的研究，也

可以给其他地区、特别是其他城市的研究提供某种借鉴。

其次，这一时期对于工作的妇女而言，女仆这一职业占的比

重很大．因此Meldrum在研究中关注女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主

要采用了性别的分析方法，由此得出男仆和女仆在所担任的任

务(例如，有从事清洁和婴儿护理的辛苦工作，也有主要由男仆

所从事的闲职，这些任务的不同同样可以成为区分雇主社会地

位的—个标志)、报酬、与主人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大多数

女仆受雇于小户家庭，她们或者是家里的唯一f}人，或者是与一

两个仆人一起，因此她们与女主人的关系很亲近、更多的与雇主

产生真正的友谊；她们的工作经历与男仆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很

多在大户人家里干活，能够期望得到的额外收人会更多，只有特

定的为数不多的仆人才能接近主人。例如，在分析现金工资之外

的额外收入之时，他同样运用了性别的分析方法，男仆得到的主

耍是赏钱，因此在雇主反对赏钱流行的过程中，与他们唱反调的

主要是男仆，男仆们这是他们的一项传统权利，这构成了他们收

人的很大一部分，雇主则认为赏钱是仆人种种恶习(懒惰、贪婪)

的罪魁祸首；而女仆得到的更多的是女主人的物品．主要是衣

物，但是延伸出来的是女仆的的偷窃问题。这些额外的收人被很

多历史学家纳人汤普逊的“社会下层的道德经济”范畴，Meld加n

的高明之处在于对这种存在于家庭服务业中的道德经济做了性一

别上的区分。但是性别叉不是决定仆人命运的唯一最素，还有更

为复杂的社会地位、地区环境、与主人及其家庭的特殊关系、与

其他仆人的关系等等都比较重要。Meldr叫强调历史发展是复

杂的和非线形的，除了性别分析，他还提醒读者要注意只雇佣一

个仆人(多为女仆)的小家庭和雇佣多个仆人、(下转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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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品，这是与以往专业课教学明显不同所在。

2．因材施教，分层次教学，提高模块化教学效果。由于采用了

模块化教学方法，理实一体，四周左右结束一个模块．经背对背

考核合格后，再转人下一个模块的学习．这样教师就有了相对集

中的课堂教学时间。教师就可以根据课程和学生的特点采取不

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要求激起每个学生学习的兴趣，最终达到

教学目标。计算机学科的知识比较复杂，如果按照传统教法，教

师讲，学生听，时间长了，优等生越听越没兴趣，差等生越昕越没

1言Ib。如何使差等生“吃得饱”，优等生“吃得好”呢?在模块教学

中，教师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对于优等生，出一

些提高性的题目．指导他们思考完成；对于中等生，指导他们全

面复习本节课所学知识，加以归纳总结，并与前面所学知识联系

起来，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能够完成一般性题目要求；对于差

等生，指导他们先阅读教材．对重点知识做到心中有数，牢固掌

握基本知识点和基本操作。这样使大多数学生都能在各自不同

的基础上接受新知识。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难易不同的训练

目标。例如．在双字录入上机练习课中，指导优等生练习汉字录

入的准确性和熟练性，指导中等生练习一般汉字录入的准确性，

指导差等生练习成字字根和简单汉字，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全体

学生的操作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3．部组织考核，检验教学效果。模块化教学的具体考核方法

如下：(1)采用背对背考试方式，由系部安排其他对口专业老师，

根据教学内容出卷，一般专业理论知识占30％，上机操作占

70％．并参与监考。(2)请企业按模块内容，根据社会需要出卷，

参与监考．并对考试结果进行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议。(3)由系部

从题库里抽题、维卷，派非专业教师监考，考试结果交系部安排

改卷。

三、模块化教学方法的优点

(一)提高了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利用模块间隙，老师下企业实习，外出培训，苦练专业教学

基本功。模块与工种的高度结合，迫使老师必须全面掌握该工种

的实用的专业技能，而提高技能的最佳方法就是下电脑、网络、

广告等公司实习。

(二)教学上达到精讲多练

教师在模块化教学过程中起到贯通、点拨作用，只讲解一些

难懂的、易错的地方以及一些更快更有效的学习方法，从而更全

面地发挥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例如在的教学过程中，理论课只讲

⋯些难懂的如超链接、报表、表单的制作。而那些文本的编辑、动

画字幕留给学生课后去自学并上机实际操作，让学生去摸索创

造，发挥自己的想象。

(三)加强了教材的专业性和系统性

实施模块教学的关键是编写课题化的专业技术教材。对每个

模块所需的教材，不采用按章节分类的书本式的传统模式，面是

根据不同模块的不同需求，编写教材。采用模块法教学的教材一

般“课题为单位来编写。模块教学是专业课教材建设的一次大变

革，打破了现有的教材体系，加强了专业性和实用性。正确地解决

了学科体系的系统性与生产实践所需知识练台性的矛盾。

f四)避免了讲授知识的重复性

原有的教育方法，由于受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致使每科教

学各自为政，内容重复，课时膨胀。采用模块教学，加强了同一结

合点上相关科目的协调配合，避免了知识重复讲授。

(五)提高了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

从实行模块教学以来，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操作能力得到了

很大的提高，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更加牢固，特别是应用能力普遍

提高，两次调查显示，满意率高达96％以上。学生的对口就业率

也有明显上升，毕业生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

模块化教学方法在实施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职业

教育形势的发展，教学改革的深人，将会不断她完善和提高。各

学校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学

生培养成为社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

(上接第124页)甚至是男仆数量超过女仆的大户之间的区别。

再次，Meldmm还对史学界存在的有关家庭服务业的一些

观点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传统观点认为仆人

对主人的意愿往往是言听计从，因为他们本身由于种种原因(其

中包括经济依赖)存在“易受攻击性”(vlllnemⅫty)。Mddrum在
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仍力图从仆人本身的角度思考问题，认为

这绝对不是整个仆人群体的特点，在谈到女仆对男主人的性侵

犯的反应时，一种可能就是就范，这种情况的发生，除丁她们的

“易受攻击性”之外还有很多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女仆大多是从

乡村进入到城市的单身年轻女子，诱惑自然很多；另外他还分析

了当时的流行小说，女仆们由此普遍的存在一种梦想，就是通过

与主人特别是年轻主人的爱情而有朝一日飞上枝头变凤凰。另

一种可能就是告知女主人或者离开另谋生路，这种情况的发生

并不少见，而从当时的档案资料显示，女仆经常更换服务家庭的

例子很多，离开表示仆人对不公待遇的一种反抗，她们并不完全

是屈服的。

在研究家庭内关系问题时，Meldnlm提到了hwrence st。ne

的“隐私”(p咖耻y)观点。【删删把e stone认为，在18世纪中产阶

级为寻求自己的隐私得到保障将仆人的房问移至单独的楼层。

Meldnlm对此提出_『疑问，这种个人生活方式的演变的发生并

不严格局限在18世纪，更早的时候已经发生；这种单纯的空间

变化在形成主人的私人空间中并不能构成关键因素。空间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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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许仅仅是由于主人自身的好恶，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铃

在18世纪普遍应蝌于主人对仆人的召唤，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是

为了增加与仆人的距离，因为有可能是因为主人已经厌恶了自

己叫唤仆人那种大声吼叫的方式而已。虽然Meldmm反对

kwrence st0Ⅱe的观点，但是可惜的是连他自己没能就此问题给

出解释。不过Meldr岫在运用宗教法庭的档案资料来挑战
Law阳nce stone的观点时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Meldnlm

还指出，家庭仆人在所工作的场所可以形成多种多样的关系；在

明了18世纪主仆关系由家长制向合同制的过渡同时，历史也是

有血有肉的，仆人与主人或者雇主之问同样会产生真挚的友谊

以及情感，特别是在女仆与女主人之问以及只雇佣一个仆人的

小家庭里。

Tim Meldmm对于伦敦仆人的生活经历的较为详细而全面

的考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我们理解近代早期的社会生活

提供丁很好的补充。他的行文是简练而紧凑的，同时又不乏档案

资料，并为我们研究社会史提供了很多新的观点和方法，读完之

后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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