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落意識：團體中的小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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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許多年輕人而言，進大學常常是他們的第一次離家經驗。在一個陌生的新環境中，大學生自然

而然與和自己背景相似的同學聚在一起。畢竟，找出自己的同類還是比較容易的。喜歡喝酒、抽煙、

參加派對的學生，不太可能與喜歡在圖書館唸書、在實驗室做實驗的人在一起。 

雖然大學號稱可包容各種觀點和族群，學生仍喜歡聚集成一個個小圈圈。同一圈的成員可能不願

意與「圈外人士」交往。有時候，為了測試新入會者對團體的忠誠度，會刻意戲弄設計該學生，這些

戲弄包括要求新入會者忍受或表演一些難為情的行為。 

大學部落是校園生活的基態。但是，透過這個觀察，社會學科學家卻因此更了解人性中難以捉摸

又根本的一面：人需要團體歸屬感。大學部落可使我們更了解部落心理的運作方式。更了解部落意識，

就會更知道這個世界？什麼或如何分分合合了（不管是顏色、教條、階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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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少意識到自己已經加入了部落。這種加入團隊的過程可能很快速，而且通常是潛意識作用之

下而加入。當加入一個團體，會不由自主接受該團體的偏見和價值觀。生物學家羅伯特．薩波斯基指

出，人們欣然接受與團體間相互對抗的行為，即使這種對抗行為是顯然不理性的。 

大學時期，因為文學院學生的科目多為抽象而不具體的，理學院學生常因此輕視文學院學生，而

稱他們「不切實際的傢伙」。大學畢業之後，這一類的優越感還是存在的。律師和醫生較看不起工程

師和建築工人；即使木匠的薪水比上班族的高，白領階級的人仍然認為自己比藍領階級高一等。 

這一切都歸結到一個事實──人類需要歸屬感。與團體產生關聯會使我們有安全及穩定感。另一

個生物學家彼得．理雀森提出另一觀點，人們覺得明確定義自己的角色是必要的。在團體內，人們才

能確認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對自己的期望。就如同狼群一同覓食、鳥群共同飛行，人類的天性就是

要生活在團體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