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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生的那一天起，  

人的價值不斷經歷不同程度的蹂躪與傷害，  

輕者，影響自我形象與自信心，  

重者，殘害別人與自己的生命。 

 

    每每看見一個有無限可能的生命，選擇以不同的方式自我了結，身為一個牧

師，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雖然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我們深信每一個生命的價值

是神聖（有上帝的靈）且無法比較的。但在現實的世界，從出生的那一天起，人

的價值不斷經歷不同程度的蹂躪與傷害，輕者，影響自我形象與自信心，重者，

殘害別人與自己的生命。在牧養關顧上，重點並不在於爭論「自殺」行為合不合

乎道德，而是在於對生命的看重。因為基督教視生命為上帝所賜，所託管，所以

我們有管理生命的責任，既是如此，便不能任憑生命被隨意的放棄。面對日漸增

加的自殺率，在牧養的關顧中除了多給予生命價值的肯定外，我們必須更積極的

與受苦的人站在一起，體會他們的苦，並陪伴他們走出人生的黑暗期。  

  

  臨床上最常遇見有自殺意圖的個案的是那些心中有解不開的生活壓力，而且

又缺乏適當的社會支援來幫助他們紓解壓力的人們。如人際間的衝突，特別是親

子之間或男女感情上的衝突-失戀、離婚、夫妻吵架...；課業上的壓力-無法達到

設訂的目標；工作表現及經濟上的壓力-業績不好、失業、被倒債。另一種和自



殺有關的原因則是疾病：如患有慢性身體疾病的人，或精神疾病如憂鬱症等，都

有較高的自殺率。 

  

自殺者的動機不外乎以下幾種： 

1.逃避或解決憂鬱與痛苦：人類常用逃避的方式來面對所遇到的難題、恐懼、痛

苦及混亂，而自殺則是最終極的逃避。這是厭世輕生者的典型，佔自殺個案中較

高的比例，這種人天真的認為死亡是解決一切問題、所有苦惱最好或唯一的辦法，

認為只要人一旦沒有了知覺，沒有了意識，就不再會有煩惱了。 

2.抗議：有些自殺者因理想抱負無法實現，或不滿處處受掣肘，於是以死相諫，

企圖改變或影響他人的態度與行為。例如，家人從小對個案有過高的期待，凡事

只能照父母的要求而限制個案追求自己的理想，長久以來因無法爭脫被期待的桎

梏，個案會選擇以死抗議。 

3.報復：這類自殺者最想傷害的其實不是自己，而是特定的某個人或某群人。例

如，因第三者介入而被甩掉的女性，她會認為自殺能讓男友及第三者一輩子自責，

有人甚至認為可以變成厲鬼來傷害負心人。 

4.對死亡結果存不實在的幻想：最常見於情侶間的殉情；或對影視偶像的崇拜與

認同，偶像一旦自殺，這種人也隨之自殺；或對「轉世再生」的盲目信仰，企圖

藉由死亡掃除不幸和痛苦，重新投胎轉世。 

        



  面對生活壓力多元、漸增的臺灣社會，自殺防治不能只一味的用信仰教條如

「自殺者下十八層地獄」恐嚇大眾，以下將從預防教育、個案協談、環境的改善

等三方面談自殺防治： 

一、預防--運用生死教育防治自殺 

    運用生死教育來增進青少年對死亡的認知和了解，並將這些知識應用於生活

中，除了用以解決因著死亡而產生的種種問題，更能幫助青少年建立積極快樂的

人生觀，擁有更有意義的生活和生命。生死教育的內容可概括為下列三部分： 

1.知識的獲得：幫助青少年獲得面對生死的基本知識，並進而學習正確的觀念、

做決定的能力和積極的行為。 

2.自我意識及價值澄清：幫助青少年意識到自己有關死亡、瀕死及死別的態度、

思想、感覺及反應；藉著對個人價值及優先次序的深思熟慮，促進生活品質的提

昇。 

3.助人、解決問題技能：教導人們面對生死時助己助人的技巧以及適當的調適行

為。 

二、個案協談 

1.增加個案自我察覺的能力：治療中幫助當事人愈能覺察自己，愈能增強他對自

由的責任。 

2.自由與責任：鼓勵當事人認識存在的本質是自由，生活的精華在於面對生存的

現實做抉擇，並對其結果負責任。 



3.追求自我認同與人際關係：須激發個案檢視他們如何失去自我認同；如何想以

迎合他人、取悅他人，為他人而活來建立人際間的親密經驗，卻得到反效果而更

孤獨、疏離。透過真誠的治療關係做為模式，讓當事人學習把握真正的自我存在，

維護自己的獨特性，同時又有興趣走出自我世界，與別人及大自然建立關係。 

4.認清焦慮是生存的一種狀態：焦慮對生命的安全不盡然是負向的威脅，它可能

也是生長的一種泉源。願意面對自己焦慮的人，意謂著對焦慮的開放，雖然必須

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卻能向新生活開放和邁進。 

5.追尋意義，肯定價值：協助當事人看見自己生命的意義，特別在協談過程中發

自內心不斷表現出對個案的在乎，肯定。許多自殺個案會因為體驗到世上還有人

在乎他們而停止自殺的行為。 

三、環境的改善 

    在幫助自殺個案走出新生命的過程，新的生活經驗是必要的，家人配合度高

的話，透過家族治療，可以促成家庭互動模式的改變。另外，轉介支持團體也是

重要的，如教會團契可以提供個案心靈上長遠的支持；鼓勵個案投入義工團體更

可以讓個案直接體驗他的生命對別人有所貢獻。 

  

    期待更多人投入全方位的關懷，才能夠協助更多有自殺意圖的個案走出人生

的低潮，迎向更光明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