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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icide is of catholic concern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suicide note is one way in which the sui-
cide people express their willing and thought of killing themselves.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suicide 
notes in Psychology which can understand the suicide and explore its reasons. This article pre-
sented a concise summary of recent psychological studies on suicide notes which include the 
study’s focal points of suicide notes,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within these as-
pects respectively in detail: research situation of content analysi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method. There has been almost a blank on the study of suicide notes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time; 
thereby the research on suicide notes in Chinese culture context is the trend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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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杀是一个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自杀遗书是行为者结束自己生命意愿和想法的一种表达方式，心

理学家进行自杀遗书研究对于了解自杀现象、探究自杀行为背后的原因非常必要。文章对国外近几十年

来有关自杀遗书的心理学研究进行了述评，主要内容包括自杀遗书研究的发展状况、研究方法以及自杀

遗书研究的临床应用，其中重点介绍了内容分析的研究状况和相应的研究方法。目前国内自杀遗书研究

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展自杀遗书的研究对人们预测自杀者的动机、减少自

杀行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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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自杀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中国自杀率快速

上升，尤其是 1985 年，城市和农村自杀率分别上升为 11.2/10 万和 29.5/10 万，达到了历史最高位。近二

十年来，我国自杀率一直呈下降趋势，《2013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指出 2012 年我国城市和农村自杀率

分别降为 4.82/10 万和 8.58/10 万。可是，在 15 岁至 34 岁的人群中，自杀占死亡外部原因的第三位。因

此，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自杀行为、自杀原因以及危机干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心理学家认为，自杀遗书作为行为者结束自己生命意愿和想法的一种表达方式，能够体现行为者本

人对自杀行为的解释和说明，透露了自己自杀的意图和原因以及自杀前的心理状态。有研究表明，大约

有 36%的自杀死亡者会留下遗书(Farberow, 1994)；而自杀死亡者比自杀未遂者更有可能留下自杀遗书

(Dejong et al., 2010)。对自杀遗书的分析，可以有助于了解个体基于怎样的认知与情绪状态进行自杀行为，

并提供一个窥见自杀个体过去经历、描绘出个体生命历程的方向，从而能为处于类似状态的有待帮助的

人提供相应的干预措施(Atal, Das, & Gautam, 2014)。在国外，对自杀遗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7 年

美国心理学家 Shneidman 和 Farberow(1957)的研究，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2. 自杀遗书研究的发展状况 

从 Shneidman 开始的早期自杀遗书研究，都是以叙述性的方式表达遗书内容，后来学者们逐渐用分

类方式或内容分析了解遗书文本，能针对文本和自杀者的背景资料与各种变量进行探讨。 

2.1. 内容分析研究 

正如 Shneidman(1996)提到的那样，“我们理解自杀的最好途径不是研究自杀者的脑结构，也不是研

究自杀者的社会背景，更不是研究自杀者的精神状况，而是直接研究自杀者遗书中简洁的语言所描述的

人类情感”，可见，对自杀遗书的内容进行研究是相当重要的。 
研究者在这个方面大概进行了两种类型的研究，下面将进行重点探讨。 
第一，分析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自杀遗书的影响，分析自杀者在性别、年龄、种族、受教育程度、婚

姻状况、居住地、职业、心理生理健康状况以及自杀方式等变量上的差异。 



国外自杀遗书研究现状述评 
 

 
604 

在年龄维度上，土耳其的一项研究认为年长者比年轻人倾向于写下篇幅更长一些的遗书(Birol, Lee-
naars et al., 2008)，这与一项来自香港的研究结论(Ho et al., 1998)截然相反，该研究发现年轻自杀者的遗

书篇幅更长，表达内容更丰富，这可能受到文化与地域的差异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自杀遗书篇幅

存在着性别差异，这也说明了开展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土耳其的这项研究还发现在自杀遗书遗留对象

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即年轻自杀者的遗书没有特别交代写给谁看，而年长者的自杀遗书则更

多的是想留给亲人。 
在性别维度上，印度的一项研究发现，留遗书的自杀者在自杀方式的选择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Bhatia et al., 2006)，然而另外一些研究并未发现性别差异，这可能正说明了在印度“男尊女卑”的文化

环境影响下的自杀存在着明显的民族特点。在其他维度上，墨西哥的一项自杀遗书研究(Chávez- 
Hernández et al., 2006)发现，那些留遗书的自杀者和未留遗书的自杀者在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以及居住

地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即自杀者受教育程度愈高愈有可能留下自杀遗书；居住在市区的自杀者更少地留

下自杀遗书。 
另外，研究发现，自杀遗书内容具有普遍性，表达最多的主题是“人际关系”带来的“歉意或羞愧”

的情感(Foster, 2003, 2004)，其他研究则认为自杀遗书存在年龄和性别的差异，例如 Coster 等人(2013)在
RECBT 的理论基础上分析自杀遗书的内容，认为男性在自杀遗书中表达情绪跟女性不同，即更多地是对

一段关系结束的内疚情绪的表达，而女性则倾向于表达的情感是她们所受到的伤害；同时，Leenaars(1999)
的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发现不同发育年龄在自杀遗书的表达上存在差异，发现成年早期的自杀者有独特

的表现：高精神错乱水平，低自尊水平，心理需要失衡等。但是其他研究发现，自杀遗书中的自杀动机

和情绪情感在性别和年龄变量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Canetto, 2002)。 
第二，研究不同性质的文本，即分析自杀死亡者遗书和自杀未遂者遗书的差异，自杀遗书和普通书

信的差异，真实遗书和虚拟遗书的差异。研究发现，自杀死亡者的遗书与其他性质的文本存在显著差异

(Black, 1993)。一项研究发现，真实遗书通常会涉及成人创伤经历，矛盾心理的表达，爱的感觉，仇恨和

无助感，狭隘的认知观念，丧失和自我惩罚等等(Osgood & Walker, 1959)。 

2.2. 理论实证研究 

心理学家发现以分类方式或内容分析了解自杀遗书对文本的运用有限，不能将结果推回自杀现象本

身做验证。如果能以自杀理论作为基点，以遗书作为实证资料，更能帮助研究者以文本的角度了解自杀

现象。 

2.2.1. 负疚感观点 
进化心理学对自杀行为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自杀者持有负疚感，认为自己是亲人的累赘和负担，

因此削弱他们的生存意志，从而导致个体的自杀行为(Bancroft et al., 1976)。Joiner 等人(2002)假设：个体

如果觉察到了自已将要或已经成为他人的负担或累赘，这种负疚感会剥夺他们的生存欲望，促使他们选

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从而不妨碍他人的成长和发展，促进整个族群的进化。 
依据此假设，研究者利用自杀未遂者和自杀死亡者的遗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证实，与那些自杀未

遂者相比较，自杀死亡者的遗书中表达了明显的负疚感。而且，在绝望感和痛苦情绪等其他维度上，自

杀未遂者和自杀死亡者是没有差异的。研究也发现，觉察到的负疚感对于自杀方式致死性的选择并导致

的自杀死亡存在着影响。 

2.2.2. 多维痛苦观点 
人们普遍把自杀行为理解成是一些外部原因(诸如疾病、失恋、失业等)所导致的，心理学家认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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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过于简单。Shneidman(1985)认为应该从理解自杀者内心世界的角度来发展理论模型，他认为自杀是

一种多维度的痛苦导致的行为。Leenaars(1996)也同意 Shneidman 的观点，认为自杀不只是单纯的压力事

件所导致的，即使有痛苦，也是因为人们面对压力事件或者痛苦的一种无能为力感引发的。而且，他研

究了以往心理学家对自杀原因的假设，认为自杀原因不止是个体的内部因素，也包括外部人际的影响，

分为以下八个维度：1) 不能忍受的心理痛苦；2) 认知狭隘；3) 表达间接；4) 适应不良；5) 自我；6) 当
然还有人际关系；7) 遭拒–攻击；8) 身份–逃逸等(Leenaars et al., 2010；王求是等，2006)。 

在多维痛苦观点的基础上，Leenaars 等人利用自杀遗书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不仅验证了自杀

的多维痛苦理论假设，还探究了不同时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以及不同文化下的自杀者在遗书中所表

达的异同之处。 
在自杀遗书理论假设方面，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工作。Roges(2001)为了研究自杀和自杀行

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存在建构主义理论模型，试图从自杀遗书中探究自杀行为的影响因

素，虽然还没有 Leenaars 的研究系统成熟，却也提供了一种理解自杀现象的理论观点。 
相比较之下，负疚感观点的研究对于临床应用有很大启发，在面对自杀未遂的病人或者有自杀倾向

的人群时，人们应该去觉察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亲人的累赘或负担，这种负疚感将是人们选择致死手段

结束自己生命的明显特征，对危机干预工作有很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2.3. 跨文化研究 

近年来，自杀越来越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最新的研究开始考虑自杀遗书对生活在不同

文化和民族环境下的自杀者所写的自杀遗书的影响，跨文化研究能够探究他们各自的行为特点和遗书的

异同之处，有利于进一步研究自杀行为，并促进自杀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 
Leenaars 等人(2010)开展的第一个跨文化研究是对加拿大和美国的自杀遗书进行的比较分析，随后的

研究涵盖德国、英国、匈牙利、中国的香港地区、俄罗斯、澳大利亚、北爱尔兰、墨西哥、印度等国家。

最初的自杀遗书研究发现自杀者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人际关系领域(O’Connor et al., 2004)，研究者假设相对

于精神痛苦和心理疾病，文化对自杀行为者的影响更大，当然也不能忽略自杀心理学理论在不同文化国

度下的适用性，因此进行自杀遗书的跨文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的跨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区域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自杀率很

高的中国——这些明显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文化色彩的国家和地区的自杀遗书研究还很欠缺，未来还需

增加研究力度。 

2.4. 自杀遗书研究方法 

2.4.1. 心理解剖 
心理解剖是一种通过与死者有关的活着的人访谈而重建自杀死亡者信息的方法，它是医学、生理解

剖的一种很好的补充，在西方国家已经应用了 40 多年。从心理、社会角度研究自杀问题时，它是首选的

研究方法(周莉等，2006)。 
自杀遗书作为心理解剖的一种重要资料来源，一方面能够明确死亡方式，即证实一个人是否是自杀

死亡；另一方面还有助于发现自杀者选择结束自己生命这一行为的原因及可能的影响因素(Bhatia et al., 
2006)。研究者进行心理解剖时，利用自杀遗书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其他信息来源，可以确认死者的社会

人口学特征、死亡的基本信息、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的刺激、精神障碍、人格特征等情况。 

2.4.2. 语言处理软件 
此类研究工具是利用计算机软件对自杀遗书的字词进行统计和分析，大致包括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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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语言处理程序 利用计算机科学进行自杀遗书研究并不少，该软件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对自杀

遗书中的句法结构特征进行分析，例如涉及到遗书中不同内容变量的语句长度等(Pestian et al., 2010, 2012; 
Xu et al., 2012)。目前来说，利用这种程序处理自杀遗书还比较机械，没法很好地获得遗书的文本信息，

对遗书样本利用率不大。但是，Yeh(2012)等人在机器算法与词汇、句式、心理语言学特征综合利用的基

础上分析词汇来研究遗书文本所表达情绪。 
2) 语言探索与字词计算(LIWC)语言探索与字词计算是由Pennebaker等人(2001)发展的一种文本分析

软件，能够对 70 多种词语维度进行统计，包括对代词、情绪词和特定的词汇(诸如“死亡”词汇)等词语

进行计算和分析。目前利用 LIWC 进行自杀遗书的研究已经渐趋增多，它能够对遗书文本中的词汇进行

分类并计数，而且可以对其进一步统计分析，从而确定每份遗书中词汇维度的使用率。 

2.4.3.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是一种对文字、口头及图像等各种材料，记录的内容，形式，心理含义

及其重要性进行客观、系统和数量化描述的基于定性的定量研究方法。内容分析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客观、

系统和量化三个方面，而且适用范围比较广泛(李朝旭等，2010；余娟，2006)。 
内容分析法作为自杀遗书研究的常用方法，通常要先抽取有代表性的自杀遗书样本，然后将遗书内

容按照一定的理论框架分解为一系列的分析单元，并按预先制定好的分析类别与维度系统地、严格地进

行评判记录，最后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前人的理论研究，Leenaars(1999)用聚类分析法对自杀遗书

原始语句进行分析，提炼出可识别的十类语句：1) 不能承受的心理痛苦；2) 矛盾的人际关系；3) 低自

尊；4) 创伤性依恋；5) 内部攻击倾向；6) 适应不良(无力应对)；7) 不情愿接受现状；8) 无意识过程；

9) 缺乏积极性或建设性；10) 思维贫乏[25]等。继而研究者就可以选取遗书文本，利用内容分析法对文

本进行统计、分析与解释的研究。 

3. 应用研究 

自杀心理学的研究致力于自杀行为的解释和影响因素的探究，目的是为有效地制定自杀预防措施提

供理论依据。具体到自杀遗书的研究，心理学家重视对行为者自杀风险的评估，探究遗书文本表达的自

杀死亡的影响因素。 
收集自杀死亡者的遗书样本作为实验组，自杀未遂者的遗书、一般书信或者伪造的自杀遗书样本作

为控制组，排除患有边缘人格障碍以及其他严重精神疾病容易发生自杀的人群样本(Callanan & Davis, 
2009)，通过内容的比较分析来确定自杀死亡的高风险因素。应用到临床上，医生就可以确定哪些病人属

于高风险自杀患者，识别出他们的自杀倾向性，从而采取相应的保护和预防措施。 
目前，学者们在这方面开展的研究还比较少，而已有的研究发现，分析自杀遗书并识别出其中的自

杀风险因子是可行的，尤其是利用专门的研究工具进行分析往往比专业的精神科医师主观评估的结果更

准确(McNeil et al., 2008)。同时，对自杀遗书进行分析还有助于确定死亡方式，作为通过医学解剖发现死

亡原因的一种补充方式和佐证是很重要的。因此，对自杀遗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4. 评价与展望 

通过以上述评，发现国外自杀遗书的研究，对国内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但研究也存在着不足： 
1) 已有研究选取的自杀遗书样本量过小。自杀现象纷繁复杂，自杀个体千差万别，而由于遗书文本

收集的困难性，研究者很难利用大量的文本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能否推广到大部分自杀个体上还值

得商榷。特别是在中国开展此类研究，更是相当困难，亟需引起学者对自杀遗书研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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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研究还没有充分利用自杀遗书中的信息。目前的研究主要是 Leenaars 等人基于 Shneidman 的

多维痛苦的观点提出的自杀原因理论假设进行分类分析和内容分析，这些研究对前人的理论有一定的验

证性，但在自杀遗书内容上的研究还处在一种探究阶段，内容分析的研究指标目前还不太成熟，并没有

形成很好的研究范式，在这方面上的后续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3) 临床应用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第一项自杀遗书研究始于 1957 年，直到目前对自杀遗书的研究

还停留在验证型阶段，已经得出的初步结论还没有充分应用到临床实践上，对自杀预防工作的效用还没

有很好地发挥。遗书文本分析的自杀影响因子一般包括躯体或心理疾病、失业问题、人际关系问题、适

应不良、学业危机等事件，从而导致自杀者认知狭隘、自尊心受挫，愤怒、无助、绝望以及抑郁等情绪，

以致采取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根据这些研究可以制定一套危机干预机制，在临床应用上培训医

务人员和患者家属识别出这些自杀的高危因素，做好自杀预防工作，这也是我国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目前，国内学者针对自杀意念和自杀影响因素开展的研究很多，但基于自杀心理学理论，从自杀遗

书角度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在中国独特的自杀文化背景下，心理学

界应当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开展针对中国人自杀遗书的研究，这对于完善本土自杀心理学理论具有重要

的作用，同时也为危机干预机制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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