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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的心理学》

内容概要

《自白的心理学》紧密结合甲山案件等四例具体案件，仔细分析审讯过程，阐明子自白的心理机制问
题。无辜的人为什么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虚假的自白？审讯对嫌疑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压力的场。审讯的
压力以使真犯自白，同时也能使无辜的人自白。无辜的人在被审讯的过程中体验着各种各样的压力，
这些压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另外，正因为他们的无辜的，所以对将来可能受至的刊罚不具实感。
因此对于无辜的人来说，眼前的痛苦与将来的悲剧之间学有同时可比性。最终，他们屈于审讯压力承
认自己作案。这是从否认向自白转变的过程。紧接着，就是自白的展开过程。无辜的人承认“我做了
”以后，还要进述自己的怎么做的。笔录中的作案故事不是由审讯员捏造出来的，而是嫌疑人与审讯
员合作的结果。无辜的人不是根据自己的体验而是根据想像编造出虚假的作案故事，于是其中必然会
有漏洞。那么，虚假故事的丰收绽在哪里呢？作者在本书举出具体案例，详细说明了解读自白的笔录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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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的心理学》

书籍目录

序章 自白与冤案一、冤案不是遥远的世界的故事1.犯罪与冤案2.从小小的偷盗诈骗案开始3.突然的释
放4.只有体验过的人才知道吗二、冤案的发生范围1.冤案的发生数量2.超过99.9%的有罪确定率的阴影3.
获得无罪判决的艰难三、应该解开的谜1.冤案的不幸2.虚假自白3.四个问题第一章 为什么说对自己不利
的谎言一、宇和岛案件与自白1.头脑一片空白2.自白笔录3.真犯出现二、引出谎言的磁场1.嫌疑、证据
以及确信2.构成谎言的要素3.如同真言的谎言三、虚假自白的破绽在哪里1.秘密的暴露2.无知的暴露3.
成为犯人说出的谎言四、谎言现象的诸形态1.人的世界摆脱不了谎言2.谎言的个体模型与关系模型3.被
揭露的谎言，被支持的谎言4.一例猥亵事件5.周围的确信与谎言6.确信的自我实现第二章 陷入谎言的心
理一、甲山案件的出发点1.案件发生25年后的无罪确定2.是杀人案件吗3.怀疑的开端4.从怀疑到嫌疑二
、 走向自白1.逮捕与拘留2.记忆的混乱3.谁也不相信自己4.第二个自白5.从自白到否认6.释放以及其后
的25年三、陷入虚假自白的心理1.虚假自白的三个类型2.审讯的场的压力3.枉然的辩解4.时间的展望5.
否认带来的不利6.现在的痛苦与遥远的悲剧7.无辜的人对刑罚不具有现实感8.天平称在反转第三章 展开
作案故事的心理一、仁保案件1.一家6口杀害案件2.难行的侦查工作3.嫌疑人4.审讯以及自白5.审判二、
录音带与案件1. 33盒录音带2.作为自白自愿性的证明的录音带3.说教式审讯4.拷问与说教三、 “成为犯
人”的心理1.“使犯人招供”的意识2.幕间的犹豫3.无辜的嫌疑人“成为犯人”这一事情4.作案供述的
形成5.被认定了的作案经过书6.拜访母亲7.嫌疑人与审讯员的合作第四章 解读自白笔录一、衤夸田案
件1.狱中34年2.案件3.嫌疑4.逮捕与审讯二、解读自白笔录—（1）谎言分析（变迁分析）1. 45份自白笔
录2.初期自白的变迁与谎言3.谎言分析4.着装的谎言三、解读自白笔录—（2）“无知的暴露”的存在1.
无知的暴露2.取得金钱的方法—“甚吉袋”供述3.尸体的位置四、解读自白笔录—（3）诱导分析1.没
有变迁的供述、与证据一致的供述2.确定了的供述要素与作案动机3.第二、第三故事终　章1.语言世界
脱离现实，歪曲现实2.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3.侦查与审判都是人的现象4.看得更清楚的世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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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的心理学》

精彩短评

1、难得的好书
2、无枉无纵，要做到真的很难。。我国对于正当防卫定性要求实在太高了
3、一看题目以为是心理学让真正的犯人自白的心理学研究。看完才发现，原来是研究无辜的人为什
么和怎么样做出假自白。内容以质性分析和作者自我推理意义为主。
4、看的都要哭出來了⋯⋯不知天|朝冤案幾多⋯⋯自己一定要保護好自己，不要隨便死掉或者被人殺
掉，不然可能會連累無辜的人TAT⋯⋯
5、严密的法律制度下也会产生冤案，这种与“嫌疑犯”的自白心理有很大的关系。。。谎言不一定
都是出自于自私，更多可能是因为记忆扭曲而带来的言语失真。。。
6、很有意思的书，让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人性的叵测和弱点，也了解了司法审讯制度中一些无可奈何
的地方⋯⋯
7、這是相當不錯的一本書。雖說是針對無罪的人被迫作出自白的心理研究，但很多東西，是平常生
活中也常出現的。
我倒是看了兩遍。
8、秘密的暴露与无知的暴露，其实都是事实的暴露。侦查人员正是由于其专业性而造成狭隘性。过
分的正义和自信，而忽略了面对无辜者的可能性。审讯的压力场足以让一个正常人说出虚假的自白，
这不关乎软弱，关乎人本身。
9、这是一本以真实案例为基础的书，我只是有点不习惯日语翻译过来的感觉⋯⋯
10、文中提出的观点没有论据支撑，说的有些简单，提出的观点可以作为参考，但还没有达到说服的
程度。
11、怎么写书评 怎么写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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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的心理学》

精彩书评

1、这么10万字的一本小书，并没有太多的严肃面孔，也不是日本推理小说的紧张刺激，而更多的是细
致严谨的条分缕析。虽然不乏前后重复和内容反复，但是这本身就是其要传达的一个核心道理。自白
的心理学分析的内容虽然局限于刑事犯罪领域，但是正如谎言就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内容
一样，自白（背黑锅）会出现在形形色色的案件之中。作者提出了四个问题，谎言是什么？为什么无
辜者会自白？为什么没有犯罪的人会编出像样的作案经过？如何解读虚假的供述？不管警察的审讯是
一个磁场还是漩涡，这种关系模式都有可能把虚幻的怀疑连接成确信的证据，把嫌疑者从反抗、否认
转变为自白。对于“不明真相的围观者”很显然注定要摇摆于两个极端：1.嫌疑人是真正的犯罪人还
是无辜者？2.嫌疑人的否认是真的还是抵赖？3.嫌疑人的自白是认罪还是虚假的？无辜者自编虚假的作
案故事，其异常之处不在于当事人的心理而在于围绕嫌疑人的周围状况。而这个周围状况就是审讯的
压力场。虚假自白并不是完全凭空猜测，一方面可能因为嫌疑人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另一方面是嫌疑
人和审讯人员的互动，基于审讯人员的诱导而编造出生动具体的作案细节，因此可以说嫌疑人充当了
“成为嫌犯”的演员。但是任何谎言总是会有破绽的，这个破绽主要体现在“无知的暴露”上。也就
是说嫌疑人的自白可能会犯一些真正的罪犯一般不会犯的明显的错误，并且这种无知没有适当的动机
。当然，嫌疑人为什么不担心自白带来的不利后果呢？这主要是摆脱近忧而无暇远虑，对过后抱有翻
供机会的得过且过的想法，以及抱有法律不因自白而惩罚无辜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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