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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生者，靠什么拉回那些绝望的人？

最近，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发生“多人跳崖”事件。接着在
昨日凌晨，四川什邡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在一林场深
处发现3人服毒自杀身亡，这3人分别为四川巴中人、福建泉
州人、河南许昌人。

在大家为轻生者唏嘘的同时，鲜为人知的网络社交群
“约死群”也被曝光。这些藏匿于网络暗黑空间的群，人员构
成极度复杂，目的各异，聊天内容充满负面情绪，甚至有人引
导和教唆轻生。但同时，也有善良正义的志愿者卧底“约死
群”，和黑暗抗争，想把那些年轻人拉回到生命的光明之中。
还有“劝生者”利用AI技术进行“树洞救援”，拉着陷入泥沼
的人重新萌发希望。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浙江绍兴上虞区心理卫
生协会会长王珍卧底“约
死群”已 8年了。8年来，
她和她的团队已成功挽救
了十余名试图轻生者。

王珍建立了一个由 4
位专职心理咨询人员、20
多位志愿者组成的心理志
愿者团队，努力查找这样
的群，进行干预和挽救。

在“卧底”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这些群友的年
纪都很小，大多 20 岁左
右，有着不同程度的心理
创伤、抑郁症状，聚在一
起，就有可能导致彼此的
负面情绪越来越深，产生
极端想法。

在观察过程中，他们
发现，有些人可能并不是
真的想要轻生，他们需要
的是陪伴和重视。王珍记
得，一天夜里，有个男孩在
群里发了一句“再见”，王
珍有些警觉，但由于没有
收集到男孩的相关信息，
她只能不停地给男孩发微
信。“在吗？”“怎么了？”“我
们聊聊好吗？”

在王珍的微信“轰炸”
下，男孩终于回话，慢慢地
敞开了心扉，两人一直聊
到凌晨 3 点多，男孩说：

“谢谢你，我不会死了！”王
珍长舒了一口气。

像这样“潜伏”在“约
死群”的心理救助志愿者，
还有很多，徐世海也是其
中一个。

“一些特别负能量的
人，会进入到一个百人的
网络大群。本来在里面
就是吐槽几句负能量的
话，但是聚在一起越说越
难受，这些人就会再形成
一个小群。如果这时候
群里再有人怂恿，可能就
一起约着去死。”徐世海
说，“约死群”里基本都是
年轻人，一旦发现“约死”
苗头，他就会出面干涉，
尽力搭救这些有轻生念
头的年轻人。

多位法律界人士表示，组建“约死群”之类的群，
是一种违法行为。

杭州市西湖区灵峰法律服务所主任宋素慧认
为，如果群主在群内唆使怂恿“群友”自杀，甚至提供
自杀方法和建议，那么这个群主具有剥夺他人生命
的故意，涉嫌构成故意杀人罪；如果群主没有上述唆
使怂恿行为，但对于群友之间讨论自杀、相约轻生的
消极情绪对话放任不管，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
客观上给悲观厌世者提供了轻生的便利。

“对于组建‘约死群’的群主是否涉嫌犯罪，要看
其组建该群最初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有些即使
不构成犯罪，也有违公序良俗，甚至达到犯罪的边
缘，也应该取缔。”宋素慧说。

（综合钱江晚报、上观新闻、扬子晚报、新京报）

救援这些“约死群”成员，最难的是怎么找到这
些群。这些年，相关部门在不断清理类似的群，但每
次清理后，这类群往往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出现。

“从公安的角度，要治理类似的群，存在不少困
难。一个群里，各省的网友都有，属地很难确定，而
且多用暗语。”一位民警对记者说，他希望有更多的
网友提供线索，见到“约死群”立刻举报。同时，平台
应积极作为、主动干预，将防范和封堵做在前面。

有专家认为，本着提前介入、有效防范的原则，
平台方应采取对“自杀”等敏感词的全时全程全域智
能监测，以便能第一时间启动封堵等紧急处理措
施。对线上发布的信息有明显轻生倾向的，应引入
心理干预和紧急援助机制，及时给予帮助。

“网络劝生”是一场异常
艰苦的“战役”，因为面对的
是对方可能积累到满负荷的
压力。这同样是一场不能后
退的战役，因为背后可能就
是年轻人鲜活的生命。

心理干预热线和刚刚
兴起的利用 AI 技术进行的

“树洞救援”，这两股救援力
量，仿佛一道道温暖的光，
拉着陷入泥沼的人重新萌
发希望。

“近二十年来，有自杀倾
向的求助者群体呈现出年轻
化的趋势。19岁到29岁、29
岁到 39岁是两个高峰，这和
现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
有关。”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
与干预中心主任宋海东表示。

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
干预中心是国内首个由政府
主办的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

中心，从 2004 年成立至今，
已经接听了 22 万个求助电
话，其中有 1766个是高危来
电（求助者有自杀未遂史或
已制订具体自杀计划）。求
助者在拨打热线电话时，普
遍存在矛盾心理，而这正是
干预存在的意义。

不过，宋海东坦言，心理
援助热线能为求助者提供
一个临时的情绪支撑点，帮
助他们把情绪纾解出来，指
导他们如何去调整自己的
心情、看待身边的事物，但
求助者们所面临的生存状
态和情感状态，依旧只能靠
自己去改变，或者有赖于社
会更良性的运转。

王珍也认为，心理帮扶
只是一个方面，要挽救这些
人，需要全社会参与。

根据相关分析，“约死”

之人很多并非真的想轻生，
而是无法为自己好好活着
找到一条出路。这时的他
们需要自我的认知调控，也
需要家庭的温暖和社会的
支持。

王珍曾挽救过一位 27
岁的群友，他试图轻生的原
因，是父亲病重，自己又失
去了工作。了解到这位群
友的情况后，王珍带着一位
志愿者来到这位群友所在
的城市，找到他并进行劝
说，还通过自己的关系，找
到一些社会救助机构，“这
位群友非常感动，说再也不
做傻事了”。

王珍说，和这位群友一
样，不少“约死群”的群友，因
为各种失意站到了悬崖边，
只要大家多用点心，拉一把，
也许就能够把他们拉回来。

除了心理干预，有一个
“树洞行动救援团”正试图劈
开互联网大数据的波浪，救
下走向悬崖者的那个人。

武汉长江边，年轻女孩
刘丽（化名）面对奔腾的江
水，准备一跃而下结束生命
时，她的手机消息提示音接
二连三响起。她下意识打开
手机，微博里收到二三十条
私信，都来自陌生的账号，却
都是温暖的鼓励话语。这些
信息来自“树洞行动救援团”
的志愿者们。

“我本来以为这个世界
上没有人在乎我的生死了，
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关心我。”
那天，刘丽在长江边哭着看
完了私信微博内容，默默回
了家。

“树洞行动救援团”运用
AI 算法识别筛选社交媒体
上疑似自杀风险的信息，适
时展开人工干预行动。至
今，已实现救援近6000次。

黄智生是“树洞行动救
援团”发起人，也是深兰科学
院医学知识图谱首席科学
家、同济大学精神卫生中心
特聘教授，荷兰阿姆斯特丹
自由大学人工智能系终身教
授。他从事 30 余年人工智

能研究，一直希望将AI技术
应用在医疗健康领域。

黄智生发现，试图自杀
者会通过社交平台表达自己
的情绪和愿望，尤其是在已
经自杀离世者的微博评论
区。“‘树洞’指的是，有微博
用户自杀去世后，其他用户
纷纷到他的微博下面表达自
己痛苦、无助的想法。”黄智
生介绍。

“要主动去寻找、靠近那
些有自杀倾向的人，给予陪
伴和帮助。”为此，黄智生开
发了“树洞机器人”，2018
年，AI树洞机器人 001号诞
生了，这是一款电脑应用软
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抓取
并分析微博中的信息，主动
定位，找到那些想轻生的人。

那天，“树洞机器人”锁
定了刘丽。志愿者们给她
发去鼓励安慰的私信，还联
系她的微博好友采取救援
行动。

一个个开放的情绪“树
洞”，具有集群效应，尤其容
易影响青少年。

根据语义分析，“树洞机
器人”将危险等级分为 10
级，针对即将付诸行动的 5
级以上用户，会自动发出预

警报告，再由救援志愿者根
据每个人的危险情况予以相
应帮助。比如，留言“我已经
把门窗都关好了，把炭烧起
来了，拜拜”，这种会被判定
为最高的10级风险。

目前，救援队会每天运
行1到3次“树洞机器人”，识
别准确率达到82%。

五年来，“树洞机器人”
几乎每天会在微博上搜到数
以千计的风险信息，其中有
超过200条达5级以上风险，
他们大多是青年，女性人数
是男性的三倍。

针对危险级别达 8级以
上的人，志愿者会组成 5 人
以上的救援小队展开援助。
自杀危机解除后，救援团队
往往会对受助人进行至少 3
个月的陪伴和观察。

目前，“树洞行动救援
团”拥有超过 700位志愿者，
遍布全国。其中，100 多人
是国内精神科或心理学领域
的专家主任，200 多人是有
心理学背景的咨询师，还有
来自各行各业、经过培训的
志愿者。

“没有机构和经费支持，
志愿者都是靠一腔热情参
加。”黄智生说道。

“约死群”，究竟是
什么样的存在？

仅有心理帮扶不够，还需社会支持

“树洞行动救援团”，用AI挽回近6000次轻生

治理“约死群”
平台应积极作为、主动干预

组建“约死群”
属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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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洞行动救援团”成员和有轻生倾向的年轻人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