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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版序言　　西方文化中有两个最复杂、最深刻的故事：其一是路西法堕入地狱，其二是亚当和
夏娃被赶出乐园。
这两个故事蕴含着同样的教训：不服从权威将导致可怕的后果。
路西法是上帝最宠爱的“光芒天使”，在很多的故事中也被称为“晨星”。
但是，上帝在创造亚当之后，要求所有天使都尊重这个完美的人类。
路西法对这个命令提出了挑战。
他和其他一些有着类似看法的天使都认为：他们远在亚当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他们是天
使，亚当只是个凡人。
上帝立刻认定他们触犯了两宗罪：骄傲和反抗他的权威。
但他并不打算和平解决这个矛盾，而是直接向大天使麦克下命令，带领一群服从上帝的天使，以武力
对付这些叛徒。
结果当然是麦克获胜（因为上帝站在他这边）。
路西法变成了魔鬼撒旦，与其他堕落天使一起，被打入上帝新创造的地狱之中。
但不久之后，撒旦又返回天堂，以行动证明了不尊重亚当是正确的；因为亚当不仅不完美，更糟的是
，一条蛇就可以让他轻易堕落。
　　不要忘记，上帝让亚当和夏娃自由统治着完美的伊甸园，但只有一个要求和告诫：不能吃智慧树
的果实。
撒旦伪装成一条蛇，诱惑夏娃尝了一口禁果。
她在品尝之后，又让亚当这样做。
两个人吃了禁果后立刻受到诅咒，被永远地驱逐出伊甸园。
他们必须在人间受尽折磨，经历各种痛苦，目睹他们的孩子该隐和亚伯之间的冲突。
此外，他们也失去了纯洁。
这个故事讲述的道理是：不服从权威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为了让这种行为的后果更严重，他们的罪恶成为了世世代代的永恒之罪。
亚当和夏娃错误行为所触犯的原罪，让人间的每一个天主教的孩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受到了诅咒。
　　当然，这些故事都是人类编出来的神话，更准确地说，是人类的权威——比如神父、阿比和牧师
们——编出来的故事。
因为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远在人类出现并可以进行记录之前。
但它们和所有神话故事一样，其初衷是向所有听故事和阅读故事的人们，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无论
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服从权威！
反抗权威的结果非常可怕，要下地狱！
这些神话和寓言故事出现之后，被后来的权威一代代地传了下去，因为他们需要其他人遵循他们的命
令，不能持有异议或者挑战。
到了现代，这些权威包括父母、老师、老板、政客、独裁者，等等。
　　因此，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必须遵守各种规矩。
事实上，几乎所有传统的教育场所都在讲述这些规则，比如：站起来离开座位前必须得到老师的允许
；举手提问时，没有老师的许可不得开口说话；不能对老师的言语发出挑战或抱怨，等等。
这些行为规则被深刻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即使在我们长大成人后，它们仍然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生活
的各个方面，就像一个永恒的布告，指引我们要尊重权威。
但是，不是所有权威都是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始终都没有学习到的：如何判断
“公正”和“不公正”权威之间的重要区别。
公正的权威值得我们尊重和一定程度的服从，甚至可能不需要对之产生质疑。
但面对不公正的权威，我们应该先感到痛苦，然后对之提出怀疑，最后对其蔑视并作出挑战和革命行
为。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这本最新版著作，清晰而完整地收录了他的服从权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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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性这一特征的核心动力，人类从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的角度进行了重要的探索，该实验就是具有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
米尔格拉姆在服从权威研究中，首次引入了可控的实验室环境。
从某种意义来讲，他遵循了库尔特·勒温的研究体系。
勒温法则的核心之一是：社会心理学应该在实验室的限制和控制环境中，研究那些在真实世界中具有
重要意义的现象。
但米尔格拉姆并不像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斯坦利·斯坎特（Stanley Schachter），李·
罗斯（Lee Ross）和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等人那样，被看做是勒温的衣钵继承人。
　　米尔格拉姆对服从的探索，源自于他的一个思考：德国人轻易地服从纳粹的权威，对犹太人进行
种族歧视，最后在大屠杀中实施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命令。
作为一名年轻的犹太人，他不由得问：尽管今日的美国和当时的德国，在文化和历史时期方面存在很
多不同，但大屠杀是否可能在他的国家中再次出现。
很多人都坚信，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在美国发生，但米尔格拉姆对此表示怀疑。
相信人本善，并不能抹杀发生过的事实，那些曾经善良的普通人，确实对世界做出了如此可怕的事情
——只是为了服从命令。
英国作家斯诺（C.P.Snow）提醒我们，人类所犯的各种反人类罪行中，更多的是出于服从，而非反抗
。
米尔格拉姆的导师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曾用实验告诉我们，即使是获得良好教育的大学生
，其判断力也会受到群体力量的左右，对显而易见的真相得出错误的观点。
但是，在阿希的实验中，这种影响是间接的：面对相同的刺激事件，如果群体标准和个人知觉之间存
在差异，个体作出了服从群体错误标准的决定，以此获得群体的接受而不是排斥。
而米尔格拉姆希望探究的是：当权威角色下命令，要求一个人做出挑战其个人认知和道德的行为，会
对这个人产生怎样的直接和即刻影响。
这种情形是对人性的严酷考验，人们普遍相信自己会听从个人道德的指引。
实际情况呢？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米尔格拉姆设计出了这个研究范例。
　　遗憾的是，很多心理学家、学生和外行人都自认为很了解“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但他们所知
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
大多数人对服从实验的认识，都是通过教科书简介或米尔格拉姆那部著名的《服从》纪录片电影。
有人质疑他的研究只选择男性受试者，但他后来又用女性受试者复制了这个实验。
此外，由于最初的几个实验都在耶鲁大学完成，有人认为他的实验只适用于耶鲁的学生。
而事实是，整个服从实验系列包括了19个独立实验，实验对象多达1000人，年龄跨度从20岁到50岁，
涵盖了各种职业，而不只是大学或高中的学生。
此外，服从研究在道德方面也遭到了严厉批评，因为在实验情境中，扮演“教师”的受试者认为自己
向“学生”施加了电击，造成“学生”的痛苦，这对“教师”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我认为，该研究之所以会在道德层面饱受争议，最初可能是由于米尔格拉姆的那部纪录片电影，其中
一些场景表现了受试者犹豫不决、饱受压力的状态。
但是阅读他的论文或著作，并不能如此真实地感受到受试者所承受的压力，因为实际情况是，很多受
试者无视给无辜受害者造成的痛苦，从始至终都服从了权威。
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想对实验的道德性作出判断，而是希望人们通过阅读本书，全面了解米尔格
拉姆的服从研究，了解他真实的研究理念、方法、结论和分析。
这也是本书另一个重要价值所在。
　　在此简要陈述一下我对服从研究的总体看法。
首先，本研究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和布里奇波特两地市民中选择实验对象，样本具有多样性、数量
大、存在系统变差。
此外，米尔格拉姆还详细阐述了实验的方法特征。
所有的一切都证明，这是社会心理学或社会科学历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广泛性的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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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它在多种文化环境中和不同的时期都得到了复制，充分显示出其强大的有效性。
　　该实验是社会情境力量对人类行为影响的重要例证，是情境学者研究行为决定因素的重要基础。
服从实验研究的结果是：看似公正的权威进行了一个实验，并且提供了看似合理的意图；但是，当权
威的命令不再合理，大多数人未能反抗不公平的权威。
的确，心理学科学家适当使用惩罚，作为改善学习和记忆的方式，这是合理的手段。
但是，持续不断地向学生施加强度越来越大的电击，给学生造成了痛苦，这就不合理。
学生不断要求放弃实验，担心自己的心脏病发作，并且在330伏特之后，停止了所有的反应。
如果他失去了意识或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该如何帮助改善他的记忆？
在实验过程中，如果受试者能够稍加批判性思考，几乎每个人都会拒绝继续实验，拒绝服从没有人性
、不公平的权威。
但是与之相反，大多数坚持到高强度电击的受试者，都陷入了米尔格拉姆所称之“代理状态”
（agentic state）　　这种状态下，这些普通的成年人变成了没有思想、俯首帖耳的小学生，他们不知
道如何摆脱令人厌恶的状态，除非教师允许他们这样做。
当电击强度足以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那一刻是否有人离开椅子，到隔壁房间查看受害者的情况？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看看另一个问题。
我曾直接问米尔格拉姆：“当人们按下最后一个450伏特开关，有几位受试者自发站起来，询问学生的
情况？
”米尔格拉姆的回答是：“没有人这样做，始终都没有。
”在学校中，我们学会了服从的一个最原始规则：除非老师（权威）允许、认可或命令，否则什么都
不要做。
这种意识一直延续到我们成年。
　　我对情境力量进行的研究（斯坦福监狱实验），从几个方面对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了补充。
这两个研究都是情境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实验研究了权威对个体的直接权力，我的实验研
究范畴则是机构对其权力范围内所有人的间接权力。
我的实验展示的是体系的力量，体系创造并维护一个情境，对个人行为进行控制和统治。
此外，两个实验都生动展示了外界力量对人类行为的强大影响。
对观众或旁观者而言，这些实验得出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我也曾推出一部有关我的实验的电影纪录片《沉默的愤怒》（Quiet Rage），在全世界的观众中引发了
强烈反响。
就像很多其他研究一样，这两个实验的参与者在实验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痛苦和负罪感，引发
了对实验道德问题的质疑。
最近，我的书《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Why Good
People Turn Evil）出版。
我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对这些研究中道德问题的看法。
1971年的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中，我首次对斯坦福监狱实验进行了
一次简短综述。
结束后，米尔格拉姆非常高兴地对我说，我进行了一个更没道德的研究，终于有人可以分担他肩膀上
的道德重负了！
　　最后让我介绍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和米尔格拉姆是布朗克斯（Bronx）詹姆斯·门罗中学（James Monroe）的同学（1950届），曾一起
度过很多美好时光。
他是班里最聪明的孩子，毕业的时候几乎拿遍了所有奖励。
而我只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高年级学生曾把我评为“Jimmie Monroe”(门罗吉米，意为该
中学最默默无闻的人)。
10年后，我们在耶鲁重逢。
他告诉我，他希望自己是一个最平凡的人。
但我承认，我希望自己是最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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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握着上帝发给各自的牌，尽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我和斯坦利经常进行有趣的讨论，甚至共同撰写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文章。
很遗憾，他在1984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51岁，留给我们的是沉甸甸的杰出研究成果，是人类重要的
遗产之一。
他的学术贡献以服从权威研究为起点，延伸到很多新领域——城市心理学、小世界问题，六度分离以
及西阿诺效应等，他为这些研究设计了极具创新的方法。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积极热情地观察着人类生活，他的目光始终都在寻找新范例，或用于展示古老的
真理，或激发我们对潜在运行规则作出全新认识。
我经常想，如果他至今健在，不知道又会研究哪些新现象呢？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　　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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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60年代，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永远地改
变了我们对个人道德和自由意志的看法。

　　实验的基本方法是：实验者招聘了40名来自不同职业的市民，告诉他们参加一项名为“惩罚对学
生学习影响”的研究。
他们充当“教师”，在实验者的指令下，当“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错误时，对“学生”施加强度和痛
苦程度不断增加的电击。
尽管学生以各种形式反抗，有26名受试者在实验者的命令下，坚持到最后，对“学生”施加了最强程
度的电击。

　　米尔格拉姆改变实验的要素，做了19个独立实验，实验对象多达1000人。
这一实验的设计与结果震惊了全球心理学界，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心理学家在不同时期重
复了这一实验，得到的结果基本相同。

　　在《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中，米尔格拉姆完整记录了这19个实验的
设计、过程、结果以及部分受试者在实验中的反应，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深度分析，揭示了在等级社
会中服从权威现象的社会及心理原因。

　　阅读这本《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将引导我们每个人思考这样一个
人生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如果上级的命令与我们的良心相冲突，我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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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1984），获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
在耶鲁大学做了震惊心理学界的权威服从实验，在哈佛大学进行了“小世界实验”并提出“六度分离
”概念。
之后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任教，获杰出教授荣誉。
他所获得的其他荣誉和奖励还包括：福特基金奖学金、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社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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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服从的困境　　在社会生活的结构中，服从是我们所知的最基本因素之一。
任何群体生活都需要某种权威系统存在。
只有离群而居的人，才不会被迫以反抗或服从的方式对别人的命令做出反应。
服从作为行为的决定因素，与我们的时代有着特别的关联。
我们都知道，从1933年到1945年，数百万无辜平民被系统地屠杀。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修建了毒气室和防守森严的死亡集中营，每天规定尸体定额，其效率如同批量生
产产品。
这些非人道政策最初可能只是某一个人的想法，只有当很多人服从命令，才会大规模地实施。
　　将个体行为与政治目的联系起来的是服从这一心理机制。
这种行为倾向就像一个粘合剂，将一个个人类个体与权威系统捆绑在一起。
很多近代史实和日常生活中的现象都表明，服从可能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一种行为倾向，这种优势冲
动打败了我们在伦理、同情和道德行为方面所受的教育。
斯诺（C.P. Snow）（1961）指出，服从的重要性在于：　　回首思考漫长而灰暗的人类历史时，你会
发现，以服从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远多于以反抗为名的罪行。
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不妨读一读威廉o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德国的军官们是用最严苛的服从规范培养起来的.....以服从的名义，他们参与、协助实施了人类历史上
最邪恶的大规模行动。
　　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是无数人以服从之名所做出的令人发指的邪恶行为中最极端的例子。
但是，比这一行为程度略轻的恶行在不断发生：普通市民被命令去摧毁其他人，他们这样做了，因为
他们认为服从命令是他们的责任。
服从权威一直被尊为美德，但当它服务于一个恶意的目标，就会改头换面，完全背离美德，摇身变成
邪恶的罪。
不是吗？
　　当权威的命令与我们的良心相冲突，我们是否应该服从？
这个道德问题曾被柏拉图辩论过；曾被写入戏剧《安提戈涅》（Antigone），并被每个历史时期的哲
学家所讨论。
保守派哲学家认为，反抗是对社会结构的威胁，即使权威指令的行为是邪恶的，最好还是实施，而不
是威胁权威结构。
霍布斯（2）对之进一步阐述道：这种行为的责任绝不应该归因于执行者，而是应该归因于发出命令
的权威。
但是人文学者认为，在此类事件中，个人的意识占据首位。
他们坚称，个人的道德判断如果与权威之间发生冲突，个人判断应该高于权威。
　　对服从从法律和哲学的层面进行探讨固然重要，但作为一名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家，我希望从抽
象的讨论转向对实际案例的细致观察。
为了近距离观察服从行为，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最后，这个实验发展到有一千多人
参与，在数所大学进行了重复实验。
但是我的最初理念其实非常简单：一个人来到心理学实验室，被要求做出一系列的行为，这些行为的
强度逐渐加强，开始与他们的道德意识相违背。
这里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参与者服从实验人员的指挥，这种服从行为到底会持续到什么程度
，他才会作出反抗。
　　首先向读者介绍本实验的更多细节。
两个人来到心理学实验室，进行一项名为记忆与学习的实验研究。
其中一个人被指定为“教师”，另一个则是“学生”。
实验人员对实验目的的解释是：本实验研究的是惩罚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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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被领到一个房间，坐在椅子上，他的手臂被绑起来，防止做出过激活动。
然后，将一个电极与他的手腕相连。
实验人员告诉他，他将在实验中学习一组单词配对，每出现一次错误，就要受到一次电击，随着错误
的出现，电击强度不断加大。
　　事实上，这个实验真正的关注点不是学生，而是教师。
教师目睹学生被绑在椅子上后，被带到主实验室，坐在一个非常醒目的电击器面前。
电击器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水平排列的30个开关，从15伏特一直到450伏特，以15伏特递增。
每个开关还有一行文字提示，从“轻度电击”一直到“危险-强烈电击”。
教师被告知，他将对另一个房间中的学生进行学习测试。
如果学生的回答正确，教师就继续下一个问题。
如果回答错误，教师就要对他进行一次电击。
电击要从最低电量15伏特开始，然后，学生每答错一个问题，就增加一个电击程度，到30伏特，再
到45伏特，依此类推。
　　在实验中，教师是不知情受试者；而学生，或者说受害者，其实是一个演员，他并不会真正受到
电击。
实验的真正目的，是了解在可测量的具体情境下，受试者的行为可以持续到什么时候。
在这个情境中，他被要求向一名反抗的受害者施加越来越强烈的痛苦，他会在哪个时刻拒绝服从主试
的命令？
　　随着实验的继续，接受电击的学生开始表达不适感，冲突就在此刻出现。
在75伏特，学生会嘟囔；在120伏特，学生会进行口头抱怨；在150伏特，他会要求停止实验。
随着电击强度的加大，他进行了持续的抗议，强度和情绪不断加强。
到了285伏特，他的反应只能用“极度痛苦的尖叫”来形容了。
　　亲眼目睹实验的人都清楚，这个实验过程的震撼性难以用笔墨形容。
对于受试者而言，这个情境并不是一个游戏，冲突是强烈而明显的。
一方面，面对学生表现出来的痛苦，受试者倍感压力，想要放弃。
另一方面，作为合法权威的主试命令他继续，而他觉得对主试负有某种责任。
每次当受试者犹豫是否继续电击时，主试都命令他继续。
如果受试者想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明确地与权威决裂。
这个研究的目的是找出面对一个明确的道德上的命令，人们会在什么时候反抗权威，又会如何进行反
抗。
　　当然，与士兵在战争中执行指挥官的命令相比，执行主试的命令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但是，不同的情境中会存在一些相同的本质要素，因为我们可能会以一种更广义的方式，提出这个问
题：当合法权威命令一个人伤害他人，他会怎么做？
对于军队和实验室的不同环境，我们可能会这样想：主试的权威远比将军小，他无权强制他人执行命
令。
参加一次心理学实验，很难激发战争时刻的紧迫感和奉献精神。
但是我认为，虽然这个情境存在局限性，也非常普通，但我们有必要以此为起点，开始对服从进行仔
细的观察。
我希望借此推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找到适用于不同情境的普遍性命题。
　　读者对这个实验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疑惑：一个具有正常心理状态的人，怎么会对他人进行电击，
即使是最轻度的电击，也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他为什么不简单地拒绝，然后走出实验室？
但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做。
受试者来到实验室是为了帮助进行实验，他自愿地开始整个程序。
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而且，接受电击的学生，在最初似乎是持合作的态度，只是有点紧张
。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普通人对主试指挥的服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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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实验结果令人震惊而沮丧。
尽管很多受试者感到极度紧张，很多受试者都向主试表达了抗议，但很大一部分受试者坚持到了最后
，对学生施加了电击器上最强级别的电击。
　　无论被电击的学生提出多么激烈的请求，无论电击看起来造成了多大的痛苦，无论学生多少次请
求离开，很多受试者都服从了主试。
在我们的实验中以及在几个大学进行的重复实验中，这一幕反复出现。
成年人完全自愿、无限制地服从着权威的命令--这就是本次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也迫切需要我们对之
进行剖析。
　　人们通常会这样解释：那些施加了最强烈电击的人是魔鬼，是社会中最残忍的极端分子。
但是，本次实验的受试者来自员工、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三个职业类别，近三分之二被定义为服从受试
者，他们代表的不是魔鬼，而是普通群众。
因此，这种解释并不正确。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汉娜o阿伦特196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
阿伦特坚持认为，将艾希曼形容成一个可怕的恶魔，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事实上，艾希曼更像是一名毫无激情的官僚，他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桌前，完成自己的工作。
阿伦特的这个观点，让她饱受蔑视乃至诽谤。
我们会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出像艾希曼那样的魔鬼行为，应该具有残忍、扭曲而虐待狂般的性格，是
真正的恶魔化身。
但是，当我看到数百名普通群众在我的实验中服从了权威，我必须说，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更接近真相，其接近程度，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
这些普通人电击受害者，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作为受试者的责任，他们本人不带有任何攻击性的特别
倾向。
　　这可能是本研究最根本的启示：那些只是做着份内事、内心并不带有特别的敌意的普通人，可能
会在可怕的毁灭性活动中充当帮凶。
此外，即使被要求做出完全不符合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即使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显而易
见，很少有人能找到办法反抗权威。
各种抑制反抗的机制占了上风，并且成功地让人们维持在这种状态。
　　站在旁观的立场去谴责服从受试者的行为，自然很容易。
但是，那些谴责受试者的人，是用他们自己有能力形成高尚的道德这一标准在进行衡量。
这很难说是公平的标准。
很多受试者，在口头陈述自己的观点时，也像我们一样强烈地认为，需要用道德压制住伤害无助受害
者的行为。
总体而言，他们也知道，面对这种情况时应该怎样做，并且能够表达他们的价值观。
但这只是口头表达，与他们在环境压力下的实际行为没有多少关系。
　　在这种情境中，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
如果让人们从道德的角度进行判断，相信所有人都会认为反抗才是正确的。
但是在真实情境的发生过程中，价值观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力量；一个人会受到多种力量的冲击，价值
观是这些力量中的一股小力量。
很多人在实验过程中无法感知到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并不认同自己的行为，但却发现自己继续着实验
。
　　与个人道德感的力量相比，社会让我们相信的那些规则更具效力。
虽然“你不该杀人”这样的信条在道德秩序中占据着显著位置，但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这一信条的
位置却无踪可寻。
当新闻标题出现变化，当征兵局发出召唤，当肩膀上戴着军章的人下命令，人们就会毫不困难地走向
杀戮。
甚至是一个心理学实验，它的力量也足以让一个人远离道德的控制。
通过对信息和社会场的估量和重建，道德因素被相对轻松地抛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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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受试者服从主试呢？
首先，一系列的“绑定因素”将受试者锁定在这个情境中。
比如：待人的应有礼貌、希望兑现最初向主试作出的承诺，以及中途退出所带来的窘迫感。
其次，受试者的思维过程出现了一些调整，削弱了他与权威决裂的决心。
这种心理调整帮助受试者保持了与主试的关系，同时减轻了实验冲突所带来的压力。
当权威指示受试者伤害无助个体时，服从的受试者通常就会出现这样的思维过程。
　　有这样一种心理机制：个体容易完全陷入任务的狭隘技术层面之中，以致于无法看到任务所产生
的广义后果。
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以高超的讽刺手法，讲述了一个轰炸部队如何狂热地研究向一个
国家投放核武器的技术程序的故事。
与之类似，在本次实验中，受试者也融入到了实验程序之中，他们精确地读出了单词配对，然后非常
认真地按下开关。
他们想要做出合格的表现，但伴随而来的是，减少了对道德的关注。
至于指定目标和道德评估之类的更广泛任务，受试者交给了他正在为之服务的实验权威。
　　服从受试者最常见的思维调整是：他认为自己不必承担自身行为的责任。
他将所有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主试这个法定权威，从而推卸掉了自己的责任。
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外部权威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以道德责任行动的个体。
在实验后的采访中，我们问服从的受试者为什么继续实验，一个普遍的回答是：“如果就我自己，我
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只是在做我被要求做的。
”由于无法摆脱主试的权威，受试者就将所有的责任归咎于主试。
在纽伦堡审判中，那些战犯也是反复用“我只是完成职责”为自己辩护。
如果你认为这种说法只是捏造的自我辩护，站不住脚，那么你就错了。
相反，当人们被困在权威结构的从属位置时，这是大多数人的最基本想法。
责任感的消失，是服从权威影响最深远的后果。
　　尽管一个人在权威的命令下，会做出看似违背良心的行为，但是不能说他失去了道德感，他只是
完全转变了关注点。
他不再从道德的角度对行为作出反应，道德关注转向了另一个关注：如何达到权威对他的期望。
在战争时期，士兵不会问轰炸村庄的行为是好是坏，他在摧毁村庄时不会感受羞愧或罪恶感；相反，
根据自己对指派任务的完成情况，他感受到的是骄傲或羞愧。
　　在这种情境下，另一个起作用的心理力量可以称为反人类变体特性(counteranthropomorphism)。
数十年来，心理学家一直在探讨人类的一种原始倾向：将无生命的物体和力量赋予人类特征。
但是，还存在一种与之相反的倾向，那就是：将本质上源自人类并由人类维系的力量，赋予非人类特
征。
很多人将人类构建的系统，摆在了高于人类的地位，认为系统超越人类思想和感受的控制，否认各种
机构和制度背后的人类因素。
因此，当主试说：“实验需要你继续”，受试者就觉得这是一个超越了人的指令的命令。
他没有问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这是谁的实验？
为什么为实验设计者服务的方法是让受害者痛苦？
”一个人--实验设计者--的愿望已经成为一个框架中的一部分，在受试者心中，这种愿望的力量超越
了实验设计者个人。
一名受试者在实验中曾经反复说：“必须继续，必须继续”。
他没有意识到，想要实验继续的，其实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人”。
在他的思维中，人已经消失，“这个实验”本身拥有了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
　　任何一种行为的心理学特征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将行为放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之中，就可以改变它的意义。
一份美国报纸最近引用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的言论，他承认美国人轰炸了越南人，伤害了男女老幼。
但他感觉这种行为有着神圣的原因，因此是合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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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项实验中的大多数受试者在看待自己的行为时，将之放在一个对社会有利、有用的更大的情
景中--追求科学真理。
心理学实验室有强有力的合法性，来此进行实验的人会产生信任和信心。
单独来看，电击受害者的行为似乎是罪恶之举，但是放在这个情景中，就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但是，任由情景主导行为，忽视行为的人类后果，这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
　　纳粹德国情境中有一个重要特征，本实验没有对之进行研究，那就是：在伤害受害者之前，对其
进行强烈的价值贬低。
纳粹进行了持续十多年的强大反犹太宣传，系统化地让德国人准备好接受对犹太人的摧毁。
一步一步的，犹太人不再是公民，不再属于这个国家，最终被完全否定了人类的身份。
对受害者的系统化贬低，为残忍对待受害者提供了一个心理辩护方法，它与大屠杀、残害行为和战争
伴随发生。
很有可能，如果我们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将本实验中的受害者描述成残忍的罪犯或堕落者，受试者在
电击受害者时会更加释怀。
　　但是，实验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很多受试者会在伤害学生之后，对其进行强烈的贬低
，“他太愚蠢和顽固了，就应该被电击”这样的话并不少见。
在做出伤害行为之后，受试者觉得必须将受害者看成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之所以对他进行惩罚，是他
的智力和性格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很多受试者并不认可他们对学生做出
的行为。
很多人在服从命令的同时，会作出抗议。
但是，想要真正做出反抗恶意权威的行为，除了想法和语言表达，还需要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将信仰
和价值观转化为行动。
很多受试者完全认可电击受试者的行为是错误的，但却无法与权威进行公开的决裂。
在思想和语言层面进行的反抗会带来些许满足感，让他们觉得至少是在内心深处站在了天使这一边。
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主观感受如果未能转化成行动，就很难以道德对其进行定义。
即使是政治控制，也必须通过行动才有效力。
对于集中营的士兵而言，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态度，都不会有任何结果，事实的结果就是：他们默认
了发生在眼前的屠杀无辜者的行为。
相类似的，纳粹占领区的欧洲曾出现了所谓的“知识分子抵抗运动”（intellectual resistance），参与者
们通过转变思想觉得他们对侵略者进行了反抗。
但事实上，他们只是沉迷在心理机制的自我安慰之中。
这种缺乏信心的人根本没有将信仰付诸行动的勇气，正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独裁者才永远都无法消
失。
在实验中，人们不停地否定自己的行为，但却无法集合内在力量，以行动表现他们的价值观。
　　本实验的一个变体呈现了一个比上述描述更常见的困局：受试者不需要按下开关电击受害者，只
执行次要行动（主持单词配对测试），电击行为由另一名受试者完成。
实验结果是，在纽黑文的40名成人受试者中，有37人坚持到电击器最大强度的电击。
很显然，受试者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借口，将责任推卸给了按下开关的另一名受试者。
推而广之，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这个变体可能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危险情境：如果一个人只是邪恶行
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远离行为的最终结果，在心理上更容易忽略自我的责任。
即使是艾希曼，在视察集中营的时候也感到非常不舒服；但是当他坐在桌子前翻动各种文件，却可以
没有丝毫困难地参与到大规模屠杀之中。
与此同时，将毒气弹扔进毒气室的集中营士兵，他们会认为自己只是执行来自上级的命令，将这种行
为合法化。
通过这种方式，整个人类行为被分解成了片段，没有一个人是邪恶行为的决策者来直面行为的结果。
对行为负有全部责任的人消失了。
也许，这就是现代社会中有组织恶行的最常见特征。
　　因此，服从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个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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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形式、形态以及发展方式，都与服从有着很大的关系。
也许曾几何时，人类在任何情境中都能作出完全人性化的反应，因为他们是以“人”的形式融入其中
。
但是，一旦社会出现劳动分工，事态就出现了改变。
跨过某个临界点，社会就分裂成了人们在各自的部分中执行局限性的具体工作的局面，这消除了人们
工作和生活的人性特征。
个体看不到整体情境，他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缺少整体方向，个体就无法采取行动。
他向权威屈服的同时，也就与他的自我行为疏离了。
　　乔治o奥威尔抓住了这种情境的核心，他写道：　　在我写作的此刻，高度文明的人类正开着飞
机掠过我的头顶，试图杀了我。
他们对我个人没有任何敌意，我对他们也没有，他们只是像老话说的那样“恪尽职守”。
我毫不怀疑，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心人，在个人生活中从未想过杀人这种事情。
但是，如果他们中的某个人成功地用炸弹把我炸成碎片，也绝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夜不能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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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是社会心理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对心理学
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以及对心理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都是一本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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