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理操控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心理操控术>>

13位ISBN编号：9787510405945

10位ISBN编号：7510405947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古斯塔夫·勒庞

页数：172

字数：200000

译者：周婷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理操控术>>

前言

　　这部作品详细描述了多种群体的特征。
　　遗传赋予种族中个体所有的共同特征构成了种族特征。
然而，当一定数量的个体为了某项行动聚集成群时，仅仅从他们群聚这一事实我们就会发现，除原有
的种族特征之外会出现某些新的心理特征，有时两者差异相当大。
　　在各民族生活中，组织化群体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从未有如现在这般重要。
当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群体无意识行为取代个体有意识行为。
　　我竭力通过完全科学的方法来考察群体带来的难题，这种科学的方法不受各种观点、理论和学说
的影响，而是需要不断地在方法上下工夫。
我相信这是发现真理的唯一方法，尤其在这个莫衷一是的问题上，情况更是如此。
　　决心证实某种现象的科学家是不会考虑自己证实的结果会触动到谁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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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理操控术》是一本风靡全球的大众心理读物。
如果您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甘愿成为潮流的忠实追随者，买那些奢侈但根本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为什
么会成为泡沫经济的牺牲品，去投资一直不被看好的股票，那么不妨阅读一下本书．它让你开阔自身
的视野，丰富思考的路径。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心理操控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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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古斯塔夫·勒庞，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以对群体心理特征的研
究而闻名于世，被后人誉为“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
勒庞早年在巴黎学医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周游列国，晚年开始研究心理学，并在19世纪与20世
纪之交写下了一系列心理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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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群体一般特征：受人摆布的玩偶　　群氓之族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群体”是指个体
的聚集体，至于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从事什么职业、何种性别、出于什么原因走到一起无关紧要。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在某些既定条件下，且只能在这些条件下，聚集成群的人们会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完全不
同于群体中个体所具备的特点。
这群人的观念与想法渐渐趋于一致，他们自觉的个性逐渐消失，形成群体心理。
　　毫无疑问，这种群体心理是暂时的，但呈现出的特点是清晰、明确的。
于是，这样的个体聚集体成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我姑且先如此称之，因为没有一个更好的说法，或
许心理群体这一说法更为可取。
它成了一个单独的存在体，并受群体精神统一规律的支配。
　　很明显，仅仅由于一群人偶然发现他们彼此同处一地，并不能使他们获得组织化群体的特点。
从心理学角度看，当1000个人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由于没有任何坚定的目标，他们根本不足以构成
一个群体。
要想具备组织化群体的特征，某些前提条件必不可少，我们必须对其性质加以确定。
　　一个群体向组织化群体转变的首要特征是：自觉个性的消失以及观点的明确转变。
因此，组织化群体并不总是需要一定数量的个体同时出现在某个地点。
有时在某种强烈情感的作用下，数以千计的孤立个体也可能获得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特征，如民族事
件。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发事件就足以促成他们聚集起来展开行动，从而立刻获得群体特有的特征
。
有时，五六个人就可能构成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而偶然聚集在一起的数百人却算不上。
此外，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他们也会成为一个群体。
　　这种心理群体一旦形成，他们便会获得某些暂时而明确的普遍特征。
除这些普遍特征外，他们还有独有特征。
这些独有特征因群体构成要素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因此群体精神结构也会有差异。
所以，心理群体是可分类的。
当我们深入研究该问题时会发现，异质群体（即由不同要素构成的群体）与同质群体（即由派别、身
份团体和阶级等大体相似的要素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某些相同的特征，除这些相同特征外，他们还
具备使彼此相区别的独有特征。
　　在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他们的共同特点。
我们将采取博物学家的研究方式：先描述一个族系全体成员的普遍特点，然后再研究其中不同种类相
互区别的独有特征。
　　对群体心理，不易做出精确的描述。
因为他们的组织不仅因种族和构成方式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群体所受刺激的性质和强度不同而改变。
不过，个体心理学研究同样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个体性格终其一生保持稳定性的例子只有在小
说中才会出现。
只有环境的稳定性才会形成明显的性格稳定性。
　　我曾在其他文章中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内含着性格变化的各种可能性，环境的突然变化会使这
种可能性显现出来。
这解释了为何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之前不过是些谦逊的市民。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会是温和的公证员或高尚的地方官。
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市民安分守己的本来性格。
拿破仑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最温顺的臣民。
　　我们不可能全面研究不同组织程度的所有群体，我们只能更专注那些已经完全达到组织化程度的
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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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会看到群体将来的发展趋势，而非他们一成不变的样子。
因为，只有在发达的组织化基础上，种族稳定的、具有优势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某些新的特点。
这时，群体中所有人的看法与观念都会向同一个方向转变。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前面提到的群体精神统一的心理规律才会发生作用。
　　在群体心理特征中一，有的特征与孤立个体所具有的特征是相同的，而有的特征则完全为群体所
特有且只能在群体中看到。
这些特征正是我们首先要研究的，以便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心理群体最显著的特征是：构成群体的个体无论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水平
是否相同，他们成为一个群体的事实使他们获得了一种群体心理。
与他们处于孤立的个体状态相比，这种群体心理使他们的情感、看法以及行为方式变得和平时迥然不
同。
若不是形成群体，某些观念或看法在个体身上根本不会产生，或根本不会付诸行动。
　　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各种要素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就如同细胞重新组合构成新
生命体一样，重组的新体表现出的某些特点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
　　令人讶异的是，与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观点相反，构成群体的人群，不存在
要素间的总和或平均值。
实际情况是，随某些新特点的产生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组合体，像是某些化学元素，如酸、碱反应后生
成一种新物质一样，这种新物质的特性与使它形成的那些物质特性相比，已大为不同。
　　证明群体中的个体不同于独立个体并不困难，然而要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那么容易。
　　要想对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所主张的真理：无意识现象不仅在有机体
活动中，还在智力活动中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
与精神活动中的无意识活动相比，有意识活动只起着很小的作用。
即使是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也只能找出支配人们行为的无意识动机的一小部分原因。
　　我们的有意识行为是无意识的深层精神结构的产物。
这种深层精神结构主要受遗传因素控制，包含了无数世代相传的共同特点，构成了种族特征。
在我们公开的行为动机背后必然有一些我们不愿透露的原因。
然而在这些隐藏的动机之下，还有另外许多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
我们大部分日常行为都是由这些我们毫无察觉的动机引起的。
　　正是构成种族特征的无意识因素，使种族中的个体彼此相似。
然而因为遗传因素而形成的有意识因素，或者是通过教育获得的有意识因素，又使种族中的个体彼此
相区别。
在智力上差异较大的个体，却拥有着十分相似的天性、爱好与情感。
任何涉及情感的事情，如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即使最杰出的人也很少比普通人处理的更出色
。
在智力上，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与鞋匠之间也许有着天壤之别，但在性格上，他们的差别往往微乎其微
或根本没有差别。
　　准确的说，种族中大多数人在同等程度上都具备这些普遍的性格品质，它们受无意识因素支配。
正是这些品质构成了群体的共同特征。
在群体心理中，个体才能的弱化导致个性的趋同。
异质性被同质性吞噬，无意识取得上风。
　　受人摆布的玩偶　　群体共有的一般品质导致他们无法完成高水平的工作。
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是由精英群体组成的议会做出的，但是来自不同行业的专家们并不比一群傻瓜所
做出的决定更高明。
因为，他们只能用每个普通人与生俱来的一般能力处理手头的工作。
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是愚蠢而非天生的智慧。
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理解为群体，那么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比伏尔泰更聪明”，
确切的应该是“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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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群体中的个体仅把他们共有的一般品质集中在一起，那么只会产生明显的平庸，而非我们实际上
想象的会创造新的特点。
那么，那些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重点。
　　群体特征不为独立个体具备的特点的形成受各种因素影响。
首先，仅从人数上考虑，当个体成为群体中一员时便获得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股力量使他听任
本能的支配。
当他独自一人时，必将竭力压制这种本能。
这是因为，群体无名无姓，他难免会认为群体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样一来，一直约束着他的责任感
便随之全部消失。
　　其次，相互传染的现象同样影响群体特征的表现以及发展方向。
相互传染是一种易于形成却难以解释的现象。
我们必须将其看作是催眠现象的一种，下面我们做一个简要的解释。
在群体中，每种情绪与行为都具传染性，这种传染性可以使个体甘愿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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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勒庞的《心理操控术》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它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
　　——心理学大师　　心理学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中，最有影响者，非勒庞的《心理操控术》，莫
属。
　　——美国社会心理学大师　　勒庞的这本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是群体行为研究者不可不渎的文
献。
　　——美国社会学大师　　乌合之众就是大家都跟着赶潮流。
一旦被卷进去之后．人在潮流里的智商只有平时的5％不到。
　　——零点咨询总裁　　此书是市场上为数不多的敢于如此赤裸地分析大众心理的书，有野心的人
可以看，没野心的人也要看，它可以让你在群体中保持冷静，在关键时刻保全自己。
　　——liboliu　　这本书可谓研究人类学的经典，几十年来经久不衰。
后来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不正印证了勒庞的观点嘛！
　　——网友　　如果你希望对群体心理有所了解，如果你想知道政客如何通过演讲愚弄大众，可以
看看此书。
　　——challeng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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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对潮流、谣言、媒体的炒作，你要知道大众在想什么；当阴谋与算计充斥你的生活时，你要知
道自己该做什么。
　　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大地产商任志强、零点CEO袁岳强力推荐。
　　风靡全球的心理读物，被译成20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畅销不衰的经典著作，问世以来每年再版，
累计上千万册。
　　零点咨询总裁袁岳推荐危机时代必读的7《心理操控术：政界领袖、商界精英操控大众心理的真
相》，投资大师James Fraser选择的10本最经典的投资书，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最为推崇的心理学巅峰
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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