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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少年自杀已经成为亟需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并已经成为一个社会

问题。本文从依恋理论出发，对前几年发生在新疆某中职学校的两例青少年自

杀个案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他们的依恋关系的形成、消极的内部活动模型，以

及安全基地的缺乏角度，结合已有的资料进行了梳理，提出了青少年阶段依恋

关系的重要性，并指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自杀的重要途径是把社会、学校和家

庭建设成为青少年的“安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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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残酷，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事实是，青少年自杀已经成为

亟需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的调查表明，2015 年美国

自杀人数达到 44193 人，成为第十大致死因素［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的报告，全球每年约有 80 万人自杀死亡，已经排在全部死因中第 13 位，在

15—34 岁的人群中居死因的第四位，是致伤残原因的第六位。而现在自杀已成

为全世界 15—29 岁人群的第二大致死因素。这一现象，在我国的青壮年人群中

更为严重，自杀分别是 15—34 岁女性和男性死因的第一、二位［2］。甚至在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中小学生中，自杀现象也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3］。可见，

青少年自杀不仅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有关中学生的自杀行为的研究，大多是从流行病学调查入手，从家庭因素

［4］、孤独、焦虑、心理压力［5］、人际交往不良、社会适应性差［6］、应

激事件［7］等方面着手，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以问卷调查为主，对研究对象进行

横断面的信息采集，不能深入地进行分析，少数以个案分析的文献，基本上是

以精神分析取向，探讨青少年自杀的深层原因［8］，缺乏相应的实证性材料支撑。

本文以新疆两例中职学生自杀案例为分析对象，重点从依恋理论的角度剖析青

少年自杀的深层原因。

1  案例概况

案例一发生在 2012 年 8 月，正值学校暑假期间，就读于新疆喀什某中职学

校男生小 A，在家喝农药自杀，年仅 17 岁。直到第二天早晨，父母才发现小 A

已经死亡。该生是维吾尔族，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贫困家庭，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还有三个姐妹。自小性格内向，不合群。自杀之前的一段时间父母关系一直不好，

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在孩子眼前父亲经常打母亲，孩子难过，情绪

很不稳定。

案例二发生在 2016 年 11 月的某个周末，某中职学校在读的一名男生，小 B，

在校外爬电线铁塔，触电自杀，时年 17 岁。男生国庆回家的时候自己打工挣钱，

他居然很高兴就花 300 元购买一部手机使用，不过还没过一个月那部手机因男

生从口袋里拿出来的瞬间就不小心被摔坏了。他心里很紧张，还怕父亲责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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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打伤他，他想起离开家返校之前父亲的嘱咐就很害怕。最终决定周末到校

外工地打工挣钱。偷偷地出去，没找到打工地方，就触电自杀了。小 B 也是出

生在一个维吾尔族贫困家庭，有个姐姐，已经成家。但在学校成绩较差，且不合群，

人际关系较差。家庭成员间关系比较恶劣，父亲有严重的家暴行为。

2  两例个案中的依恋关系

上述两例个案，尽管发生在几年前，时间跨度不一样，其实是两起孤立的

个案。但两起事件给学校老师和学生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而看似两起孤立的

自杀案例，却有一些共同的深层原因。作为参与处理这两起自杀事件的当事人，

深感青少年的自杀与他们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的经历密切相关。有研

究者甚至认为自杀是一种依恋损伤的结果（Suicide as an Attachment Injury）［9］。

本文从依恋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深入分析这两位中职学生的成长历程，以期

能揭开自杀的深层心理。这对于预防青春期学生自杀，保持学生的心理健康，

构建起平安校园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Bowlby 的依恋理论［10］认为依恋是一种持久的感情纽带，以向某个特

定的对象（通常是最初的抚养者）寻求和保持亲近的趋势为特征，尤其是在压

力之下时。依恋作为一种目标修正的行为系统，具有生物学功能。早期的依恋

理论主要关注母子之间的情感关系对孩子的影响，后来研究也发现，成年人的

个体和亲密对象之间的浪漫关系，也类似于早期母子之间存在的依恋关系：成

人在亲密关系中也会出现接近维持、分离焦虑，以及将对方作为安全庇护所，

以及自由探索的安全基地等依恋行为模式；成人同他人获得亲密关系也需要经

历类似婴儿依恋形成的几个发展阶段。从生物和文化的进化角度来看，婴儿依

恋和成人依恋也有若干相似和联系。而且，随着个体的发展和成熟，其依恋

对象也在迁移，友伴和爱侣逐渐取代了父母。社会人格心理学取向的学者将

Ainsworth 的依恋分类标准移植到成人阶段，演变为由“回避—焦虑”两个维度

划分出的 4 种类型：安全型（低焦虑和低回避维度）、焦虑型（高焦虑和低回

避维度）、拒绝回避型（低焦虑和高回避维度）和恐惧回避型（高焦虑和高回

避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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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依恋类型的成人在早期所经历的照护反应可能是一致的（对自己和他

人持积极、正性观点），照顾者会对其给与敏感的回应，使其可以依靠他人获

得满足。不安全依恋类型的形成，与早期经历到的不一致的照护反应有关，无

法形成对自己和他人的积极的、正性的观点。在这两起个案中，小 A 和小 B 同

样都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这在有着深厚的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新疆喀什来说，

两位男孩在早期经历中，都有过被溺爱的经历，尤其是母亲和姐妹对他们的溺爱。

小 A 的姐姐和妹妹也都对他很好，小 B 的姐姐也很宠爱他。但是，这两个家庭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父母关系都一直不好，主要都表现在父亲对母亲和家庭

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且父亲在家庭里都具有家暴行为。这种原生家庭的恶劣氛围，

让两位男孩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难以形成安全型的依恋。

根据依恋理论，在青春期，个体的依恋会表现出和婴儿、孩童期不一样的

特点。不仅是父母亲，还有兄弟姐妹、老师、朋友都可能成为个体的依恋对象。

而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个体在青春期处在同一性对同一性混乱阶段，

因此此时的依恋对象也可以理解为，当个体在寻找自我同一性的过程中，遇到

挫折或困境的时候，个体倾向于分享或寻求帮助的人［11］。很明显，小 A 和

小 B 在整个青春期中，依恋关系都处在异常状态，甚至大多数时候并没有稳定

的依恋对象。

在这两起案例中，由于家境一般的父母对于他的关心，只能是满足他的基

本物质生活需求，因为孩子众多，小 A 并不能得到实质性的关心和爱护，而且

小 A 本身性格内向，不喜交往，平时在教室里喜欢坐在最后一排，从不向老师

和同学说起家里贫困的情况，回避现实，不敢面对自身的困难，因此同学们只

是知道他不合群，并不知道他的困境，人际交往几乎没有，因而小 A 无法构建

起良好的依恋关系。

小 B 的家境也比较贫寒，父母没有固定收入，父亲还把好不容易打工挣来的

钱，花在乱七八糟的事情上，而且是个十足的酒鬼。即使在小 B 自杀的当晚，他

仍然是醉卧不起，只能是他妈妈和几个亲戚来到现场处理事情。同时，小 B 的大

部分同学均来自贫穷家庭，也无法实质性地关怀他。另外，小 B 有强烈的自卑感，

同样不喜欢说话，在班里学习表现不太好，而且学习成绩不太理想，不愿意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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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活动。这些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叠加起来，使得小 B 也没能形成良好的依恋关系。

学院领导去小 B 家慰问的时候，看到他家房屋前有一颗又大又高的白杨树，树梢

上绑着一个红旗，他妈妈说是在出事前一个月前，小 B 特意爬上去系上的，小 B

告诉妈妈，“我每次想念你的时候，就会在远处，高高的地方，看到这个红巾”。

结果，小 B 正是攀上了学院外面的一个高高的铁塔上，爬到最顶峰之后触电而亡，

警方判定是自杀。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小 B 的自杀，应该是他处于特别痛苦之际，

伤心的时候想到母亲，想看一眼自家白杨树上的红旗。

虽然对依恋的研究始于婴儿，但依恋关系的形成和维系是个体一生都要进

行的，并随着年岁的增长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由于资料有限，我们并无法

清楚地知晓小 A 和小 B 在婴儿期和童年时期的依恋状态，但至少他们在青少年

时期（尤其是在校期间）的依恋是不稳定的、存在缺陷的。小 A 是初恋失败，

在自杀前一天收到女朋友暗示分手的短信，而小 B 则是暗恋班上的女生，一直

不敢向对方表白。其实，这两个男孩外表俊朗，标准身材，是那种很受女孩子

喜欢的外貌特征。他们对感情很投入，也千方百计地去“讨好”女生，但因为

性格方面的原因，在处理初恋问题方面都非常极端，这也反映出亲密关系中承

诺和投入程度越高，失恋后通常会倍感抑郁，而导致自杀意念或行为的基本应

对模式［12］。

3  两例个案中的成人依恋：消极的自我与他人模型

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s）是依恋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根据 Bowlby 的依恋理论，在早期亲子互动过程中，所有的个体都会发展出有

关自我和他人的内在的心理表征。内部工作模型包括互补的两部分：自我模

型和他人模型。自我模型即有关“自己是否是能够引起依恋对象做出有效反

应的人”的表征；他人模型则是关于“依恋对象在自己需要支持和保护时是

否会是及时做出反应的人”的表征。内部工作模型不仅包括一系列表征不同

依恋对象的子模型，而且包括由此抽象得到的具有普遍性的概括模型［10］。

研究显示，多数个体在针对不同的具体关系报告了两种或多种依恋风格之后，

仍能报告出一种普遍的依恋风格。工作模型一旦形成，在个体遇到新关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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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发生变化时，将通过同化和顺应过程继续发展和演化。一方面，内部工

作模型高度抗拒变化，更倾向于将与已有模型一致的信息同化进入工作模型，

甚至不惜以扭曲它们为代价来保持内部工作模型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内部

工作模型又不是严密的表征系统，也会根据现实环境和人际情境自行调节，

在已有模型不一致的信息无法被忽略或排除时，内部工作模型将得到修正，

反映出一定的适应性［13］。

从这两例个案中，小 A 和小 B 在青春期缺乏稳定的依恋关系，一方面为找

寻自我同一性而苦恼，另一方面无法得到有力的支持，这对他们依恋的心理表

征形成有非常不利的影响。而且，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遭受到了许多的负性

应激生活事件（见表 1），由此而衍生出的自卑，终于让他们产生了消极的自我

模型；又由于缺乏人际沟通技巧，和同学的关系也不佳，无法在朋友中找到社

会支持，这使得他们产生了消极的他人模型。而这样的心理表征模型进一步指

导他们对环境中信息的加工和解释，从而引导他们走上极端的自杀行为的道路

上去［10］。

自我工作模型的关注点集中在对自我价值的判断、自我概念的平衡整合以

及自我的稳定性 3 方面。小 A 和小 B 同时兼有高自尊和高自卑的特点，对自我

价值的判断呈现不一致。家境贫寒、同学嘲笑使其对自我价值评价偏低。在自

我概念的平衡整合方面，小 A 和小 B 的“理想的自我”“应该的自我”和“现

实自我”差距较大，自我图式分化但缺乏整合。而在自我稳定性方面，他们的

自我观不稳定，容易因情境反馈信息改变对自己的评价。从小 A 和小 B 的情况

来看，他们都是来自于喀什周边的乡村，坐车需要 3 ～ 5 个小时左右，而在乡

村的小学，学生们彼此之间的家庭贫富差异不大，而到了中职学校之后，学生

之间的贫富差距就比较大了，而且，在乡村学校优秀的学生，来到喀什后，可

能就没有那种优越感了，因此，这些现实的差距给他们带来了无形的负担。而

对于中职学校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正值青春期，互相攀比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给小 A 和小 B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稳定的自我工作模型使他们无法实现

内心的自洽和有效的自我调节，极易因外界的评价或事件而改变对自己的认识，

对自己做出有偏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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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例自杀中职学生所遭受的负性生活事件

Table 1  Negative life events experiences suffered by two suicide adolescent 

students

#Case 1（小 A） #Case 2（小 B）
自杀时间 2012 年 8 月 2016 年 11 月
自杀方式 喝农药 爬铁塔，触电而亡
父母职业 务农，农闲时手工织鞋子靴子 务农，打工
父母受教育程度 小学 / 初中 小学
父母婚姻关系 父母婚姻关系糟糕 父母婚姻关系很差

父亲在外面有外遇 父亲出轨，不喜欢打工挣钱，不爱劳动
空闲时间做手工皮鞋维持生计 无正规工作，是十足酒鬼

家庭基本情况 贫困家庭。家里有四个孩子，是
唯一的儿子，挑刺的奶奶跟他们
在一起，婆媳关系不好

贫困家庭。家有两个孩子，年长 2 岁的
姐姐已成家，并已有自己的孩子

是否有家暴经历 有，家暴频率高 有，家暴频率高
学业情况 中职第一年，成绩一般 中职第二年，成绩较差
师生 / 同学关系 良好 一般
恋爱经历 初恋失败 暗恋，不敢表白
人格特点 内向，不合群，缺乏自信 自卑感强，内向，不合群

在他人工作模型方面，高焦虑个体对他人往往有较强的敌意，表现出冲动

性策略，只需要很少的证据就对其他人做出消极或积极的判断。从已有的信息

来看，小 A 自杀前的晚上跟女朋友联系，但女友给他发送短信，说了一些令人

沮丧的话，诸如“以后再不要跟我联系”等等；而小 B 特别敏感，爸爸在不经

意间说起的一句话，让他害怕到自杀的地步。而且小 B 着装也很不整齐，经常

穿好心人送给他的衣服，骨瘦如柴的他还穿 40 多岁男人穿的西装之类的衣服。

这让小 B 一直极度自卑。

这样的成人依恋类型和心理表征模型，无疑让他们的心理健康极度恶化，

深陷于怀疑自我和怀疑他人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而在这种适应不良的图式下

（Maladaptive Schemas），对他们不利的刺激，哪怕只有一点点，都会被他们放

大许多倍［14］。不幸的是，这样的刺激，刚好发生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4  两例个案中的依恋类型与其对情绪调节的影响

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不仅在“内部工作模型”表征上存在差异，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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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上也有策略应用的不同。“寻求亲近”是人类在依恋关系中情绪调节的

基本依恋策略。在情绪压力中的个体倾向于寻求依恋对象（或依恋对象的表

征）并与之维持亲近，可以获得安全依恋对象（或表征）的安全型个体将表

现出“安全基地”策略。无法获得安全依恋对象的个体退而采取“次级依恋

策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判断”亲密寻求“调节情绪的可行性。如果不放弃”

亲密寻求“，会导致”过度激活策略“，试图通过纠缠、控制一类行为重新

获得对方的关注和支持，然而，这一策略对其所处的非安全依恋状态很可能

产生一种自我放大作用，使其在心理结构上混乱和无法分化；另一方面，如

果认为”亲密寻求“不可行，将导致”去激活”策略，为避免再次受到伤害，

个体不再尝试接近依恋对象，而是抑制依恋系统，寻求在情感、认知和生理

上远离他人［15］。

安全型依恋个体的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较低，这会降低其对他人的抵触心

理，促使与他人的交流，形成完善的人际关系网络，并利用其中良好的社会支

持作用。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物质或信息上的帮助，增加人们的喜悦感、归属感，

提高自尊、自信心，同时在人们面临应激性的生活事件时阻止或缓解应激反应，

从而增加正性情绪并抑制负性情绪。小 A 和小 B 的自我模型和他人工作模型使

其对他人具有抵触心理，阻碍了与他人的交流，难以形成完善的人际网络，不

能有效地利用社会支持平衡自己的情感。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是家庭、老

师和同学。在学校他们和同学的关系一般，没有特别好的朋友。而家庭无法有

效地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不同依恋类型个体在调节有关冲突引发的愤怒情绪时，也有

很大差异。安全型对愤怒情绪加以控制，愤怒中包含乐观、希望和自我效能

的信念，理性分析事件，积极寻求有效解决方式，表现为有效愤怒［17］。

相比之下，焦虑型个体对愤怒的表达无法抑制，无法逃避愤怒情绪的纠缠，

导致行为退缩，而产生极端的行为。研究表明，尤其是依恋回避得分比较高

的青少年，自杀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安全型依恋的被试［16］。不幸的是，根

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小 A 和小 B 极有可能是回避型依恋类型，采用的正是这

种极端的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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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两例个案中“安全基地”的缺失

在依恋理论中，“安全基地”这个概念受到重视，指的是婴儿把依恋对象

（一般是照顾者——母亲）当作“安全基地”，即值得依赖和托付自身的对象。

良好的“安全基地”在很大程度上为婴儿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游戏和亲和行为

的空间。事实上，不仅在婴儿阶段，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人们都需要一个可

以信赖和能够提供支持的“安全基地”，帮助自己渡过苦难和焦虑。在小时候，

这个“安全基地”主要是自己的照顾者——母亲和父亲，成人以后可能是自己

的伴侣、家人和朋友们等。

其实，一个心理健康的子女是需要疼爱、悦纳和安全感的。不安全感容易

引起焦虑和紧张情绪，使一个人从儿童时代起就产生精神上的困扰，潜伏下心

理疾患的症结。为人父母者，给予子女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和持续不变的，决

不能撤销对子女的爱［17］。可惜，小 A 和小 B 的家庭没有给他们这种安全感。

小 A 的母亲忙于满足孩子们的最基本物质需求，父亲虽然农闲时可以做些手工

活，做些鞋子和靴子补贴家用，但他的精力要么是帮助处理婆媳关系，要么忙

着外遇的事情，几乎没时间给孩子提供有质量的爱。而小 B 的母亲是典型的贤

妻良母，忙于田里的重活，家务繁忙，一有时间就会到别人田里帮忙，挣钱养家，

可悲的是，母亲挣来的汗血钱还被父亲拿去买酒喝。而在孩子的眼里，父亲是

个酒鬼，也是个魔鬼，家里孩子们都很害怕他。因此，这两个家庭，都不能给

孩子们提供“探索外部世界的安全基地”。而这种“安全基地”的缺失，使他

们倍感孤独，“孤独的人有冷漠的、缺少关爱的父母。孤独与低自尊有关”［18］。

这种孤独又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

他们小时候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的关爱和照顾，而长大后又难以从家

庭那里找到足够的物质支持和心理安慰，这使得他们失去了最应该形成的“安

全基地”。同时，他们又未能从学校和社会获得可以替代的“安全基地”——

比如值得信任和依赖的朋友或者恋人。这样，他们生命中的必需品——“安全

基地”，便处于真空状态。

当然，“安全基地”的建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但是，在现实中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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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 B 并不乐意分享自己，而是压抑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单方面地认为世界和

别人对自己很残酷。根据认知疗法理论，不是早期经历本身决定了我们现在的

情绪和行为，而是对早期经历及其影响所持有的看法决定了它。面对贫困，一

些中职学生并没有像小 A 和小 B 那样消极无助，而是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措施，

对自己的状况进行重新解释和评价，而不是逃避现实。在这一点上，小 A 和小

B 无疑是失策的，他们没有努力去建设自身的“安全基地”。从心理学的依恋视

角分析，小 A 和小 B 以及周围的人需努力去做的正是找回“安全基地”！

6  反思与结语

依恋作为个体毕生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深刻影响着个体在广泛

的人际关系内的适应性，以及个体功能的发挥。依恋内部活动模型作为一种内

在心理表征体系，源于早期依恋经验，其建立起的工作模型的核心属性基本保

持稳定，并且对个体毕生发展和适应有重要影响：儿童期的依恋经验可以迁移

到青少年期乃至成人期的依恋关系中，并且影响个体的一般人际风格，进而对

个体毕生的身心与社会适应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本文从依恋理论的这些重

要概念出发，对两例前几年发生在新疆某职校的中职生自杀个案进行深入分析，

探讨了成长经历中的负性生活事件、个体的内部活动模型，以及安全感的缺失

导致的这两起悲剧的深层次原因。为预防和干预类似的悲剧发生，提供了一个

新的分析思路。

从 2011 年开始，新疆进入“脱贫攻坚阶段”，扶贫内容也更加精准，提出

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科教文卫体以及生态建设、社会保障等全方位的具体

发展目标和内容［19］。同时，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过程中，做到了扶贫与

扶智相结合。职业教育受到空前重视，这是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是贫困人

口通过对实践技能的学习，提升自身工作能力的主要途径［20］。在援助新疆

的政策支助下，2010 年起新疆各中职学校的学生有“三免一助”政策，（免学

费，免住宿费，免教材费，每月生活补助 200 元），且学生在校期间的吃穿用

住等条件都已经得到巨大的改善，另外，中职学生就业率很高，学生不愁吃不

愁穿，更不愁就业，在新疆的职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近年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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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扶贫攻坚政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心理支持系统，也逐步建立起来了，在学

校安排维吾尔族教师与学生们同住，及时给学生们提供更多心理慰藉，也逐步

在学校设立了心理咨询室，配备了心理老师，并且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这些

政策的实施给学生们提供了坚实的安全感。此外，随着中职学生的生活环境和

物质条件大幅度改善之外，对学生们的心理健康工作也日益受到重视，相信随

着各级政府对心理健康工作的落实，把学校建设成为每一个学生的“安全基地”，

构建起社会—学校—家庭的学生心理防护网，一定能够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让每一位民族学生都能找到自己人生的坐标，成为志向远大、坚定信念的新时

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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