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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杀现象的本土特点

上 官 子 木

本 文根据 目前国内所能搜集到的几套 自杀调查的统计数据来分析中国人的 自杀

现象
,

其总体特征为
:

①农村地区的自杀率高于城市 ;②青年人 的自杀率高于中老年

人 ;③女性 自杀率高于男性 ;④未婚者的 自杀率高于 已婚者 ;⑥ 自杀诱因
,

主要包括躯

体和精神疾病
、

家庭矛盾和人际纠纷 ; ⑥ 自杀方式
,

以服毒
、

自缴为主
。

由于中国社会

特有的社会
、

文化结构与人格结构
,

致使中国人 自杀现象有别于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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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预防医学部门曾对 29 省市的 1 0 0 0 万城 乡人 口进行抽样调查
,

发现平均年 自杀死亡

率为
:

城市女性 1 0
.

2 / 1 0 万
,

男性 7
.

2 3/ 10 万
,

平均 8
.

7 2 / 10 万
;
农村女性 24

.

3 / 10 万
,

男性

18
.

6 / 1。 万
,

平均 21
.

4 5 / 1。 万
。

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1 9 8 0年的报道 (未含中国大陆 )
,

自杀率

(以 10 万人计 )最高的国家
,

东欧是匈牙利 44
.

6
,

北欧是芬兰 25
.

1
,

西欧是瑞士 23
.

8
,

亚洲是

日本 18
.

0
,

南欧是南斯拉夫 14
.

1
,

北美是美国 12
.

5
,

中南美是乌拉 圭 10
.

8
,

中东是以色列 ,

6
.

5
。

② 经比较发现
,

在世界各国中
,

我国农村人 口的自杀率属于较高的
,

城市人 口的自杀率则

居于中等
。

一
、

有关城市自杀状况调变资料统计

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对广州市内四个城区的近 20 0 万居 民进行了自杀死亡调查
,

发现在

19 8 2~ 1 9 8 6 年间共自杀死亡
.

6 12 人
,

年平均 自杀死亡率是 6
.

4 1/ 10 万 ;在这 5 年间的年自杀

死亡率分别为
: 6

.

50
,

5
.

82
,

6
.

8 1
,

5
.

1 3
,

6
.

53
。

③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
,

广州是我国经济发展最突

出的城市
,

也是实行改革开放较早的城市
,

而在这一社会变迁较快的地区
,

每年的自杀死亡率

均居于全国中下水平
。

在这些 自杀者中
,

男性占 43
.

14 %
,

女性占 56
.

86 写
,

男女 比为 0
.

76
: 1

。

自杀者的年龄在

12 ~ 1 02 岁之间
,

其中男性自杀者的年龄在 12 ~ 87 岁
,

女性在 12 ~ 1 02 岁
。

自杀者受教育的年

限在 0~ 16 年
,

平均 7 ~ 8 年
,

其中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 年
,

女性为 6 年
,

即女性自杀者的

平均文化水平明显低于男性
。

自杀者的职业以工人居多数
,

占 38
.

89 %
,

干部为 6
.

21 %
,

其它职

业合占 25
.

49 %
,

无业者占 29
.

41 %
。

自杀者的婚姻状况为
,

未婚占 39
.

22 %
,

已婚占 60
.

78 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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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方式 为
,

自溢 33
.

01 %
,

服毒 2 9
.

4] 写
,

溺水 18
.

95 写
,

坠楼 14
.

05 %
,

自勿」1
,

31 %
,

其 它

3
.

26 %
。

自杀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

而且每一个体的 自杀行为都有着多重促发因素
。

在广州的这

项调查中
,

自杀者的 自杀诱因包括
:

身体疾病 ( 40
.

20 % )
,

精神病 ( 29
.

58 % )
,

逃避现实及逃避心

理 困扰 ( 2 7
.

7 5 % )
,

家庭 不 和 ( 2 6
.

6 3% )
,

受凌 辱 和受 虐待 ( 1 0
.

9 5% )
,

失 恋 ( 9
.

6 4% )
,

迷信

( 5
.

39 % )
,

贫困
、

负债
、

破产 ( 5
.

23 % )
,

不满意现工作 (4
.

41 肠 )
,

与上级关系不 良 ( 3
.

43 % )
,

学

习压力大
、

留级 ( 3
.

27 % )
,

嫉妒 l(
.

80 % )
,

其它 ( 7
.

8% )
。

统计结果表明
,

主要的自杀诱因有四大

类
:

躯体疾病
、

精神疾病
、

逃避困境
、

家庭矛盾
。

这套数据显示出
,

自杀原因存在着性别差异
。

在 男性自杀者中
,

居第一位的 自杀诱因是
“

精

神疾病
”
( 35

·

61 编 )
,

第二是
“

躯体疾病
”
( 34

·

85 % )
,

第三是
“

逃避困境
”
( 33

.

71 % )
,

第四是
“
家庭

矛 盾
”
( 2 0

.

45 % )
。

而在女性 自杀者 中
,

自杀诱因的排序是
:

躯体疾病 ( 44
.

25 % )
,

家庭 矛盾

( 31
.

32 % )
,

精神疾病 ( 25
.

00 % )
,

逃避困境 ( 23
.

28 % )
。

相比较可知
,

导致自杀的身体因素
,

对于

男性来说首推
“

精神疾病
” ,

对于女性来说则首推
“

躯体疾病
” ; 而导致自杀的心理社会因素

,

对

于男性来说首推
“

逃避困境
” ,

对于女性来说则首推
“

家庭矛盾
” 。

由此表明
,

男性比女性更易于

出现精神崩溃和逃避心理
,

而女性比男性更痛苦于身体疾患和家庭矛盾
。

二
、

有关农村自杀状况调查资料统计

与广州的调查具有鲜明对照意 义的是云南省晋宁县的自杀死亡调查
。

① 云南是我国经济

发展较落后的地 区
,

晋宁 又是一个以农业 为主的小县
,

在全县 22 万余人 口 中
,

农村 人 口 占

8 9%
。

调查的结果是
,

在 1 9 7 3一 19 8 6 年 I’ed 全县共自杀死亡 2 9 5 人
,

其中 1 9 8
一

19 8 6 年为 2 2 4

人
,

以十万人计
,

这六年的自杀死亡率分别为
:

14
.

7
,

17
.

3 ,

19
.

8
,

28
.

5
,

9
.

2
,

9.1
。

很显然
,

晋宁县

的年自杀率虽在一度升高之后有了大幅度降低
,

但仍高于全国平均值
,

更高于广州的自杀率
。

这说明
,

自杀率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别
。

在晋宁县这 2 95 例自杀者中
,

男性占 45
.

42 %
,

女性占 54
.

58 %
,

女性多于男性
。

由 1 98 1一

19 8 6 年间的 22 4例看 自杀死亡者的年龄分布
:

16 岁以下占 1
.

69 %
,

16 一 35 岁占 46
.

78 写
,

36

一 6 0 岁占 18
.

64 %
,

60 岁以上占 18
.

64 %
。

显然
,

自杀者的总体以青年人居多数
。

按年龄性别分组看这六年的年平均 自杀率
,

以十万人计
,

16 岁以下组 无论男女均为 2
.

3 ;

16一 3 0 岁组
,

男性 2 5
.

7 5
,

女性 3 2
.

3 5 ; 3 1一 6 0 岁组
,

男性 1 7
.

8
.

女性 2 0
.

2 5 ; 6 0 岁以上组
,

男性

2 4
.

4 7
,

女性 26
.

1
。

分析数据发现两个 明显的现象
,

其一是无论男女
,

均以 16 ~ 30 岁组的自杀

率最高
;
其二是除 16 岁以下组男女 自杀率相等外

,

其它各组的 自杀率均 为女性高于男性
。

这说

明
,

青年人的 自杀率高于少年人和 中老年人
;
女性的 自杀率高于男性

。

经推算
,

晋宁县在 1 9 81 ~ 19 8 6 年间
,

男性年平均 自杀率是 22
.

7 / 1 0 万
,

女性的 自杀率是

2 6
.

2 4 / 1 0 万
,

对照全国农村年自杀率的平均值 ( 男性 1 8
.

6 / 1 0 万
,

女性 24
.

3 / 1 0 万 )
,

晋宁的自

杀率高于全国农村地区的平均值
。

统计晋宁县自杀死亡者的自杀方式
,

发现共有 7 种
,

分别为
:

服毒 75
.

6% (所服毒物以毒

性农药为主
,

占服毒者的 90
.

13 % )
,

自溢 1 7
.

29 %
,

溺水 5
.

42 %
,

自勿」0
.

68 %
,

跳崖
、

跳楼
、

投井

各占 0
.

34 %
。

自杀诱因主要包括
:

家庭纠纷 ( 60
.

0写 )
,

恋爱婚姻间题 ( 1 0
.

85 肠 )
,

社会邻里纠纷

(6
.

4肠 )
,

精神病 (4
.

07 % )
,

躯体疾病和 老苹孤独 (2
.

37 写 )
,

其它原 因有 2
.

37 写
,

原因不 明有
人 9

.

15 写
。

很显然
,

在这组自杀调查中
,

自杀诱因以人际纠纷为主
,

占了 2 3/ 的比例
,

其中尤以家

① 参见李建华等
: 《云南省晋宁县自杀死亡调查 》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 19 8 7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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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中的人际纠纷最为突出
。

三
、

有关 *年自杀状况调查统计

在任一国家
、

任一地区的自杀状况调查中
,

青年自杀问题都是十分突出的
。

中国也不例外
。

来自国内的一项青年自杀案例的统计 (含 1 4 9 3 例 )
,

① 在可查的 10 2 4 例中
,

自杀死亡 6 53 例
,

占 6 3
.

7 7%
;
未遂自杀 37 1 例

,

占 36
.

23 %
。

年龄和性别可查者有 1 2 9 9 人
,

其中男性 4 14 人
,

占

31
.

8 7% ;
女性 8 85 人

,

占 68
.

13 %
,

女性是男性的两倍多
。

年龄在 9一 36 岁之 间
,

平均年龄

22
.

5 %
。

职业可查者有 7 14 人
,

其中工人占 35
.

29 %
,

农民占 41
.

74 %
,

学生占 22
.

69 %
,

其它职

业占 0
.

28 %
。

自杀方式以服毒
、

自溢
、

溺水为主
。

自杀原因可查者有 4 93 例
,

主要自杀原因包括
:

婚恋受挫 ( 29
.

6% )
,

家庭纠纷 ( 1 8
.

40 % )
,

因病或破相 ( 18 % )
,

就业
、

就学矛盾 ( n
.

4% )
,

犯罪或犯错 ( 6
.

1% )
,

工作不顺 ( 5
.

3% )
,

被人诬

陷 (3
.

0% )
,

悲观厌世 (2
.

2写 )
,

人际纠纷 (2
.

0% )
,

迷信 l(
.

8% )
,

其它原因 (2
.

0% )
。 “

婚恋受

挫
”

作为青年人 自杀的第一位原因
,

是与青年期要面临择偶以及建立小家庭 的生活经历有关
,

即选择配偶和建立小家庭在中国青年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

四
、

有关服毒自杀状况调查统计

中国人 自杀的方式以服毒最为常见
,

而且服毒是救活率最高的一种自杀方式
,

可以说
,

大

部分自杀未遂者是服毒自杀者
。

对于研究自杀原因来说
,

自杀未遂案例往往比自杀死亡案例能

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
。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医院在 19 8。~ 1 9 8 9 年近十年间共收治服毒自杀者 62 9 人
,

② 其中只有

5 人属自杀死亡
,

其余均为自杀未遂
。

这 62 9 例自杀者的基本状况是
:

男性占 29
.

57 %
,

女性占

7 0
.

4 3%
,

年龄跨度是 1 0一 7 8 岁
,

1 7 岁以下 占 9
.

5%
,

1 8一 3 4 岁占 6 0
.

9 %
, 3 5 ~ 5 9 岁占 2 6

.

1肠
,

60 岁以上占 3
.

5% ;
职业分布是

,

农民占 66
.

8 %
,

工人占 21
.

6写
,

学生占 3
.

7%
,

干部和知

识分子占 2
.

9%
,

无业者占 5
.

0%
。

自杀者所服 的毒物为
:

农药 ( 62
.

3% )
、

灭鼠药 ( 22
.

6% )
、

镇静

安眠药 ( 1 1
.

4% )
、

其它 ( 4
.

1% )
。

自杀诱因主要有
:

家庭矛盾 ( 64
.

4% )
,

社会人际纠纷 ( 14
.

9 % )
,

疾病和贫困 ( 3
.

3% )
,

精神

疾病 (2
.

5% )
,

另外
,

失恋
、

意外不幸
、

工作受挫各有 1
.

0%
,

原因不明者 1 2
.

4%
。

河 南周 口 地 区 医院在 1 9 8 1一 19 8 5 年 间共收治 41 6 例服毒 自杀病人
,

③ 其 中 男性 占

34
.

3 8%
,

女性占 65
.

62 % ; 已婚者占 51
.

20 %
,

未婚者占 48
.

80 % ;
年龄跨度是 4[ ~ 70 岁

,

以 15

~ 25 岁者居 多
,

占 5 4
.

1% ;
服毒者的职 业分布为

,

农 民 3 7
.

7 4%
,

工人 30
.

53 %
,

待业青年

8
.

17 %
,

学生 7
,

21 %
,

家庭妇女 5
.

05 %
,

干部 2
.

88 %
,

医务人员 2
.

4%
,

教师 1
.

92 %
,

其它职业

4
.

09 %
。

所服毒物有
:

农药 ( 49
.

76 % )
,

安眠镇静药 ( 27
.

64 % )
,

灭鼠药 ( 14
.

42 % )
,

其它有毒物

( 8
.

19% )
。

服毒 自杀 的诱因
:

夫妻关 系不和 ( 28
.

4% )
、

代际 关系 不和 ( 2 0
.

2% )
,

同 胞关 系不 和

( 1 0
.

6% )
,

人际关系紧张 ( 1 1
.

5% )
,

升学 失败 ( 3
.

6写 )
,

就业受挫 ( 1 0
.

1% )
,

婚姻问题 ( 8
.

9 % )
,

其它原因 (6
.

7% )
。

分析这两组服毒自杀调查的统计数据
,

发现 自杀诱因很相近
,

均以人际冲突为主
,

分别占

① 参见杨张乔
: 《青年自杀的现象与本质 》 , 《青年研究 })l 9 91 年第 8 期

。

② 参见卢旨明等
: 《县级综合医院收治服毒自杀 6 29 例病人临床分析 》 , 《中国心理卫 生 》 1 9 91 年第 3 期

。

③ 参见程现挺
: 《重视对青年人进行 心理卫生教育 》 , 崔中国心理卫生 》 1 9 8 7 年第 2 期

。

1 0 6



79
.

3 %和 70
.

7 %
,

并以家庭纠纷最为突出
,

分别占 64
.

4 %和 67
.

2%
。

显示出
,

中国人在人际纠

纷特别是家庭纠纷之后
,

较易采取服毒 自杀行动
。

五
、

中国人自杀现象的总体特征

通过分析以上几组 自杀调查的统计数据
,

可以 归纳出中国人 自杀现象的一些基本特点
:

1
.

农村 自杀率高于城市自杀率

广州市和晋宁县的调查以及全国的城乡 自杀率统计数据均 已明确地显示 出
,

我 国农村地

区的自杀率远远高于城市地区的自杀率
。

这与西方有关的代表性结论相反
。

法国社会学家杜

尔凯姆 (E m il e D盯 k he im )在《自杀论 》一书中所掌握的数据显示出
,

城市人 口的 自杀率高于农村

人口 的自杀率
。

杜尔凯姆对此的解释是
,

城市人从事工商业的居多
,

农村人则以农业为主
,

而前

者 的 自杀率 比后者要高 得多
, “

因为在农业 中传统的约 束力表现最 强
,

发财 的狂热影 响最

小
” ①

,

经济变革及引发的经济动乱对城市人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农村人
。

尽管在我国目前的自杀现象中城乡差别的结果与杜 尔凯姆的统计结果正相反
,

但他的观

点仍有 一定的适用性
。

如在广州市的自杀死亡调查中
,

出于逃避现实困境而 自杀的人的比例是

33
.

。」%
,

其中相当多的人是迫于经济变革的压力及困境
,

而在晋宁县的调查中因生存困境 自

杀的人则很少
。

但是
,

由于中国农村多具有传统的家庭结构
、

高频人际交往的村落结构 以及相

应的生活方式
,

使产生人际冲突和家庭纠纷的频度大大高于城市
,

而注重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

是传统中国社会和传统中国人的基本特点
,

家庭矛盾和人际冲突则必然会引起发 当事人极大

的心理痛苦乃至导致自杀
,

因此
,

中国的农村存在着构成高于城市自杀率的社会根源
。

由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各国 自杀率来看
,

发达国家的自杀率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
,

这使西

方学者们很容易地得出结论
,

工业化社会的城市自杀率高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
。

然而
,

我国

城乡的 自杀率却并未呈现出这 一规律
。

这里除 了中国社会结构因素的独特作用外
,

主要原因还

在于
,

东西方人的自杀分属于不同类型
。

西方 人的自杀多属于 自我中心型
,

往往是由于个体与

他人的结合度太低
,

一旦面临危机便会因孤寂无援而致绝望自杀
。

工业化
、

机械化的生产过程

则无疑助长了对个人的忽视和孤立感
,

从而加剧了自我中心型 自杀的发生
。

中国人的自杀多属

于他人中心型
,

往往是由于个体与他人的结合度太高
,

人际间 依附性太强
,

一旦过度紧密的人

际关系出现破裂便会因与他人的割离而致痛苦自杀
。

传统的农业社会崇尚这种依附性的人际

关系 ;使中国农村地区因是以他人中心型 自杀为主从而构成了高于城市的自杀率
。

从 目前自杀诱因的城乡差别中可以推断
,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推进
,

中国人的首要心理

痛苦将会 由家庭
、

人际冲突转换为身心疾病以及与生存有关的各种困境
。

2
.

青年人 自杀率高于老年人 自杀率

在杜尔凯姆掌握的数据中
,

自杀率是随年龄而增长的
,

即老年人的 自杀率最高
。

但在我国

晋宁县的 自杀统计中
,

青年人的自杀率最高
,

老年人的 自杀率居其次
。

自杀率按年龄分布呈一

波动的曲线
,

在青年期达到高峰之后
,

到中年期相对较低
,

进入老年期后又达到第二个高峰
。

这

种具有两个 自杀率高峰的曲线型因主要出现在东亚国家
,

故被西方学者称之为
“

东亚型
” ,

而欧

美国家的自杀率则多是具有一个斜率的直线型
,

即所谓的
“
欧美型

” 。

, 青年人的高自杀率是由于青年期的情绪不稳定
,

冲动性强
,

加上青年期的社会应激事件较

多
;
老年人的高自杀率则多是出自老年抑郁症

,

起因于年老多病
,

对生活失去信心
。

在 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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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和社会习俗都严格限制了个体直接表达攻击性
,

因而青年人的自杀往往是个体在处于

青年期这一攻击性最强的年龄段时将攻击性的感情和行为内向化的结果
。

中国老人的自杀率

比
一

西方老人低
,

主要是由于中国的个体在进入中老年期后
,

大都从传统文化中学会和掌握了在

烦恼尘世中平稳生活的处世
“

智慧
” 。

西方老人 自杀率高则多是因既要面临年老多病和生活费

有限而难以生存的物质困境
,

同时又面临受到儿女的冷漠和嫌弃而孤独寂寞的精神困境
。

中国

的老人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

但是养老敬老的文化习俗
,

使中国老人的境遇要比西方老人好得

多
。

不过
,

晋宁县连续六年的自杀死亡年龄性别分布中
,

60 岁以上组的自杀率
,

特别是男性老

人的自杀率有着逐年增高的趋势
,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保持下去
,

老年人的自杀率将有可能超过

青年人的自杀率
。

与此同时
,

近年来西方国家青少年自杀率的增长速率远远高于其它年龄组
,

据美国学者推算
,

当美国进入 21 世纪后
,

20 一 24 岁组的自杀率将高于 75 岁以上组而成为最

高峰
。

① 看来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东西方人 自杀率的年龄分布曲线将会出现趋同或转换
。

3
.

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 自杀率

上述的各项自杀调查以及全国的自杀率统计都反映出
,

女性的自杀率高于男性
,

无论是自

杀死亡者还是自杀未遂者均以女性居多
,

这与杜尔凯姆在《自杀论 》中得出的
“

自杀死亡者是男

人比女人多
”

的结论正好相反
。

杜尔凯姆收集的统计数据显示出自杀率是男性远远高于女性
,

所以他认为
“

自杀主要是男性现象
” 。

② 对于自杀现象中的性别差异
,

杜尔凯姆认为
,

这是与女

性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或女性所具有的特定的情感特征有关
。

他认为
,

妇女 比男人更少接触

社会
,

所以感情受社会的影响较小
,

另外
,

妇女具有为家庭成员献身的情感特点
,

故不易 自杀
;

而男人的社会交往较多
,

比起妇女
, “

他们是更为复杂的社会人
,

他们只能在自己之外寻找更多

的支持来保持平衡
,

而正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的平衡所取得的条件要 比女人多
,

因而平等就越

易被打破
。 ’ ,

③ 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统计数据
,

将既遂 自杀男性居多数称为自杀学的铁则
,

显

然
,

中国的事实打破了这一铁则
。

在中国
,

女性 自杀率高的原因包括诸多心理社会因素
,

值得指出的主要有三种因素
:

①人

格因素
。

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要求促成了中国妇女性格中的内倾性和 自虐性
,

这决定了她们

在充满自我牺牲和忍辱负重的生活中所积蓄的攻击性极易内倾化
,

即以 自杀的方式表现出来
。

②家庭因素
。

中国人的人际依附性普遍较强
,

而女性则尤为甚之
。

中国妇女不仅习惯于依附男

性
,

更习惯于依附家庭或家族
,

因此在亲情水平并不高而人际结合度又过于紧密的中国家庭

中
,

各种家庭矛盾和纠纷必然成为中国女性高自杀率的家庭根源
。

③社会因素
。

中国妇女无论

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不仅要参加家务劳动而且要参加社会劳动
,

所以中国女性有关职业和劳

务的社会紧张度要高于男性
,

从社会角色变换的角度来看
,

女性的心理压力也比男性大
,

这使

她们的心理平衡更容易被打破
。

4
.

未婚者自杀率高于已婚者自杀率

从中国 自杀者的总体数据来看
,

已婚者多于未婚者
,

这与杜尔凯姆掌握的数据是一样的
,

但杜尔凯姆按婚姻状态分组统计了自杀率后发现
,

未婚组的自杀率最高
,

鳃寡组居其次
,

已婚

迈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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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则最低
。

据此
,

杜尔凯姆认为
,

婚姻对 自杀有免疫力
,

但仅仅是 男性如此
,

因为按性别分组后

的数据表明
, ,

无子女 已婚女性的自杀率高于未婚女性
。

杜尔凯姆 由此得出结论
, “
姻亲关系本身

对妇女是有害的
,

它增加了妇女的自杀倾向
” 。 扩D然而

,

由于有子女的女性其 自杀率要低于未婚

女性
,

所以杜尔凯姆认为
,

虽然婚姻对女性没免疫力
,

但家庭能起到防疫作用
,

而且家庭成员越

多
,

其免疫力就越强
。

在此
,

他将婚姻与家庭作 了区分
。

杜尔凯姆从统计数据中发现
,

在离婚没有合法化的国家
,

妻子 自杀的可能性比丈夫大
,

但

在离婚自由度较高的国家
,

随着离婚率的上升
,

妻子的自杀率非但没上升反而
一

下降了
。

杜尔凯

姆由此得出结论
, “

婚姻的破裂越频繁
、

越容易
,

与丈夫 比起来
,

妻子的受益就越大
。 ’

唱 他的观

点是
,

婚姻使丈夫受益
,

离婚使妻子受益
。

在我国现有的自杀统计数据中
,

没有按婚姻状况分组的统计
,

但可将 自杀者总体的婚姻状

况及统计与全国人 口的婚姻状况统计进行比较
。

根据第三次全 国人 口普查的结果
,

在 1 5 岁以

上的人 口中
,

未婚占 28
.

57 %
,

已婚占 63
.

68 %
,

丧偶占 7
.

1 6%
,

离婚占 0
.

59 %
。

⑧ 将此数据与

上述各组 自杀调查的数据进行比较
.

不难发现
,

自杀者中未婚者所占的比例均在 39 % 以上
,

即

明显高于未婚者在总人 口 中占的比例
,

说明未婚者的 自杀率高于已婚者的 自杀率
,

这与杜尔凯

姆的结论完全吻合
.

看来
,

婚姻
、

家庭对自杀的防疫性具有一定的世界普遍性
。

5
.

自杀诱因以身心疾病和人际冲突为主

自杀诱因反映出的内容正是自杀者最视作痛苦的内容
,

因此研究中国人的 自杀诱因也就

是研究中国人的痛苦观
,

而人们所为之痛苦的内容 又正是内心中极为重视的内容
,

因此研究中

国人的自杀诱因也就是研究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
。

统观中国人 自杀的诱因主要有三大类
,

其一是疾病折磨
,

包括躯体疾病与精神疾病
,

以抑

郁症最为突出
,

主要表现为悲观厌世
,

自杀者往往是将 自杀作为否定 自身
、

寻求解脱的一种方

法
;
其二是遭受挫折和陷入逆境

,

包括失恋
、

失业
、

高考落榜
、

负债
、

破产
、

受陷害
、

受凌辱
,

以及

各种天灾人祸
,

自杀者往往是将自杀作为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
;
其三是人际冲突

,

包括各种家

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人际冲突
,

如夫妻不和
、

代际紧张
、

婆媳争端
、

师生矛盾
、

邻里纠纷等等
,

由

这类人际冲突引起的自杀往往具有一定的冲动性
,

自杀常被作为控诉
、

表白
、

报复的一种手段
。

值得指出的是
,

由人际冲突诱发的 自杀常常带有攻击性而非退缩性
,

这是与前两类以解脱

和逃避为主的自杀行为大不相同的
。

此类 自杀者往往是带着挑战的气势
.

将死作为一种最有利

的武器以回击
“
加害

”
于 自己的人

。

在中国
,

逼人致死的名声是不好听的
,

如果在一场人际纠纷

之后
,

当事人之一愤然自杀
,

另一活着的当事人 则难免被舆论冠以逼死人命的罪名
,

其所受到

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

因此
,

实质上
,

在因家庭内外各种人际纠纷而 自杀的人中
,

有不少人

是期望以自伤的方式来伤害与己发生纠纷的对方
。

在中国人的自杀现象中
,

最具中国特色的自杀诱因就是
“
人际冲突

” ,

尤以家庭中人际冲突

最为显著
,

在各类 自杀诱因中居首位
。

相比较杜尔凯姆掌握的数据
,

西方人 自杀的首要原因是

精神疾病和 肉体痛苦
,

其次是各种天灾人祸
,

而因家庭问题自杀的人占的比例相对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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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人际依附性比较强
,

亲友之间不仅欢乐同享
,

而且痛苦也应同担
,

这无疑会起到

防疫 自杀的作用
,

但人际依附又使人际矛盾的出现率增加
,

从而使产生痛苦的可能性加大
。

上

述各项调查的统计数据都表明
,

在中国人的 自杀诱因中
,

人际冲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

这一方

面说明
,

人际关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人际关系不 良会直接导致当事人的

心理痛苦和心理危机
; 另一方面也说 明

,

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
,

存在着诱

发人际冲突频繁出现的基本因素
。

自杀作为一种社会行为
,

必然与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习俗以及国民性格有着密切的关联
,

中国人所特有的源 自人际冲突特别是家庭人际冲突的自杀诱因则是根植于中国人所特有的生

活方式
、

思维方式
、

社会交往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中
,

可以概括为 4 点
:

①情感表达的含蓄

性
。

中国社会的文化习俗促使个体形成了比较内向的性格特征
,

并因此决定了情感表达方式的

含蓄性
,

由于很难将感情和情绪直率地表现 出来
,

故不仅加大了人际间理解的难度
,

同时 加大

了误解的可能性
。

②社会交往的狭窄性
。

中国人的社会交往范围比较狭窄
,

常常仅限于以血缘

为核心的亲属关系网
,

由于缺乏人际间宽泛的非亲缘性的横向交流网络
,

从而在无形中加大了

家庭人际冲突对个体的心理压力
。

③思维方式的求全性
。

中国人求完美的思维主要体现在道

德观和人性审美上
,

既苛求他人又苛求自己
,

这种缺乏宽容精神的求全思维加深 了人际间的隔

阂
,

从而加大 了人际间的摩擦系数
。

④生活方式的封闭性
。

中国人习惯于过平稳安逸的家庭生

活
,

往往不喜欢户外活动
,

尤其是剧烈和有一定危险的户外活动
,

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容易促成

个体形成自闭内倾型的性格
,

而且也使个体失去了将情感
、

情绪乃至攻击性表露于外的天然机

会
,

情感宣泄的范围则只能限于狭小的家庭人际之间
。

6
.

自杀方式以服毒和自溢为主

自杀方式往往具有一定的民族特点
,

美国自杀者首选火器
,

这与美国社会私人拥有枪支弹

药极为普遍不无关系
; 日本人 自杀采用的方式多为剖腹或自勿J

,

这是由日本的文化习俗决定

的
;
中国人的自杀方式则多为服毒或自溢

,

因为保留全尸是中国的民间习俗
。

自杀方式也有城乡差别
。

分析广州市与晋宁县的调查
,

不难发现
,

城市自杀者的自杀方式

是首选自溢
,

次选服毒
,

而农村自杀者的自杀方式是首选服毒
,

次选自溢
,

这当然与毒性农药在

农村方便易得有很大的关系
。

另外
,

鉴于吞服农药的救活率较高
,

则不能排除一种极大的可能
,

即服毒者对死亡的决心并不十分坚定
,

有些服毒者自杀的 目的不仅仅是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

而

是包含有其它的内容
。

通过分析上述调查中服毒者的自杀诱因
,

发现有 79
.

3%的自杀行为是源于人际纠纷
,

即

近 80 %的服毒者是起因于各种家庭关系或社会关系的矛盾冲突而 自杀的
。

既有矛盾冲突的存

在
,

就难免有怨恨情绪的生成
,

所 以
,

服毒者采取自杀行动除了有一时气愤
、

一时想不开的冲动

因素以外
,

还存在着想以自杀的方式来达到泄愤
、

报复
、

威胁等目的之可能
。

服毒自杀者中
,

女性占了绝大多数
,

再结合未遂自杀者中女性远远多于男性这一事实
,

不

难发现
,

在面对 自杀时
,

女性所下的决心不如男性大
,

且自杀的首要动机也往往并不是杀死 自

身
,

而是想利用舆论的作用来伤及 自己所怨恨的人
。

自杀现象是各种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现象
,

但是
,

自杀率的高低
、

自杀者的群体特征以

及因社会而异的主要 自杀方式和主要自杀诱因却反映出相应 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内函
,

并最终

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特有的社会
、

文化结构和人格结构
。

随着改革
、

开放的推进
,

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将导致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

此番变化

也终将改变中国人的传统人格结构
,

自杀问题亦会出现新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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