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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北极原住民自杀问题
＊

郭培清　申　倩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加拿大北极地区原住民的自杀率是加拿大 国 家 整 体 自 杀 率 的 十 倍 左 右，加 拿 大 北 极 原 住 民 自 杀 率 的

走高趋势以及一波接一波的自杀潮极易造成社会恐慌，引 发“多 米 诺 骨 牌 效 应”，并 带 来 劳 动 力 减 少 以 及 男 女 比 例

不协调，进而使得加拿大北极地区经济发展动力不 足，带 来 严 重 的 社 会 问 题。加 拿 大 北 极 原 住 民 在 不 同 时 期 的 自

杀状况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近年来加拿大北极原住民的自杀问题愈益严重，也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了原住民社区必将面临各种社会问题的困扰、曾经遭受的历史创伤也引起了文化断

层和传统流失继而导致族群认同危机、不完善的自杀防 御 机 制 和 心 理 健 康 服 务 再 加 上 其 他 诸 如 媒 体 的 渲 染、酒 精

和毒品的过量摄入等因素都是造成目前加拿大北极原住民自杀问题渐趋恶化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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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的开发和治理关系到当地原住民的切身利

益，他们是最直接的利益攸关方，当世界各国在北极

地区进行开发时，也必须要考虑到原住民的生存状

况。近些年来，加拿大北极原住民的自杀死亡人数

不断增多，自杀率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已经引

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相关各国都在探讨采取何种

预防机制和行动来扭转这一趋势。为此，我们必须

了解目前加拿大北极地区原住民自杀情况，分析其

存在的原因及造成的影响。
一、加拿大北极地区原住民自杀状况

加拿大原住民主要分为三大族群：被称为“第一

民族（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的 北 美 印 第 安 人、梅 蒂 斯 人

（Ｍｅｔｉｓ）和因纽特人（Ｉｎｕｉｔ），而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原

住民主要是指因纽特人，本文的研究对象也主要是

针对加拿大的因纽特人。他们生活在加拿大北部地

区，包括努纳武特（Ｎｕｎａｖｕｔ）、魁北克省北部的努纳维

克（Ｎｕｎａｖｉｋ）、Ｎｕｎａｔｓｉａｖｕｔ和拉布拉多的 ＮｕｎａｔｕＫａ－
ｖｕｔ，以及西北领土的各个部分，特别是北冰洋附近。
这些地 区 在Ｉｎｕｋｔｉｔｕｔ语 言 中 被 称 为“Ｉｎｕｉｔ　Ｎｕｎａｎ－
ｇａｔ”，所以，因纽特人也把他们的家乡称为Ｉｎｕｉｔ　Ｎｕ－

ｎａｎｇａｔ。根据２００６年 加 拿 大 人 口 普 查 的 数 据 共 有

５０４８０位因纽特人分布在加拿大各地，分布较为集中

的因纽特人有４４　４７０人，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纽

芬兰和拉布拉多的因纽特人共有４７１５人，努纳特西

亚维特约有２１６０人，在南拉布拉多的ＮｕｎａｔｕＫａｖｕｔ，
大约有６０００人。［１］到２０１１年，加拿大因纽特人增长

到了近６万名，其中７３％住在Ｉｎｕｉｔ　Ｎｕｎａｎｇａｔ。［２］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５日，加拿大著名的统计学家、自杀

问题研究专家杰克·希克斯（Ｊａｃｋ　Ｈｉｃｋｓ）在参加努纳

武特自杀预防行动计划的评审时提出了一份关于努

那武特因纽特人自杀死亡数据的报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ｎ　ｄｅａｔｈ　ｂｙ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ｂｙ　Ｎｕｎａｖｕｔ　Ｉｎｕｉｔ，１９２０ｔｏ
２０１４）。［３］该报告收集并梳理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加拿

大因纽特人自杀的死亡情况和数据，并进行了简要分

析。关于加拿大北极原住民自杀问题的研究，希克斯

做了长期的跟踪调查和研究，这就给我们研究这一问

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我们将加拿大北极地区原住

民的自杀状况按照时间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１９２０年以前

１９２０年以前关 于 加 拿 大 北 极 原 住 民 的 自 杀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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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没有数据记录，只有一些零散的研究报告，如早期

人类 学 家 拉 斯 姆 森 （Ｋｎｕｄ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和 博 思

（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所做的个例研究。［４］在那时，自杀虽然

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也不是普遍发生的，大多数的自

杀事件都是有因可循的，比如长期卧病在床或者长

期遭受虐待等，这与其他民族或地区的自杀情况并

没有太多的不同，例如在中国古代以及现在的农村

就存在很多由于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而缺乏就医

条件或经济基础，为了不拖累家人就会采取自杀的

手段。可见，在这一时期自杀的情况并不常见，具有

偶然性。
（二）第二阶段：１９２０－１９６７年

１９２０－１９４５年 加 拿 大 皇 家 骑 警（ＲＣＭＰ）在 西

北地区编写的 案 件 报 告，即ＲＣＭＰ文 件，是 这 一 时

期研究加拿 大 北 极 原 住 民 死 亡 情 况 的 主 要 数 据 来

源。在 该 文 件 中 共 记 载 了２７个 自 杀 案 例，其 中 有

２５例为因纽特人，男性有１８例，女性为７例。值得

注意的是，只有一个１７岁左右的年轻男性自杀，并

且这２５个 案 例 中 没 有 提 及 使 用 酒 精 或 其 他 物 质。
按照１９３１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计算，当时加拿大北

极原住民的自杀率为２０／１０万。［５］通过对ＲＣＭＰ档案

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加拿大北极原住民自杀情

况的特征已初步显露，主要表现为男性自杀率要远高

于女性，但年轻人的自杀情况还是罕见的，加拿大北

极原住民整体的自杀率也并不高，这与近半个世纪以

来加拿大北极原住民自杀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１９４６－１９６６年间，由于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机

构调整，ＲＣＭＰ文件没有继续编写。这一时期的一

个数据来源是人 类 学 家 巴 力 吉（Ａｓｅｎ　Ｂａｌｉｃｋｉ）的 研

究成果，但 他 的 研 究 成 果 中 计 算 出 Ａｒｖｉｌｉｇｊｕａｒｍｉｕｔ
地区惊人的自杀率为５７５／１０万人，这受到了很多

人的质疑，如Ｒｅｖ．Ｆｒａｎｚ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ｌｄｅ牧师在他的

刊物中就指出，这是不可思议的。［６］由于这一时期关

于加拿大北极原住民自杀情况的统计资料出现了断

层，这使得我 们 无 法 掌 握 该 时 期 的 确 切 资 料，直 到

１９６７年以后这种情况才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
（三）第三阶段：１９６７－２０１８年

１９６７年西北地 区 政 府（ＧＮＷＴ）总 部 从 渥 太 华

迁至耶洛奈夫（Ｙｅｌｌｏｗｋｎｉｆｅ），西北地区首席验尸官

办公室成立，并开始对北极原住民的死亡情况进行

记录。根据西北地区和努那武特地区首席验尸官办

公室记录的自杀死亡数据，自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３日有

系统记录以来，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加拿大北极原

住民自杀死亡的总人数已超过８５０人，而且从１９９６
年以后就没再 出 现 过 低 于２０人 的 情 况，其 中２０１３
年是加拿大北极原住民有史以来自杀人数最多的一

年，共有４５人。［７］另外每个地区的自杀死亡人数也

有着很大的差异，比如自杀人数最多的地区伊魁特

（Ｉｑａｌｕｉｔ）高 达１７３人，最 低 的 地 区 格 赖 斯 湾（Ｇｒｉｓｅ
Ｆｉｏｒｄ）只有４人。由此可以看出，近半个世纪以来，
加拿大北极 原 住 民 的 自 杀 状 况 呈 现 出 不 断 上 升 趋

势，并且地区性差异明显。

图１　１９７２－２０１４年努那武特因纽特人与加拿大自杀死亡率（每１０万人）
资料来源：ｎｕｎａｔｓｉａｑ　Ｎｅｗｓ．Ｎｕｎａｖｕ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Ｄａｔ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ｃｒｉｂｄ．ｃｏｍ／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２８１４１７８３８／Ｎｕｎａｖｕ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ｕｉ－

ｃｉｄｅ－Ｄａｔａ．２０１５．０９．１６．

９２



　　由图１我们可以看出，加拿大北极原住民的自

杀死亡率是在波动上升的，而且自１９９７年以后自杀

率都未低于１００／１０万。加拿大北极原住民 的 自 杀

死亡率高于加拿大国家整体平均自杀死亡率十倍之

多，而且相较于加拿大国家整体自杀死亡率较为平

缓的趋势而言，加拿大北极原住民的自杀死亡率则

波动幅度较大，并且呈上升的趋势。

表１　每五年一个周期努那武特因纽特人的自杀死亡率（每１０万人）

每５年一个周期

时间 １９８９－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性别

男 １２４．６　 １７０．８　 ２０２．３　 １６５．８　 １６７．５

女 ２７．７　 ４２．３　 ３４．２　 ３９　 ５５．８

年龄组

１０－１４　 ９．４　 ４８．３　 ３２．３　 ７０．１　 ３９．９

１５－２４　 ２１９．０　 ３１７．９　 ４５７．７　 ２７７．０　 ２７３．６

２５－３４　 １５０．７　 １６０．２　 １３７．５　 １２３．１　 １９７．５

３５－４４　 ５２．６　 １０８．４　 ５５．２　 １０１．５　 ８４．７

４５－５４　 １９．４　 １５．９　 ２７．３　 ５４．７　 ７３．９

５５－６４　 １８．３　 １５．０　 １３．２　 １１．０　 ２８．４

　　来源：ｎｕｎａｔｓｉａｑ　Ｎｅｗｓ．Ｎｕｎａｖｕ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Ｄａｔ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ｃｒｉｂｄ．ｃｏｍ／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２８１４１７８３８／Ｎｕｎａｖｕ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ｕｉｃｉｄｅ－Ｄａ－

ｔａ．２０１５．０９．１６．

　　由表１可知，自１９８９年以来，加拿大北极原住

民自杀率在性别和年龄段上都存在很大差距，男性

的自杀死亡率大概是女性的三倍。从年龄段来看，

１５－２４岁的青少年面临着最高的自杀风险，比如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 间 甚 至 达 到 了４５７．７／１０万，其 次 是

２５－３４岁的年龄段也面临着高风险，而其中自杀死

亡率最低的群体是５５岁以上的高龄群体，这就表明

相对１９６７年以前，加拿大北极原住民的自杀情况呈

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除此之外，１９９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
日这 个 十 年 中，因 纽 特 人 的３０２例 自 杀 事 件 中 有

８２．７％的死者可以检测出有毒物质样本，２７．２％的

样本 酒 精 测 试 呈 阳 性 反 应。Ｉｑａｌｕｉｔ地 区 和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Ｂａｙ地区分 别 有７３．０％和７１．４％的 样 本 酒

精测试呈阳性反应，但其余２３个努那武特社区的样

本只有１６．２％呈 阳 性 反 应，另 外，在 这３０２例 自 杀

案件中有３４．７％的 样 本 大 麻 素 检 测 为 阳 性 反 应。

在１５－１９岁的死者中，１１．４％的酒精测试呈阳性，

４１．９％的大麻素测试呈阳性。［８］这就说明了，在自杀

死亡的加拿大北极原住民中大部分的死者在临死前

摄入过不同剂量的酒精和大麻等物质，并且表现出

明显的地域性特征，除此之外，这也表明青少年群体

的自杀与酒精以及大麻等成瘾物质的摄入也具有某

种程度的相关性。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加拿大北

极原住民的自杀状况具有以下几个特征：（１）加拿大

北极原住民自杀死亡人数和自杀率都呈波动增长趋

势；（２）加拿大北极原住民自杀死亡率远高于加拿大

国家整体的自杀率，大概是其自杀率的１０倍；（３）加
拿大北极原住民的不同社区之间自杀率高低悬殊；
（４）加拿大北极原住民自杀率存在着性别差异，男性

的自杀率最高是女性的三倍左右；（５）不同年龄段自

杀率也有所不同，而且有年轻化趋势，１５－２４岁 的

青少年自杀 率 最 高，老 年 人 的 自 杀 率 则 相 对 较 低；
（６）酒精和大麻等的使用与加拿大北极地区原住民

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自杀有相关性。对加拿大北极

原住民自杀状况的梳理以及特征的概括对其自杀原

因的分析是十分有益的。

二、加拿大北极地区原住民自杀原因

加拿大北极原住民的自杀率在不断地增长，而且

远远高于加拿大国家整体的自杀率并呈现出波动上

升的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加拿大国内自杀率

的族际差异更加明显，不同的年龄段、不同性别自杀

率差距悬殊，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

加拿大北极地区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以

北纬６０度以北划分，包含育空地区、西北地区以及

努纳武特地区，从 人 口 密 度 来 看，２０１５年 育 空 地 区

人口密 度 为０．０８人／ｋｍ２，西 北 地 区 为０．０４人／

ｋｍ２，努纳武特 地 区 甚 至 达 到０．０２人／ｋｍ２，［９］整 个

加拿大北极地区普遍呈现高度的地广人稀的状态。

长时间生活在北极地区地广人稀的环境容易使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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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产生孤独感，从而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更容易

产生包括抑郁、焦虑等负面心理情绪。根据自杀的

人际关系理论，受挫的归属感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因

素，“各种与自杀相关的社会疏离指 数———独 居、孤

独和低社会支持都与生命全程中的自杀有关，这些

都是归属需 要 未 得 到 满 足 的 指 标”。［１０］受 挫 的 归 属

感是一种“动力性的认知情感状态而不是一种稳定

的特质，它同时受到人际间和个体内部因素的影响，
包括真实的人际氛围（如社会网络中的个体数量）、
激活的人际图式（如把他人的行为解释为拒绝的倾

向）以及当前的情绪状态（如抑郁的心境）”。以努纳

武特地区为例，根据２０１６年统计，努纳武特人口总

计３５９４４人，分布在将近１８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整个地区规模最大的社区Ｉｑａｌｕｉｔ只有７０８２人。［１１］

加拿大北极地区小规模且分散的社群导致成员

流动性不足，人际交往的需求难以满足并使得自杀

行为更容易发生。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学专业的陈

楠博士对中国南极中山站考察队员的生理及心理变

化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在越冬期间考察队员疲劳、愤
怒、紧张、困惑等负面情绪呈现明显增加。［１２］（Ｐ２０－２６）而

当人们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中时则更容易做出冲动的

自杀行为。再者就是北极气候变化引起的原住民群

体代际文 化 冲 突 也 是 导 致 自 杀 的 潜 在 因 素。一 方

面，预测气候的能力是传统因纽特人生活的重要技

能，随着极端 天 气 状 况 的 频 发，气 候 预 测 越 来 越 困

难，使得原住民关于气候预测的技能难以为继，这增

加了老年人的困惑感与挫败感，也加剧了传统因纽

特原住民生活的困难程度，同时还造成了原住民传

统文化的代际断层。另一方面，环境变化与现代技

术的普及加剧了原住民内部的文化冲突，这一点在

老年与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气候及环

境的急剧变化，原先的地理特征也变得不再明显，人
们需要利用现代科技进行出行、导航、狩猎等生产生

活活动，这些现代科技手段在年轻人中尤为受到欢

迎。而老年人担忧广泛使用的现代科技会使得人们

忽视传统知识的价值与作用。［１３］［１４］以上的这些原因

都给加拿大北极原住民造成了强烈的心理上的不安

全感，而这也是导致加拿大北极地区原住民自杀问

题的一个潜在的诱发因素之一。
（二）面临现实的社会问题

随着北极地区开发进程的加快，加拿大北极地

区原住民也被卷进了这一浪潮之中，与之相伴的就

是他们生活状况的改变。在北极地区的自然资源不

断被发现和开发的过程中，现代化的产业开始进入

北极地区，对北极地区的经济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１５］今天的加拿大北极原住民社区面临着各种各

样的问题，而这与加拿大北极原住民居高不下的自

杀率有着深刻的联系。在许多现代北方社区，那里

人口稀少，水果、蔬菜和牛奶等食物必须依靠长途运

输，但是那里很少有深水港，所以主要是依赖加拿大

联邦政府提供的集装箱船利用夏季的几个月（阿蒙

森湾基本上没有冰），在深水中停泊，再用驳船将货

物运送到这些偏远社区。这些物资的获得对当地居

民来说是非常不易的，因此这些商品的价格都比较

昂贵，尤其是当气候突然发生变化时。政府就不得

不通过空运的方式为该地区输送生活必需品，以保

障该地区 基 本 的 生 活 物 资。［１６］比 如，在２０１８年１０
月，由于海冰的提前到达，阿蒙森湾被高纬度北极圈

漂移过来的冰块封锁，运输驳船无法到达该地区，甚
至 加 拿 大 海 岸 警 卫 队 在 该 地 区 最 大 的 破 冰 船———

Ｌｏｕｉｓ　Ｓｔ　Ｌａｕｒｅｎｔ号———也未能帮助破 开 驳 船 的 通

道。致使该地区无法接收食品、燃料和木材的供应，
以致西北地区政府不得不通过空运的方式为该地区

输送生活必 需 品，以 保 障 该 地 区 能 够 安 然 过 冬。［１７］

由于当地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当地面临着诸如传

统的食品安全、外部供给不充足、信息以及物流不畅

通的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就使当地原住民容易产生

孤独感和挫败感，这也是抑郁症的诱发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加拿大北极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相比

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发展程度低、教育水平不高、就
业不充分、经济来源较单一、住房短缺、生活质量低

等方面的问题。一家加拿大的原住民企业培训公司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ｃ．）在 它 的 网 站

上提出了加 拿 大 北 极 原 住 民 最 关 心 的８个 关 键 问

题：（１）健康：原住民的患病率高，尤其是慢性疾病的

增加，原住民儿童的呼吸类疾病和其他的传染病也

显著高于其他非原住民儿童；（２）教育水平较低：加

拿大统计 局 最 近 公 布 了 一 组 表 格，数 据 显 示２０１６
年，２５岁至６４岁的Ｎｕｎａｖｕｍｍｉｕｔ地区因纽特人一

百个人中只有四个人拥有大学学位。相比之下，加

拿大整 体 而 言，每１００人 中 就 有３１人 拥 有 大 学 学

位；［１８］（３）住房不足，生活条件拥挤：第一民族的Ａｔ－
ｔａｗａｐｉｓｋａｔ社区拥挤的住房情况引起了国家和国际

媒体，甚至是联合国的注意，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偶然

的例子，太多的原住民社区正在与此作斗争；（４）收

入水平低；（５）失业率上升：原住民劳动年龄人口的

失业率为１５％，是非原住民７．５％的失业率的两倍；
（６）更高的 监 禁 率：２０１５年 至２０１６年，在 省 和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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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教机构中，原住民成年人的比例过高，占２６％，约

占加拿大成年人口的３％；（７）儿童和青少年意外伤

害死亡率较高：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统计，原住民儿

童死于意外伤害的可能性是同龄非原住民儿童的三

至四倍；（８）更高的自杀率。［１９］加拿大北极原住民与

非原住民在各方面的巨大差距，极易造成原住民群

体心理上的落差，对生活现状不满，产生极度的自卑

感继而出现厌世、抑郁等心理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就

会选择自杀。
（三）历史创伤

目前加拿大北极原住民所面临的现实社会问题

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如果仅仅从现实问题入

手去分析其自杀的原因，显然是不能对其自杀问题

有深刻的理解，还应当追溯到其特殊的历史因素中

去，现代的加拿大北极原住民社区所面临的社会问

题都浸透在其特殊的历史因素中，两者不可分割。
首先是殖民者的闯入以及加拿大政府强迫位于

魁北克东 北 部 的 因 纽 特 人 进 行 迁 移。二 战 结 束 以

后，出于冷战的需要，加拿大政府强制将位于魁北克

东北部的因纽特人进行迁移，并在他们原先居住的

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当时倡导因纽特人迁移的政

府官员认为这是国家安全之所需，并且可以促进原

住民更快的融入现代生活。［２０］因纽特人离开了世代

赖以生存的土地，有的在搬迁过程中感染疾病而死

亡，他们中的一部分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不能很好地

适应，自暴自弃并沉溺于酗酒、吸毒，甚至出现了严

重的心理问题，被殖民的历史对因纽特人的心理健

康埋下了极大的隐患。［２１］

其次是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制学校对原住民社会

造成历史性创伤。自１８７６年第一所原住民寄宿学

校建立，至１９９８年最后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关闭，
共计“１５００００名原住民儿童被迫进入教会学校接受

基督教 教 育，其 中 约５００００名 被 虐 待 致 死，另 有 约

５５０００名混血儿 被 强 制 送 到 白 人 家 庭 寄 养，还 有 约

８００００名寄宿制学校的幸存者”。［２２］加拿大原住民寄

宿制学校对原住民学生生活、家庭和文化造成了恶

劣影响。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大 批 印 第 安 寄 宿 制 学 校

（ＩＲＳ）的幸存 者、幸 存 者 家 属 和 原 住 民 群 体 领 袖 建

立了支援团，发起了控告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基督教

会学校的诉讼活动，并公开了许多印第安寄宿学校

鲜为人知的悲剧事件及幸存者悲惨的寄宿学校生活

经历。［２３］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１日，加拿大总理哈珀代表加

拿大政府向印度寄宿学校的学生道歉，并且表示印

第安寄宿制学校教育是加拿大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也认识到寄宿制学校想要将原住民儿童与他们的家

园、家庭、传统和文化相隔离，基于原住民文化和精

神信仰是低等的这种不平等的假设而意图把他们同

化到主流文化中的政策是错误的。“政府现在认识

到，印度寄宿学校政策的后果是十分消极的，而且这

一政策对原住民文化、遗产和语言产生了持久和破

坏性的影响。”［２４］

继加拿大总理哈珀之后，教皇本笃１６世和教会

也都相继发表 了 道 歉 声 明，２００７年，加 拿 大 法 院 批

准通过了“印第安寄宿制学校和解协议”，［２５］这标志

着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集体诉讼案已达成和解。和

解协议规定：“政府应支付给所有的原寄宿制学校学

生一笔补偿款，并额外支付给那些遭受性侵犯或严

重身体侵犯或其他侵犯的学生一笔额外补偿款。”该
协定的一项 内 容 是 设 立 加 拿 大 真 相 与 和 解 委 员 会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ＴＲＣ），以促进前学生、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

区和所有加拿大人之间的和解。同时，协议还规定

建立原住民康复基金会、开展各类和解活动、成立真

相与和 解 委 员 会、开 展 心 理 健 康 咨 询 活 动 等。在

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５年期间，加拿大政 府 提 供 了 约７２００
万美元资助ＴＲＣ的工作。ＴＲＣ花了６年时间走遍

加拿大各地，听取了６５００多名目击者的证词，并于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提 供 了 最 终 的 调 查 报 告，加 拿 大 总 理

特鲁多代表 加 拿 大 接 受 了 ＴＲＣ的 最 终 报 告，还 承

诺加拿大政府将与各省、各地区、第一民族、梅蒂斯

民族、因 纽 特 人 团 体 和 教 会 团 体 紧 密 合 作，落 实

ＴＲＣ的 建 议，包 括 执 行《联 合 国 土 原 住 民 权 利 宣

言》，继续 推 动 于 原 住 民 之 间 的 对 话 和 合 作。［２６］自

２０１６年开始，不同地区的原住民与原住民团体和加

拿大政府之间陆续达成了多项和解协议以推动和解

进程，然而和解之路仍然曲折艰难。虽然和解协议

对受到伤害的原住民给予补偿并后续建立了各种机

制来帮助这些原住民群体，但是很多受到伤害的原

住民并不能从这些阴影中走出来，这也是造成原住

民高自杀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文化断层与传统流失导致的族群认同危机

耶鲁大学研究机构的克拉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ｒａｌ）根

据１９９８年对北极地区原住民的访问发表了一份关

于因纽特人自杀问题的报告。研究发现，从１９９３年

到１９９７年，现在被称为努纳武特地区的自杀率为每

１０万人８８人，是 世 界 上 自 杀 率 最 高 的 地 区 之 一。
克拉尔认为，因纽特人疏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

文化的快速变化而导致的代际交流的中断，［２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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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与传统流失会引起族群认同危机，而对族群的

认同感又影响着原住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影响族群

认同的三大因素分别是自我认同、家庭认同和语言

认同，而由于加拿大原住民经历了殖民时期、历史迁

移以及寄宿学校制的冲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加拿

大原住民的自我认同、家庭认同和语言认同，而这些

无疑都影响着原住民的心理健康水平。由于加拿大

原住民经历了殖民时期、历史迁移以及寄宿学校制

的冲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加拿大原住民的“自我认

同、家庭认同和语言认同”。［２８］２０世纪加拿大的寄宿

制学校使得因纽特儿童隔绝了与家人族人相处的机

会，遭受身体 虐 待 和 性 虐 待，并 严 酷 压 制 其 文 化 认

同，不能参与传统的社会活动，也失去了向家人学习

传统技能的机会，当他们长大后就无法融入到民族

传统文化中，造成了与本民族文化传承和语言的脱

节，引起了民族认同危机，这也是导致原住民抑郁、
药物滥用、自杀等事件频发的原因。

现代化经济生产方式的冲击，导致原住民经济

来源不得不发生转变，再加上主体民族的轻视以及

历史上加拿大的同化政策所造成的代际创伤，很多

原住民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和被边缘化，在大多

数的原住民社区都蔓延着这种自卑和绝望的气氛，
而这种状况对男性的影响程度要甚于女性。在做家

务和照顾孩子的任务方面有一些历史的连续性，妇

女的社会技能可以很好地转移到人力服务并且有益

于现有的工作，［２９］而相对于男性来说要想在社会工

作中获得成功则是更加艰难的，这就更增加了男性

在社会中的挫败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

么加拿大北极原住民中男性的自杀率要远高于女性

的原因。
（五）不完善的自杀预防机制和心理健康服务

医学杂 志 编 辑 艾 格 森（Ｌａｕｒａ　Ｅｇｇｅｒｔｓｏｎ）和 帕

特瑞 克（Ｋｉｒｓｔｅｎ　Ｐａｔｒｉｃｋ）曾 在 文 章 中 表 示，在 有 政

府牵头的自杀预防项目的２１个发达国家，自杀率下

降了。然而，在加拿大，自杀对于１５－３４岁群体来

说是仅次于机动车事故的第二大死因，并且加拿大

自杀 预 防 协 会（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表示，加拿大仍是唯一一个没有实施 自

杀预防战略的发达国家。因纽特政治协会已经制定

了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自杀预防策略，并且该组织

的领导人也认为自杀是可以预防的，高自杀率是可

以降低 的，比 如 加 拿 大 魁 北 克 省。自 从 魁 北 克 在

１９９８年发布了自己的预防策略以来，该省已经将１５
－１９岁青少年的自杀率降低了一半，总体自杀率降

低了三分之一。然而魁北克省的原住民选择了退出

这一战略，所以他们的自杀率并没有下降。魁北克

的自杀预防战略主要包括通过危机热线和广泛的病

人随访来扩大服务范围两方面。但是自杀预防战略

不应局限于心理健康，它还应该包括及早发现有遭

受性虐待和身体虐待危险的儿童，并通过合适的文

化活动项目进行干预，比如学校。除此之外，更多的

部门也应该被涵盖在内，如教育、司法、就业和社会

福利等部门。［３０］

２００９年，加拿大自杀预防协会发布了第二版国

家自杀预防战略蓝图。虽然加拿大各省利用该文件

建立了省自杀预防框架并得到国际承认，但加拿大

政府尚未承认该文件。加拿大政府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通过了《防止自杀联邦框架法》，迈出了制定国家战

略的第一步。但是自那以后，政府就没有进一步推

动制定战略。每年的９月１０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
也是加拿大北极原住民的努纳武特拥抱生命日，在

这一天加拿大北方的社区会举行盛大的集会，旨在

促进对自杀的了解和强调预防活动。２０１６年，ＩＴＫ
颁布了《国家因纽特人自杀预防战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ｕｉｔ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这 份 文 件 指 出 了

指导因纽特努南加特地区和社区预防自杀努力所必

需的六个优先行动和投资领域：（１）创造社会公平；
（２）创造文化连续性；（３）从出生开始培育健康的因

纽特儿童；（４）确保因纽特人获得连续的精神健康服

务；（５）治愈尚未解决的创伤和悲伤；（６）动员运用因

纽特人的知识以恢复精神健康和自杀预防。［３１］但是

这些努力并没有引起加拿大人对于原住民高自杀率

的问题足够的重视，目前，加拿大北极地区原住民的

心理健康服务设施仍旧是不完善的，尤其表现在资

金和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的匮乏，例如２０１８年９月－
１０月间努纳维克地区出现的大量学生自杀事件，学

校董事会组建了一个危机小组，根据需要飞往努纳

维克社区。但仅几周的时间，这方面的资源就已经

捉襟见肘。［３２］由 此 可 见，加 拿 大 在 应 对 北 极 原 住 民

自杀问题的事情上重视程度还不够，其预防机制和

社会健康服务资源远远不足以应对北极原住民的自

杀问题。
（六）其他因素

造成加拿大北极原住民高自杀率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麦吉尔大学的精神病学专家柯梅尔（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Ｊ．Ｋｉｒｍａｙｅｒ）曾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当报纸、电视或

其他大众媒体上突出自杀行为时会导致在自杀事件

发生后的一到两周内死亡人数的增加，这种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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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 比 的；也 就 是 说，媒 体 报 道 越 激 烈，自 杀 率 越

高。［３３］例如，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期 间，马 尼 托 巴 省 和

安大略北部的第一民族社区的年轻人自杀成为媒体

关注的焦点，而在同一时期，努纳维克也有１２人自

杀。另一方面，酒精、大麻以及其他毒品的摄入也是

造成原住民自杀率升高的一个助推性因素。我们都

知道，酒精的过量摄入会严重影响到大脑的中枢神

经，大麻也被认为是对身体有害的“软毒品”，吸食后

会造成幻觉、意识扭曲等症状，虽然其致瘾性相对较

弱，但其经常会诱使吸毒者吸食鸦片、海洛因等“硬

毒品”，并 且 具 有 较 高 的 致 癌 性。还 有 数 据 分 析 表

明，在自杀死亡的加拿大北极原住民中大部分的死

者在临死前摄入过不同程度的酒精和大麻等物质，
酒精和大麻等物质的摄入无疑成了这些具有强烈自

杀意念的人采取自杀行为的助推剂。然而，从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１７日起，娱乐性大麻在加拿大正式合法化，
加拿大成为 世 界 上 继 乌 拉 圭 之 后 第 二 个 全 国 范 围

“大麻合法”的国家。在加拿大北极原住民吸毒和自

杀问题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加拿大放松对大麻的管

控，在不知道是否能起到打击黑市大麻的作用的情

况下，会对这些原住民尤其是青少年带来怎样的影

响？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原住民自杀问题？这一问题

值得关注。
三、加拿大北极原住民高自杀率带来的影响

针对北极原住民的高自杀率，加拿大方面也采取

了各种预防战略和措施，但是仍然收效甚微，加拿大

北极原住民的自杀率并没有明显降低的趋势，这就给

加拿大尤其是北极原住民社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目前，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与各省、地区以及社

区之间的合作，并吸纳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形成了一

套较为完备的自杀预防体系。加拿大联邦政府下设

了 加 拿 大 公 共 卫 生 署（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和加 拿 大 精 神 卫 生 委 员 会（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等 来 支 持 在 个 人 和 社 区 中

建立复原能力以帮助克服逆境的项目，促进心理健

康和福祉。各省和地区为原住民提供卫生保健服务

和支持，包括危机干预、诊断和治疗。非政府组织则

站在了提供热线电话和危机管理以及帮助性咨询等

服务的第一线。其中一些组织还对那些最需要帮助

的人进行研究、制定计划、提供培训、提高认知和宣

传。加拿大的许多社区也致力于提高人们对自杀的

意识，鼓励人们进行关于安全的对话。此外，加拿大

还通过 了“国 家 因 纽 特 人 自 杀 预 防 战 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ｕｉｔ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第 一 民 族 精

神健 康 连 续 框 架（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以及由加拿大第一民族卫

生部和因纽特人卫生部牵头，与原住民组织合作制

定了由加拿大卫生部通过的“全国原住民青年自杀

预防战 略（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等一系列政策框架。［３４］然而，
尽管加拿大 为 预 防 自 杀 制 定 了 较 为 完 备 的 架 构 体

系，但是却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完备的体系

背后缺乏支撑———资金。政府很少直接参与到原住

民自杀预防的具体活动中去，而很大的一部分活动

项目主要是由原住民组织及其他非营利性组织来主

导和付诸实践的，这些组织在自杀预防战略中起着

最为直接的作用。但是，这些组织自身力量有限，其
主要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拨款以及向公众募集，获

得的资金难以支撑起这些组织在自杀预防项目上的

庞大支出，并且北极地区地域广阔，人口居住较为分

散，很多地区交通不变，这些组织所拥有的专业人员

数量有限，这都为加拿大自杀预防战略的有效实施

增加了障碍。另一方面，这也更深层次的反映出加

拿大国内发展严重不均衡的状况，相对于加拿大南

部各省，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发展明显滞后，如果这种

状况得不到改善，这将继续成为与原住民和解进程

中的严重阻碍。加拿大北极地区原住民急需改变目

前的经济发展现状，这就有利于其他国家加强与原

住民之间的合作，共同参与到北极地区的开发和治

理中去。
加拿大北极原住民自杀率的不断升高，尤其是

１５－２４岁年轻人中男性自杀率的升高所带来的 最

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以及男女比例

的失衡。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

必不可少的要素。加拿大北极地区拥有巨大的开发

潜力，丰富的金属矿产资源以及石油天然气等能源。
例如，目前，世界钻石市场的３／４产自加拿大，已超

过南非；［３５］早在２０世 纪２０年 代 开 始，帝 国 石 油 公

司（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Ｏｉｌ）就 在 西 北 地 区 发 现 了 Ｎｏｒｍａｎ
Ｗｅｌｌｓ油田；于１９９７年投产的位于纽芬兰海岸外的

海伯尼亚油田（Ｈｉｂｅｒｎｉａ　ｆｉｅｌｄ）是加拿大最大的近海

石油项目；［３６］ＡｇｎｉｃｏＥａｇｌｅ矿 业 公 司 在 努 那 武 特 地

区投资开发的两座金矿，计划在２０２０年将黄金产出

提升至２００万 盎 司。［３７］除 此 之 外，北 极 西 北 航 道 大

部分航段位于加拿大的北冰洋沿岸，随着北极海冰

的逐渐消融，北极航道的价值逐渐凸现出来，成为诸

多国家竞相投资的目标。加拿大北极地区巨大的开

发潜力随着开发技术的不断突破和日渐成熟，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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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行大规模的开发，而在此过程中北极原住民的

劳动力资源占据着优势地位，他们对北极独特的地

理环境的适应和认知是外来者所无法媲美的。加拿

大北极原住民尤其是青壮年男性的高自杀率，则降

低了北极原住民社区的劳动力水平，阻碍了加拿大

北极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男女比例的

不协调也会带来诸如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增加。加拿

大北极原住民的自杀问题是原住民与加拿大政府和

解进程的重要方面，同时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原住民

社会目前面临的多重困境，这已经上升为困扰原住

民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

重视和解决，则加拿大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化

解将会步履维艰。
另外，加拿大北极原住民的高自杀率会引起原

住民社会的恐慌以及更多的自杀行为效仿者，继而

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月努那

武特地区发生的一连串青少年自杀事件给原住民社

区蒙上了一层阴影，魁北克努那维克地区教育委员

会的负责人瓦特（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ｔｔ）认为，这些学生的自

杀死亡事件给其他在校学生、家庭以及校董事会的

工作人员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场“深刻而

持续的危机”，并呼吁在地区层面上采取紧急集体行

动以应对这次危机。［３８］大量青少年的自杀行为极易

引起其他抑郁、焦虑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的模仿，从
而引发“多 米 诺 骨 牌 效 应”出 现 大 规 模“自 杀 潮”现

象，这也是原住民地区对此问题如此重视并要启动

紧急集体行动的原因之一。这些自杀行为已经不仅

仅是个人的生命受到损害的问题，而会危及到整个

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仅如此，加拿大北极地区原

住民的高自杀率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底，国际红十字会派人进驻原住民自杀率高的

社区，这也给加拿大联邦政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

压力。
四、结语

随着北冰洋海冰的不断融化，北极地区的价值

逐渐凸显出 来，日 益 成 为 各 国 关 注 和 博 弈 的 焦 点。
加拿大北极原住民也在不断地谋求成为北极事务中

的一个关键角色，然而其自身严重的自杀问题削弱

了其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与面临的其他诸如教

育、经济、就业等问题一起成为促进其民族发展的阻

碍力量。加拿大北极原住民的高自杀率问题被社会

各界诟病已久，但联邦政府似乎从未真正下决心解决

这一问题，目前加拿大的发展重心有北移的倾向，但
是这一问题呈现出的恶化趋势，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加

拿大北极地区的发展，只有着手降低加拿大北极原住

民的高自杀率，改善北极原住民社区的生活现状，提
升原住民社区经济发展活力，才能真正为加拿大北极

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长足稳定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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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ｅｓ．［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ｍａｊ．ｃ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６／３／

Ｅ１０９．２０１４．０２．１８．
［８］ＪＡＣＫ　ＨＩＣＫ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ｎ　ｄｅａｔｈ　ｂｙ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ｂｙ　Ｎｕｎａｖｕｔ

Ｉｎｕｉｔ，１９２０ｔｏ　２０１４［Ｒ／ＯＬ］．２０１５．０９．
［９］杨毅．北极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Ｄ］．吉林大学，２０１７．
［１０］李建良，俞国良．自杀的人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临床应用［Ｊ］．中

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４，（１）．
［１１］"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ａｂｌｅｓ，２０１６Ｃｅｎ－

ｓｕ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Ｃａｎａｄａ［ＯＬ］．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２０１７－０２－０８．
［１２］陈楠．南极特殊环境对考察队员生理心理的影响［Ｄ］．北京协和

医学院，２０１７．
［１３］潘敏，夏文佳．论 环 境 变 化 对 北 极 原 住 民 经 济 的 影 响———以 加

拿大因 纽 特 人 为 例［Ｊ］．中 国 海 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３，（１）：２７－３４．
［１４］Ｄｕｅｒｄｅ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Ｊ］．Ａｒｃｔｉｃ．２００４（２）：ｐ．５７．
［１５］郭培清，宋晗．加拿 大 原 住 民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困 境 及 其 与 联 邦 北

极政策的关系［Ｊ］．区域与全球发展，２０１７，（１）：１２１－１２２．
［１６］ＬＥＹＬＡＮＤ　ＣＥＣＣＯ．Ｃａｎａｄａ：ｓｅａ　ｉ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ｅｓ　ｔｏ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８／ｏｃｔ／０５／ｃａｎａｄａ－ｐａｕｌａｔｕｋ－ｋｕｇｌｕｋｔ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ｂａｙ－ｓｅａ－ｉｃｅ－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２０１８．１０．０５．
［１７］Ｌｅｙｌａｎｄ　Ｃｅｃｃｏ．Ｃａｎａｄａ：ｓｅａ　ｉ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ｉｅｓ　ｔｏ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８／ｏｃｔ／０５／ｃａｎａｄａ－ｐａｕｌａｔｕｋ－ｋｕｇｌｕｋｔ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ｂａｙ－ｓｅａ－ｉｃｅ－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ＯＬ］．２０１８．１０．０５．
［１８］ＮＵＮＡＴＳＩＡＱ　ＮＥＷＳ．Ｎｕｎａｖｕｔ　ｓｔｉｌｌ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

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Ｃａｎ．Ｎｕｎａｔｓｉａｑ　Ｎｅｗｓ［ＯＬ］．ｈｔｔｐ：／／ｎｕｎａｔｓｉａｑ．

ｃｏｍ／ｓｔｏｒｉ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５６７４ｎｕｎａｖｕｔ＿ｓｔｉｌｌ＿ｌａｇｇｉｎｇ＿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５３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ｃａｎ／．２０１８．１０．１５．
［１９］８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ｃ［Ｏ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ｃｔｉｎｃ．ｃａ／ｂｌｏｇ／８－ｋｅｙ－ｉｓ－

ｓｕｅｓ－ｆｏｒ－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８．０３．２３．
［２０］张泽清．加拿大原住民政策与教育的民族志研究［Ｄ］．中央民族

大学，２０１６：２６－２８．
［２１］ＡＩＬＳＡ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ＰｈＤ．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ｅｌｌ－

ｎｅｓｓ　ｉｎ　Ｎｕｎａｖｕｔ［Ｒ／ＯＬ］．２００３．０７．
［２２］第一民族．百度百科［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１１－１１／９６６６５５．ｈｔｍ．
［２３］周蔡小珊，李丽，赵学瑶，陈·巴特尔．悲剧遗案：加拿大原住民

寄宿制学校（１８７９－１９９８）［Ｊ］．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１）：１２－１３．
［２４］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ＲＰＥＲ．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Ｈａｒｐｅｒ　ｏｆｆｅｒｓ　ｆｕｌｌ　ａｐｏｌ－

ｏｇｙ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ａｄｎｃ－ａａｎｄｃ．ｇｃ．ｃａ／ｅｎｇ／

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６４４／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６４９．２００８．０６．１１．
［２５］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ｄｉ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ａｄｎｃ－

ａａｎｄｃ．ｇｃ．ｃａ／ｅｎｇ／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５７６／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５７７＃ｓｅｃｔ１．
［２６］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ＯＬ］．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ｒｃａａｎｃ－ｃｉｒｎａｃ．ｇｃ．ｃａ／ｅｎｇ／１４５０１２４４０５５９２／１５２９１０６０６０５２５．
［２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ＲＡＬ．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ＵＩＴ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Ｒ／Ｏ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ｒｇ／ｎｅｗｓ／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ｕｉｔ－ｓｕｉｃｉｄｅ－ｒａｔｅｓ－ｏｎ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ｗｏｒｌｄ．
［２８］诸葛漫，陈燕．原 住 民 的 语 言 复 兴 与 心 理 健 康———以 澳 大 利 亚

邦格拉语为中心［Ｊ］．语言战略研究，２０１７，（４）：４０－４２．
［２９］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Ｊ．ＫＩＲＭＡＹ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Ｌ．Ｊ．ＢＯＯＴＨＲＯＹＤ．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ｕｉ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Ｊ／

Ｏ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８９－２１１．１９９７．０１．

［３０］ＪＵＳＴＩＮ　ＨＡＹＷＡＲＤ．Ｃａｎａｄａ＇ｓ＇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ｉｓ＇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ｆｕｎｄｅ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ＣＭＡＪ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Ｌ］．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ｃｂｃ．ｃａ／ｎｅｗｓ／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ｉｃｉｄ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１．３７４９６６０．

２０１６．０９．０７．
［３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ｕｉｔ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ｕｉｔ　Ｔａｐｉｒｉｉｔ　Ｋａｎａ－

ｔａｍｉ［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ｔｋ．ｃａ／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６／０７／

ＩＴＫ－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ｕｉｔ－Ｓｕｉｃｉｄ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１６． ｐｄｆ．

２０１６．
［３２］ＳＡＲＡＨ　ＲＯＧＥＲＳ．Ｎｕｎａｖｉｋ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ｏａｒｄ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ｕｒｇｅｎｔ，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ｓｕｉｃｉｄｅ［ＯＬ］．ｈｔｔｐ：／／ｎｕｎａｔｓｉａｑ．ｃｏｍ／ｓｔｏ－

ｒｉ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５６７４ｎｕｎａｖｉｋ＿ｓｃｈｏｏｌ＿ｂｏａｒｄ＿ｃａｌｌｓ＿ｆｏｒ＿ｕｒｇｅｎｔ＿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ｓｕｉｃｉｄｅ／．２０１８．１０．１７．
［３３］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Ｊ．ＫＩＲＭＡＹ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Ｌ．Ｊ．ＢＯＯＴＨＲＯＹＤ．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ｕｉ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Ｊ／

Ｏ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８９－２１１．１９９７．０１．
［３４］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ＯＬ／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ａｎａｄａ．ｃａ／ｅｎ／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ｙ－ｌｉｖｉｎｇ／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ｓｕｉｃｉｄ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６．
［３５］彼得·哈里森，钱皓．加拿大北极地区：挑战与机遇？［Ｊ］．国际

观察，２０１４，（１）：１３８－１３９．
［３６］贾凌霄．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现 状［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ｚｇｋｙｂ．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７０７１３＿４３００８．ｈｔｍ．２０１７－７－１３．
［３７］Ｅａｇｌｅ将 投 资１２亿 美 元 开 发 加 拿 大 金 矿［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１２６５１３９８０＿４９９００９．
［３８］ＣＡＴＯＵ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Ｋａｔｉｖｉｋ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ｏａｒｄ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Ｑｕｅｂｅｃ　ｃａｌｌ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ｗａｋｅ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ｉｃｉｄｅｓ
［Ｏ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ｂｃ．ｃａ／ｎｅｗｓ／ｃａｎａｄａ／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ｎｕｎａｖｉｋ－

ｓｕｉｃｉｄｅ－ｃｒｉｓｉｓ－ｑｕｅｂｅｃ－１．４８６５５４８．２０１８．１０．１７／２０１８．１０．２４．

Ｔｈｅ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Ｇｕｏ　Ｐｅｉｑｉｎｇ　Ｓｈｅｎ　Ｑ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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