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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谣言心理学》讲述了大部分日常社交谈话总包含着谣传。
日常生活中我们与朋友聊天时，也充斥着各种有根据或无根据的小道消息。
这种社交谈话只是向我们的对话者表达一种含糊的友好感觉，避免沉默的尴尬，它们只是谣言传播的
一种形式。
谣言的散布一直是重大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在危机时刻更是如此，每当社会局势紧张，不实的报道便
恶毒地增长。
在大多数事情上，我们都是非专业的，谣言就因此而产生。
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去检验我们所听到的是否背离证据的外在标准，即使有时这些标准存在，
也能得到。
所以我们抵御谣言惟一可靠的方法就是对所有道听途说的描述持普遍怀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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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谣言为什么会流传　　在上一章中，我们指出了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故事
的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第二，真实的事实必须用某种模糊性掩盖起来。
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模糊性产生的原因有：缺少新闻或新闻太粗略；新闻的矛盾性；人们不相信新闻
；或者某些紧张情绪使个人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新闻中所述的事实。
　　当然，谣言里经常有一些残留的新闻成分，一个“真实的核心”，但在传播过程中，它蒙受如此
多想像的阐述，以致变得不可区分，也无据可查了。
在一个谣言化了的故事中，几乎不可能确切地说出根本的事实是什么，或者根本不知道是否有事实根
据。
　　粗略地说，重要性和含糊性这两个重要条件似乎与谣言的传播有关。
谣言的强度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达：　　R~~iXa　　用语言表达就是：流行谣言传播广度随其对相关
人员的重要性乘以该主题证据的含糊性的变化而变化，重要性与含糊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加法而是乘法
，因为，如果两者之中有一个为0，也就没有谣言了。
例如，一个美国公民一般是不会传播关于阿富汗骆驼的市场价格这种谣言的，因为这个话题对他没有
任何重要性，虽然它具有相当的含糊性。
他也不会传播有关斯威　　士兰（非洲）居民行为的流言蜚语，因为他不关心他们。
光有含　　糊性不会产生或强化谣言。
　　光有重要性也不行。
假如我在一次汽车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虽然此事对我具有悲惨的意义，但我不会相信有关我受伤程
度的谣言，因为我知道真相。
假如我接受了一份遗产并知道它　　所包含的数目，我就不会相信夸大它数目的谣言。
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与一般的美国兵相比，就不易于相信谣言，不是因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没那么
重要，而是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对计划与战略知道得更多，没有含糊性，也就没有谣言。
　　在战时，正如我们说过的，谣言的条件是最理想的。
军队事件是最重要的，然而军事机密，国家时局发展中自然的混乱以及对敌人行动的不可预知，有助
于在那些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上产生高度的含糊性。
　　我们指出的法则是高度可靠的，但是，还有一些条件，在其影响下它的作用会减弱。
假若一部分人口在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下，又假如对传播谣言者严惩不贷，人们也许会或多或少地约
束自己。
　　此外，因为谣言只在想法相同的人中间传播，因此，在很少，交流而各不相同的一部分人口中，
谣言也许避免跨越社会障碍，因而流行受到限制。
　　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该法则也许也不起作用。
有时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一旦明白是什么让他那么做，他便会不那么做。
情况似乎总是这样：虽然在认识到自己像个机器人的过程中，人们就要摆脱这种局面，例如，一些心
理学的学生发现为什么他们有这样那样令人讨厌的癖性后，会立即改掉它，或者，那些被指定观察其
特殊情绪的表现过程是否与心理学家的预言一致的人发现，那种情绪无论是在感觉上还是在表现上都
不自然。
同样，一个“谣言灵通人士”明白了当他处于重要性与含糊性这两种传播谣言的条件下，易于相信并
传播谣言。
正因如此，分反而不容易信谣传谣了。
　　若由此推断：自知或洞悉会自动治愈我们的坏习惯，或给我们的思想带来意外的无限制的自由，
那是不正确的。
还有一个心理学家很少察觉到的事实，即对一条法则运转的认识经常会　　改变甚至否认，这条法则
便有问题。
　　因此——具有清醒谣言意识的人不易于受骗，我们为在战争期间由心理学家、杂志作者、电台主
持人和谣言诊所的编辑们所做的教育工作找到了正当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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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存在着在大中学校　　的社会调查活动中是否包括一项对谣言的基本认识的争执。
掌握谣言法则的年轻人，能够在证据不确切的各种情况下管住自已，但是，必须努力防止小心正当的
怀疑主义变成不加鉴别的怀疑主义（即否定一切）。
对谣言太清醒的人也许会发展成连最可信的报道都不相信。
　　　　这里必须指出谣言的复杂用途，通过抨击某人厌恶的事情，能缓解他最初的感情冲动。
同时，也为他当时的感觉作了辩解，又对自己和他人解释了为什么他那么感觉。
因而谣言在起缓解作用的同时，还起到了作自我辩解的作用。
“为什么我不应该厌恶俄国?他们只是在得到我们许多好处后才来援助我们⋯⋯”“为什么我不应该感
到恐慌?我们的舰队在珍珠港全军覆　　没⋯⋯”“为什么我不该讨厌犹太人?他们这么排外⋯⋯”“
为什么我不该觉得比我的邻居高一等?我就没有像他那样不正当的生活行为⋯⋯”　　但是，缓解感情
冲动并给其找点理由并不是自我辩解的惟一方法。
除了特殊的情绪压力，我们继续试图从周围找到“理由”。
可以这么说，除了情绪上的压力还有理智上的压力，给混，乱的形势寻找一条花言巧语的理由本身就
是一种冲动。
这种寻求“好结尾”（即使没有人为因素）的因素，有助于解释许多谣言的持久性。
我们想知道周围世界的究竟，我们的思想反对乱七八糟，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这种“穷根
究源”比我们自圆其说与为自己的瞬时情绪状态辩解的冲动倾向要更广泛。
好奇是谣言产生的原因。
一个情况不为人知的陌生人到一个小镇上居住，会滋生许多传说，来解释人们对他为什么来镇上的好
奇心。
城市里一条看起来奇怪的坑道会产生许多有关其用途的奇异解释。
　　总之，谣言提供一种能供排解紧张情绪的口头发泄途径。
它们通常能为这些情绪的存在作辩解，而如果直接面对这些情绪，当事者也许难以接受；它们有时能
为周围环境中令人费解的　　现象提供更广泛的解释，从而在使周围世界变得可理解的理智　驾驭过
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而谣言传播者是很少能明白这三重推动力的，他搞不清为什么他对某种谣言有强烈的兴趣，并立
即广泛传播。
他也不知道他所传播的谣言反映他自己的程度。
因为他不明白投射的心理机制。
　　第三章　评述与回忆　　按照定义，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制造出一则谣言至少需要两人参与。
但是，在任何特定时刻，每个个体都是谣言的传播媒介，他在想什么是整个事情的关键。
诚然，一条链大于其连接点数目的总和，但正是各个连接点组成了链子的要素和实体。
因此，如果不对组成谣言链的一系列个体意识的典型运作作一仔细分析，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谣言。
　　评述　　虽然在战争之前，心理学家们很少注意谣言中的连续（多个体）复述，但是他们早就对
谣言出现在个体中的基本模式——感觉—记忆—描述——感兴趣了。
大约是五十年前，他们开始认　　真着手评述的研究，或者，用第一个德国调查者的话来说叫陈述。
　　评述——对“作为描述者的观察员”的研究，是许多心理学家很感兴趣的领域。
正如惠普尔所说，描述来源于感知的过程，因此牵涉到感觉、注意和统觉（领悟）的整个心理学；它
随记忆与回想而转移，因此牵涉到整个记忆心理学；因为它是以口头表述形式出现的，因此牵涉到语
言与表达心理学；它取决于许多客观因素；性格倾向、情绪、猜测的敏感性等。
　　当时惠普尔写道，心理学家们发现自己被评述研究所吸引。
有人认为，因为这是惟一使他们感到，能运用到实践中去的高级心理过程的实用领域，它令他们能解
释法庭与报社在忙乱中出现问题的原因。
　　比奈和斯特恩属于这方面的先行者。
比奈致力于系统性的实验研究，而且是最早进行此类研究的人土之一。
他是使用“图像测试法”的先驱，通过该方法可以研究出对图像化材料描述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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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资料也包括主观描述测验和口头素材记忆的测试。
描述的能力包括在他的测试标准中，并构成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的一部分。
　　另一位系统化的研究者是威廉·斯特恩，他写的《陈述心理学》是评述领域中的经典之作。
主要受斯特恩的影响，陈述得以沿着两条基本线发展——图像测试与真实性试验。
在图像测试中，出示给实验对象一幅图像，他必须凭记忆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出来。
为了使条件更逼真，真实性实验展现一些生动的事件，实验对象觉察不到他们目击的“事件”是经过
仔细排练的。
一个典型的“接近生活”的实验涉及下述事件：在一次科学研讨会期间，两名学生助手吵了起来，他
们的争吵越来越激烈，直到其中的一个持枪威胁另一个。
正在那时教授把双方分开，并要求目击者详细描述一下该事件。
　　在检验观察者描述能力的过程中，用了两种方式：（1）实验对象不用实验者帮助、引导或干扰
而给出叙述或自由描述。
这类描述的优点是不受建议的影响。
但是，它不像第二类描述那　　样能彻底详细地探查对象的记忆力；（2）询问或盘问，它包括一系
列准备好的问题，覆盖了有关刺激素材的所有细节和所有方面，当然，这种方式的主要缺点是假设的
危险，目击者被“指引的问题”所提示，是在法庭上经常出现的。
　　　斯特恩（1938年）发现，许多因素影响观察者的描述。
最早的歪曲与疏漏似乎出现在对图像、事件本身的最初感知期间。
观察者倾向于抹掉对主旋律次要的细节，有许多细节他根本就　　视而不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描述越来越不准确，歪曲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目击者受盘问支配时。
当允许他给出一个自主的描述时，他能在原始事件中挑选出细节，仅将记忆中出现的最清楚大概也是
最准确的部分描述出来。
然而，在盘问中，他被迫对记忆中并不清楚的部分作肯定性的描述，在这种条件下，他很容易被试验
者问题的形式与暗示所引导。
　　斯特恩也发现，如果想得到适当准确的描述，要描述的事件应当单独存在于对象的意识中。
如果他把景象与其他类似经历混淆，那么描述将是使人沮丧的混合物。
斯特恩指出（这一点在谣言中有很大的重要性）：“有无数人在他们的意识里，过去的事情很少有条
理”。
一些在特定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与发生在其他时间里的事被混为一谈。
任何想对他的童年记忆按时间顺序作一有序描述的人都能证实，出现在记忆的时间框架中的东西是模
糊不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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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希望读者通过对《谣言心理学》的阅读能形成谨慎的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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