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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

前言

这部作品致力于描述群体的典型特征。    遗传赋予一个种族中的个体以某些共同特征，全部共同特征
的总和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禀赋。然而，当一定数量的个体为了行动的目的而成群结队地聚集到一起的
时候，仅仅从他们聚集起来这个事实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又有某些新的心理特
征产生。有时候，这些新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种族特征。    在民族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始终
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但这个角色从来都不曾像今天这么重要。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人的有意
识活动，是当下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我将尽力以纯科学的方式，来考量群体所带来的难题—
—也就是说，我将努力用方法来进行这种考量，而不受各种舆论、理论和学说的影响。我相信，这是
发现些许真理的唯一方式，尤其当我们处理的问题是激烈论战的话题时，正如这里所遇到的情形，那
就更是这样。一个致力于证明某个现象的科学家，用不着操心他的证明可能伤害到谁的利益。在最近
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杰出的思想家高伯莱特·德·阿尔维拉发表了一番高论，他说自己不属于当代的
任何学派，不过他偶尔发现，他跟所有学派的各种结论背道而驰。我希望我的这部新作也当得起同样
的评论。属于一个学派，必然要支持它的偏见和先入之见。    我还要向读者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发
现，我从自己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乍看之下可能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说，为什么我在指出
群体（包括精英群体）在精神上的低劣之后，还是断言：尽管存在这种低劣，但干涉他们的组织是危
险的。    理由是，对历史事实的最细致的观察总是向我证明，社会有机体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
，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迫使它们经受突如其来的、影响深远的转变。大自然有时候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措
施，但绝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这说明了对一个民族来说，最致命的东西莫过于对重大变革的狂热，
不管这种变革在理论上看来多么美妙。这样的变革，如果有可能瞬间改变民族特征的话，它才是有益
的。然而，只有时间才具备这样的力量。人们受各种观念、情绪和习俗的支配——这些东西都属于我
们自己的本质。制度和法律是我们品性的外在彰显，是其需求的表达。但作为其结果的制度和法律，
并不能改变这一品性。    研究社会现象，离不开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从哲学的观点看，这些现
象或许有绝对价值；但在实践中，它们只有相对价值。    因此，当我们研究某个社会现象的时候，就
必须依次从两个非常不同的方面来考量它。于是我们就会看到，纯粹理性的学说常常与实践理性的学
说背道而驰。几乎没有材料不适用这一区分，即便是物理材料也是如此。从绝对真理的观点看，一个
立方体或一个圆都是恒定不变的几何图形，被某些公式所严格定义。但从它们在我们的眼睛里所留下
的印象来看，这些几何图形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状。通过透视，一个立方体可以转变为一个棱椎体或
一个正方形，一个圆可以转变为一个椭圆或一条直线。考虑这些虚假的形状远比考虑真实的形状更加
重要，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并能够通过摄影或绘画加以再现的正是它们，而且只有它们。在某些情况
下，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更多的真理。按照其严格的几何形状来呈现物体，或许会扭曲自
然，并使之变得不可辨认。我们不妨想象一个这样的世界，其中的居民只能复制或拍摄物体，而不能
触摸它们，那么，这样的人恐怕就很难对它们的形态获得一个准确的概念。而且，关于这一形态的知
识，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才能掌握，因此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牢记，
这些现象除了拥有理论价值之外，还拥有实践价值，而且，就文明的演化而言，只有后者才是重要的
。认识到这一事实，应该会使他非常谨慎地对待逻辑最初强加给他的结论。    还有另外的动机，使他
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社会事实是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不可能从整体上掌握它们，并预见到它们相互
影响的后果。而且，在看得见的事实背后，有时候似乎隐藏着无数看不见的原因。看得见的社会现象
，似乎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作用的结果，它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所能触及的范围。能够感知的现象
可以比做波浪，它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骚动在海面之上的外在表达。就他们的多数行为而言，
人们有时会表现出低劣的心智；然而，在另外一些行为中，他们似乎受到了一些神秘力量的指引，古
人把这些神秘力量称为命运、自然或天意什么的，我们称之为亡灵的声音，尽管我们可以无视它们的
本质，但它们的力量不可忽视。有时候，民族的内在生命中仿佛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办量，起着引导他
们的作用。例如，还有什么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呢？然而，这一组织得令人叹为观止的
产物，如果不是群体无意识禀赋的产物，那它又来自何方？学。富五车的学者，深受尊敬的语法学家
，所能做的也不过是掌握语言的法则，他们完全没有能方创造语言。即使说到伟大人物的想法，我们
能肯定那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毫无疑问，这样的想法始终是单个的头脑创造出来的，可是，
难道不正是群体的禀赋，提供了无数的尘粒，形成了它们赖以蓬勃生长的土壤？    毫无疑问，群体总
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多半正是其力量的奥秘之一。在自然界，那些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命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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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

现的一些行为，其不可思议的复杂性总让人啧啧称奇。理性只不过是相对晚才出现的人类属性，而且
太不完美，不能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要想取得应有的地位，还需更加完美。无意识的行为就像
一股依然不为人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希望继续留在狭窄但安全的，留在科学能够获致知
识的界限之内，而不想流连于模糊推测和徒然假设的领地，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一切，仅仅是留意那
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现象，并局限于对这些现象的考量。从我们的观察中所得出的结论，通常都不成
熟，因为，在我们清楚地看到的现象背后，是另外一些我们看不清楚的现象，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
多半还有我们压根就看不见的其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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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

内容概要

一部讲透心理操纵真相、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经典名著
弗洛伊德、荣格、奥尔波特最为推崇的心理学巅峰巨作
《乌合之众》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名著之一，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作者通过深
刻地观察和研究，极为精细地描述了人类集体心态，对人的群体行为进行了通俗、详细的描述与阐释
，对于众多常见而令人称奇的社会现象和人以及群体行为提供了很好的观察和理解的角度，作者对于
书中所涉及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都有权威说明，为读者提供了可靠的知识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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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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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

书籍目录

作者序
导言 群氓的时代⋯⋯
卷一 群体心理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
第二章 群体的情绪与道德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能力和想象力
第四章 群体的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卷二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第一章 群体意见和信念的间接因素
第二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手段
第四章 群体信念和意见的可变性局限
卷三 不同群体的分门别类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第二章 被称做犯罪群体的人群
第三章 刑事陪审团
第四章 选民群体
第五章 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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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就其平常的意义而言，“群体”这个词指的是一伙聚集起来的个人，不管他们的民族、职
业或性别是什么，也不管是什么样的机会使他们走到一起。然而从心理学的观点看，“群体”这个词
便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某些给定的环境下，且只在这些环境下，一群聚集起来的人呈现出新的
特征，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的特征大不相同。聚集中的所有人，他们的情绪和观念选择了同一个方
向，他们的自觉人格消失了。一种集体的心理形成了，无疑是短暂的，但呈现出非常清晰的特征。这
样聚集起来的人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称之为组织化群体，或者换个你
可能认为更完美的说法，叫作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存在，服从于群体的精神统一体的规律
。 很明显，如果有很多人发现他们偶然凑到了一起，仅仅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他们获得组织化群体的特
征。成百上千个偶然在公共场所聚集到一起的个人，如果没有任何确定的目标，从心理学的观点看，
无论如何也构不成一个群体。要获得这样一个群体的专门特征，必需有某些诱因的影响，接下来我们
将确定这些诱因的性质。 自觉人格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都转向一个明确的方向，这些是一个即将
成为组织化群体的人群所表现出来的最初特征，它们并不一定需要很多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成千
上万孤立的个体，在某些瞬间，由于受到某些强烈情绪（比如全国性的大事件）的影响，也有可能获
得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就足以让他们为了行动而聚集到一起，
而他们的行为立即表现出群体行为所特有的那些特征。在某些时刻，三五成群的个体就可以构成一个
心理群体，而成百上千个偶然聚集起来的人，却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另一方面，整个民族，尽管不
可能出现有形的聚集，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也可能成为一个群体。 一个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
获得了某些暂时的、但十分明确的一般特征。除了这些一般特征之外，还有一些专门特征，依据其组
成成分的差异而各不相同，而且可能会改变群体的心理结构。因此，心理群体是可以分类的。当我们
专注于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异质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呈现出某些与同质群
体（即群体的组成成分多少有些相似：宗教、地位和阶层）相同的特征，而且，除了这些共同特征之
外，还有各自专有的特征使这两种群体能够区分开来。 但是，在关注不同种类的群体之前，我们必须
首先考察所有群体共有的特征。我们应该像博物学家那样着手工作，博物学家总是首先描述某个科的
所有成员共有的一般特征，然后再关注那些把该科所包含的不同属、种区别开来的专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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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

媒体关注与评论

△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精神分析学派创
始人弗洛伊德△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中，最有影响者，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
—美国社会心理学大师奥尔波特△勒庞这本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
献。——美国社会学大师墨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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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讲透心理操纵真相、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经典名著△弗洛伊德、荣格、奥尔波特最为推崇的心
理学巅峰巨作△能够驾驭群体心理的人，才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人士”，也就是当然的领导者。本书
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名著之一，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作者通过深刻地观察和研
究，极为精细地描述了人类集体心态，对人的群体行为进行了通俗、详细的描述与阐释，对于众多常
见而令人称奇的社会现象和人以及群体行为提供了很好的观察和理解的角度，作者对于书中所涉及的
社会心理学理论都有权威说明，为读者提供了可靠的知识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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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是乌合之众，是我自己
2、社会史 大众心理 群体研究。
3、确实总结出了很多观点，但读起来比较枯燥。
4、看完真的很佩服作者的前瞻性。
一本十九世纪写的书，在今天读来也依然有着很大程度的共鸣感。 
5、作者很狂
6、信仰的力量使人一往无前。
7、还可以吧，随便读读，书中有些谬误，不知是不是翻译问题，对于群众心理学有不少帮助，喜欢
辩论和演讲的朋友推荐看看
8、是一本看透了人类真相的书
9、膜拜大神，一人儿受累让后一百年的人省了多少事儿
10、原书不错，但当时才大一，太年轻，不知道选一选译者，导致有些语句不通顺，再加上本身的知
识层次不到，看起来很费力气。
11、值得每年都拿出来读一遍的好书
12、成书时间在百年以前，其中的一些观点仍然可以套用于今天的社会，这是很厉害的，但感觉其中
所说的大多是结论，并没有太仔细的论证，以现在来看，有参考价值，但作为科学，未免又不够严谨
。
13、kindle
14、看得思维出问题
15、思想上是很有见地没错，不过一个简单的观点一直重复来重复去讲就有点没意思。
16、没想到100年前的书能写得如此振聋发聩，鞭辟入里，神作也！
17、大三。
18、好书，是大众心理研究的经典之作，可惜豆瓣没有我买的那个版本，只好写在同一个出版社下面
19、不喜这一版，翻译和注释俱不佳
20、断言、重复、传染。本书内容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讽刺性的例证了作者所表达的观点。一百多年
前的作品现在看来跟预言似的，在佩服作者前瞻性的同时不得不感叹，中国确实落后西方国家太多年
，你我都是乌合之众。
21、值得反复细读。虽然里面有些观点比较片面和偏激，但是不正是因为这样才看的过瘾，值得思考
吗？
22、震撼三观的一本书，大学以来读到的最有意义的一本书
23、能够驾驭群体心理的人 才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人士 也就是当然的领导者
24、振聋发聩，值得反复阅读。
25、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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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

章节试读

1、《乌合之众》的笔记-第8页

        自觉人格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都转向一个明确的方向，这些使一个即将成为组织化群体的人
群所表现出来的最初特征⋯⋯就构成种族禀赋的无意识成分而言，属于同一种族的个人互相之间尤其
相似，而彼此之间互不相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的有意识成分——这是教育的结果，但更是特殊遗传
条件的结果⋯⋯在集体心理中，个体的智力天资被削弱了，结果，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
同质性所淹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群体共同拥有平庸的品质，正是这一事实，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从来都实现不了需要很高智力的行动⋯
⋯群体中的个体，不过是沧海一粟，随波逐流⋯⋯群体在智力上总是劣于孤立的个体，但从情感以及
这些情感所激发的行为的观点看⋯⋯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的性质。

2、《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21页

        ⋯⋯任何时期都存在少数有个性的人跟其余的人作对，并被无意识的大众所仿效。然而，这些有
个性的人不能太过明显地跟公认的观念不一致。假如他们这样做，模仿他们就太难，他们的影响力就
等于零⋯⋯分隔线被标示得太过强烈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欧洲人尽管有种种文明的优势，但对东方
民族的影响微不足道，二者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

3、《乌合之众》的笔记-作者序

        不存在科学的破产，科学并没有陷入当下的智性混乱，也没有参与创造那股从这场混乱中崛起的
新兴力量。科学允诺给我们真理，或者至少是关于我们的智力能够掌握的那些关系的知识：它从来没
有允诺给我们带来和平或幸福⋯⋯迄今为止，创造和引导文明的，一直是少数只是贵族，从来都不是
群氓。仅仅对于毁灭，群氓才是强有力的⋯⋯当文明的大厦腐败朽烂的时候，总是平民大众造成它最
终的崩溃⋯⋯只有对群氓的心理获得某种洞察，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作用多么微乎其微，才
能理解除了强加给他们的意见之外，他们多么没有能力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要想领导他们，不是
凭借那些建立在纯粹公平理论基础上的规则，而是要找出：什么东西能打动他们，什么东西能诱惑他
们⋯⋯在实践中，对平民大众来说，最不公正的或许才是最好的。与此同时，加入它是最不显眼的、
貌似最不繁重的，它才最容易被人手⋯⋯这一经济过程需要深谋远虑的计算，而这正是民众没有能力
做到的。

4、《乌合之众》的笔记-第50页

        群体没有正确推理的能力，这使得它们不能表现出丝毫批判精神⋯⋯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就像睡着
了的人，他的理性暂停了，任由自己的头脑里唤起极其强烈的想象⋯⋯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因
而不认为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应该指出的是，一般而言，最不可能的事也是最惊人的事⋯⋯给群体留
下特别深刻印象的⋯⋯当我们分析一种文明的时候。便会看到，它真正的支撑，实际上正是那些不可
思议的、传奇性的东西。在历史上，表象总是扮演了比真实更重要的角色，不真实的总是比真实的更
重要。群体只能用形象来思考，只会被形象所打动。只有形象才能恐吓或吸引它们，并成为它们的行
为动机⋯⋯掌握了影响民众想象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5、《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68页

        对于他们自己看来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的犯罪——此外，这样的犯罪对社会来说也必定是最危险的
——陪审团毫不留情。相反，如果犯罪动机是激情，陪审团倒是很宽容⋯⋯因为他们本能地觉得，这
样的犯罪对社会的危险并不大，而且在法律不保护抛弃女孩的国家，为复仇而犯罪的女孩与其说有害
倒不如说有益，因为她的行为预先吓阻了诱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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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乌合之众》的笔记-第83页

        只有经验——各民族最好的老师——会竭力显示我们的错误。只有经验能够有力地证明，必须用
职业教育取代纳西而令人憎恶的教科书和令人同情的考试，自由这样的教育，才能诱使我们的年轻人
回到田野、回到工场、回到殖民事业，而这些，正式他们今天不惜一切代价避之而无恐不及的。

7、《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84页

        ⋯⋯托克维尔公正地评论道“在一个平等的时代，人们互不信任，因为他们全都是一样的；然而
，同样是这一相似性，使得他们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公众的判断，原因在于，人人都一样又见识似乎
不大可能，真理与数量优势应该不会携手同行。”
⋯⋯一切集体都智力低下，不管它们是如何构成的⋯⋯并不能因为一个人懂得希腊文或数学，是个建
筑师、兽医、医生或出庭律师，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它被赋予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特殊智力。
由此可见，我们再一次面对了我们经常遇到的种族这个根本性的概念，并由此得出了另一个观念：在
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制度和政府只扮演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色。各民族主要受气种族禀赋的支配，也
就是说，受各种品格的遗传残留的支配，而禀赋则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必需品的束缚
，是决定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8、《乌合之众》的笔记-第61页

        ⋯⋯一切政治的、神学的、社会的信条，要想在民众当中扎下根，只有采取宗教的形式——这一
形式避免了讨论的危险⋯⋯在此类事件的最深处，我们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灵魂在起作用，而从来都找
不到君主的权力。

9、《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章

        “这个结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它至少能够替我们解释：何以群体无法完成对智力要求较
高的工作？”——《乌合之众》团队工作中的“团队”有共同的利益目标，算不算某种“群体”？术
业有专攻，团队工作是为了集各人之所长，发挥各自优势，更好的完成既定目标，既然群体无法突显
个人的智力优势，无法完成对智力要求较高的工作，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团队工作？

10、《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13页

        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对自由的需要，而是对奴役的需要。他们如此倾向于服从，
以至任何人只要宣称自己是他们的主人，他们都会本能地对他俯首帖耳。

11、《乌合之众》的笔记-卷二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第一章 群体意见和信念的间接因素

        有人认为，制度能纠正社会的弊端，国家的进步是制度和政府改进的结果，而且，社会变革可以
通过法令来实现⋯⋯连续不断地经验一直没能动摇这一严重的谬见。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曾极力证明它
的荒谬，但白费力气，然而，他们却毫不费力地证明了制度是观念、情感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情
感和习俗却不能通过改造法典来予以重塑。一个民族不能任意选择它的制度，这就像它不能选择其头
发或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是民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时代的创造者，而是被时代所创造。人
民并不是依据他们一时的奇思妙想而被统治，而是他们的品格决定了他们应该被通知。一套政治制度
需要数百年才能形成，而改变它也需要数百年。制度并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并无好
坏。那些在特定时刻对某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可能极其有害。

12、《乌合之众》的笔记-卷二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第四章 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可变性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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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也只能最终扫除那些差不多已经被人们抛弃的东西，只不过习惯的力量组织它们被彻底
丢弃。一次革命的开始，实际上就是一种信仰的终结。
一种伟大信仰在劫难逃的准确时刻很容易辨认，那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每一种普遍信
仰几乎都只是一种虚构，它存活的唯一条件是：不让它接受审视⋯⋯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被宣判
必须改变其文明中的一切因素，就不可能改变其信念。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的过程，制止它发现
并采用一种新的普遍信念。在此之前，它必然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

13、《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00页

        丹尼尔·勒絮尔：⋯⋯在50年的时间里，科学似乎承担起了这项任务。但科学在渴望理想的心灵
里受到了损害，因为它不敢作出足够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尽管哲学已经取得了种种进步，但它至今尚没有能力为人民大众提供任何让他们痴迷的理想。然而，
由于人民大众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因此，他们就像寻求光明的昆虫一样，本
能地转向了那些迎合其需要的雄辩家。在民族眼睛的过程中充当主要因素的，一直不是真理而是谬误
。
要想让真理在民众的头脑里牢固地确立，让过于危险的幻觉被彻底摧毁，经验几乎是唯一的手段。然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经验必须以非常大的规模产生，而且要经常重复。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不受推理的影响，只能对不同的观念进行胡乱联想。因此，懂得如何影响他们的
演说家总是诉诸他们的感情，从不诉诸他们的理性⋯⋯

14、《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7页

        群体的易变性使得它们很难统治，尤其是当权力落入它们手里的时候。倘若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不
再构成生活中的隐形管理者，民主就几乎不可能持续。

15、《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40页

        因此，多亏了这些普遍信念，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在类似的传统、意见和习俗所组成的网络中发
展，他们摆脱不了这些东西的桎梏。在行为上，人们首先受到他们的信念的支配，也受到作为这些信
念的产物的习俗的支配。这些信念和习俗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行为，最独立自主的精神也
逃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 暴政，才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与它
作斗争⋯⋯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却打算在人间实现，因此，只要作出实现这一理想的努力，其允诺
的空头支票就立即暴露无遗。与此同时，这种新的信仰就会失去它的为王。因此，它的力量只会增长
到它赢得了胜利，并从时间上开始实现自己的那一天。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新宗教尽管像之前的所有
宗教一样从破坏性的影响开始，但在未来，它却没有能力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16、《乌合之众》的笔记-第92页

        词语的力量与它们所唤起的形象密切相关，而跟它们真正的意义毫无关系。意义最模糊的词语，
有时候又最强大的影响力。例如，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这些术语便是如此⋯⋯构成这种语
言的词语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改变得很缓慢，而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被赋予的意义却在不断改变
⋯⋯我们只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赋予我们的一些形象和观念，去取代一些截然不同的概念和形象⋯⋯
因此，词语只有灵活多变、昙花一现的含义，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如果我们想通过
词语的手段对群体发挥影响的话，我们就必须知道群体在特定的时刻赋予这些词语的意义，而不是它
们从前所拥有的意义，也不是有着不同精神素质的个人赋予它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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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乌合之众》的笔记-第37页

        如果不充分考虑群体深刻的宝生本能，你就很难理解历史，特别是大众革命。程冉，它们或许渴
望改变制度的名号，为了实现这些变革，它们有时候甚至不惜诉诸暴力革命，但这些制度的本质，太
多地表达了种族的遗传需要，以至于它们不得不始终遵守。它们永不停息的活动性，仅仅只对十分肤
浅的事物发挥影响。事实上，它们所拥有的保守本能，像一切原始生命的本能一样牢不可破。它们对
一切传统奉若神明，这种尊崇是无条件的；它们对一切能够改变其基本生存条件的新鲜事物感到恐惧
，这种下意识的恐惧根深蒂固。倘若在纺织机、蒸汽机或铁路发明的那个时代，民主就拥有了它们今
天所发挥的那种力量的话，这些发明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要在付出革命和反复杀戮的代价之后才得
以实现。对于文明的进步来说，幸运的是，只有当伟大的科学和工业发现已经实现之后，群氓的威力
才开始存在⋯⋯如果说，群体常常放纵自己的低级本能，那么，他们有时候也是树立高尚道德行为的
榜样；如果无私、傅聪、无条件地献身于真实或虚妄的理想都是美德的话，那么可以说，群体常常拥
有的这些美德，到了最鲜明的这人都很难达到的程度。

18、《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92页

        ⋯⋯一位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跟在民意的后边，支持它的所有错误。

19、《乌合之众》的笔记-第81页

        前教育部长儒勒·西蒙先生写道：“听课，牢记语法或摘要，好好重复，好好模仿——这实在是
一种荒唐可笑的教育形式，其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种信仰行为：承认老师的绝对正确；其唯一的效果就
是不断贬低自己，使自己变得无能。”
国家借助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拥有文凭的人，但只能利用其中的少数，就只好让其他人失业。因此，
它不得不养活前者，而让后者成为自己的敌人⋯⋯人们发现，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驱使一
个人造反的稳妥方法。
再要原路返回，显然为时已晚。只有经验——各民族最好的啦咯是——会竭力显示我们的错误。只有
经验能够有力证明，必须用职业教育取代那些令人憎恶的教科书和令人同情的考试，只有这样的教育
，才能诱使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回到工场、回到殖民事业，而这些，正是他们今天不惜一切代价
避之而无恐不及的。
⋯⋯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判断力、经验、主动性和品格——这些品质都不是书本所给
予的。书本就好比词典，查阅起来很有用，但把它连篇累牍地谨记在心却毫无用处⋯⋯人民大众的头
脑是得以改进还是退化，部分那程度上取决于指导和教育。因此，有必要说明，这样的头脑是如何被
当前流行的教育制度所塑造，冷漠而中立的民族是如何日益成为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时刻准备服从
乌托邦的思想家和巧舌如簧的雄辩家们的一切暗示。

20、《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10页

        我们所说的领袖，更多的是行动者，而不是思想者。他们并没有目光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
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天赋，因为这一天赋通常会导致怀疑和静止。他们特别容易从那些神经兮兮、容
易激动、半疯半痴的人当中招收到新成员。他们所抱持的观念，或者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无论多么荒
谬，他们的信念都是如此坚定，以至所有的理性思考对他们都不起作用。蔑视和迫害对他们毫无影响
，或者只会起到刺激他们更加坚定的作用⋯⋯其中三种手段最重要，而且界定明确，这就是：断言、
重复和渲染⋯⋯纯粹而简短的断言，摒弃了所有的推理和证明，是把某种观念灌输进群体头脑的最有
把握的手段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明扼要，看上去越是没有任何证明和论证，它就越有分量⋯⋯通过
重复的手段予以断言的事情，将以这样的方式固定在人们的头脑里，一直到最后它被当做已经证明的
真理而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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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牛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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