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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出版于1895年，是一部解析群体心理的经典名著。
全书语言生动流畅，分析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一经问世就广受欢迎。
该书颠覆了人们对群体的通常认识，以十分简约的方式，考察了个人聚集成群体时的心理变化，指出
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个性就会被湮灭，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
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
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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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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后人誉为“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
他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写下了一系列心理学著作，主要有《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法国大
革命和革命心理学》
、《战争心理学》等，其中以《乌合之众》最为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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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日常的含义来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他们从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
别，也不论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在了一起。
但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意义。
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
群体的个人所具备的特征。
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换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后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
。
它毋庸置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显的特征。
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由于没有更好的说法，我暂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
也许更为可靠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
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规律的支配。
　　不言而喻，一些人偶然发觉他们彼此站在一起，只是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
体的特征。
一千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合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做一个群体
。
想要具备群体的特征，得有一些前提条件起作用，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性质加以确定。
　　自觉的个性的消除，以及感情和思想转换到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呈现
出的第一特征，但这不一定总是要求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
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如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
。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能够使他们闻风而主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所特有的
属性。
有时，五六个人也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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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时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将会获得一些暂时的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
除了这些普遍特征，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加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人各有不同，而且它的精
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
所以，对心理群体不难进行分类。
当我们深入了解这个问题时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会呈现出一些与
同质性群体（即由大体相同的成分，如宗教派别、等级或阶层组成的群体）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
同特征外，它们还具备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而使这两类群体有所分别。
　　不过在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我们必须先观察下它们的共同特征。
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总是先来描述一个族系全部成员的共同特征，然后再着
手研究那些使该族系所包含的种类有所区别的具体特征。
　　对群体心理不易作出精准的描述，是因为它的组织不仅有种族以及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
为支配群体的刺激原因的性质和强度有所不同。
不过，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境。
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持续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
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会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
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提出，一切精神结构都有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呈现
出来。
这就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本都是些谦和的公民。
在正常环境中，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
暴动过后，他们又恢复了以往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
拿破仑就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敬顺从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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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可能对群体强弱不一的组织程度作全面的研究，所以我们只专注于那些已经达到完全组织
化阶段的群体。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群体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丝毫不变的样子。
只有在这个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给予某些新特点。
这时，集体的全部情感和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就会表明一个明确的方向。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之前所提到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开始产生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可能和孤立的个人没什么不同，但有一些则完全为群体所特有，因
而只能在群体中看到。
我们所研究的首要就是这些特征，以便能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所呈现出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无论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
职业、性格或智力无论相同或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一事实，从而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
理，这使得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独自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有不同。
如果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念头或情感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为行动。
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形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如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
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呈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很不同。
　　和人们在机智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发现的观点不同，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不存在构
成因素的总和或它们的平均值。
事实上表现出来的，是由于出现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如碱和酸——反应
后形成另外一种物质一样，它所具有的特性非常不同于使它能够形成的那些物质。
　　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不等同孤立的个人，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可是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容
易。
　　要想多少知道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所认可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仅在有机体的
生活中，并且也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压倒性的作用。
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较小的作用。
最细致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也不过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
我们有意识的行为，主要是受遗传影响而产生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
这个深层结构中有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形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特性。
在我们的行为之可以说明的原因背后，无须怀疑地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但是在这些原因背后
，还有另外许多我们自己一无所知的神秘因素。
我们大多数的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一些隐秘动机的结果。
　　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特性，尤其在这个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是十分类似的，使他们
彼此间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有意识的方面——受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因为特殊的遗传
条件。
人们在智商上差异最大，但他们却有着十分相似的本能和情感。
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件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即使是最杰出的人士也很少能比
凡夫俗子高明多少。
从智商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可能有天壤之别，但单从性格来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
者根本没差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受我们的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也
具备这些特征。
我认为，正是这些特征，才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
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减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减弱了。
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并，无意识的特质占了上风。
　　群体一般只具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为何不能完成需要很高智商的工作。
凡是涉及普遍利益的决策，都是由杰出人士组成的议会提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会比一群蠢
人所采用的决定更高明。
事实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个人与生俱来的平庸才智来处理手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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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非天生的智慧。
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与其说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
倒不如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普通品质集中在了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更明显的平庸
，而不会像我们实际所说的那样，创造出新的特点。
这些新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有些不同的原因，对这些群体所特有、孤立的个人并不具备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
首先，即便仅仅只是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
泄出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控制的。
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需要承担责任。
这样，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第二个因素是传染的现象，也对群体的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趋向。
传染虽然是一种很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不容易被解释清楚。
必须把它当做一种催眠方法，下面我们就对此做一简单的研究。
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其个人利益。
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趋向，若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
　　决定群体特点的第三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截然相反。
我这里指的是容易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结果。
　　想要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
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唯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相反的举动。
最细致的观察似乎已经证实，长时间融入群体行为的个人，不久就会发觉——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
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因素——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它类似于被催眠的
人在催眠师的操控下进入迷幻状态。
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随意支使的一切无意识行为的奴隶
。
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了无踪迹，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
一切情感和思维都受着催眠师的　　左右。
　　大致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
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他就像被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很大的强化。
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抵抗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
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抵抗，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一样的作
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
在群体中，具有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所以根本无法逆流而动。
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更张。
比如，正因如此，有时只需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就可以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
。
　　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占得上风，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
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趋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呈现出来的主
要特点。
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更进一步说，单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
孤立的他也许是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
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忍而狂躁，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为类似的是，他甘
愿自已被各种言语和形象所打动，而组成群体的个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语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乌合之众>>

何影响。
他会不由自主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完全相反的举动。
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任何地方。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人们看到陪审团作出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
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亲和的开明公民。
但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令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罪的人送上断头台，并
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使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维和
情感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变成
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勇士。
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贵族一时的激情澎湃，毅然决然地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
，如果他们只是单独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
　　从上述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商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为这个
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取决于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
备什么性质。
这就是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作家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素。
群体固然常常是犯罪群体，但它也时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
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成功提供了保证；会怀
着赢取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就像十字军的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
向异教徒讨还基督教徒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
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造就了历史。
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做一番大事业，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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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
来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
当我们信仰的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
敌的力量，而且还会不断地壮大。
　　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识的人格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感染的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
方向，以及立即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这是组成群体的个人主要特点。
群体中的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
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
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大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
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
　　1、这是解析群里心理的经典名著。
一部传世经典，二十种翻译版本，风靡世界一百多年。
只因勒庞的理论不断在人类群体事件中一一被印证⋯⋯　　2、这是解析群体心理、掌控团体意识、
获得集体力量的首选必读经典。
平凡大众怎样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领导者如何才能掌控群众的心理？
从个人到群体，心理变化看似难以理解，实则有迹可循。
认识自己、认识群体，让我们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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