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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螺旋》

内容概要

本书是传播学领域的经典著作，论述了舆论的形成过程和机制。作为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沉默的
螺旋理论被相关学科广泛应用并不断发展。作者在新版本中加进了对舆论学理论最新进展的研究，更
加切合实际生活。本书也是德文原版的首本中文译本

Page 2



《沉默的螺旋》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16年12月19日－2010年3月25日），德国政治学
家、传播学者。沉默的螺旋理论是诺依曼最著名的学说，该理论解释了大众舆论如何影响个体的意见
及行为。译者：董璐，博士，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传播与社会、社
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媒介经营与管理等领域的教学、研究，主持过多项科研项目，并发表论文20余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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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3页

        

2、《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69页

        那些所谓“我们的态度意见”其实并不属于我们，也不源于我们，而只是他人的意见态度的反射
态度意见的外在性、飞快的易逝性、与时间和地点的密切联系性 ，还有在它占主导阶段时的强制性人
们开始时会对新的意见态度感到不信任，这只是因为它们是新出现的，还不是流行的，因此人们不会
去拥护它们的正确性。这大概可以充分说明为什么写论文或提出新观点往往需要引经据典，经典某种
程度上代表着权威。“新观点”需要“经”“典”来提供支持，是否存在着某种矛盾？既然经典或历
史证据可以提供支持，那么新观点就不见得是新的。这是可以回溯到第一段引文，可以这样理解：新
观点其实并不新，也不源于我们，而只是旧的、他人的观点的反射。

3、《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5页

        那些被新的政策所说服的人，感觉自己所想的都是合理的。因此他们就会大声而且非常自信地说
出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些拒绝新的政策的人，感到自己被孤立了，因此会退缩，而陷入
沉默。这种行为推动了这个现象的出现：显现出来的支持新政策的势力强于实际状况，而反对派的势
力则表现得比实际情况更弱。这样的现象不断自我循环，一方大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另一方可能
“吞”下自己的观点，保持沉默，从而进入螺旋循环——优势意见占明显的主导地位，其他的意见从
公共图景中完全消失，并且“缄口不言”。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沉默的螺旋”的过程。

4、《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109页

        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地点存在于有情绪感染力的观点和行为方式中，如果不想被孤立的话，
人们必须在观点确立的地区公开表达这些看法；如果在观点产生动摇或出现新观点的紧张地带公开表
达这些看法，也不会让自己陷入孤立。

5、《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7页

        对于被孤立的恐惧表现为一种驱动力，它促使沉默的螺旋启动起来。“与狼共舞”是一种较为幸
福的境地，但是当人们由于无法认同在公众中被广泛传播的意见，而无法说服自己人云亦云时，只能
将永远沉默的做法作为使自己能接受的第二选择。（沉默不一定表示赞同）——“最后一刻的跟风者
”

那些仍然固守原来信仰的人害怕成为唯一保持忠诚的人，比起犯错他们更害怕被孤立，因此他们毫不
犹豫地与大多数人为伍。那些还只是一个民族中某些人的观点，通过这种方式似乎就成为所有人的观
点，并且那些将这样的观点变成主流的人，也因此显得权威了。——“真相显现”

6、《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251页

        

7、《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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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队花车效应：每个人都希望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属于胜利的一方。
他们努力表现的和其他人一样，而不是被孤立起来。
对于被孤立的恐惧表现为一种驱动力，它促使沉默的螺旋启动起来。“与狼共舞”是一种较为幸福的
境地，但是当人们由于无法认同在公众中被广泛传播的意见，而无法说服自己人云亦云时，只能将永
远沉默的做法作为使自己能够接受的第二选择。

8、《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63页

        什么是公知？公共意见的持有者，是指那些在某个共同生活团体中准备并能够可靠负责地表达公
众问题的人们，而且他们不在政府的名义下履行政府的批评和控制的职能。这大概是对“公知”的定
义。
...它意味着人性的弱点使人们依赖于自身对周围世界的判断权能，也就是人们的敏感的社会皮肤，即
为他们的社会性本质----------
一些极端意见（IS、恐怖主义、种族论、台湾对立政治、多妻论、读书无用论、网络恶意人肉等）的
出现是否就是意味着社会传统和道德伦理的崩坏？否则在“沉默螺旋”的理论下，这些极端意见应当
是更加的“沉默”才对，而现实却不是如此，它们有些一度甚嚣尘上。

所有的人都要直接看到统治者们，统治者应该表现出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品行高尚的光芒，....对于君主
来说并不需要具备所有人们所期待的美德（善良、忠实、博爱、正直、虔诚等），但是绝对必要的是
，他必须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具备这些品质。打造形象或形象设计，就是在做这件事“给人
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就是“造神”。毛泽东就是造神的杰作，渐渐人们也发现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好
，而且还犯了许多错误。相反的一个“灭神”过程就是一个个戳破他曾经拥有的品质。

9、《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39页

        所罗门.奥许的经典心理学实验室实验动摇了人类的正面形象

    即便是对于没有伤害的问题，即便是在一个对于受试者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不会涉及他们实际利
益的环境下，大部分人还是赞同占主导地位 的意见，哪怕他们深信不疑这样的意见是错误的。
    
    “人们对于被隔离的恐惧要大于对犯错误的恐惧，因此他们会和多数人为伍，而并没有思考多数人
是如何成为多数人......”

10、《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4页

                     
       在意大利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小城镇，那里居住着忠厚诚恳的老百姓、伯爵及伯爵夫人，他们世世
代代都居住在那里。
     
       而在城镇外山上的古堡里住着一个古怪的人，他常常做出让城镇居民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
更准确地说，是这些出格的想法和做法令城里人生气，因而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与这个怪人保持一定
的距离。 

       一个星期天，这个怪人出现在城里，赶着一头独角兽。人们看到后，纷纷对他摇头。过了一会儿
，人们又看到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也赶着一头独角兽。这却成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全城的人都应该
有一头独角兽。　

       之后的又一个星期天，古堡里的那个怪人突然和一个蛇发女怪出现在城里。人们问他，他把独角
兽放在哪里了。他说，很遗憾，他把独角兽抹上胡椒粉给烤了。所有的人都被吓坏了。而当伯爵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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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夫人也带着蛇发女怪出现的时候，这种行为又成了潮流并迅速地流传开来，那些能够拥有蛇发女怪
的人都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 

    到了第三个星期天，这个古堡里来的特别的人又带着人头狮身龙尾的怪兽出现了，并且告诉众人，
蛇发女怪被杀掉了。这又让公众很反感。但是和以前一样，当伯爵和伯爵夫人也偷偷地将蛇发女怪处
理掉之后，人头狮身龙尾的怪兽又成为最大的时尚了。 

       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古堡里的怪人再没有出现。人们一致猜测，人头狮身龙尾兽也要被怪人杀掉
了。于是，他们组织了市民行动，以终止古堡中的屠杀。人们向古堡进发。当他们冲进古堡的时候，
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他们看到那个怪人躺在地上即将死去，而旁边围坐着三只动物——独角兽、蛇
发女怪和人头狮身龙尾怪兽，这三只动物陪伴着那个怪人。

       独角兽是他年轻时的梦想，蛇发女怪代表着他的中年，而人头狮身龙尾怪兽是他的老年。城里来
的人明白了他的想法，并且很快让这种情结成为流行的模式。对于古堡中的那个怪人来说，这三个动
物是他生命中的核心。姜·卡罗·梅诺帝将这部芭蕾舞剧起名为《独角兽、蛇发女怪和人头狮身龙尾
怪兽，或一位诗人的三个星期天》。我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部芭蕾舞剧也可以叫作“公众舆论”。 

       我们先站在芭蕾舞剧中诗人的这一边来分析。就连《芝加哥放逐者》的批评家也为之落泪了。这
位诗人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是一个强大、独立、有思想，并且被自己想象的图景所引导的人。而
伯爵和伯爵夫人尽管人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是肤浅却重要的人物，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却无处不
在地引领潮流。我们尤其厌恶那些愚蠢的人，也就是那些随大流的、竞相模仿的人，他们先是嘲笑那
些跟自己不同的人，然后又争相跟随每一个潮流，而最后却要摆出道德上的优越感。所有特立独行的
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上面所描写的境况。 

       现在我要站在伯爵和伯爵夫人，以及城里居民的立场上了。我说过，我们厌恶我们的社会性本质
。我们从不愿意考虑，当生活在一个群体里，我们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保证这个共同体的聚拢。我
们似乎一直对此做足了工作，以拥有用历史和文化维系的共同体，以及通过法律保护的机构，似乎这
些都不是通过日常的不断调试而形成的。但是，其实是生活中的“顺从”使社会保持行为能力和决策
能力。
        
    约翰·洛克谈到了来自意见、名望、时尚中的规则，这些要比任何一条宗教戒律或国家法规更为个
人所遵循，因为违反流行的行为模式，人们会立即遭到报复，马上会失去来自周围环境的认可和承认
。但是，为什么过去的百年间很少有人关注这种在社会生活中如此至关重要的行为；取而代之的是我
们所有人都将那些与时尚有关的行为冠以负面的字词：狂热、时髦狂、盲从。而带着独角兽、蛇发女
妖、人头狮身龙尾怪兽散步，只是时髦流行罢了。

       今天已经证明了，即便人们清楚地看到某件事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会让自己
陷入孤立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陷入沉默；相反，所谓的舆论——那些人们可以公开表达而不至于使自
己陷入孤立境地的想法和行为方式——则成为代表好品味和正确的道德观的普遍性的共识。 

       我站在伯爵和伯爵夫人的一边，因为没有他们，诗人的想法就不能广为传播。他们正是所谓的播
报员：伯爵和伯爵夫人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意见领袖，他们接受了诗人、艺术家的独特想法，并且通
过传媒、记者而进行广泛地散播。那么那些市民、跟随者、城镇居民呢？有关他们的感觉、他们的眼
泪我们知道多少？有关他们内心想法的转变我们知道多少？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被
孤立起来。约翰·洛克支持，万人中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人，能毫无知觉地面对周围环境对其的蔑视
。当没有人再带着独角兽散步的时候，怎么还会有人和独角兽走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社
会完全由特立独行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来自古堡的怪人。这时，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没有一个社
会是由不具备社会性特质的人组成的，不被孤立所恐惧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对人类的社会性
特质不表示同情，但是我们应该理解这种特性，这样才能不对跟随者有误解和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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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选自本书《2001版前言》

11、《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96页

        

12、《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17页

        “坐火车测试”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愿意和这位女士聊天，以使你们的立场相近，或者您认为
没有必要这样做？”（是否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想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假设是坐火车，咖啡厅
不行吗，公交车不行吗，车站不行吗？）

坐火车测试想要检验的是：在争辩中，不同的阵营对于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不同的意愿。表现出更
愿意表达自己观点的那一阵营往往更强势，并且以此来影响他人，使他人追随更强势的或不断壮大的
大部队。

13、《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5页

               这不仅是一本讲述了重要传播概念的理论书；也是一本一步一步地引导人们开展社会科学研究
的书，并且在研究总体思路上给予了指导，因此，这也是一本关于方法论和方法学的书。
        ......
        她所考证的时段从公元前一直到20世纪末。这样的上下求索，找寻“舆论”这个概念从第一次出
现的时间和之后的演变过程、以及其后出现的场合，在作者看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为了了解公共
舆论的含义，重要的就是弄清楚这个概念首先是如何产生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通过哪些观察而得
出的。这就像我们要更多地了解某种植物，一定会去研究它的生长地。”
       ......
       诺依曼在这项对人类的社会本性的研究中采用了二手资料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民意测
验法、量表法、内容分析法、影像分析法等多种调查研究工具。
       这些方法也都是在教科书上用几百字就可以概述的，但是实验的刺激如何设计、问卷调查问什么
、内容分析的对象有哪些，却必须是以对研究课题不断深入的理解和通过大量研究实践而积累的深厚
的研究经验为基础的；而且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的行为和背后的动机、态度及实质，因此显而易见不
可能通过若干直接发问而得到答案，比如在探查人们对被孤立的恐惧时，如果开门见山地问人们“您
害怕被孤立吗”，显然如同缘木求鱼，因此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还需要严格而又有创新的设计。
      ......
       而在所有的方法的使用和对调查研究过程的设计中，诺依曼的焦点都一直集中在个体的社会性本
质上，从而使得研究过程虽然曲折但直指目标。对此，她指出“通过使用某些工具或测量手段所得出
的结果，在这里显然被人们等同于研究对象了，而不是只把它当作进一步理解公共舆论的资料⋯⋯”
这对我们在开展研究工作时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

14、《沉默的螺旋》的笔记-1~45

        沉默的螺旋指的是占据优势的一方通过表达观点和意见，从而更加强势；弱势的一方则不断的沉
默

其实一句话可以讲清楚的事情，为什么作者用了一本书来讲这个？

其实很多时候，原理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但是如果能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来讲解这个原
理，或许有助于理解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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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7页

        
      这本书最重要的事情是去阐明舆论超出常规的力量。而当人们对这种力量有所理解后，就不会那么
惧怕它了，人们也不再热衷于幻想自己是独立于舆论压力之外的“成熟”的人。而且，当人们遇到那
些在不同场合下根据不同舆论而调整自己行为的人时，也不再会表现得那么高高在上了。

16、《沉默的螺旋》的笔记-第41页

            正如“跟风者”或“随大流者”这样的标签中已经包含了轻蔑的味道一样，人们的模仿倾向损
害了人类的正面形象——人们愿意打成一片，以便在必要时得到“他人”的承认。

六度分隔理论（斯坦利.米尔格兰姆）， 每个人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即
最多通过六个人我们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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