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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

审犯人，用酷刑不如谈谈心？
审讯专家研究如何让嫌疑人说出真相

! ! ! !长期以来，在美国对审讯存在
一种偏见，从纽约警察局到反恐部
队普遍认为，只有通过恐吓、威胁，
必要时甚至进行残酷刑讯的方式才
能达到目的。但审讯专家研究发现，
尊重而平等的对话才能在审讯中获
取真实信息。

!虐囚门"惹轩然大波
!""#年，美军“虐囚门”事件曝

光，残酷的审讯方式引起舆论轩然
大波，美军形象从此一落千丈。
设计了这些残酷审讯方式的是

军事心理学家米切尔和耶森。他们
都曾参与美国空军军事生存科的逃
避项目以及反抗与逃跑项目，这两
个项目训练飞行员应对被敌方击落
的情况，采取了种种酷刑。
米切尔和耶森将防御项目转变

为进攻项目，美其名曰“强化审讯”，
手段包括：水刑，将囚犯关在棺材大
小的盒子里，暴露在极端炎热和寒
冷的环境中，猛烈撞击墙以及忍受
极端的心理压力。
当时，有过几次审讯经验的审

判员反对这些虐囚的做法，但他们
的意见往往被忽视。前海军刑事调
查局特工法伦称：“那时候，我们尚
未掌握审讯的行为科学。”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心理学

家、中情局前情报官员摩根研究发
现，酷刑会影响受训者的正常记忆
能力，大多数人会抽离现实，表现出
心理游离症状。这种情况在重大创
伤性事件，如汽车事故中也会发生。

科学研究审讯技巧
同样在 !""#年，前陆军上校史

蒂文·克莱曼开始尝试阻止军方对
伊拉克武装分子进行虐待审讯，他
是第一位反对这种做法的军官。
作为美国军方最富有经验的审

讯人员之一，克莱曼说：“不仅民众
认为刑讯更有效，政治家、政策制定
者和高级军官们也没有人告诉他们
什么样的方式讯问嫌疑人更为有
效。”“美国政府上一次投入资源研
究审讯是在 $%&'年，想象一下，今
天还在使用 (%&'年的科学技术会
是什么状况？”
克莱曼认为，刑讯和虐待不仅

达不到目的，还会起到相反效果。研
究审讯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大多数
同意这一观点，但军事和执法部门
的传统观念很难转变。一个重要原
因是缺乏科学依据，由于审讯常常
秘密进行，很少研究人员能够参与。

!""% 年，美国成立了“被拘留
者审讯组织”，希望彻底改变在伊拉
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虐待审讯，以
相对科学的方式进行审讯。
“被拘留者审讯组织”资助了大

量与审讯相关的研究，艾奥瓦州立
大学心理学家迈斯纳负责 )*+ 绝
大多数研究的统筹工作。他将严刑
逼供称为焦虑式审讯，并表示反对
这种审讯模式。
所谓焦虑式审讯是指对嫌疑人

施压使其招供，并观察他们理应表
现出的压力迹象来判断他们是否说
谎。米切尔和耶森的“强化审讯”将
焦虑模式发挥到极致，但是几乎没
有证据表明这种对抗审讯有用，很
大程度上得到的都是虚假供述。
新的审讯研究关注的是面谈技

巧，不是给嫌疑人施压，而是帮助他
们回忆事件细节。这样嫌疑人一旦
说谎，就很难把事情扯圆，细节让谎
言无处遁形。

研究千余小时录像
“被拘留者审讯组织”对英国特

别感兴趣，英国反恐警察以询问方
式的多种多样而闻名。(%%!年两件
涉及个人退休账户的司法裁判在英
国成为公众话题后，原有的审讯方
式遭到严厉批评。英国议会通过法
律，规定所有询问都要记录在案。英
国警方停止使用“审问”，改用“询
问”这一更中性的词语，这是一个微
小但重大的变化。
作为英国审讯研究领域的佼佼

者，利物浦大学法医心理学主任劳
伦斯和专业顾问艾米丽夫妇受邀为
美国被拘留者审讯组织进行研究：
什么样的审讯方式更加有效？

以往的科学文献表明刑讯和虐
待是无效的，其中大部分通过实验
验证：学生们假装刚抢劫银行，通过
对照研究，发现哪种审讯方式最能
获得真相。但这样的实验容易被警
察和军队嘲讽为学术游戏，劳伦斯
和艾米丽则通过新方法进行研究。
劳伦斯和艾米丽对警察审讯这

一问题已经持续关注了 !,多年，他
们研究了 ("""多小时录像带，观察
分析了对数百个涉嫌严重犯罪的恐
怖分子的审讯，构建了世界上第一
个基于真实经验的审讯策略研究，
通过科学的方法提供权威的解释。
劳伦斯曾是法医心理学系博士

生，在一次备受公众瞩目的事件中
成为这一行的后起之秀。(%%#年，
斯塔格被警察错误地指控强奸并谋
杀一名年轻女子。尽管没有证据证
明斯塔格与谋杀有关，但是警方认
定他与心理学家创造的“罪犯档案”
相匹配，因此将他列为嫌疑人。劳伦
斯在为斯塔格提供法律援助时观看
了审讯录像，感到十分震惊：审讯者
充满侵略性和侮辱性，提出的问题
不是为了找出真相，而是威胁斯塔
格认罪。劳伦斯随后运用科学的方
式澄清了事实，避免了冤案的发生。

(%%'年，艾米丽从美国威斯康
星州来到英国之后不久，就遇到了
劳伦斯。她在美国曾经申请加入警
察部队，想以此作为进入联邦调查
局的跳板，但最后还是选择以“调查
心理学”为职业，将心理学应用于警
察工作之中。(%%-年，艾米丽和劳
伦斯结婚，劳伦斯继续他的学术生
涯，艾米丽则先是加入柴郡的缓刑
服务机构，之后创建了一个咨询机
构，为遭受虐待的家庭提供咨询。

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两人开始
合作处理刑事案件，通过阅读卷宗、
观看视频片段、实时监控审讯来评
估嫌疑人的处境，寻找让嫌疑人说
出真实情况的方式。!"".年两人第
一次参与反恐行动，协助北爱尔兰
警方调查一宗抢劫事件，找出是谁
从贝尔法斯特的银行金库抢走了
!'&,万英镑。

平等对话求取真相
!,(,年，美国政府机构与劳伦

斯夫妇联系，研究如何进行审讯。劳
伦斯说：“我不想研究学生，想看看
真实的东西，从观察中提取出更有
用的东西。“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大
胆的目标：请美国反恐部门提供对
恐怖嫌疑人的审讯录像。
两年后，他又与负责审讯的官

员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对受审讯的
嫌疑人进行采访，以研究确定哪些
询问策略对嫌疑人有效。他还提出
通过他的研究成果来设计培训，锻
炼采访者的技能。经过 (-(次访谈，
总共录制了 -/-小时录像带，被采
访的嫌疑人中包括爱尔兰准军事人
员、“基地”组织成员、极右翼分子以
及高度危险的人员。
每个采访都根据劳伦斯夫妇设

计的审讯行为分类法进行细致的分
析，采访者和被采访的嫌疑人互动
的每一个方面都被分类和打分，包
括嫌疑人采用的反询问手段（完全
沉默或哼唱歌曲）、采访者提问的方
式、嫌疑人的举止以及采访所获信
息的数量和质量。
观看录像并分类整理数据花了

八个月，随后劳伦斯把数据传给利
物浦大学的同事保罗进行统计分
析。研究重点是从嫌疑人那里获得
的信息和采访融洽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和谐气氛最能接近真相。
艾米丽说，“讯问在变成争论的

那一刻就失败了”，“审讯者需要记
住在这个房间里的目的是什么，你
正在寻找信息，而不是代表受害者
或警方说话。但这一切并不容易改
变，警察习惯于掌控一切”。
好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去年

年初曼彻斯特和伦敦遭受连环恐怖
袭击，参与办案的反恐部门情报人
员都接受了两位专家设计的课程
“人际心理学”，通过尊重而平等的
对话获取真实信息。劳伦斯表示：
“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是权力与爱，
双方都能公平地感受到这些，对话
才能顺利进行。” 郭书谏

! ! ! ! !"#$年!美国海军陆战队

少校谢尔伍德"莫兰发表了关

于审讯敌方战俘的备忘录!并

分发给整个太平洋战区部队#

莫兰成长于日本东京一个

传教士家庭!%"&%年日本袭击

珍珠港时!'(岁的他正住在美

国波士顿! 发现自己的日语和

文化优势可能有所帮助! 于是

加入了海军陆战队! 很快成为

一个异常有效的审问者#

莫兰在备忘录中说! 如果

嫌疑人认为面对的是征服者!

便将处于心理上的防守状态#

事实上! 即使最无情的嫌疑人

也有一个想说的故事! 审讯员

的工作就是营造一种让嫌疑人

愿意并能够讲述的氛围! 最可

靠的方法就是把嫌疑人当作同

胞而不是敌人#

莫兰认为! 让嫌疑人感到

害怕或无能为力并不能促使他

们开口! 剥夺尊严只会强化他

们不说的决心# 审讯的关键在

于进入嫌疑人的思想和心灵!

实现$精神上的共鸣%#

莫兰备忘录

! 美国反酷刑组织成员扮成囚犯模样在最高法院外示威 图 !"

目前美国流行的审讯法称

为$九步讯问法%&

第一步!正面指控#直接告

诉被审讯人! 他已被视为本案

嫌疑人!然后观察反应#

第二步!主题编制#编造一

个嫌疑人犯罪的故事! 观察嫌

疑人!推测为什么他会作案'什

么理由能让他认罪#

第三步!阻止否认#打断嫌

疑人的无罪辩解!回到第二步!

使嫌疑人信心降低#

第四步!击破反驳#在审讯

者完整编制嫌疑人的犯罪故事

后! 嫌疑人可能提出逻辑上的

反驳! 这些反驳能给审讯者提

供信息!反过来对付嫌疑人#

第五步!攫取注意#要努力

抓住嫌疑人的注意力#

第六步!控制消极情绪#加

强与嫌疑人的目光交流! 克服

其消极对抗情绪#

第七步!提供选择#提出一

组选择疑问句! 让嫌疑人承认

犯罪行为#

第八步!查明细节#让嫌疑人

讲出某些只有作案人知道的细节#

第九步!书面供词#让嫌疑

人讲出全部犯罪事实并制作书

面供词#

九步讯问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