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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ence

Personality 
disorders/
Psychopathy

Mentalizing 
disabilities

Substance 
abuse

Demographics

Positive psychotic 
symptoms/First
Episode psychosis



學習與信念

微觀：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個人暴力犯罪行為

是在家庭或社區環境

中學習而來

巨觀：文化差異論

（cultural deviance 

theory），強調文化或

次文化的價值、信念或

規範可能較能接受暴力

行為

社會連結與解組

微觀：社會控制論，強
調社會連結微弱，可能
產生個人暴力行為

巨觀：社會解組論(social
disorganization)，強調經

濟匱乏、居民流動率高、

人口異質化的社區， 對

社會連結產生負面影響，

造成社會控制下降，以致

個人容

易產生暴力行為

緊張與迷亂

微觀：緊張理論(strain 
theory)，個人在社會中
無法獲得期待目標、常
受負面刺激或情緒，導
致個人發生暴力行為

巨觀：迷亂理論
(anomie theory)當文化
價值稱頌經濟成就，
卻非每個人具有合法
獲得成功的手段時，
導致控制弱化，產生
犯罪與暴力行為

暴力與殺人原因與理論脈絡



親密關係暴力發展模式

Distal Correlates Proximal Correlates Groups

Genetic/Prenatal 
Influences
(e.g. temperament)

Nonviolent
:

Maritally
Distressed

Or
Nondistress

ed
Childhood Family
Experiences(e.g.

Parental violence, child
Abuse, discipline)

 Attachment(Depend
ency, Empathy) to 
Others

 Impulsivity

 Social Skills

 Attitudes
 Toward Women
 Toward Violence

Violent:

Family Only
Or

Dysphoric/
Borderline

or
Gneerally
Violent/

AntisocialPeer Experiences
(e.g. deviancy)

Developmental model of marital violence (Holtzworth-Munroe & Stuart, 1994).



性犯罪再犯風險病因學模式(Aetiological Model of Risk)(Beech & Ward, 2004)



暴力殺人至少有三層因素(片田,2006)

 第一是長期因素，這類犯罪人在成長階段都會有欲求不滿的現象發生。這種
欲求不滿的現象通常導因幼兒時代的教養，如父母親的過度期待等，這會造
成高強度的自我形象，認為自己就應該是強大的菁英，並受到異性歡迎等。
然而，長大後，接觸社會，開始受到挫折，以前的自我形象與現實的處境間
產生極大的落差，於是產生欲求不滿的現象。然而，對於這種落差，這類的
人並無法接受，於是陷入極度的自戀情結，如他會認為現在的地位等並不是
個應有的現象，如今的社會地位僅是一時不得志的假象而已。這不外是一種
幼兒型的全能感的展現。等到他不斷受到挫折後，表面上也無法接受現實，
於是找尋藉口以求解脫，例如這都是他人不能理解其能力所造成的現象。其
實，這種「他責」的傾向只是一種自我嫌惡的反射而已。

 第二是促進因素。在扭曲的性格成形後，必須有個促進的要素，讓這種性格
深化下去。一般而言，這些促進要素有所謂的破滅性喪失，如追求異性，而
被異性狠狠拒絕；或所謂的現實狀況展現，如極度的外部刺激，於秋葉原殺
人事件主角的情形就是同事擅自使用了被犯罪人所異常重視隱私的手機。

 最後是誘發因素。這些因素比較廣泛，有較慢性的社會性或心理性的孤立，
犯罪人會開始沈溺於網路等的虛擬世界，直至與真實的社會產生脫節的現象
。也有些因素是較為直接、即時性的刺激，如大量破壞的武器的入手或犯罪
手法的學習(透過媒體對其他犯罪的報導)等。到這最後的階段，隨後就是隨
機發生的犯罪。



一般暴力攻擊模式



Meloy的暴力攻擊分類(Meloy, 2018)



衝動攻擊與計畫攻擊的差異
研究者 PI PP

Barratt et al. (1999) 欠缺考慮且由強烈情緒
（特別是生氣）所驅動，
經常隨後產生懊悔

有計畫的、目標導向的
未必因情緒引發而襲擊。

Houston et al. (2003) 多巴胺
血清素代謝產物較低
心跳速率增加
膚電反應明顯增加

膽鹼刺激

心跳速率則是減少
或未增加

Struber, Luck, & 
Roth (2008)

前額葉功能障礙
男性
低自我控制╱高衝動性
高負向情緒性

Coccaro, Sripada, 
Yanowitch, & Phan 
(2011)

杏仁核的反應增加 杏仁核反應變得遲鈍
或減少



親密暴力之衝動性攻擊犯行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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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觸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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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適應不良行為發生的「心理病理」壓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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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需求衝動支配 - 心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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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何體驗外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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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經驗引致樹突長度和樹突刺密度
改變



持久的經驗導致突觸功效的改變

之前

之后
B: LTP後的突觸，突觸前神經元釋放更多的神經
遞質；突觸後神經元包含了更多的神經遞質受體；
受體的開放時間也延長（以星號表示）

A: LTP前的單一突觸



尾狀核(Caudate nucleus)

殼核

前扣带回

杏仁核

眼部額葉皮質

持久的經驗使大腦形成習慣性反應



Chronic stress and depression

Hippocampus

Feeling  chronic stress

LeDoux, J. (1996). The Emotional Brain. NY: Simon & Schuster.

Cortex







學習與信念

微觀：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個人暴力

犯罪行為是在家庭或

社區環境中學習而來

巨觀：文化差異論

（cultural 

deviance theory），

強調文化或次文化

的價值、信念或規

範可能較能接受暴

力行為

社會連結與解組

微觀：社會控制論，強調
社會連結微弱，可能產生

個人暴力行為

巨觀：社會解組論

（social

disorganization），強

調經濟匱乏、居民流動率

高、人口異質化的社區，

對社會連結產生負面影響，

造成社會控制下降，以致

個人容易產生暴力行為

緊張與迷亂

微觀：緊張理論
（strain theory），
個人在社會中無法獲
得期待目標、常受負
面刺激或情緒，導致
個人發生暴力行為

巨觀：迷亂理論
（anomie theory）
當文化價值稱頌經濟
成就，卻非每個人具
有合法獲得成功的手
段時，導致控制弱化，
產生犯罪與暴力行為

暴力與殺人原因與理論脈絡



生活變動
壓力狀態

(需要)
個人

（動機）
阻礙

成
功
因
應
的
副
作
用

取代目標

原始目標

問題解決

1
克
服
障
礙

2.迂迴前進

5
負
隅
而
戰

累積

3.退而求其次

負向感受與情緒

挫折—攻擊

威脅—焦慮

無助—憂慮

防衛性行為→症狀、
、惡性循環 症候群

目的
性行
為

4(壓抑）
（退縮）
（逃避）

圖一 適應不良行為發生的「心理病理」壓力模式

生理因素
人格組成
社會、文化

如：過
勞、得
意忘形



生理與生存需求

安全的需求

愛的需求

自我與

自尊需求

自
我
實
現

食物、水、庇護所、空氣

得到保護，避開身心威脅。對秩序
與建構的需求，免於恐懼與焦慮

團體的一員，接受、歸屬、感覺被愛、被
需要

尊重、喜歡自己和他人，勝任、創造力、自由、應
得的聲名

為成為全然的自己，做你必須做的一切；培養屬於自
己的個體性

在個人生命的發展中，早年由基本需求的滿足，逐步地建構
高階的需求，期間乃透過各式的生命事件、經驗，勾勒出每
一個人不一樣的生命樣態、或可說是這個人的「個性」。



完整的同理心歷程

 自我中心的同理(1-2歲的同理)

 同理另一個人的「生命情境｣

 不完整的同理會帶來更多的「心理負擔｣

 「同理能力」需要學習(隨社會心理發展而成長)

情緒辨認 觀點取得 同理痛苦

同情痛苦

個人痛苦

助人動機
激發

助人行
為發生

自我受傷

背負壓力



看見真實的自己

「唯有當一個人的自我形象建立在
自己真實的情感上， 而不是建立
在某些表面(或外在)特質上， 才
有可能擺脫憂鬱(難受)的情緒」。

……….Alice Miller(1979)



讓每一個人學會看到自己

 我不知道這個世界會如何看我，但對我自己而言
，我只是在海邊獨自玩耍的小孩，偶爾會為撿到
幾個漂亮貝殼而欣喜若狂，卻對眼前浩瀚的真理
大海一無所覺。

 “I do not know what I may appear to the world, but to 
myself I seem to have been only like a boy playing on 
the sea-shore, and diverting myself in now and then 
finding a smoother pebble or a prettier shell than 
ordinary, whilst the great ocean of truth lay all 
undiscovered before me.” Isaac Newton(1643－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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