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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识的巴比塔（代序）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主任 戴兆国教授在历史老人面前，人类总是炫耀
着自己发现了什么，掌握了什么，并宣称已经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大厦。
这种自诩而豪迈的态度在科学盛行、信息膨胀的时代愈演愈烈了。
各种确定性的知识被做成一块块真理之砖堆砌成了一座知识之塔。
人类站在塔的各个地方，高兴地欢呼着，他们在一步一步接近天国的位置。
殊不知，人爬上知识之塔以后，就开始离开他们生活世界的土地，并且越来越远。
构造精巧的知识被分门别类地安置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甚至存进光盘里。
一代一代地在老师和学生之间传递。
知识之树繁茂异常。
有一天，狂风吹来，向四方伸长的树枝相互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
大树剧烈的摇晃，震颤，知识之果一个个地落在土地上，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风越来越大，树根开始摇动，随着天崩地裂的呼叫声，知识大树轰然倒塌。
知识之塔也分崩离析，变成一堆真理之砖的废墟。
历史老人从狂风中走出。
他捋起长须，捡起地上的真理之砖，摇了摇头，叹息道：“这些人，只知道建塔，却从不想想它的根
基是否牢靠，向往天堂的心遮住了他们的眼。
”说完，转身回到了时空的风洞中。
是啊！
人类在拼命构筑知识大厦的时候，就根本不去认真思考知识的边界在哪里？
哪里是知识的家？
哪里是人自己的家？
真的有彼岸世界吗？
真的有理想之国，有天堂之城吗？
也许人类永远不能清楚地回答。
这是人类的自我限度之所在。
人生来就有他的天命，这天命纯然来自于一种偶然的际遇。
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准备好的，也不可能都准备好。
人生的旅途中充满着不测和艰辛。
新的生命，一个儿童是不会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又要做什么⋯⋯儿童单纯地
快乐着、开心着、伤心着、难过着、喊叫着、歌着、舞着、唱着、跳着⋯⋯儿童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
界，呆呆地、怔怔地、莫名地、傻傻地、若有所思地、奇思怪想地、出人意料地⋯⋯儿童不停地发问
，疑问是他们的天性，也是人的天性。
疑问带来困惑，带来痛苦，甚至是孤独，这就是儿童的天命，也是人的天命。
人的天命源自于儿童的天命。
当我们渐渐离开儿童的生活，走向知识的途程，我们便开始了通往巴比塔之旅。
在人类知识创造的过程中，我们发明了、发现了、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有科学的、非科学的，思
想的、非思想的，积累的、非积累的，单一的、非单一的，形上的、非形上的⋯⋯其中主要的知识都
是为了不断增加人类生活的福祉，只有少数知识是反其道而行的。
但是这些知识究竟帮助人类改变了什么呢？
我们不妨环顾一下周围的世界。
原先这个绿色的星球许多地方被城市的建筑物所覆盖，在星罗棋布的城市之间，网络般的道路也布满
了田野山川。
这些人类制造的生存空间和交通的道路，都是用人类提炼的钢筋混凝土浇筑其上的。
原始的自然状态被这些厚厚的铁壳所覆盖，人们坐在自己制造的汽车里来回地奔忙着，休息的时候就
住进钢筋混凝土的住宅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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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被人类远远地隔开了。
这些物质的东西覆盖的是地球的绿色，那些所谓精神休闲的东西则直接取代了人类的精神活动。
在这个物质膨胀的时代，我们无需思考，无需照看自己和孩子的心灵，因为社会的每个缝隙都被各种
物质的、准物质的、冒充为精神的东西所占据，填塞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生存的物质空间被占满了，失去了生机，我们依赖的精神空间也被塞满了，失去了反思的功能。
这是个物质膨胀的年代，精神彻底的衰萎了，知识创造的道路似乎也被填堵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获取各种信息知识的能力越来越强，知识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在不断增长。
在这种增长背后，除了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教育普及也加入到知识创造和生产的行列当中，知识增长手
段的进步也是知识得以滚雪球式的发展的重要原因。
然而，与知识增长的加速度相比，人类思想的速度也在加快吗？
能够与知识信息增长的速度同步吗？
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在信息和网络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的思考速度可能是比较慢的，新知识增长的速度也很慢。
这时人的思维速度完全能够满足人们创造知识的需要。
网络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知识的创造可谓日新月异，此时，生活于其中的人思维速度并没有发生根
本性的变化。
因而在面对新知识挑战的同时，我们是保持原先的思考速度，还是要寻求一种改变思维速度的方式，
以满足创造新知识的需要呢？
在网络信息交流的各种平台上，在新闻传媒的各种介质中，在大众化的信息迅速快捷的传递方式中，
我们是否要想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或者说，我们能否做得更多一些，更快地完成更多的任务，更快地布置更多的新的任务？
这个问题可以化解为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何要创造更多的知识？
知识真的需要加速增长吗？
传统知识创造的方式是否已经过时？
知识的大众化是否意味着知识的贬值？
我们究竟需要何种知识？
何种思考方式最为适合人的本性的发展？
我们真的需要加快我们思考的速度吗？
我们真的需要同时能够处理更多任务的能力吗？
等。
这些问题实际上关乎信息时代人所生存的根本状态，关乎人类对知识考量的方式，关乎人类知识进步
的途径。
如果说人类本来的思考速度停留于某种被限制的水平，那么思考速度的改变就是很困难的。
但是，如果人类的思考速度是随着知识增长的速度而变化的，那么人类思考速度就应该越来越快，思
考得慢的人就会逐渐被社会所淘汰。
可是这其中存在一种困难，即人类的知识以及获得知识的思维都是从传统中发展而来，我们无法离开
传统创造知识，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思维速度不可能一直加快下去，否则人的生存就会变得莫测而凶险
。
人的思考应该保持一定的张力，而不是追求某种极端的速度，仅仅为了创造更多的知识，为了更快地
完成更多的任务，最终忽略了人自身的生存。
那样的结果只能使人成为知识以及根据知识创造出来的各种创造物的奴隶，变成更多需要完成的任务
的奴隶。
我们不自知的是，我们已经迈入了一种多任务的时代，这是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状况。
也就是在我们面临多任务挑战的时候，我们却又毫无争议地扮演着单面人的角色。
多任务需要人脑作出更快、更复杂的反应，当我们能够做出更快、更复杂的反应时，我们就更加单面
化，更加直白地将丰富的生命平面化、均质化。
这就是现代人的宿命，也是现代人离开自由道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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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代社会的更高、更快、更多、更强，我们还有自由可言吗？
自由在更多、更快的任务面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已经成了精神的奢侈品。
整日坐禅的人看上去很自由，但是他们却是心灵最为忙碌的人。
街市上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他们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们的生活是真实的吗？
他们在为自由而生活吗？
 人的自由本性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一种人类观念的假设？
或者说人的自由根本上就是只有通过人的行为实践才能够得到说明。
 从目前人类在观念系统中探讨的各种自由来看，其复杂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诸如政治的自由、经济
的自由、文化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行为的自由；文字表述中的自由、现实兑现的自由；被掌控的自
由、放开的自由；⋯⋯当我们不得不用各种描述性的语言来表达自由的时候，就已经证明我们陷入自
由的迷潭了。
为此，我们只有回到“人在何种意义上是自由的？
”或者说“人可能有自由吗？
”这类问题之上。
这是追问自由本质的根源所在。
分析地看，人的存在基本可以分为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精神的几种层面。
物理的是人的生存所依赖的外物的基础和人体遵循物理事物变化规则的一类身体条件；生理的是人生
命的生物性基础，主要包括人的各种活动机能；心理则是依靠前两者展示人的生命活动内在方面，主
要包括脑神经以及意识活动过程；精神层面与心理活动有直接关系，心理活动是当下的，精神活动则
是可以留存的，如思想家的心理活动可能已经终止了，但是其精神的影响却可以长期延续下去，甚至
在某种条件下还会增强。
 根据人的存在的四个方面的划分，我们就可以对其自由的状态做出说明。
物理层面的自由受自然物理运动法则的支配，生理自由受生物进化法则的控制，心理自由则受意识活
动规则的影响，精神自由是由生命的最高法则决定。
到目前为止，人类创造的知识系统基本能够说明物理、生理层面的自由如何获得，但是对于心理和精
神自由的掌握则有待时日。
人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自由困境多数是由于对心理自由和精神自由状态无法说明所导致的，只有真正
破解了心理和精神自由的秘密，走出这两个迷潭，我们才可能认清自由的本质，也才能够回答“人在
何种意义上是自由的”这类问题。
人生的进阶不是直线的，人们往往在生命的历程中遇到各种变故，这些变故可能包括难料的世事，人
生的迁变，历史风云的变幻。
在这些变故面前，人当采取何种心态应对取舍，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
从生命发展的位格来说，我们自身的品格、才能、气质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外在的事业能够成就到哪
一步，都直接关系到生命发展所显示的结果当中。
从个人的角度看，一个人的成功首先关乎自我的完善和满足，其次也要有社会历史进程带来的各种机
遇。
从社会角度看，是否多数人能够得到发展，取决于社会本身的进步和展开程度，以及为所有个人提供
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的大小。
尤其是今天这种社会，我们能否面对更多更快的任务，自由、出色并快乐地完成？
传统的儒家强调人生要遵循至简的大道，生命发展的起点、进程和目标越是简单，生命可能达到的高
度可能越高。
生命的格因至简而至圣。
真正的哲学家的生活就是思的生活，他们思天地、山川、日月、人生、历史、社会⋯⋯在思的途程中
他们发现了世界的诸多奥秘，为推动人类智慧的进阶，至简之反思便是至简之智慧；艺术家的生活就
是追求至美的生活，各种艺术形式都充满了对这个世界之美的探索和描绘，艺术家越是至简，其创造
的艺术之路便越宽敞而开阔，便越是能够引起人类对世界之美的赞叹和追求，至简之艺术便是至美的
艺术；宗教的生活也当是至简的，只有至简的心灵才能够体会到宇宙天地的空灵和悠远至深人生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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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简的宗教是充满着至爱的宗教，繁琐的宗教只会损毁人的本性，使人性沾染更多的无奈；科学也
当追求至简的目标，只有为人类生活提供至简的、方便的生活，科学才真正达到成熟的境地，复杂的
科学会对人类自身的发展造成障碍，甚至会毁灭人类前进的道路，至简之科学才是至用之科学；至简
的生活就是简化我们手上的更多的任务，让更多更快变为更少更慢一点。
至简而至真、至善、至美、至爱、至圆、至贤、至圣⋯⋯一个简单的人是可以快乐的人。
至简的人生还可以变成一种隐者的人生。
隐不单纯是让身体处在某个静谧之处，处在一个尘世隔绝的地方。
隐的真正意义上在于隐者的心，当隐者将自己的心灵置于一种孤寂的状态，隐者就出世了，就出现在
众人不经意的地方。
周孔时代的隐者、魏晋的隐者、佛徒的隐者⋯⋯他们的身影虽然飘远了，但是他们隐逸的精神却流传
下来了。
追求隐的生活可能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会出现，有时强烈，有时淡然，有时急切，有时舒缓。
求隐的心态，求得一份心灵的孤寂，避开尘世的劳烦，最终将自己融入自然当中，在自然中觅得安慰
。
“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
在自然的无尽的怀抱里，隐者获得了新生，隐者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和安然。
不过，最为真实的隐者甚至连对自然的要求都是没有的，甚至是无言的，是无行的。
瓦尔登湖畔的隐者就是这样一类人，在深山里聆听狼的嗥叫的人也是这样一类人。
可爱的人们，可敬的人们，我们何时能够保有一份隐者的心态，何时能够让隐逸的精神渗入我们尘世
的烦劳之中，我们的心就真的能够轻轻地放下来，我们就不再是物质的奴隶和精神的难民，我们就真
的能够摆脱多任务的纠缠，迈入空明澄怀之境。
知识的巴比塔矗立在历史的深处，无数的人因畏惧其伟大而拜倒在塔的面前。
在耀眼的知识光亮面前，人们匍匐低行。
人们抬头仰观之日，就是人类快乐会心之时。
我真心所愿，早点拆除这座知识的巴比塔。
自然的还给自然，人类的留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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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至今后10年、20年⋯⋯甚至更远，机遇与挑战并存，激情和压力同在，人
类文明、科技和现代化的时代列车急速飞驰。
多数人的物质期盼日渐旺盛，身心却在不断透支，幸福感被迷茫的思绪所冲淡，出现焦躁、不安乃至
抑郁等亚健康症状。
一切仿佛都在“被”着，被就业、被生活、被成功，被幸福⋯⋯作者谓之“多任务时代”。

　　在《多任务时代》一书中，作者以自己的视角，向读者描绘了多任务时代的一系列情景，呈现了
多任务时代的特征，同时，思索了种种现实生理和心理问题的根源，探究了一种可能的追求幸福与满
足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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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锋，独立从事企业管理咨询和培训工作，担任公司常年管理顾问，有关企业包括：深圳电信、大亚
湾核电集团、中国集装箱海运集团、深圳华为公司、广东雷士照明集团等。
曾出版《学会做事——从熟知走向真知》。
作者对当代社会发展带来的人的幸福感下降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的反思，“多任务”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无法逃避，只能承受，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其中寻找可能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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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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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谁偷走了我们的幸福 偶然间在网上看到来自《羊城晚报》的新闻《汪洋荐书谈幸福：为什么GDP增长
不等于社会进步》。
汪洋何许人也，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在这条新闻发布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大众就在讨论一个话题：为什么GDP不停地增长，而我们却没
有感觉到越来越幸福。
汪洋的一句“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又让我们开始反思“什么是真正的社会进步”。
社会进步与幸福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GDP的增长意味着社会总财富会增加，人均社会财富也会增多，但“人均”并不意
味着每一个个体都能实实在在的有所收获。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有0平米的住房，你的同事有90平米的住房，你的同事花钱换了一个180平
米的住房，这个看似与你无关的事件，在经济统计的时候却与你有关，因为你的同事花钱买了大房子
，他为GDP的增长作了贡献，同时你俩的人均住房面积也增加了45平米。
当然，由于你的住房面积依然是0平米，你怎么可能会感觉到幸福，也许你同事的幸福会因换了大房
子而加倍，但是幸福却不可以被平均。
 一位省委书记能够提出“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说明我们的政府官员开
始思考百姓生活的幸福评价体系。
 那么，当下的社会，我们为什么会感觉越来越不幸福，换句话说“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幸福”。
 如果我说是这个时代的高速发展让我们越来越不幸福，你肯定不会相信。
 我们审视一下周围的环境，抑郁、亚健康的流行，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究竟是我们的“精神”出了问
题，还是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疯狂”。
职场中人经常用“忙得发疯”这句话来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处在一个“多任务时代”，这并不是我们主动的选择，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我们“被多任务”。
“多任务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被”，我们“被就业”、“被失业
”、“被成功”、“被失败”，甚至是“被幸福”。
 “多任务”对于IT界来说是一种进步，一台电脑可以处理多个任务，效率大大被提高。
但是人脑不是电脑，如果让人脑搞多任务运作，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让人变得“疯狂”。
因为人生来就是一个只适合做单任务的动物，换句话说就是专心致志的做完一件事情再做另一件事情
。
可这个高速发展的快节奏时代，不允许我们这样单线程的工作。
工作中一个人同时负责四五个项目是常事，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脑上同时开着MSN，挂着QQ和飞信
，但结果是什么呢，经常会现把信息发错对象，个别男士也会把发给情人的信息发到老婆那里。
 人是不适合同时开展多任务的，人能承受的极限就是同时做两件事情，开车的人同时听广播就已经加
大了发生交通意外的概率，如果你再让他开车听广播的同时打手机或者看报纸，那无异于让他自杀。
有婴儿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实验，如果婴儿一直哭闹不止，你就把电视、广播都打开，同时再让洗衣机
也运行起来发出声音，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婴儿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因为如果让婴儿的大脑同时做3
件事情就只有一个结果，“死机”——什么也不做——睡觉。
 在我们的眼中“原始的非洲”是落后的，但那里的人却是“幸福”的在那里没有标准时间，人们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不用像现代都市的人那样，每天必须在9：00之前赶到公司打卡，否则就会被扣钱。
 为了应对“多任务时代”的冲击，人们也在思考一些办法，有人就提出了“番茄工作法”，这种方法
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把时间分配成若干个“25分钟”的单元，在每一个“25分钟”内只专心做好一件
事情。
这算是对“多任务时代”积极的应对也好，还是算无奈的应付也罢。
因为我们身处这个“多任务时代”，若想生存就要做出一些改变。
 借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你见，或不见，它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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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任务时代”已至，与其抱怨“为什么越来越不幸福”不如去“寻找可能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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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任务时代》编辑推荐：为什么iPhone和iPad的设计只有一个返回键而没有最小化功能，开启一项
新的任务就必须要退出上一个任务，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
你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幸福，是否有思考过问题出在哪里？
抑郁、亚健康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词，是我们的精神出了问题，还是这个时代变得“疯狂”？
人生来是个单任务的动物，却在这个“进步”的时代“被”多任务，究竟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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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谁偷走了我们的幸福   偶然间在网上看到来自《羊城晚报》的新闻《汪洋荐书谈幸福：为什么GDP增
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汪洋何许人也，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在这条新闻发布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大众就在讨论一个话题：为什么GDP不停地增长，而我们却没
有感觉到越来越幸福。
汪洋的一句“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又让我们开始反思“什么是真正的社会进步”。
社会进步与幸福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GDP的增长意味着社会总财富会增加，人均社会财富也会增多，但“人均”并不意
味着每一个个体都能实实在在的有所收获。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有0平米的住房，你的同事有90平米的住房，你的同事花钱换了一个180平
米的住房，这个看似与你无关的事件，在经济统计的时候却与你有关，因为你的同事花钱买了大房子
，他为GDP的增长作了贡献，同时你俩的人均住房面积也增加了45平米。
当然，由于你的住房面积依然是0平米，你怎么可能会感觉到幸福，也许你同事的幸福会因换了大房
子而加倍，但是幸福却不可以被平均。
一位省委书记能够提出“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说明我们的政府官员开
始思考百姓生活的幸福评价体系。
那么，当下的社会，我们为什么会感觉越来越不幸福，换句话说“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幸福”。
如果我说是这个时代的高速发展让我们越来越不幸福，你肯定不会相信。
我们审视一下周围的环境，抑郁、亚健康的流行，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究竟是我们的“精神”出了问
题，还是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疯狂”。
职场中人经常用“忙得发疯”这句话来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处在一个“多任务时代”，这并不是我们主动的选择，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我们“被多任务”。
“多任务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被”，我们“被就业”、“被失业
”、“被成功”、“被失败”，甚至是“被幸福”。
“多任务”对于IT界来说是一种进步，一台电脑可以处理多个任务，效率大大被提高。
但是人脑不是电脑，如果让人脑搞多任务运作，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让人变得“疯狂”。
因为人生来就是一个只适合做单任务的动物，换句话说就是专心致志的做完一件事情再做另一件事情
。
可这个高速发展的快节奏时代，不允许我们这样单线程的工作。
工作中一个人同时负责四五个项目是常事，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脑上同时开着MSN，挂着QQ和飞信
，但结果是什么呢，经常会现把信息发错对象，个别男士也会把发给情人的信息发到老婆那里。
人是不适合同时开展多任务的，人能承受的极限就是同时做两件事情，开车的人同时听广播就已经加
大了发生交通意外的概率，如果你再让他开车听广播的同时打手机或者看报纸，那无异于让他自杀。
有婴儿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实验，如果婴儿一直哭闹不止，你就把电视、广播都打开，同时再让洗衣机
也运行起来发出声音，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婴儿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因为如果让婴儿的大脑同时做3
件事情就只有一个结果，“死机”——什么也不做——睡觉。
在我们的眼中“原始的非洲”是落后的，但那里的人却是“幸福”的在那里没有标准时间，人们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不用像现代都市的人那样，每天必须在9：00之前赶到公司打卡，否则就会被扣钱。
为了应对“多任务时代”的冲击，人们也在思考一些办法，有人就提出了“番茄工作法”，这种方法
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把时间分配成若干个“25分钟”的单元，在每一个“25分钟”内只专心做好一件
事情。
这算是对“多任务时代”积极的应对也好，还是算无奈的应付也罢。
因为我们身处这个“多任务时代”，若想生存就要做出一些改变。
借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你见，或不见，它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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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任务时代”已至，与其抱怨“为什么越来越不幸福”不如去“寻找可能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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