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民如何变成屠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平民如何变成屠夫》

13位ISBN编号：9787515329211

出版时间：2015-2

作者：[美]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

页数：228

译者：张孝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平民如何变成屠夫》

内容概要

当平庸之恶、权威人格、权力实验都无法解释普通人的作恶动因，
我们是否该正视人性中的罪恶。
耶鲁大学公开课“欧洲文明”推荐书目
出色地对人类行为的探照，让人毛骨悚然⋯⋯研究非常严谨⋯⋯为大屠杀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新闻周刊》
难以想象的一本重要著作，毫无争议地传达出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迈克·多利斯，《芝加哥论
坛报》
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大屠杀的成因，更让我们认识到，在心理上人们是如何从一个个普通人，
积极参与到人类历史上最为发指的兽行中去的。——《纽约时报书评》
本书是二战大屠杀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作者通过资料拼合1941年波兰发生的大屠杀事件，研究屠杀执
行者的心理，力图用社会学的各种理论解释普通人参与屠杀普通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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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太平洋路德大学历史教授，犹太人大屠杀研究专家，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
杀纪念馆官方大屠杀史（二十四卷）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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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如何变成屠夫》

精彩短评

1、你可以开枪，但是枪口可以调高一毫米，尽管有命令，违反有处罚，但是相对犯下的罪行，也不
足等量齐观。 像狂热分子，是不受约束也是免受惩罚的。群体从众，自己已经不是自己，而是一个狂
热的杀人集体。想起了生死朗读，一样的认为杀人无罪，只不过最后得到了救赎，你可以把枪口抬高
一公分
2、略读，只是事件的罗列，没有分析，没有因果推理。跟 野蛮大陆 没法比
3、一般般了啦~
4、细节描写出色，全书我一直不断都看到“杀人”，“死亡”等等字眼。看得我心里一惊。
5、之前一直天真地以为二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屠杀者只是丧失人性的暴徒。但现在来看这种看法是错
误的，并且事实比我们设想得更加可怕。
6、与“平庸之恶”，津巴多监狱试验，米尔格伦试验能够串联起来看。分析部分内容有些少，但至
少对于平民作恶给出了更多的例证。
7、HC精品
8、标准的案例分析，精华在一前一后，前面有细节，后面有分析。书名直译应该是“普通人”。普
通人有了制服和枪，从开枪、杀人、大规模行刑、大规模屠杀无辜有四个等级。人和人真是不一样，
有的人直接退出，有的人直接就能做最后一步。
9、人在大屠杀环境里的被迫卷入与主动伤害，究竟哪一个才是人心底真正的选择呢？
10、德吹必備的一本手冊。
11、第一次看这个主题给个四星纪念一下
12、他的重点是人类会被社会影响，那么作为个体应该怎么避免这样无底线的事了？
13、平民之恶。前面的细节资料很多，看得太痛苦就跳读了⋯⋯
14、一开始我以为大屠杀真可怕，后来我觉得标准灭绝流程太可怕了，最后我发现可怕的是人本身。
“人道责任最重是每个人的事情。”
15、关于运送、猎捕和行刑的细节，请发挥移情想象。服从权威和群体从众，后者的影响更为关键。
年代和数字错误不少，部分译名可再商榷。
16、一本好书，但是在犯罪心理上如果再能详细谈一点那就太好了。
17、仅最后一章可读，前面历史学铺垫够长，可跳读。
18、资料值得一看，但我觉得那些规律用不着他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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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如何变成屠夫》

章节试读

1、《平民如何变成屠夫》的笔记-第77页

        在约瑟乌夫，一0一营近500名警员中，仅有12人本能地抓住了特普抛出的建议，从队列中站出来
，没有参加随后的大屠杀。为什么第一时间表明自己不愿意杀戮的警察数量如此之少？部分原因是事
发突然。警员们既没有得到预先通知，也没有时间思考，完全被这次行动震惊了。如果不能在一瞬间
对特普的建议做出反应，他们就失去了第一个机会。
1.和缺乏思考时间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服从一致的压力——对同志的基本认同，以及自己不能站出来
、脱离集体的强烈要求。许多警察彼此还不熟悉，迈步跨出队列的举动意味着抛弃同志，承认自己“
软弱”或“怯懦”。
2.很多人觉得就算不参加行刑，也不能改变犹太人被杀的命运。
3.警察们关心自己在同志眼中的形象，远超于他们关心与自己同为人类的受害者之间的纽带。犹太人
存在于他们的人类责任和义务范围之外。这种在同事和敌人之间的“我们”与“他们”的两极分化，
显然是战争中的普遍现象。
4.很多在行刑过程中退出，他们说行刑过程中生理上强烈的恶心感是促使他们退出的主要原因，但并
没有提到这种恶心厌恶背后的道德或政治观念。
5.警察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的感受与所效忠的政权的本质之间，存在着矛盾。
6.当杀戮的时刻再次到来，警察们不再“惊慌”。他们越来越有效率，变成了无情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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