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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对苏联解体原因及当代俄国改革进程进行全面深入的文化审视和系统分析 的著作。

      作者从理论上对意识操纵的理论和方法详细而深入的论述。
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意识操纵是对社会的“文化核心”的人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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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尔盖·格奥尔格耶维奇·卡拉-穆尔扎1939年生于莫斯科。
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
从事化学研究工作，化学博士，教授，1968年起开始研究历史和方法科学，后又从事复杂系统的分析
研究。
从1990年看起在科学和工业政策分析中心供职，从事苏联和俄罗斯改革后果的研究。

       从1988年起卡拉-穆尔扎公开反对尔巴乔夫的路线，后来又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路线。
他在各家报纸撰 写过大量文章，是一具在俄国家喻户晓的学者和报刊专栏作家。
撰 写过大量专著。
除《论意识操纵》外，还有《论苏联的知识分子》（上下卷 ）（2001）、《烯成灰烬的俄国的知识分
子》（1998）《1918-1921年内战——21世纪的教训》（2003）《欧洲中心主义——知识分子的俄狄浦
斯情结》（2002）《历史唯物主义和东西方问题》（2002）。
此外，他还是《1991-2001年俄国经济改革白皮书》（2002）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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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人是社会动物。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只有神和野兽能够生活在社会之外。
个人是个抽象概念，是关于孤立的人的理想概念，它形成于当代西方社会诞生的17世纪。
拉丁词“个人”译自希腊词“原子”，俄语的意思是“不可分割的”。
实际上，关于个人的神话是无法实现的，人只有在同其他人相互作用并在其影响下才能产生和存在。
一个由野兽养大的婴儿(这样的事例已为人知，并得到研究)是不会长成美男子玛乌格利的。
他不能算是人，也活不下来。
甚至如果一个母亲把自己的婴儿同其他人隔离开来，这样的婴儿也成不了人。
    这就是说，仅仅靠内置于我们体内的生物程序还不足以使我们成为人。
人得要有以文化为代码的程序作补充才行。
而这个程序是一部集体著作。
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始终处于其他人影响之下，用某种硬性屏障保护自己不受这种影响，原则上来
讲是办不到的。
虽然也会碰到一些橡木脑袋，试图这么干。
    以何种形式影响我们的行为，可以界定为操纵呢?    很明显，这个词本身具有否定色彩。
我们用这个词表示我们不满意这种影响，因为它使我们的行为要么让自己蒙受损失，遭到失败，要么
当傻瓜。
如果朋友在赛马场上说服你把赌注押到首先进场的那匹马上，然后当你到柜台领取奖金时，你肯定不
会说：“我被他操纵了”。
不，他提供给你的是一个好建议。
    另一方面，也不是任何一种即便使你蒙受损失的影响都可以称之为操纵。
如果在一条漆黑的胡同里，有人把刀子紧紧顶到你的肚皮上，低声说：“钱，手表，快拿出来”，那
时你的行为会十分有效地受到控制。
但你也许想不到把这个陌生的家伙叫做操纵者。
那我们把哪种意义放人这个概念呢?    Mаиипупяция(操作)这个词根是拉丁词manus(
手)(manipulus——一捧，一掬，一把，来自manus和ple——倒满，灌满，填满)。
在欧洲各种语言词典中，这个词的解释是：有企图、有目的地对待对象(例如，用手控制，医生用手为
患者检查等)。
有一点需要知道，就是完成这些活动，要求有熟练的技巧。
在技术上，那些受控的机械装置似乎是手臂的延长(杠杆，把手)，这些装置称为操纵器。
跟放射性材料打交道的人都熟悉简单模仿人手的操纵器。
    由此产生词的现代转义——把人视为对象和物体予以灵活地对待。
牛津英语词典把“操纵”解释为“影响人的活动或由人进行灵活的控制活动，特别是具有轻慢的言外
之意，是潜在的控制或处理”。
    由此可见，“操纵”这个术语是一种隐喻，并用于转义：手灵活地摆弄物体在这个隐喻中变成了机
敏地控制人(当然不是用手，而是用专门的“操纵器”)。
我们要指出的是，从一开始，便只限于把这个概念理解为一套“操纵”控制的方法，就是它只表示机
敏的控制，甚至是隐秘的控制。
    操纵这个隐喻是逐渐形成的。
心理学家认为，用这个词表示魔术师是其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样的魔术师不用复杂的器具，而是用手
表演(“不用道具的魔术师”)。
这些演员遵循的座右铭是“只靠双手灵活，不搞任何欺骗”，他们的艺术建立在人的接受能力和注意
力的特性上，即建立在通晓人的心理上。
手法灵活的魔术师利用观众的心理范式，引开、转移和集中其注意力，影响其想像力，并制造接受时
的幻觉，——他们就是用这些方法取得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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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演员技艺纯熟，很难发现他是在弄鬼，虽然有些干练的人在怀疑，在瞪着双眼观看。
    当这些原则成为控制人的行为的操作技巧时，产生了操纵这个隐喻的现代意义，即：为群众的意见
、志趣、情绪、甚至心理状态编制程序，其目的是为操纵者制造出所需要的行为。
    如果把国外对操纵现象的权威研究者所下的定义摘录下来(我国的研究者暂时只能给人家打打下手，
但干的那些事却真是非同小可)，那就可以明确“操纵”的几个主要特征。
首先，这是从精神上、心理上进行影响的形式(而不是体力强迫或暴力威胁)。
人的精神、心理结构是操纵者的靶标。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学家赫伯特，弗兰克的著作《被操纵的人》(1964)是直接研究意识操纵的
首批书籍之一。
他下的定义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操纵应理解为秘密进行的心理影响并因此而使受影响的人蒙受损
失。
其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广告”。
    还有，其次，操纵是一种向操纵对象隐瞒事实的潜在影响。
正如r．希勒所指出那样：“为取得成功，操纵应不为人察觉。
只有当被操纵的人相信所发生的事情合乎情理，而且不可避免的时候，操纵的成功才有保证。
简而言之，操纵需要一种虚假的现实，让人感觉不到操纵”。
当操纵的意图一旦暴露出来，揭发出来的事情变得广为人知的时候，操纵行动通常就会偃旗息鼓，因
为把这种实实在在的企图揭发出来，会使操纵者蒙受重大损失。
主要目的就更应当细心地掩盖起来了。
一定要做到这种程度：甚至即使实实在在的操纵意图被揭发出来，也不能让人把下一步的意图弄清楚
。
因此，掩盖和隐藏信息，是个必须具备的特征，尽管操纵的手法当中也包含着“极端自我袒露”，玩
弄真诚。
有时，政治家还要拽开衬衫露出胸膛，任男人吝啬的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淌。
    镇压行动  这是对意识具有强烈刺激作用的概念之一。
因此有人特别好炒作它。
笔者在这里不想深入探讨这一重大悲剧题目，但也不能随便说说了事，主要谈谈操纵概念问题。
其中的一个手法就是把概念模糊化。
某些意识形态专家故意模糊被枪决的人与未被授予重奖的人之间的区别。
这样，苏联就被他们渲染成一个极端的集权制国家，其主要的生活环境就是镇压。
这种论点的不断重复，导致公众头脑迟钝，以致把越来越多类别的蒙冤受屈者统统扯进了被镇压的一
类，进而衍生出一种联想式的思维：既然被镇压了，那还不得死在古拉格吗?    顺便指出，“古拉格”
这个概念，正是最寡廉鲜耻的操纵手段之一。
有些人常常爱谈“古拉格”的牺牲晶，却又不明确指出何人何事，只是造成一种反正人在劳改营里吃
尽苦头遭大罪的印象。
其实，情况远远并非如此，因为古拉格包括了部门类别截然不同的多方面机构，如劳改营、劳教区和
特别村。
而操纵者们却故意把各类惩罚改造机构混为一谈，然后进一步就会产生自我操纵灌输(二级操纵)。
例如，有一位可尊敬的卓越的科学家鲍·维·劳申巴赫，一个德裔俄国人，他就曾在劳改营呆过。
前不久(2000年元旦前夕)，他在回答记者专访提出的问题——他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内在力量，竟原
谅了苏维埃政权——时说：“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我从来都觉得自己蒙冤受屈。
当时却认为把我关进去完全正确。
那年头毕竟不是1937年，那时候原因是完全不同的。
那是正在跟德国人打仗的年头。
我是个德意志族人⋯⋯德意志族的人当中即使有卖国贼，也只占0.5％甚至更少些。
不妨试想一下，在战争环境中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有多难。
而把大家送进劳改营，却可以省去许多麻烦⋯⋯战后应当把人放出来，这可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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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    鲍·维·劳申巴赫此言不确。
当年的德意志族人并不是被当做德国人送进劳改营的。
而他本人被关进去则另有缘故(出此下策显然没有道理)。
当年德意志族人被遣送的去向是特别村，主要在哈萨克斯坦，而且分布在许多地点。
特别村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里只是不允许自由出行外地，别的方面与周围环境的人们生活无大不同
。
我和我的姐姐就是被撤退到哈萨克斯坦库斯塔奈州的，我们姐弟俩曾与来自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一个
德意志族人家庭合住过一栋小房子。
一个德意志族男孩的父母与我母亲同在一所中学当教师。
德意志族人的党团组织甚至都未被解散——这总可以意味着点什么吧。
    可比性标准正在遭到全面彻底的破坏，有时，所援引的类比对象完全是不可比的事物；有时，对待
同一类的事物使用的却是不同的标杆(例如对昂纳克的审判)。
1989年第比利斯事件对颠覆苏联起了重大作用。
我们可以不把这类事件看成是挑衅行动，甚至承认确实有人被奉命对集会群众采取清场行动的空降兵
用作业锹打死。
自由派公众的愤慨情绪简直无法控制，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诅咒辱骂军队。
于是群众集会的组织者们——正如电视客观地报道的那样，竟“向加格拉市实施火箭打击”。
火箭!向疗养地——这颗高加索的明珠——轰击!对几处广场轰击，他们根本就不管射击的目标是不是
自己的阿布哈兹族敌人，只是要消灭这座城市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和生活保障供应系统。
而当此关头，民主派方面却毫无反应!令人愕然的是，今天在对比轰炸加格拉与第比利斯事件之际，一
位民主派竟然还是诚态可掬地表示，当年驱散集会群众是一桩严重得多的罪行。
(雅科夫列夫于1996年8月与卡拉乌洛夫的一次谈话中就这么说过。
)    在放弃家长制国家，转型为自由主义国家的改革的主要社会哲学思想中，可比性标准受到了明显的
冷落。
这种做法的理由又是同西方文明的类比(甚至专门同它的盎格鲁—萨克逊一支进行类比)。
应当指出，我国民主派中的极端自由派甚至提出了一个理念(也是西方的)，叫做“社会国家理念”，
亦即至少是出于安全考虑的国家对国民负责的理念。
难道不奇怪吗?整个民主派的新闻界竟然只字不提乌洛夫·帕尔梅、维利·勃兰特或者奥斯卡·拉方丹
那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人。
    不过，表述类比标准要求多少要有一些精神上的敏锐性，而我国公众却会轻易接受意识形态专家们
通过三段论法炮制的所谓“头发长见识短”的拙劣的噱头。
这些塞给人们的东西，大多是错误荒谬的货色(请看争论中一个经典的例子：“您对N的态度有失公允
。
”答话：“拉倒吧，难道要我绐他磕一个?”)。
正是在这10年中，我们有幸领教了盖达尔—丘拜斯改革方案的任何一位批评者是如何被一条论据封住
嘴的：“哦，原来你们是想回到斯大林严厉镇压的年代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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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译者前言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全人类意义事件的世纪。
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无疑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与解体。
规模的巨大，原因的扑朔迷离，使我们这些“局外人”对事件的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困难。
近年来，在经历了阵阵引起休克效果的剧烈震撼之后，俄国的思想界也开始冷静下来，对这个强大国
家垮台的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叶利钦政权十年改革的失败进行深入的反思，出现了一批著作。
谢·卡拉—穆尔扎的著作《论意识操纵》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卡拉—穆尔扎这个姓氏虽然是个非俄罗斯姓氏，但他却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1938年生。
他原来是一位有成就的化学博士，20世纪60年代以后却改了行开始从事社会系统研究。
在当今俄国，他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重要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广大读者中享有崇高威望。
《论意识操纵》是他的一部力作。
其中讲述的都是当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卡拉—穆尔扎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苏联的解体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他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解体原因及当代俄国改革进程进行了一次全面深人的文化审视和系统分析。
这个审视和分析是将东西方文化放在对立的背景中来进行的。
著作描述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和传统是如何在各种内外力量的作用下一步一
步遭到破坏的，讨论了破坏的过程、手段、技巧和苏联社会意识形态专家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书中作为案例引用了大量极为丰富的实际材料，其中许多材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使读者得以全面深
入了解事件发展的轨迹。
    作者指出，20世纪是一个创建重大理论和学说，并在其基础上制定可以创造奇迹的种种强大手段和
技巧的时代，也是把这些手段和技巧用于战争和统治实践的时代。
其中一个重大的成就，就是对社会的意识操纵。
意识操纵学说和理论，是在不久前，即在20世纪后半叶形成的，并立刻用到了美苏之间的冷战当中，
为苏联带来了灾难。
追根溯源，其主要基石却是由欧洲发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士所奠定。
西方的科学家、哲学家、人文科学家均为制定操纵群众意识的理论和行为程序各自做出过力所能及的
贡献。
作者在对这些问题做出历史的系统的科学分析的同时，令人信服地反复指出一个危险，那就是当我们
通过剖析西方、剖析美国、剖析当代俄国的背景来研究问题的时候，不能不发现同样的危险也在威胁
着我们。
虽然列维—斯特劳斯说过：“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人类的任何局部都不可能拥有适用于整个人类的
公式。
不应忘记，整个人类拥有一个统一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现在，世界上不是总有个别国家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把自己的文化强加到别的国
家民族头上吗?从这个角度来读《论意识操纵》，就不仅具有了一般认知意义，而且还具有极其深刻的
现实意义，尽管我们对卡拉—穆尔扎书中的许多观点和结论远不能无保留地都表示同意。
    作者认为，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同军事上的失败搭不上边，同经济上的失败也搭不上边，这些原
因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分子入侵”，使其遭受怀疑，然后再逐步清除苏联社会和社会体系
的合法性，这就是苏联一步步走向解体的具体过程。
至少从60年代开始，这一过程即已在异己思想范围内展开了。
产生这种情况，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
从1985年起，过程则由整个苏共思想机器在公开进行着。
而广大劳动群众，也紧跟在上层人物的后面，完成了全社会“观点上的转变”。
对于这一变化过程，作者在书中有着详细的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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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成书于2004年。
书籍出版后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该书作者从意识操纵的角度深刻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西方以这种意识形态的入侵，破坏苏联社
会的文化核心和传统，最终引致苏联解体。
该书语言流畅，论证周密，是为研究意识形态学的重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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