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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喜欢这个角度研究的人性
2、偏执与妄想本一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双子恒星，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要鉴别
一个人的偏执是否到了精神病的地步不容易，因为偏执狂善于掩饰自己的偏执。偏执狂这原型恐怕在
有人类以来就已存在，不会因时间而有所影响，翻阅人类早期的神话记载便能揭示这一心理特质，从
远古时代一直往后延伸至古典时代、中古时代、殖民时代及近现代。其实历史上许多古今中外的名人
都有偏执狂的特质，如书中提到的哥伦布、麦金莱、麦卡锡、小布什等，当中国家元首所占的比例挺
高，希特勒与斯大林自然成了不可缺席的两位，分别在书中第八、第九章作出详论，一定要看。具偏
执狂特质的艺术或科学名人也不在少数，也很值得另行撰写一书作深入探讨。偏偏本书划定了西方的
历史政治事件为范畴，作者自认对东方的了解有限，试问自古以来中国哪朝哪代专制君王没此毛病？
3、话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4、超赞！！！
5、有些心灵史学，观点很有趣，中文序什么鬼
6、426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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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偏执狂，医学上的解释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病，以逐渐发展的按逻辑构筑的系统化妄想为特征。病
程长，预后不良。最常见的是夸大、被害或有关躯体异常的妄想，不伴有幻觉或分裂症样的思维紊乱
。曾被称作“系统发展的慢性妄想”。偏执狂的进展有4个阶段：想阶段或主观分析阶段；被害妄想
阶段；人格转变阶段特征是夸大妄想的出现；偶见精神衰退阶段。在个体行为当中，偏执的人会固执
的且狂热的相信自己所怀疑所信任的事情。正如凯撒说的，大部分的人都只会看到自己想看的或想实
现的事情一部分。而偏执狂就是不断的从外界截取或者扭曲信息片段来肯定自己心中所怀疑所要验证
的事情。然后付诸个体行为当中。偏执狂在社会普遍存在着， 也只有当社会陷入迷茫、转型的过程。
这时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社会评论家，发表对于社会各种现象的评论，当各种思潮发展出主义的时候
，各种主义的狂热的偏执分子应运而生，接着他们会成为这场运动最忠诚的推动者，把群众运动推向
一个新阶段。是不是能这么说因为动荡的社会更适合偏执狂的舞台，是历史选择偏执狂的。偏执狂因
为对世界充满妄想，怀疑，敌意。所以每当群众运动活动的时候，他们都必须得找到迫害者，在偏执
狂的群众运动中，他们不需要相信会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共同的仇恨是让整个团队团结的
万能胶，所以纳粹必须找到他们的“犹太人”，资本主义必须找到他们的“地主阶级”等等。偏执狂
的共产主义是绝不会相信任何不利于苏联的不利报道和证据。哪怕他们亲自到过应许地的苏联，看到
过那边的生活又多凄凉惨淡，一样不会幻灭。但凡是忠诚的“信徒”都具有“闭眼掩耳”的功能。或
者对既有的事情采取一种不屑的态度。。所以他们能够无比坚定不移的前行。他们不会因为危险而却
步，不会因为障碍重重而气馁，不会因为方面证据而困惑，因为他们根本否定有危险，障碍和方面证
据的存在。对自信掌握真理的一群偏执狂，对他们而言，所有一切都有答案，不会有惊喜，不会有未
知。所有决定已作出。偏执狂是一类人，这类人，本质上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只有当环境剧烈的时
候，才有那些适应环境的人出现。对这种人不必看成救世主也不用看成社会动荡需要维稳的根源。保
持人口多样性，才是最优选项。
2、偏执—— 《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我最爱世图心理系列书中那大量的实例，和毫无避讳的直面剖
析，敲钉子般果断有力，毫无造作矫情。本书便是如此，简明清晰的理论，大量实例剖析，让陌生的
概念一点点在我们脑海中清晰，我们也跟着作者的叙述去重新了解一遍“疯子”所创造的历史。对于
偏执狂，也许我们只在某些影视作品中有过深刻印象，然而其实生活中，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不少
实例。当然对着变态心理学找变态，也许谁都是书中所写的变态，我们还是应当以更加客观的判断去
审视。书中提到两种偏执狂——“个体（临床）的偏执狂”和“集体（历史-文化）偏执狂”。说道偏
执的起源，自动物以来，心智活动不得不暗含不信任和怀疑，偏执狂可能是某种动物机能在我们心理
中的延续。我们心中胆怯，所以试图将借助将邪恶归于一个敌人，而使得自己远离邪恶。个体偏执狂
会构造一个阴谋论，他“多疑”，这种怀疑不必然是无根据的，但它是过度及被扭曲的，偏执狂确信
自己是一个“阴谋”的受害者，他可悲的让自己被自己误导；书中提到“祖母的咖啡罐”这个例子，
祖母怀疑女孩是小偷，害怕女孩偷走咖啡罐，于是自己藏起咖啡罐，当发现咖啡罐不见了，就认定了
女孩是小偷。自定义为阴谋的受害者，其实偏执狂却在抓住机会迫害假想敌。先对个体偏执狂，集体
偏执狂无疑是恐怖的，然而集体偏执狂是“类似于现代流行文化的一个过程”。在某些时期，这样的
扭曲慎入了文明社会之中，然而却不会有人真正的谴责它。二战时期，美国宣传活动把日本人描绘为
动物，催促如杀死动物一样杀死他们。以为美国女性收到未婚夫寄来的日本人的脑袋，而愉悦，甚至
把他放在了书桌最显眼的位置。这样非理性的憎恶却如此的自然，让人无法想象。然而现在传媒如此
发达的今天，我们似乎更加容易陷入集体偏执，一条符合我们群起而攻之的新闻，我们会毫不犹豫的
被新闻左右情绪，仿佛如同亲身经历般的憎恨，却失去了理智，仿佛本身就是受害者。
3、一本认识偏执狂的教科书，是它是教科书，是适用于相关专业学生课程中的教材了。表示它的整
体上很严谨并且偏理论的著作了。我本人只是有一点点固执的人，而非偏执，更不狂。但是却经常引
发争论。前阵子写了本童书的书评，童书我自然不看，是孩子讲述我记录的，然后我再总结了下。我
说是这跟孩子的关于合作读书的新试验。被一众人等说我这篇书评质量低、不认真。而且关于童书是
由成年人来评还是由孩子们来评也争论不休。争论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大家进行了人身攻击，甚至有
的人因为受不了我而感觉痛苦了。我说了，我是一个固执的人，我没有改那篇书评，直接把大家的群
聊争论加在书评后面了，让每一个看到的人自己判断。这篇评就是《红水蛭》的题为“夏洛克的聪明
”，我在留言中说：“处在这个被撕逼的年代，我想说你撕吧，我还是挺喜欢围观的。我就是敢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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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都不一样，哈哈，没有其它。你不曾爱过我，又如何这般恨我？甚至你还感到痛苦了。你都不曾
认识我这个人吧？那我只有据此为你证明：人之初，性本恶！”后来我被从群中T出来了，也不再有
人互动了，因为他们怕吵红我。因为这份固执，所以便遇到了《偏执狂》这本书。我真怀疑是寄给我
的人别有用心哈。但我肯定一点的是，有时候太固执，真的伤人伤己。作者把“偏执狂”的产生，归
因于人类的生存困境，危险总是时刻存在的，所以“偏执狂”的心智病态出现了。从作者的叙述中，
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偏执狂”的一些主要症状。一是预设敌人。它的心理基础是怀疑，对自己的境
遇产生危机感，然后开始怀疑敌人侵害，瞄准一个假想的敌人，不断地妖魔化它，如果没有敌人，那
么，就寻找替罪羊。二是先发制人。既然在第一步里预设了敌人，那么，为了求得自己的安全，必然
要先对手一步，制约对方，迫害对方。三是强化理由。偏执狂是一种心理病态，到了第二步的时候，
它便转化为实际行动了，虚妄的心理变成实在的现实的时候，必须会露出自己的虚构化敌人的本相与
真实。作者在叙述的时候，都会列举出一些比较著名的事例。很有说服务力，这本书很耐读，只要你
有耐心读进去，大把的干货哦！
4、在心理学尚未走进普罗大众之前,以偏执狂为代表的xx狂们,往往是只存在于文学或影视作品中的角
色.但后来人们慢慢发现,似乎自己身边也有这样或那样看起来”执拗”到不可思议的个体.他们中的大
多数,是那些”一根筋”,”不撞南墙不回头””总认为他是最正确”的损友小伙伴们;还有些是名人,例
如发动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就是其中的”典范”,还有被传言是双相障碍却又偏执的梵高,据没有
考证的观点,他也是偏执狂中的一员;还有少部分是我们所说的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 他们可能固执，敏
感多疑，过分警觉，心胸狭隘，好嫉妒(是不是听起来每个人都有可能出现这些症状?)与这些显著的行
为表现不同,《偏执狂改变世界》的切入点似乎更宏观，更遥远。好像是通过一部叫做心理学的望远镜
，去看滚滚历史长河。对，它更像是一部由心理学家编纂的历史书，人类史。（虽然有申荷永等大神
写序，但说实话，读完全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人类啊历史啊是多么厚重的一件事情啊）也
许换种说话能更好地理解本书的整体：偏执狂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些作用似乎并不全部都是正
面的.那些急躁的团体或是执政的偏执狂们,利用他们与生俱来的优势，煽动人们对于战争的热情，成
功地搅乱了固有的平衡,通过他们有限的攻击,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种族的迫害/”灭绝”。我觉得，近
期发动了巴黎恐怖袭击的ISIS，就是典型的由偏执狂们构成的暴利团体了。虽然他们并未有针对某一
群体进行种族清洗，但也许是处于要求他人对伊斯兰世界的认可而采取了更为偏激的方式？书中有一
段话倒是发人深思的：“头脑清楚的疯狂”已经真正逼近，将人们分离，并交到他们在未来的日子中
相互不信任。新的时代降临，物质损失被弥补，但多样性所产生出的文化丰富性也永久地丧失了。偏
执狂将自己展现为一种残留物，它在我们心智懒惰之时认为和平更为便利的表象下得以幸存。
5、《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从心理学梳理历史（感谢 百味书屋  小站组织的活动）《偏执狂
：“疯子”创造历史》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一本新书，很高兴能够直接从出版社得到这本书，
翻开它的版权页，它的出版日期是2016年1月，我显然应该很荣幸地划入到它的试读者的行列。在拿到
这本书之前，我先假想地推测着书中可能叙写的内容。这本书的标题，首先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会是
一本与希特勒有关的书，而事实上，本书中的确有着很大的篇幅涉及到希特勒。而我在班上向同事说
及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的时候，同事也直接例举了希特勒，可见这本书的标题，与它所涉及的内容，
的确有着高度的吻合性与针对性。实际上，这本书的雄心还有着更大的勃勃的空间。它不仅仅纳入了
众所周知的“战争狂人”作为它的病理透视，而且将它的射线投入到历史的更悠远的时光，甚至延伸
到人类起源的传说时期。比如，它剖析的第一个偏执狂案例是圣经里的开篇“该隐杀弟”这一传说文
本，而之后希腊神话也紧接着被纳入到它的解析范围，并且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基本是按照历史的线
性发展，对历史上的“偏执狂”的高发频段进行了不间断的全程曝光，我们可以在它接下来的叙述中
，看到偏执狂的症状广泛地分布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拿破仑战争”、美国新大陆的的崛起，
直到一战、二战，然后一直延续到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及伊斯兰恐怖主义等等依旧激荡着当今现实
政治的众多事件之中，从中去寻觅“偏执狂”的心理机制所带来的政治布局及发展走向。从这个意义
上讲，这本书相当于用一本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去阐述世界史的简略性纲要。它的切入点是心理学，从
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会看到以往所忽略掉的人性的成分，这样，一部充满着事件与多方角力的人类历
史，在心理学参与之后，会变得更具有亲切感与人性化，就像我们中国的历史，更多的讲述的是一个
个故事，以及故事中人物的个性特点决定着的历史进程。这本书，始终抓住心理这一个核心标的与指
向，把世界历史梳理成一本鲜活的可以感受到灵魂搏动的心灵史，无疑给千篇一律的见事不见人的惯
有的历史叙述方式进行了一次非常有力的颠覆，给人带来的新鲜感无疑是强烈而且是持久的。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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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立论的基础无疑是标题里所标明的偏执狂为表象的“心理变态”，这是全书分析与丈量历史的
核心器具，为了让他的这个工具露出它的全部成色，在书的第一部分，专门介绍了“偏执狂”的来龙
去脉，在接下来的章回里，便使出了这个看似有一点“贫困”的武器，开始像福楼拜解剖“包法利夫
人”那样，开始剖析世界历史里的那些能够创造它们的但却可以被划入到“偏执狂”的队列中所谓明
星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提出的“偏执狂”病态的一些典型特征。在第一部分里，总结这种特
性的时候，作者是以一种立论的果断与从容性和盘托出的，而在之后的章回里对历史的梳理过程中，
作者一方面像是用他在前面打造的工具去一点点地解析出那些偏执狂病态的具体征象，剥开历史深处
的重重心理秘密，另一方面，更像是用历史上的例证，来证明第一部分中所概括出“偏执狂”症状的
规律与典型性症候。作者把“偏执狂”的产生，归因于人类的生存困境，所以为了应对随时扑过来的
危险，“偏执狂”的心智病态出现了。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偏执狂”的一些主要
症状。一是预设敌人。它的心理基础是怀疑，对自己的境遇产生危机感，然后开始怀疑敌人侵害，瞄
准一个假想的敌人，不断地妖魔化它，如果没有敌人，那么，就寻找替罪羊。总之，“偏执狂”会人
为地塑造一个敌人。“替罪羊”是书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可以说这种喻示着人类的“生物”是
“偏执狂”的最常见的受害者。“偏执狂”与“替罪羊”之间的逻辑关系，正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发生作用。对照这一个作者设定的标尺，我们立刻会想到，西方媒体甚嚣
尘上地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时候，正是“偏执狂”迈出的第一步。感谢作者的是，作者在书的尾声最后
一章中的 “日常偏执狂的几个例子”恰好将我们中国作为遭遇到“偏执狂”侵害的一个典型案例。作
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就不是一个输出殖民的国家，而中国的崛起靠的是经济发展，而非武力豪夺，但就
是这样的一个通常被我们自己戏称为“兔子”的温和的大国，却被套上“危险中国”的名头，作者直
指这种被妖魔化的中国现状，“那是通向偏执化简化的第一步”。可以说，我们亲身感受到的中国在
国际上所遭遇到的匪夷所思的傲慢与偏见，作者按照他的理论，明晰地概定了我们身处于“偏执狂”
侵害的受害者席位上。从这一点切身体验来看，作者的叙述是公正的，我们借此可以验证作者理论的
正确性。偏执狂的第二步，是先发制人。既然在第一步里预设了敌人，那么，为了求得自己的安全，
必然要先对手一步，制约对方，迫害对方。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希特勒认定苏联
会进攻它，所以，希特勒先下手一步，发动了对苏联的闪电战攻击。而对照这个规律，我们同样看到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依然适合这一心理动机。美国首先预设了伊拉克藏有化学武器，所以美国必须先
下手为强，挑起了战争。偏执狂的第三步，是强化理由。偏执狂是一种心理病态，到了第二步的时候
，它便转化为实际行动了，虚妄的心理变成实在的现实的时候，必须会露出自己的虚构化敌人的本相
与真实，那么，偏执狂是如何维持自己的正常面目呢？作者认为偏执狂采用的是一种“起因倒置”，
明明自己是始作俑者，却加敌人之罪，何患无词，成功地把自己的暴力作为正义的化身，是对妖魔化
的对方作出的应激反应。作者还认为为媒体的宣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集体心智感染”，让民
众接受“政治妄想”，而这种“妄想”反过来又返回到“偏执狂”那里，成为一种“循环论证”。作
者在这里提出了偏执狂所具有的颇有意味也值得人玩味的几个概念。一个就是起因倒置，明明自己是
因，却把对方作为因。比如美国攻打伊拉克，明明是自己有目的，而却反过来把对方作为起因。二是
循环论证。偏执狂把他的妄想“提供给群众，然后被群众返回，而成为循环论证”。这是一种颇有意
思的现象，就像今天网络上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名意见领袖提出它的一个意念，立刻被转发出去，不
断放大声音，然后再反转到意见领袖这里，意见领袖又利用他自己创造的声音的回声，来强化叠加自
己的理念，从而使得他的声音与回声发生了同频共振，声音便变本加厉地更加浩大，而按照作者揭示
出的一种心理现象，这只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而已。三就是上一节所说的“心智感染”，认为群
众在一个集会中容易被偏执狂者的理念感染。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身边的例子，无疑像大泽乡起义那样
的群体感染行动，能很好地等同于作者描述的这种心理现象。当然作者在分析偏执狂的时候，也显得
小心翼翼，中气不足。作者说的很明白，偏执狂很难识别，隐藏得很深，一百年前，还没有被列入心
理变态的一种，而且，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偏执狂的因子，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希特勒”，这说明的是，偏执狂并没有明确的显性症状，而且还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如果它是人
性中的一部分，那么，如何能界定它是否是病态的？作者在叙述中不得不通过“据说”来进行心理分
析，更使得他的分析与判断令人感到深深地烙印上主观的烙印。如果按照作者提出的偏执狂的定性，
就是预设一个目标，然后按照这一个预设，为他的瞄准目标填充内容，那么，作者在撰写这一本书的
时候，是否是同样陷入到他自己设下的这个为偏执狂预设的陷阱呢？作者所作出的心理推测，那些依
靠着“据说”、“可能”、并不显然的断语“显然”作出的心理解析，究竟是接近于当事人的真实的

Page 8



《偏执狂》

心理，还是作者的一种武断的臆想？而作者的叙述给人留下的似是而非、将信将疑的感受，正是心理
学研究本身所固有的不确定性、无法实证性所带来的尴尬。更为关键的是，心理学突出以它为重点的
历史走向，仅仅是历史众多合力中的一个非常隐性的可能。我们不妨看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小说里有一段长篇讨论，探讨战争的成败究竟决定于何因。小说里写到，战争不是由一个人决定的
，拿破仑也无力掌控历史的走向，而是无数的自然的、人文的综合力量一起作用而生成的。从这个意
义上讲，托翁提出的历史走向观，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并且通过他的文学塑造给人以信服的说服力量
。可以说，心理学的探讨，很多情况下与观望者的视角和立场有着很大的关系。《战争与和平》中，
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身为俄罗斯人，把拿破仑描绘成一个小丑一样的凡夫俗子，竭尽讥讽之能事
，而在法国作家雨果的笔下，如他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拿破仑却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我们中国对拿破仑的立场，也因为从五六十代对苏联史学的追随到接受西方历史学的嬗变，拿破仑的
形象也实现了从小丑到英雄的转变，特别是拿破仑对中国的睡狮的预言，更使中国人对拿破仑有一种
惺惺相惜的意味。由此看出，同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的观看个体的扫描下，会呈现出完全对立
而迥异的纹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对历史的心理学描述必然受制于作
者的观看立场，使得作者对心理的探讨只能代表一家之言，显然与历史真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不
管怎么说，能够从心理学这个维度，帮助我们从一个崭新的层面，观看世界历史的细部与沟回，毕竟
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阅读体验，更让我们获得了与众不同的富有价值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
不失为一本富有趣味性与新鲜感的心理学兼历史性双轨制著作。
6、《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的作者是意大利著名的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他惯用哲学、心
理及历史等“文化十八般武器”，做人性的探究。本书便是其典范之作，是本难得的好书。这本书好
就好在它不只是病理分析，而是着力于诠释偏执狂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及意义。他笔下的“疯子”
，在我看来就是一桶烟花。然后他告诉你他论述的不只是烟花的知识架构与属性，还有它的社会意义
与秉性；他还要告诉你他论述的不只是烟花的质地和质量，还有它的安放地点和空中姿态；他告诉你
他要论述的不只是烟花的历史和现在，还有未来与“周边”。烟花般的偏执狂，如果失败，如希特勒
，就像是放在历史审判台上的烟花，如果成功，则如斯大林，就像历史庆功宴上的烟花。总之，它们
都会被历史记住，在历史在天空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疯子”们的生命也
都是“怒放的生命”!本书阐述说，偏执狂并不能简单视为一种心理疾病。若要一定当它是一种心理疾
病，那它也实实在在的滋生于每个人的心里，有如精神的寄生虫，或抬头，或潜伏，扮演与心灵的另
一半天使相对的魔鬼一角。这是从个体心理分析而来的，而其实偏执狂的这种特性却更适合放到群体
心理特征分析中去。书中提到尼采在其《善意的彼岸》中说：“在个体中，疯狂是罕见事物，但是在
团体、党团、人群、时代中，它是惯例！”人类的疯狂，偏执狂的疯狂，唯有放大或凸显时，才会如
此触目惊心，犹如人类的噩梦。而本书雄辩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罪恶，个案分析和例举了法西斯比如
某些不法教会组织等。本书呼吁和警示人们去预防这种群体的癫狂，以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学者申荷
永，也是鲁格·肇嘉的朋友。他说：这本书便是一部醒世录。作者还进一步论述说，偏执狂们的群体
领袖，便是“心理防御大师”，他向其思想受众传授一种心理架构，从而促使他们内心失衡，并将其
心理失衡原因归于另一个群体，或归于一位“表征一个异常综合体”的个体。它就是所谓的“被倒转
的心理治疗”。（作者还特别提示，考虑后果之严重，对其研究的欠缺简直是灾难性的。），而它消
失则只能直到“它被过度所唤起的反应”强烈到足够压倒它。你要看清一件事物，有时得借助显微镜
将其放开。同理，要做人及人性的研究，这时候最好不要选择普通人而是要选择偏执狂来做研究，因
为偏执狂们无一不是膨胀、放大了的普通人。本书对这种“人类的内心膨胀”的研究是从内向外，从
本位特征到表现形式开展的，从肉眼到显微镜，可谓是细致周到、深入浅出、有根有据、活灵活现！
你要看清一段历史，或许还得借助另一面镜子。历史远去，尘埃落定，我们如何重返现场，“拣尽寒
枝”呢？本书启发我非得戴上望远镜才行。它可以将时空拉近、聚焦、扫描甚或重现你原本以为模糊
渐至不清甚而永将消失的一幅幅历史图景。本书将我所形容的这种特殊望远镜的焦距调适得相当恰当
，恰当得能让你看到，在广袤历史的长卷中，偏执狂作为一颗原子弹，如何在大地上一声巨响之后腾
起一朵巨型蘑菇云的。你要看清现实（包括社会的现实与自身），本书启发我还得用到另外两面镜
子----一面哈哈镜，一面普通镜子。哈哈镜，让你在与枯燥的生活对视中发笑、开心。普通镜子，则
让你可以正视自身的爱恨优缺与荣誉得失。本书就赠予了我这两面“尚方宝镜”，它有意思地阐述了
“疯子们”的源起、生存状态、发展形态和各种影响，又总会让你想到自身。当你要提升自身时，也
不妨看看这本书。虽然它不是成功学。但是相比于当下泛滥成灾，一味铺陈经验、鼓吹方法的所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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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学，要高明得不知多少倍。说到成功学，我认为本就绝少有人能成功定于成功，然后，也绝少有人
能从心灵的本源来探讨成功的意义与价值。而本书从不提成功两字，却能教会想成功之人怎么去发现
自身心灵的秘密，去发掘隐藏的潜能，去发扬烟花即使知道自己终会澌灭仍然敢于绽放于绝美的时代
夜空的独立精神。这本书之所以能收到这种效果，主要跟作者选取的视觉有关。作者选取的角度很独
特。就像众人看一朵花都是从花上面看，作者鲁格·肇嘉却是蹲下来从花阴下面看。人性的阴暗面有
如偏执如果利用得好何尝不是一种可贵的能量。偏执，最直接的体现是排除了外界干扰，可以让人更
加埋头于偏爱的事物上以为之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这样的人自然也更容易收获更多甚或可以改变更
多的世界。最后要说说作者的叙事。作者叙述时结合的元素很多，历史学、荣格心理学、哲学、神话
学和战争学等学说在他论述时信手拈来又合适贴切。有经验的写作者知道，这种大杂烩的写作方式需
要超丰富的知识水平和极强的文字驾奴能力，，也需要很强的&quot;个案&quot;分析和综合表达的能
力，还需要把发散思维和演绎思维结合到极致。以至于你读它，竟像历经一次远征般的旅行，有脚踏
云彩、神游各方之感；以至于你读它，又像是在吃“满汉全席”，有饕餮美食，大快朵颐之味；以至
于你读它，就像置身于一个大课堂，里面有一个知识渊博而亲切可爱的教授在给你讲关于偏执狂这种
“黑暗传说”的特殊人类的一千零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展现的绝妙历史图景，有如彩虹、烟花和万花
筒，美丽而多变，你像个孩子一样去细数着，不想错过任何一种色彩组合，却似乎永远也数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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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偏执狂》的笔记-第397页

            理解邪恶
    在《福音书》的高潮段落中，基督请求原谅迫害自己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这
些话语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偏执狂也被称为“迫害综合症”，并且对偏执狂欠缺觉知已经重创了这
个世界。我们能否原谅隐藏在每个历史角落中的他们的罪行——就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在原谅之前，我们需要去理解、宽恕。宽恕是个体的两难困境。相比之下，努力去理解偏执狂，而不
要参与其中，是我们所有人的任务。
    弗洛伊德说，人人都受到“心理学”这个词的激励。人人都知道这个词牵涉心理，每个它是航空工
程设计，他们会把它留给与飞机打交道的人。既然它牵涉心理，每个心理都想加入讨论。我们感受到
对心智失常真正的好奇，我们询问精神科医生：“你能否向我们解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受？”就偏
执狂而言，情况特别复杂。许多人在其中识别出自己曾有的意念或感受，但对谈论它们感到尴尬。
    我们感到：偏执狂的毒害——无论其剂量是多么低，无论它怎样潜伏——仍能够涉及我们全体。所
以我们尝试去改变主题，并使它清晰：是的，我们可能感受到它，但那都是过去的事。那么，集体偏
执狂是什么情况？那也是过去的事情，它涉及其他民族或其他时代。我们尝试通过把病理投射到远方
，来摆脱自己的尴尬，但就像之前指出的，投射自身就是趋于偏执狂的第一步。每个否认都有一副双
重面孔：一方面，它是潜在的邪恶同谋；另一方面，它表明我们感受到它的在场，并且尝试去防御我
们自身。

2、《偏执狂》的笔记-第9页

        埃阿斯仅感兴趣于一个事物：被承认是最强者。既然他仅感兴趣于一个事物，既然他的人生仅仅
与此关联，他的人生就是孤单。他的思想总是孤独。但是，人际与兴趣的缺失有悖心灵的本性，心灵
便会有满足空虚的反应。现实中被拒绝的存在，渐渐在心中重新出现。拒绝成为现实，则化作噩梦与
强迫，成为猜疑。人所想要拒绝之物，则依此姿态成功返回。埃阿斯的心智生命是一个随时会爆发的
郁积怀疑。

3、《偏执狂》的笔记-第407页

            独裁者
    俗话说，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或许我们应当补充说，意识形态使心智
僵化，绝对的意识形态使心智绝对僵化。心智的形式导致一种意识形态特别具有迫害性，而不仅仅局
限于内容。通过释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锻造了会为它自身
带来死亡的疾病之一。
    除了在偏执狂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性僵化之间的循环论证关系，在暴政与偏执狂之间也有一种循环论
证关系。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既因为偏执狂经常促成篡位者涌现，也因为绝对权力反过来再次唤醒领
袖的偏执狂易感性。因此，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心理病理观点是对历史分析的补充。
    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其中第一位较少客观破坏性，这归功于我们称为“白色传奇”的“意
大利人是好心肠的”。意大利人这种“解除自身责任”的非批判性倾向，受到历史研究的挑战。意大
利法西斯主义是否在本性上比德国纳粹主义较少破坏性？墨索里尼确实有较少的技术、经济、社会的
破坏手段。这有其后果，但那不是要点。墨索里尼确实表现出一种全能、自我中心、经常轻浮且虚假
的性情。但它不是实质上的偏执狂。他的偏执不必然更健康。然而，它不是一种不间断地自我喂养的
“自养性”力量。墨索里尼的资产阶级化、他外观上的饱足与他掌权时在军事上的毫无准备，都很可
能部分地关联于这一点。这个独裁者舒适地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中，而不是坐在每个偏执狂身下的那种
斜面上。然而，我们的研究使我们理解了关于墨索里尼的另一件事。他完全知道我所说的“偏执狂回
报”和“潘达格斯回报”。当墨索里尼放弃社会党人的中立主义而支持意大利加入对奥地利的战争时
，他就知道，大多数国会议员和大多数民众是反对他的。他成功地传播了一种心理感染，直到出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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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死亡。到那时，谁是少数者群体或多数者群体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人人都想参与。对于重要决定
来说，轻视社会、议会及多数派是可行的，墨索里尼认为这正是对这一观念的证实。

4、《偏执狂》的笔记-向西，再向西

        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本加厉的继续。然而，在太平洋进行的则是另一
场战斗。以上两段引言的第一段证实了这一点。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布莱梅是澳大利亚人）来说，在
某种意义上，它是边疆冲突、印第安战争和种族之间战争的继续，它在全体人民的无意识中，经常调
动起一种偏执的不信任及种族灭绝的冲动。今天，这看起来几乎难以置信。但是在战争期间，人们或
多或少都会同意。美国海军上将哈尔西（William F. Halsey）曾经说：“仅有的好日本佬是一个已死了6
个月的日本佬。当我们到达东京，我们将在东京的曾经所在（“where Tokyo was”，暗指东京届时已
消失）举办一场小型庆祝会。”[Dower, 1986, p. 79.]他从不曾放过任何机会，称日本人为“愚蠢的动物
”或“猴子”。[同上，pp. 85 and 125. ]
不断向西推进边疆，曾一直是美国历史上不变的特点。当针对日本的战争开始时，美国的外围已经到
达夏威夷（这场战争之后它确实被归入美国，成为联邦的第50个州）。凭借战斗，边界一个岛屿一个
岛屿地逐渐逼近日本群岛。

5、《偏执狂》的笔记-第172页

              弗洛伊德与布利特合著了一本被广泛阅读的书，书中介绍了一位博学的、世界主义的美国外交
官曾随威尔逊在凡尔赛谈判期间工作，他们有一次戏剧性的争吵。书中认为,这位美国总统的内心缺乏
一种现实的男性品质，因为他从不曾令自己摆脱自身对“父亲”和“自己对父亲认同”的服从。
      当被任命为总统时，威尔逊对英国大使说：他将教会拉丁美洲如何选举出好的政治家。他的乐观主
义经常表现为“自大狂”以及现实的“谬误预设”。他有一种优越感，这使他如同对待一个未成年人
般地对待美国以南的整片大陆。威尔逊确信，他拥有一种“原初启示”：不是政治家中间常见的隐喻
，而是被直接理解的字面意义。沿着这条路径前进，他终于为自己设定了摩西的角色：在他的领导下
，欧洲就能够抵达民主政治希望的彼岸。然而,遗憾的是在工作过程中，这些角色被反转，他不是领导
，而是最终被欧洲的玩世不恭引导。关于自己的信条，他缺乏“自我批判”，这很可能是一种盲目的
延续，那种盲目使得他能够把自己的童年和父亲形象，保留在理想化的记忆空间中。执着的偏见，是
所有偏执狂的先决条件，威尔逊的内心具有“积极蒙蔽”的特殊形式。他是如此坚定地相信自己得理
想的有效性，这使他认为：它们能够被实现，并能够强加给他的同盟者。当情况很清晰地不是这样时
，威尔逊得反应是：否认及逃离现实。

6、《偏执狂》的笔记-第45页

               从正常意念滑向偏执狂意念，从个体偏执狂滑向大众偏执狂，经常由“取得特别的社会成功”
的人物所引发。适应性最强的偏执狂姿态，即“‘最具推理性’的疯狂”，不仅难于被归类为心智失
常，还经常被赞美及模仿。它们是一种貌似积极的心理感染的客体。已经在偏执狂中频繁发生的自大
狂，在此被人群强化——被领袖人物利用。非常不同于其他心理病理的是：这些人生似乎并不失败，
而是属于一个个的成功故事：一种特别成功的“邪恶之防御机制”的故事。成功的偏执狂教导人群：
“邪恶的是他人”，比萨特本人更萨特。
       对于追随偏执狂领袖的群众来说，偏执狂领袖不仅是一个宗派或政治团体的首领。内在地，他更
是一位“心里防御大师”。他向普通人传授他们所不具有的一种新的心智建构。被蒙蔽的群体的每位
成员，借助把自己的不平衡归于另一群体，或归于一位“表征一个异类综合体”的个体，而重新获得
暂时的平衡。尽管基于虚假的前提，这个“被倒转的心理治疗”——考虑到其后果，对其研究的欠缺
是灾难性的——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只要它有一个敌人可去攻击，并且直到“它被过度所唤起的反应
”强烈到足够压倒它。

7、《偏执狂》的笔记-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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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总统心烦意乱，因为把菲律宾归还给西班牙是不体面的，但若同意该岛自治，就可能导致比
西班牙管理更糟糕的情况出现---既然那里完全没有白种人，自然而然地，他们也就没有能力自治。在
此之前，麦金利不曾想到菲律宾群岛会被纳入美国属地。但是，这天上掉馅饼般的事实使麦金利不安
，他在与许多政治家商议却毫无结果后夜不能寐。他在自己房间里徘徊，后来不禁跪下再上帝祈求启
示。虽然总统承认自己不记得启示的内容，但上帝确实启示了他。

8、《偏执狂》的笔记-第63页

        
在人类冲突中，力量差异总是鼓噪出狼一般的侵略。如同在狼的寓言中，在更强势的个体的无意识中
，也倾向于最初就决定要攻击。然而，自从基督教扩张以来，特别是自从开始讨论国际法以来，已经
变得有必要为攻击较弱的敌人找到形式理由。这个任务被托付给偏执阐释，它授权“先发制人地攻击
”：本质上，它接纳了来自法治国家的冲动，而国家本来应当防止它。

9、《偏执狂》的笔记-第63页

        从他的第二次航海开始，哥伦布对土著人的描述开始具有不信任的特征，出现“投射”及“怀疑
”。这时，他鼓动暴力对待土著人。他要求西班牙派兵，作为攻击土著之用。依据某些估计，1492年
当西班牙人到达时，在海地生活着110万泰诺人（TAINOS）。另有估计，人数可能高达800万人。
到1507年，土著人仅剩6万人。到1520年，土著人还余1千人。几年后他们就灭绝了。

10、《偏执狂》的笔记-第44页

               鼓励“发泄谴责、发泄一种敌对的人生观或者发泄把自己视为痛苦的受害者之感受”的任何人
类努力，都能够吸引有偏执狂气质的个体：向他们淤积的沮丧及渴望提供理性化的发泄途径。这些个
体重的某些人，或许会成为宗教或政治运动的领袖 。从而，他们可能被视为有超凡于理解，他们的心
理问题被忽视，他们被视为特殊人类。“偏执狂反应”被定义为一个疾病组群，仅仅是一百多年的事
。只是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学者及精神科医生才开始讨论该可能性：他们在“全球政治、群众运动、
大规模暴力及苦难”中扮演角色。人类是需要进行区分的，这一区分很可能超过我们的认知，比如偏
执狂精神病患者与真实的令人鼓舞的领袖。

11、《偏执狂》的笔记-第358页

        

12、《偏执狂》的笔记-第9页

        在戏剧开始之际，那无可挽回之事已经发生。
埃阿斯知道，结局即将到来，并相信自己会胜利。凭借无可匹敌的力量及勇气，他的战盾（arm）已
经完成了勇士的职责。他已经彻底击败敌人。为何敌人的毁灭不可以是他的胜利？他的战盾随其心思
，随其心思而来的是怀疑。从那时起，他放弃了事实及理性。

13、《偏执狂》的笔记-第136页

        wwwww 难道说第一个声称要吊路灯的人竟然是茨威格吗！！

14、《偏执狂》的笔记-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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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在古代寓言中，狼绝不怀疑自己能够吞食羔羊。但是，他必须适度地支付代价，即他必须
证明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使之公正”。因此，他首先诉诸于受害抱怨，然后诉诸于形式逻辑，最后
诉诸于偏执狂：唯有它能够结束那一对话。狼首先说：“你在搅浑我的水。” “那是不可能的，我们
是在同一条溪流中喝水，但是在你的下游。”“但一年前你说我坏话！”“不，狼先生：一年前我甚
至还没出生。”“如果不是你，那肯定是你兄弟。”狼性偏执狂不仅幻想出弱者的错误，还把它们视
为原发罪行，从而把自己的侵犯转变为“已经被其归于弱者的邪恶”之结果。

15、《偏执狂》的笔记-第4页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两头狼，一头代表贪婪、强迫、嫉妒、猜疑、自恋、自大
、偏执与妄想，另一头代表责任、勇气、宽容、善良、自知与自觉、理解与智慧。而我们每个人都要
面对的问题是，哪一头会长大呢？曾有智者回答：“长大的是你去喂养的那一头。”

16、《偏执狂》的笔记-第5页

        若是谁说压抑和束缚导致了精神疾患，正如精神分析早期个案所揭示的事实，那么，表达与自由
（例如自由联想法）便是治疗的努力；若是说冷漠、贪婪、恐惧导致了人格分裂，那么，亲情、宽容
、勇气便是一种治愈；若是说自恋、自欺、自大滋生了偏执与妄想，那么，自知、自觉、自明便是疗
愈的希望。

17、《偏执狂》的笔记-第4页

        在我看来，从夏桀、商纣到秦始皇、朱元璋⋯⋯类似的偏执狂本来也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

18、《偏执狂》的笔记-第345页

        
如同希律王对待那些可能长大成人的儿童，这个海军少将预防性地对待可能恢复的伤病者。对于卡尼
来说，攻击医疗船是必要的“先发制人防御”。他是第三舰队的指挥官，但他研究了费德鲁斯
（Phaedrus）寓言中的战略。狼对羔羊说：“我要吃掉你，因为无疑你诽谤我。即使你不曾，在将来
你也可能诽谤我，所以无论如何应该撕碎你。”医疗船所承担的错误，可能来自“循环论证”的起源
，也可能是它的结论，随便你怎么说，就不要让它们浪费时间了，因为卡尼已经决心杀死船上正接受
治疗的病人。

19、《偏执狂》的笔记-第271页

        让我们暂停，去考量一下这份文件。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历史讽刺，或至少我们正讲述的那段历
史的讽刺；世界上最多疑之人的伟大政治生涯，被构建在两文件之上，而由于他们的波谲云诡，围绕
他们爆发了一个冲突。第一个是所谓的“列宁遗嘱”，第二个是尼基塔 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第20
次代表大会报告”。

20、《偏执狂》的笔记-第17页

        世界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奥秘。既然上帝之眼已经停止了代表我们去细致审查它，我们就变得有
必要去自问问题，并提出假设，而在过去这经常是多余的。偏执狂所不停地制造出的因果关系，在最
初是一个对某种正当的“去理解”之需要的正当响应。只是逐渐地，它们失去了均衡感，变成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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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被上帝---它们替代上帝---授予的真相。这时，被私人化的神圣声音，开始不再是神学篇章，而是
成为精神病学的篇章。

21、《偏执狂》的笔记-第195页

        在战败帝国的心中，“战胜者的蔑视”---在凡尔赛发明的对战败者的那冷嘲热讽--开始被视为“
很早被策划，但最近才被动用”的敌意计划的逻辑结论。就这样，失败者逐渐转变为受害者。

22、《偏执狂》的笔记-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全面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所使用的口号也是边疆战争的延续。所以，美国军队最终不如在欧洲前线
那样自律，而是像在美国的远西区那样残忍。常见的做法是杀死俘虏、伤兵、医院里的病人和救生船
上的幸存者。[Ferguson, 2006, p. 545; Dower, 1986, pp. 52 ff. ]如同第7章及第10章开头所提及的：美国参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惩罚德国，对德国潜艇的攻击已经扩展至对全部船只，甚至驶往英国的商船。
伍德罗·威尔逊在给国会的战争咨文中，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点：
    有一瞬间，我无法相信：至今都同意文明国家的人道主义政府事实上会做出这种事情。现在的反对
贸易往来的德国潜艇战争，是反人类的战争。[Wilson, 1917, pp. 1 and 2.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事领袖也对人性宣战。他们认为，击沉驶往日本的任何船只[Hastings,
2007, p. 268. ]——甚至医疗船，都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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