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群体心理 
                                      

 

摘 要：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群体活动在社会生活中更是不可避免。从勒庞的《乌

合之众》出发，解读德国纪实电影《浪潮》向我们展示的群体趋于同质化的步骤和特点及其

心理内因，这有助于更好地关注群体的生长、生存状态，从中也应该反思到集体凝聚力超出

必要的限制将会转变为集体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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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是研究群体心理的大师，他在《乌合之众》的导言中宣称，“我们就

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群体将是这个时代中一股“新的力量”，一

股“至高无上的力量”或“唯一的无可匹敌的力量” [1]89。然而，进入了群体中的个人，在“集

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

去自我意识，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难道

真如勒庞所言？电影《浪潮》也许能给我们诸多启示。  

  德国某高中教师莱纳·文格尔，在主题为“国家体制”的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

统治”。他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在班级重建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他要用事实告诉学生“独

裁统治”在今天仍会形成。学生们经历了诸多“独裁”训练：口头选举课堂上的“元首”（文格尔

自己）；被灌输反个人主义自由化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班级设定新名称——“浪潮”；统一

服装（白上衣与牛仔裤）并制作团体标识（波浪形图标）和见面礼节（波浪形手势）。两日

后，“浪潮”似乎疯狂了——学生们狂奔于城市各个角落张贴“浪潮”标志，越来越多的学生加

入“浪潮”。随后，“浪潮”成员参加水球比赛，同仇敌忾，甚至赛中发生冲突……。文格尔似

乎意识到情况的不妙，“浪潮”必须从此解散。然而，事情出乎文格尔的意料：狂热拥护者蒂

姆拔出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故事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伤了一位同学并在绝

望中饮弹自尽，倒在血泊中。警察赶到学校，在学生们沮丧、失落、迷茫的眼神中，将文格

尔带走……  

  一、心理意义上的群体  

  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方向，他们自觉

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把这一群体称为“心理意义上的群

体”。同时，他指出：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目标，从心理学的意义

上看，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如因为国家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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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无可否认，在短短一个星期内，“浪

潮”这个班集体在一系列狂热的训练下，亦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心理意义上的群体。  

  二、群体的心理特征  

  1.从众心理  

  个体一旦融入群体，他们的感情和思想会转向同一个方向，表现为个体的明显从众心理，

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律”。莫顿·多伊奇和哈罗德·杰勒德把个体从众的原因归结为两个：

一是因为想被群体接纳和免遭拒绝；二是为了获得重要信息。这两个原因被命名为规范影响

和信息影响[2]153。“浪潮”中莫娜、尤勒斯、克劳森及女主人翁卡萝的弟弟加入“浪潮”更深

层的是基于规范影响，他们惧怕被孤立。而且，个体常常会迫于群体压力选择改变自己的意

见或者至少压制自己的反对性意见。男主人公马科尔虽然本人对此活动存有否定存疑态度，

但还是迫于群体压力，被迫顺从。  



  2.去个性化  

  所谓去个性化，是指自觉的个性在群体中很快就会消失，个人会做出一些个人独处时不

可能做出的，甚至与自己个性截然相反的行为[3]77。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群体心理最大

的特征：个性的消失和集体无意识的产生。在这样的群体中，一旦出现个性化倾向，群体就

会视其为异类，千方百计打压，直至其完全融入群体。这点在“浪潮”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统一标识、统一制服、统一手势、统一行动。对于女主人公卡萝穿红色上衣的行为，其他成

员百般排斥，甚至扬言要报复她……  

  3.群体情绪单纯、夸张  

  心理意义上的群体行为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色彩，在很多情况下理智往往为情绪所支

配，其突出的特点首先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勒庞说：“给群体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

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1]44 这样的现

象在《浪潮》中随处可见：疯狂地在大街小巷粘贴“浪潮”标志，甚至爬上几十层高楼“涂鸦”；

水球赛中的激烈肢体争斗场面；在文格尔的煽动下马尔科被怀疑为叛徒，群体激愤的情绪不

能自已，甚至要把他打死泄愤……  

  4.群体偏执、专横、保守且迷信权威人物  

  群体很容易产生专横和偏执的感情，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

会将其付诸实践。同时他们又是保守的，“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

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1]37 当群体在面对政府和领导人时，往往容易走

极端。“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1]37。这些特点在蒂姆身上表现

得尤为突出，在“浪潮”中，他完全融入其中不能自拔：偏执的把自己的衣服烧掉，随后追随

“元首”文格尔，搞得文格尔很是莫名其妙，然后听说要解散“浪潮”时，又自杀身亡。  

  5.狂热的宗教情感  

  群体有着狂热而简单的宗教情感。这种情感兼有残酷和崇高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旋律：崇

高的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政治信条、偶像赴汤蹈火。整部影片中，“浪潮”的所有成员几乎都被这种

类似于宗教狂热的情感弄疯了。文格尔就说“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

潮’就将它吞噬。”也正是这个原因，最终的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而另一个悲剧性人物——蒂姆也为此付出年轻生命。  

  三、影响群体心理的因素   1.群体无意识倾向  

  受群体无意识的影响，他们在判断某事或评判某人时，不能诉诸理智，丧失了评判能力。

群体无意识主要有如下表现：其一，在群体中，智力较低者往往把高智力者降低到他们自己

的水平上。勒庞说：“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起，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

力。”[1]26 其二，群体的逻辑推理方式低劣。“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

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1]47 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也就无法表现出任何

批判精神，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  

  2.集体力量感  

  斯泰纳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人都是沉睡者，以至于他们都有一种在特殊条件

下能被触发的暴力潜能。”[4]219 当群体行为发生时，人数赋予个人力量，有一种冲破压抑

的快感，产生法不责众的心理。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文格尔的班级里全是一群“沉睡者”，

他们的暴力潜能被“浪潮”所唤醒。虽然中间有卡罗、文格尔老婆的反对，但最终也未能阻止

悲剧的发生。  

  3.普遍存在的传染现象  

  勒庞说：“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

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1]17 当某一事件被卷入热烈的讨论后，很多人对事件激烈高昂的



情绪很容易感染到另一些人，群体的姿势、言行都极具感染力，群体情绪会立即得到复制。

影片中，当文格尔以元首式的煽动演说，激情的感染力很快传开，同学们群情激昂，指责马

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觉醒的马科尔被当作“叛徒”揪到了台上，差点被打死……  

  4.信仰的力量  

  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它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受自己的

梦想奴役”。蒂姆的例子恰恰能说明信仰的巨大力量。群体统一的制服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

的力量感。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

他。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任人欺辱，任人宰割的“矮脚虾”（蒂姆绰号）。

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和精神信仰。  

  5.领袖的引领  

  汉娜·阿伦特说，“领袖处于运动的中心，是使整个运动运行不息的发动机。”[5]477 勒庞

也形象的比喻说：“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 [1]96。领袖的意志是

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

平了道路。文格尔是“浪潮”的精神领袖，整个“浪潮”运动无一不在他的领导之下展开。他不

断的使用一些领袖动员群体的惯用伎俩：断言、重复和传染，如“浪潮”成员上课发言必须站

立，回答必须简短，并不断重复“团结就是力量”的价值观念和信念，当这种集体感和归属感

确立后，就通过一些令人亢奋的、简单明了的、形象化的语言传染到群体中。  

  四、结语  

  如托马斯·勃朗所言，“上帝创造了有理智的人，但把他们掺到一起，就变成一只巨兽，

比那多头水怪还要惊人” [6]62。在无原则的集体主义下，当共性压倒个性，当人们放弃精神

独立和自由思考时，隐藏在心底的“魔鬼”就会轻松地挣脱理性的抑制而吞噬人性，愚昧和血

腥随之而来。在《浪潮》中，“独裁是有魅力的，它的魅力之处在于秩序、纪律、稳定、统

一等可以将无序整理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集体凝聚力。在这种力量的感召下，个人产生

的归属感是可以让集体迸发出惊人的力量。”[7]由此，独裁的暴戾开始展现。这也正如勒庞

所强调的，当情绪和非理性因素处支配地位时，集体无意识力量将会异常强大，个人思想和

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不自觉地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犹如原野上生存奔跑的马群或

牛群会立刻把这种暗示的观念转化为统一的集体行动中。集体凝聚力超出必要的限制无疑将

会转变为集体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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