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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争对人类总有一种无法避免的吸引力，怎样才能避免它？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从个体的心理需求、认知方式以及政府功能等方面提出了某些战争出现的必然性
，对这个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做了全面的分析与解释，并根据这些原因提出了极具建设
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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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劳伦斯·莱尚
心理学家、教育家，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超自然学博士，曾在美国陆军里担任临床心理医师。
他撰写或与人合著了包括《心理学的困境》、《交替的现实》和《如何冥想》等的共11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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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谁能解释战争　／1
战争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在任何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环境中，不论家庭结构、教养方式和其
他社会习俗如何，人们发起战争一定是基于某种非常有原则的理由。

第2章战争对人的吸引力　／29
尽管战争冷酷无情，但是我们对战争还是“情有独钟”。
战争对人类而言，有着一股不可言喻的吸引力，只有了解了这一引发战争的基本因素之后，我们才能
有希望一起阻止战争爆发。

第3章战争改变人类的认知　／47
对经过严格训练、专门从事空中进行轰炸的飞行员来说，在战时的虚幻现实里，为了某个“伟大的理
由”，他们去摧毁一座拥有上万熟睡儿童的城市，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第4章被扭曲的现实和人类行为　／63
在“虚幻现实”中，我们从不质疑邪恶的存在，因为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就像灰姑娘的继母是坏
人，而灰姑娘是好人的道理一样。
总之，敌人就是坏人，不需要人们过多的解释和证明。

第5章两种认知下的战争　／83
报纸出现后，公众突然似乎能够“亲历其战”，有关战争的报道都备受关注，战争报道越及时，战士
被描述得越生动，报纸的销量也越高。
为了销路，报纸刊登这些消息的版面相应增加，而客观地报道战争反而不受欢迎了。

第6章战争——个人的心理需要　／99
无论是战场上还是战场外，战争都让公民产生一种归属感。
我们信仰一致，自愿为他人牺牲，同仇敌忾，一起面向未来。
比起因共同兴趣而形成的团体，这种人与人彼此依赖、彼此信任的感觉，要深刻和强烈得多。

第7章战争——一种政府行为　／139
政府经常以高效的运作达成目标——有些战争是一国政府的领导者单方挑起，目标国要么迎战，要么
投降；还有些是由两国政府在犹豫中一起进入战争的，就像两个喝醉酒的司机在夜间公路上摇摇晃晃
开车相向而行，直到相撞发生车祸。

第8章战争能否真的结束　／151
如果我们能脱离奴隶制，为什么我们不能运用社会科学的最新知识，将可能灭绝人类的战争铲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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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群体理论有3个基本宗旨：首先，人都是以群体的形式存在的（是他们的“本性决定”、“经济
方面的考虑”、“早期的条件定位”或其他原因的结果）；其次，群体的行为跟个人的行为是截然不
同的；最后，在人类群体的结构中，天生就存在一种公开的、群与群之间的敌意。
人类是群体性组织，群体的行为遵循的规律跟个体行为可能不尽相同，以上两个观点很明显都无可非
议。
但是，“群体之间不免彼此敌视，也必须在公开的冲突中表达出这种敌意”真的正确吗？
我们都知道，很多已建立的群体之间来往密切，他们似乎不需要彼此表达敌意（例如美国和加拿大之
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小群体和大群体的对待敌视的方式是不同的。
我们似乎认为，促成和解决公开的冲突是社会科学合情合理的目标。
积极的团体辅导、心理治疗、城市规划以及来自工业心理学的各种技术都是我们解决问题时使用的工
具，在解决问题时它们也经常获得成功。
我们似乎仅仅将国际水平的冲突视为无法避免的、无动于衷的。
此外，没有人组织过大型的研究项目，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研究这个问题，以确定我们是否能更好的
去控制它。
社会学家们在过去50年里研究了怎样去解释并减少青少年群体的暴力行为这个问题，他们花费了很多
时间和精力；他们也研究了怎样去理解并减少国家之间侵犯行为这个问题，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
比较一下两者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结果会让人非常吃惊。
这种比较，尤其从“各个国家有核武器而青少年帮群没有”的角度上，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被迫得出这种结论：有一个隐含的假设：侵犯对于一个小群体来说不是有机性的，对于大群体来
说才是有机的。
这个假设听起来不合逻辑，因此，这组理论是无效的。
现代战争理论目前，这个讨论已经涉及了经典战争理论中最新的理论，这些理论形成了当代战争理论
的基础。
今天，我们的理论更为复杂一些，所依据的信息比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更丰富。
但是这些理论仍然是诸种理论的主流思想。
这种当代思想的精彩论点体现在《大英百科全书》第15卷中：当代的战争理论大致分为两个主要类型
。
一个将战争归因于特定的、与生俱来的心理因素或者内驱力，另一个归因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
度。
人性本“战”第一种理论是人本性中有某种东西使得人们不可避免地去发动战争，这种理论仍可以划
分为两个大类。
第一个大类的理论，上文提到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它认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破坏性驱动力要么内化
、要么外化，而内化的倾向会破坏个体本身，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在人们的推动下愈演愈烈。
这个理论的问题是，那些声称接受了这个理论的心理分析学家们在努力鼓励病人向外表达敌意的同时
，不会相信自己实际上是在强迫病人将破坏性冲动转向自己。
弗洛伊德的观念作为一种理论是有趣的，至少在历史上看是这样。
而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证明他的观念在解决“处置个人问题”和“处理国际冲突”这两个做法上有
什么效果。
后来，弗洛伊德自己也说，面对爱因斯坦的问题（“为什么有战争”，“因为人就是这样”）时，自
己的答案有点苍白、不尽如人意。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心理分析理论认为，个人会将自己孩童时代的敌意和攻击性错误地投射到社会所提
供的任何敌人身上。
卡尔.门林格尔（KarlMenninger）说：战争是一种多元化的反映⋯⋯个体心中存在微型战争⋯⋯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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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战争是个体本能或个体动机的宏观化⋯⋯社会压力的确存在，但是社会压力是孩子跟父母之间个
人体验的组织和积累的结果，所以否认以上这个说法是荒谬的。
当然这个说法中蕴含着某些真理。
我们联合起来发动一场文化概念上的战争，这个做法的背后隐藏着某些怨气，就像蒸汽机中的蒸汽一
样，这种怨气一定有它的源头。
当我们的群体决定对任何敌意采取积极行动时，我们会感到兴奋、跃跃欲试。
我们遵循着一个古老的传统，那就是将我们的罪恶、过错和仇恨都附加在某个客体身上，然后攻击这
个客体。
这些理论的基础如下：个人的敌意不是投射在另一个人身上，而是一个外来国家上。
基本观念是液压泵，敌意被概念化了，成为压力下的液体，这种压力会从某个喷口里迸发出来。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争心理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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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争心理学》编辑推荐：为什么在人类反对战争的同时战争仍然会频频爆发？
作者从一般的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理论出发，向我们展示了现实世界中个人的认知方式和心理需求
在战争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巨变，提出了“人有攻击性不仅是因为受挫折和害怕，还有是因为愉悦、满
足和热爱生活”“政府生来就是为了战争”等新鲜见解，为人类反思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一本时代性的重要书籍带您了解战争的神秘与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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