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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控制的艺术

——重读《乌合之众》

2017 级 社会管理专业 曾 栋 2017020053

[摘要] 《乌合之众》一书是社会学、心理学乃至政治学领域深受推崇的经

典著作。作者古斯塔夫·勒庞，是群体心理学研究的创始人。在《乌合之

众》一书中，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通过考察群体心理变化，结合

历史经验，总结出一套群体心理的一般特性。勒庞较多地强调群体的破坏

力，对于群体的论述多带反民主色彩，民主暴力的认识促使勒庞对群体力

量更是抱以警惕的态度。于此同时，他也研究了群体力量的可控性，并基

于群体心理的分析，总结出一系列足以控制群体的因素，从而解释操控群

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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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群体分类和群体心理的一般特性

勒庞将群体划分为同质性群体和异质性群体。同质性群体指基于共同

信仰组成的群体，包含了派别（如政党、宗教等）、身份团体（军人、僧侣

等）和阶级。异质性群体则是指由具有各种特点、各种职业、各种智力水

平的人所组成的群体。其中又分为有名称的（如议会，陪审团等）和无名

称的（如公交车站等车的群体等）两类。

勒庞对群体进行了明确分类为其群体心理研究铺设了基础，但其目的

并不是为了分别研究各种群体间的区别，而是通过研究不同的群体心理得

出一般特征。他在考察中指出，当个体融入群体后，自觉个性（个体责任

感）就会消失，表现出易受暗示和易被情感传染的状态。个体被群体吸收

后，在情感和道德观上表现出更多的易变、冲动、急躁等一般特性。于此，

勒庞总结了许多影响群众心理的普遍因素，并分析得出了相应的控制方法。

二、 群体心理的影响因素与群体控制的有效方法

基于对群体心理的一般特征之了解，对如何操控群体意识与行动，左右群体

发挥力量等方面会更加得心应手。虽然勒庞没有指出操作指南，但其却在《乌合

之众》中总结了控制群体力量的各种有效方式。

严
禁
复
制



- 2 -

（一）重视群体想象，塑造群体信仰

勒庞明确指出“无论是伟大的政客还是最为专横的暴君，都把群众的

想象力视为权利的基础。” 事实上，群体的想象力通常通过信仰来加以体

现。诚然，在这一点上，法国著名的军事家与政治家拿破仑.波拿巴运用得

相当自如。他利用群体想象力的表现方式—宗教信仰来获得实现自己政治

和军事抱负的筹码。他“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
1
，通过变成穆斯

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跟
2
，通过成为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

的支持。
3
”而且，他还说“如果要他去统治犹太国家，他也会重修所罗门

神庙。”

拿破仑统治某一群体的方法，正是重视群体想象力，尊重群体的信仰。

甚至通过改变自己的信仰去融入群体，获得群体认同。勒庞还指出：“群体

不管需要什么，但首先需要一个上帝。”这里的上帝除了群体想象中的宗教

神外，世俗神（也就是通常说的现实领袖，如英女王）也是不可忽略之因

素。然而，想要利用或者成为群体的信仰，塑造或成为群体的“神”，就必

须了解可利用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

1．直接因素

勒庞在研究中发现，控制群体的直接可用因素包括：形象、词语和套

话；幻觉；经验和理性(群体非理性)。这些因素可以直接左右群体只接受

或不接受某些信念（理念、观点），从而也就直接影响着由谁来控制及如何

控制群体力量。

通过对群体心理一般特征的研究显示，群体想象力很容易受到“形象”

所产生的“印象”（效应）所左右。“形象”并不是常有的，群体领袖往往

通过带有强烈煽动性的词语和套话来达到塑造良好形象的效果，即是我们

常说的印象管理。好的印象往往可以掩盖统治者的不足或野心，达到引导

群体力量的效果。

幻觉，是与人类文明与生俱来的因素，由于文明解释不了或者无法满

足心灵慰藉而产生了宗教、神灵、神话或传说等，这些都是群体幻觉的集

中体现。而群体对自己塑造出来的幻觉形象总是充满了敬畏与期待，因而，

控制了这些幻觉或者成为幻觉中的元素，无疑可以为成功控制群体奠定基

石。如史上传奇的亚瑟王、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等等，虽然他们都具有

超凡的个人能力，但各种传说却是增加甚至是奠定他们传奇的重要因素。

1 1793年左右，旺代战争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保王党叛乱，与反法同盟有勾连，拿破仑在第一和第二次次

旺代战争中都表现出色。
2 1798年，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率领的侵略军占领了埃及，欧洲列强掀起了一场“瓜分奥斯曼

帝国遗产”的激烈争斗，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彻底崩溃。
3 曾先后被两位教皇开除教籍，而拿破仑也先后囚禁了两位教皇。庇护六世与七世，庇护七世为其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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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历练总结而得的。这一因素“几乎是唯一

能够让真理在群众中牢固生根，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

所以大众时常表现出更倾向于相信自身实践和时间验证的“经验”。这里的

经验很可能也是后来转化成“习俗”或“传统”的因素，因此，尊重和掌

握某一群体所总结的各种经验就变得非常重要。而要让群体坚信一个信念，

也就得先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经过验证的真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

小平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也是涵盖了这一道理。

理性，这是群体最缺乏的一项心理素质。勒庞甚至这样描述：“群体几

乎没有必要提及理性，群体心理是非理性的。”可是，勒庞却不断强调必须

重视理性因素的可利用性。每个个体是具有理性，然而由众多理性个体组

成的群体却会成为非理性的集合。领袖或者演说家在说服群众时依靠的是

煽动感情而非理性，而且，群体行动往往也是靠感情所推动，是冲动，而

非理性。

2．间接可利用因素

勒庞指出，种族、传统、时间、各种典章制度以及教育都是使群体只接受或

不接受某些信念的间接因素。在此，最有必要提及“传统”因素。传统是群体实

现文明的重要因素，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呈现于现在的观念、

欲望和感情中，从而左右着未来的观念、欲望和感情。

“没有传统，文明不可能；没有对传统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人类

文明的进程就是在不断的继承和毁灭传统中得到彰显。然而，每一次破坏传统的

行为都将造成一段时期的社会不适应与群体大混乱。对于群体来说，“理想的进

步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然而，在稳

定与求变中寻求平衡很难实现，截至勒庞著书立作之时，也只有古罗马人（教权

与王权的平衡）和英国人（君主立宪，君主与民主的平衡）实现过既保留传统，

又不阻碍社会的进步。（后来的政教合一国家也算，君主立宪都算）

事实上，传统其实也是某一民族（群体）长时间的一种经验归纳，它具有鲜

明的时代性却也必须与时俱进。而各种典章制度产生于群体的观念、感情和习俗

等，加之教育也颇受群体观念的影响，那么，以一个群体的传统为轴心就可以把

许多直接或间接因素相联系。因而，想要控制某一群体，尊重传统并加以利用无

疑是明智之选。

（二）断言并不断重复和传播

断言并不断重复和传播是一种简单却不易实现的方法。“断言”是运用词语

和套话塑造形象的一种艺术形式。运用越简单、越明了且越难取证的话，煽动群

体会更具威力。而断言需要得到不断“重复”强调以达到根植的效果，取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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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以传言的方式广为传播开来。这是连贯地、传染性地推行统治者主张的重要

方式，也是政客和野心家们的惯用手法。且不论这种行为是否正确，但其发动和

控制群体的功效确实是统治者们屡试不爽的保障。

（三）树立和利用名望的影响

明智的统治者一定清楚，名望可使统治力得到大大加强，正所谓“得民心者

得天下”之理。树立和利用名望的作用往往更容易获得群体的接纳，群龙不能无

首，当大家能力相当之时，德高望重者自然名正言顺地成为群体的当然领袖。

勒庞在书中将名望划分为先天名望和个人名望，但二者却没有非常明确的界

线，既可以共生也可独存。名望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树立，对人们的头脑具有很强

的支配力。在这里也可以把它看作光环效应。由于群体的非理性，当个体汇聚成

集体之后，人们仿佛就会被光环蒙蔽双眼，无法看清事实的真相。如美国政党竞

选，党派的支持者根本看不到政治权利背后《坟墓的秘密》，也许只有当更多的

掘墓人向世人揭露精英竞选的黑暗内幕后，群体意识才有可能真正苏醒。名望时

常会阻止人们看到事情的真像，不是通过放大光圈掩盖肮脏，就是拉起帷幕遮

住群众的眼睛。

因此，如何巧妙的为自己树立名望或利用名望来为自己造势宣传，是成功领

导群体必须掌握的技能。

三、 总体评价

勒庞通过研究群体心理学，对这些控制群体的方法进行了归纳和验证，并以

《乌合之众》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当然，这是一个双面利器，既有统治术，也有

破解法。《乌合之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正如众多社会学家的评述一样，

这是一部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人类社会的著作。然而，有必要一提的是其时代

的局限性。如其中对于中国或其他事件的评述，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已经发生了

巨变，因而我们需甄别缺乏时代意义的信息。当然，其观察问题的思路及对群体

心理的分析仍是十分值得我们今天参考借鉴的。《乌合之众》作为一部经典，却

也不失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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