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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真实性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以及孤独感与经验性回避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真

实性量表、孤独感量表、贝克自杀意念问卷和经验性回避量表，采取网上收集问卷方式，对400名全国

被试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相关分析显示，真实性与自杀意念，孤独感，经验性回避呈负相关(r = 
−0.314, −0.463, −0.537, P < 0.01)，孤独感与自杀意念，经验性回避呈正相关(r = 0.302, 0.541, P < 0.01)，
经验性回避与自杀意念呈正相关(r = 0.434, P < 0.01)。2) 经验性回避在真实性和自杀意念之间起完全中

介作用(95% CI: −0.18~−0.08)。3) 孤独感和经验性回避在真实性与自杀意念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95% 
CI: −0.09~−0.03)。结论：真实性通过影响孤独感以及经验性回避进而预测个体的自杀意念，即个体越

不真实，感受到的孤独感就越高，同时越倾向于经验性回避，从而影响自杀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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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authenticity on suicide idea and its mechanism. Method: A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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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 of 400 participa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uthenticity Scale, Loneliness Scale, Action Ques-
tionnaire, and Beck suicide idea Scale. Result: 1)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uthentici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e idea, loneliness, and experience avoidance (r = −0.314, 
−0.463, −0.537, P < 0.01), lonelines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e idea and experience 
avoidance (r = 0.302, 0.541, P < 0.01), and experience avoidanc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e idea (r = 0.434, P < 0.01). 2) Experience avoidance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authenticity and suicide idea (95% CI: −0.18~−0.08); 3) Loneliness and experience avoidance me-
di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authenticity and suicide idea (95% CI: −0.09~−0.03). Conclusion: Au-
thenticity can predict suicidal ideation by influencing loneliness and empirical avoidance, that is, 
the less authentic an individual is, the higher the loneliness he feels and the more inclined he is to 
empirical avoidance, thus influencing suicidal id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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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杀意念存在于自杀行为发展的动机阶段，能够显著预测自杀行为，是指从事自杀相关行为的想法

(Jobes & Joiner, 2019)。对自杀意念的研究对于干预和减少自杀行为有重要意义。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

型强调个体以及环境因素双方对于塑造行为的重要性(周菡等，2019)，真实性作为重要的个体因素鲜有被

用在自杀意念研究之中。在这个人人都焦虑的内卷时代，个体很容易就被各种外界社会的期望、竞争、

他人的目标所影响，甚至被支配，被内卷，加入盲目的竞争漩涡，而忘记自己本来的真实追求，与真实

自我疏离，被焦虑支配，受到他人影响，进而产生消极的心理后果。所以，真实性作为个体保护变量在

这个时代显得尤其重要。真实性是无法回避的个人议题，能够带来幸福感与意义感(Boyraz et al., 2014)。
由此可知，真实性可以创造积极的保护性因素来预防自杀意念，而不真实则相反会产生巨大的消极心理

后果。然而真实性–自杀意念之间缺乏研究，本研究目的就是探讨不真实到自杀意念的作用路径。 
真实性是指个体的真实自我或者核心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无障碍的运行，是关于个体如何感知自我以

及如何依据感知到的自我行事；真实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存在，真实性水平低的个体存在各种消极心理

后果：不真实与更高水平的抑郁、焦虑、压力以及降低的幸福感和自尊水平相关(Kernis & Goldman, 2006)。
不真实体验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以及会降低生活满意度(Wood et al., 2008)。临床上，意识到不真实会引

发痛苦体验(Maltby et al., 2012)，真实性是人本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心理动力学咨询理论中的核心成分，

关系个体心理机能健康运作以及个体成长(Boyraz & Kuhl, 2015)。例如，人本主义理论认为真实性的价值

在于它是自我实现的结果，精神分析理论则认为帮助患者找回真实的自我，实现真实性是治疗师的主要

任务。基于真实性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不真实的心理健康后果，本文首次探讨真实性人格特质与

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大学生自杀意念有显著负向预测

作用(章莘尼等，2018)，同时一致性是真实性的本质(Dammann et al., 2021)，自我不和谐即不真实的一种，

正向预测自伤行为(李阳等，2021)。因此，基于理论与实证基础，本文推测真实性特质与自杀意念显著负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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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感是指人际交往中期待未得到满足的负性情绪体验，是自杀意念的有效预测因子(李欢欢等，

2012)。关于真实性与孤独感之间的直接关系研究较少：真实性与孤独感显著负相关(Borawski, 2021)，能

够缓冲孤独感对于抑郁焦虑以及问题行为的负面影响(Borawski et al., 2021)；同时有研究表明关系真实性

水平对孤独感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曾细花，2013)。高真实性个体拥有清晰的自我概念、自我知识，了解

自己且接纳自己，不真实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低，孤独感更强烈(徐欢欢等，2017)。因此，推测：真实性

负向预测孤独感，即不真实的人往往在人际中体验更高的孤独感。 
经验性回避是指两个方面：一是个体不愿与其厌恶的内部经验(躯体感觉、情绪、想法、记忆等)保持

接触，二是个体改变这些经验的形式、频率以及引发它们的情境(刘慧瀛，王婉，2017)是心理不灵活的标

志，属于心理脆弱性因素。经验性回避与心理问题息息相关，包括自杀相关行为(Angelakis & Gooding, 
2021)。真实性与经验性回避的关系存在证据可以推测。经验性回避作为心理脆弱因素，与广泛的消极心

理健康后果有关比如焦虑、抑郁等，这也同样是不真实的后果且根据心理灵活性模型，正念可以预测经

验性回避水平(SHayes, 2019)。而真实性与正念同样联系紧密：更高的真实性预测更高的正念水平，以及

更低的防御性(Lakey et al., 2008)。因此本文推测：真实性负向预测经验性回避。 
经验性回避作为一种情绪调节功能存在，被一些研究者看作个人的应对风格，特别是与情绪定向的

应对风格有关，同时是一种有害的自我管理策略(Karekla & Panayiotou, 2011)。在遇到负性内心体验的时

候，高经验回避个体更容易采取不良的应对方式和情绪管理。根据压力不协调理论，应对技能缺乏是自

杀意念产生的压力源之一(张杰，宋振韶，2006)。因此，本文假设：低真实性个体的高孤独感以及倾向性

的不良情绪应对方式：经验性回避，共同预测个体的自杀意念。即孤独感与经验性回避在真实性与自杀

意念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结合以上分析，依据自杀的动机意志整合模型(杜睿，江光荣，2015)真实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存在于

前动机阶段，用来研究与动机阶段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孤独感与经验性回避受真实性特质影响

下在其中的联动机制，构建以下链式中介模型。见图 1。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model diagram 
图 1. 链式中介模型图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星在线发放问卷，最终共收集 409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 400 份，回收

率 97.80%，其中男性为 114 名，女性 286 名。被试平均年龄为 23.08 岁，标准差 3.518。 

2.2. 工具 

2.2.1. 真实性量表(Authenticity Scale)   
采用宋莉莉等翻译的 Wood 三因子真实性量表(宋莉莉等，2020；Wood et al., 2008)包括自我疏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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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真实生活分量表和接受外部影响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各 4 个条目，共 12 个条目，7 点计分，1 表

示非常不符合，7 表示非常符合。接受外部影响因子与自我疏离因子反向计分，三因子分数相加为真实

性总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越真实。本研究中，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9。 

2.2.2. 孤独感量表(Loneliness Scale)   
采用 Hughes 等的简版孤独感测量问卷(Hughes et al., 2004)，并对照 UCLA-20 孤独感中文版量表(王

登峰，1995)。最终三条目，4 点计分，1 表示从不，2 表示很少，3 表示有时，4 表示一直。分数越高，

孤独感越强。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 

2.2.3. 经验性回避量表(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 2nd Edition, AAQ-II) 
采用曹静等翻译的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曹静等，2013)，共 7 个条目，七点计分，1 表示从未，7

表示总是。分数越高表明经验性回避水平越高，心理灵活性越差。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 

2.2.4. 自杀意念量表(BSI-CV) 
采用李献云等翻译的中文版本贝克自杀意念量表(李献云等，2011)共 19 个条目，本研究采用前 5 个

条目用来测量被试最近一周的自杀意念。量表采用 0-2 三点计分，分数越高，自杀意念越强烈。本研究

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 

2.3. 方法 

使用 SPSS25.0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AMOS26.0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使用 Hayes 开发的 Process 
(3.3)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Hayes, 2013)。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拟合状况很差：χ2 = 2686.36，df = 325，
χ2/df = 8.266，CFI = 0.577，TLI = 0.508，RMSEA = 0.135，表明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3.2. 描述性统计 

使用 SPSS25.0 进行相关分析，如表 1 所示，真实性与自杀意念、孤独感以及经验性回避显著负相关；

孤独感与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与经验性回避显著正相关；经验性回避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 
 
Table 1. Variables correlation matrix 
表 1. 变量间相关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1. 性别 1      

2. 年龄 −0.11* 1     

3. 真实性 −0.09 0.15** 1    

4. 孤独感 0.12* −0.03 −0.46** 1   

5. 经验性回避 0.004 −0.01 −0.54** 0.54** 1  

6. 自杀意念 −0.08 −0.05 −0.31** 0.30** 0.44** 1 

注：**P < 0.01，***P < 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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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真实性与自杀意念的关系：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使用 Hayes (2013)提供的 SPSS 插件 PROCESS 的模型 6，控制了性别、年龄之后，以真实性为自变

量，以自杀意念为因变量，以孤独感和经验性回避为链式中介变量，结果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loneliness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between au-
thenticity and suicide Idea 
图 2. 孤独感与经验性回避在真实性与自杀意念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真实性通过两条路径影响自杀意念：通过经验性回避的完全中介作用以及通过孤独感和经验性回避

的链式中介作用。其中，以经验性回避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为−0.13 (95% CI = [−0.18, −0.08])，以孤独感和

经验性回避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为−0.06 (95% CI = [−0.09, −0.04])，总的间接效应为−0.23 (95% CI = [−0.32, 
−0.15])。见表 2。 
 
Table 2. Total effects, indirect effects 
表 2. 总效应、间接效应 

 
效应值 

95% CI 

 下限 上限 

真实性–孤独感–自杀意念 −0.04 −0.09 0.01 

真实性–经验性回避–自杀意念 −0.13*** −0.18 −0.08 

真实性–孤独感–经验性回避–自杀意念 −0.06*** −0.09 −0.04 

直接效应 −0.08 −0.19 0.02 

总间接效应 −0.23*** −0.32 −0.15 

总效应 −0.32*** −0.41 −0.22 

中介效应量 71.88% 

4. 讨论 

4.1. 经验性回避在真实性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真实性对于自杀意念的预测其中一条中介机制是通过经验性回避。从真实性概念来看，

高水平真实性个体意味着：有清晰的自我意识，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优缺点、自己的内部心理状态、需求，

其次能够对自我相关信息进行无偏差加工，真实的生活与表现自我，在关系中也保持真实，不回避对自

我与他人的感受。也就是说越不真实越回避：疏离自我，疏离经验回避客观信息，内心体验包括消极情

绪以及对他人的感受等。再者，以往研究表明真实性个体拥有更高的功能灵活性(functional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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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少的回避行为、防御行为以及不良应对方式(Kernis & Goldman, 2006)，与经验性回避相反，真实性个

体面对与接纳内心经验，强烈的知觉自我，并且真实的执行内心真实自我。其次，经验性回避正向预测

自杀意念与先前研究结果一致(刘慧瀛，王婉，2017)。因此，个体不真实是个风险因素，创造更高的经验

性回避应对倾向，可以正向预测自杀意念。 

4.2. 孤独感和经验性回避的链式中介作用 

真实性对于自杀意念的影响不仅可以通过经验性回避的中介作用，还可以通过孤独感–经验性回避

的链式作用。相当于孤独感进一步解释了不真实与经验性回避之间的关系。 
真实性负向预测孤独感与以往研究一致(Bryan et al., 2017)。高真实性个体对自我的认知、情绪以及

真实表达各方面都有一定优势，不真实个体自我概念不清晰，对自我和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知觉、期望都

存在一定问题，高孤独感就是表现之一(曾细花，2013)。另一方面，真实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倾向于选择

顾及双方的冲突解决策略，从而拥有积极的人际交往结果(Tou et al., 2015)这些都使得真实性个体人际交

往中有较高的满意度与人际交往质量，相反，不真实则伴随较差的人际交往满意度预测高的孤独感。 
孤独感正向预测经验性回避，与以往研究一致(黄明明等，2019)，即孤独感的负性情绪体验引发个体

做出经验性回避，孤独感是与经验性回避存在紧密联系的消极情绪体验。同时，研究表明孤独感能够显

著正向预测负性情绪并且正向预测消极应对方式(熊思成等，2018)。而消极情绪能够正向预测经验性回避，

不利于心理健康(Brereton & McGlinchey, 2020)。孤独感引发的经验性回避解释了不真实对于自杀意念的

预测。低真实性个体由于真实自我的模糊感受与表达，高的自我疏离感且易受外界影响，使得个体易被

困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包括不合理人际经验解释与期待，以及不合理的人际交往策略、不真诚的表露

以及防御，容易得不到满意的关系，期望落空后易产生高孤独感。同时，不真实个体更易采取经验性回

避的方式应对孤独感。因为不真实预测低正念水平，更难接受不愉快的体验，因此拥有较高的回避水平，

研究已证明经验性回避与正念各方面显著负相关(Pierson et al., 2019)。另外，拥有清晰自我概念的个体更

倾向于积极的应对风格，同时自尊水平高的个体会采取积极的应对行为和策略(Smith et al., 1996)。不真

实性个体与拥有低自尊和低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更倾向于采取对于孤独感的消极应对方式与策略，

采取经验性回避，而不是积极解决问题，了解情绪原因。然而，当个体有意避免消极情绪体验的时候，

往往会引发更差的情绪体验。例如，有研究表明经验性回避与感知到的压力之间显著正相关(Allen, 2021)。
感知到的压力又会进一步影响自杀意念(刘世宏等，2019)，因此陷入一个负性循环。不真实–孤独感–经

验性回避–自杀意念的链条因此成立。这是由于自我不真实导致的一系列消极效应。 
最后，本研究初次探讨了真实性特质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是通过孤独感–经验性回避的机制。与之前

研究不符，本文孤独感本身不显著预测自杀，而是通过经验性回避的作用，或许说明消极情绪应对方式

更关键，消极情绪本身不一定导致自杀意念，应对孤独感的方式很重要，本研究发现：不真实的个体有

高的孤独感体验，加上防御与回避的方式，不能认清自己内在真实状态以及拒绝接受面对真实情感，封

闭自我，使得人际疏离与不满的消极情绪无法排解，才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不真实引发的孤独感本身

不预测自杀意念可以推测是不真实个体疏离自我，接受他人影响与期望，按照他人意愿从事，容易产生

不合理的人际期望以外，有时候他们也能够从接受外部影响中获得益处(Sedikides et al., 2019)，牺牲自我

的代价去迎合满足人际需求可以获得不稳定的归属感，所以尽管不真实个体不能够很好处理理想关系自

我与现实关系自我的关系，常感孤独，但是，这不足以影响个体自杀意念。不真实个体对于孤独感的应

对与处理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采取经验性回避的方式，则会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陷入不真实–消极

情绪(孤独感)–经验性回避–消极情绪、压力的负性循环，久而久之，导致自杀意念。 
综上所述，不真实个体的高孤独感以及其伴随的经验性回避，是影响自杀意念的风险因素，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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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真实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自我是意义基础，失去自我会产生风险。本文为自杀干预提供想法，

通过真实性干预强调真实自我的积极意义以及接纳承诺疗法干预经验性回避水平高的个体(Gino & Kou-
chaki, 2020)，从真实自我出发，增强个体对生活、对自我的了解与控制感，为自身创造源源不断的幸福

感与意义感，远离自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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