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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可或缺的常识    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来临，我们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似乎无所适从，每一个
人都被告诫要成为专业人士，而与专业的文化个性对应的是局部、分裂、边缘甚至是晦涩。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开头就说：“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智慧的世代，也是愚
蠢的世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
，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面前好像样样都有，但又像一无所有；我们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便入地狱。
”    这段文字也可用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处境。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知识与经济一体化的时代逻辑。
    100多年前，黑格尔就指出，文学和艺术在未来技术社会发展的命运是悲观的。
他认为未来的人们在技术发展后似乎不再需要“美的艺术”，而需要能满足感官享乐、心理刺激的商
品化的消费艺术。
    这一论断与现实是如此令人惊异地相合。
    当今颇负盛名的法国哲学家利奥塔，也以他如诗般美妙而又隐晦的笔调描述了信息时代人文知识分
子的“死亡”。
    但专业对博识的谋杀则始于知识与经济的联姻。
20世纪后期的“文化产业”的兴起，同时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切知识都可以通过信息化获得
文化的表达方式。
知识第一次成为了被经营的对象，被管理的对象，乃至是利润的来源。
于是很多的知识分子在产业的驱动下参与了知识分工的工作，那种“真正能打通文史哲、学贯古今的
‘大家’越来越少”。
在当下，如果一个物理学家去读文学作品，一个诗人去读科普，甚而去尝试表达与创作，就会被人们
认为不务正业。
    于是，我们的文化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局限在自己的学科里。
很多文科知识的常识变成了不同学科人忌讳的领域，甚至开口即犯错。
    国学大家马一浮先生在总结古代学术时曾主张“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认为“诗、书、礼、御、射
、数”是我们古人作为知识分子应当掌握的东西。
这揭示了我们古人对博学与实践的倚重。
西方哲人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文学与思想，其实是对于世界的同一种构造的不同面相。
”说此话的人一定对文学与哲学都有着很高的造诣。
    《每天学一点常识书系》策划出版是立意于让更多的人打破学科壁垒，推广学科常识。
我个人认为掌握与弄通基本学科的常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常识能提升人的文化素
养，改善一个人的文化形象。
人文学科本来就没有很严格的区分，而掌握更多的学科常识对于我们成为一个有文化素养的人很有意
义。
这虽然未必是我们对知识分工所带来的局限作抗争，但不同的学科常识使我们更能成为一个丰富而有
趣的人。
这不免使我们想起培根先生那段著名的论述，“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
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运动来改善一
样。
这些话语所蕴涵的深刻含义，令人咀嚼不尽。
    其次，常识蕴涵着真正的智慧。
我们知道，常识是最基础，最普通，进而也是最易被人接受的知识。
它实际上蕴涵着这个学科的智慧与精髓，但因为是“常识”也最容易被人忽略与忘记，由此也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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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容易犯常识性错误。
常识就像大厦的地基，没有地基的牢靠终究建成的是空中楼阁。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太多的常识的回归，无论是学术的还是工作与生活的。
单向度的经济追求使我们迷失了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学科的常态，而恰恰常识所隐含的智慧会给我们以
现实的校正。
    最后，常识要用常识的方式来叙述。
这是一个轻松阅读的时代，出版者作为知识的经营者必须照顾到大众渴望轻松、愉悦的胃口。
《每天学一点常识书系》包括学术普及类与大众生活类两个门类，学术普及类诸如《每天学一点历史
常识》、《每天学一点文学常识》、《每天学一点哲学常识》、《每天学一点美学常识》、《每天学
一点管理常识》等，大众生活类包括《每天学一点法律常识》、《每天学一点心理常识》、《每天学
一点科学常识》等。
这些常识的讲述以知识结合故事为主，重点在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将学科常识经过梳理、选择、确立后
分不同角度撰写。
每小节的常识点1500字左右，使我们在轻松阅读中获得最精良的文化滋养。
    基于此，我愿意写下以上的文字忝列为序。
    明月    2011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每天学一点历史常识>>

内容概要

　　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事例。
　　管理不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人人触手可及，知识+故事，轻松悦读。
　　当我们翻开书，去努力寻找时，才恍然发现，那些常识性的知识，是我们学习、工作、生活所必
需的基础知识。
常识是最基础酌、最朴素的，但同时也是最丰富、最深刻的。
《每天学一点常识》书系立意于打破学科壁垒，推广学科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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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楷模——周公    在中国历史上，周公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凭借一本《周公解
梦》，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赚足了人气。
作为一位政治家，周公在武王病重以及辅佐成王期间表现出的忠诚与恪尽职守，给后世为人臣者做出
了典范。
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也备受称道。
另外，周公在教育子女方面也煞费苦心，把儿子伯禽培养成为一个很有作为的人。
    武王伐纣归来，由于过度操劳，身染重病。
武王想把位置传给能干的周公，周公坚决不接受。
他考虑到当时的环境的确离不开武王，非常希望武王能尽快好起来，为此他虔诚地向祖先为武王祈祷
，祷词的大意是：“先王啊，你们的长孙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在天上斥责他不应该背弃人民，那
就让我代替他去死吧。
我既有仁德，又温顺，还多才多艺，这种性格最适合侍奉鬼神。
你们的长孙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
”尽管周公真诚祈祷，并没有使武王彻底痊愈，一度好转之后还是病故了。
但在当时崇尚迷信鬼神的时代，周公甘愿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武王的生命，他的忠诚无私日月可鉴。
    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即周成王。
此时正值国家初建，政局不稳，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年仅十几岁的成王很难应对。
后来爆发“三监之乱”，周公进行征伐，诛杀了兴乱犯上的武庚与管叔，将蔡叔发配，最终平息这场
叛乱。
其后，周公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周人天下。
他建立了一整套奴隶制的统治秩序。
传说他制礼作乐，完善了典章制度，将整个周朝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
    周公不仅对周王室忠心耿耿，还要求儿子像自己那样忠于职守。
周成王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在伯禽去鲁国赴任前，周公告诫他说：“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受封于
鲁国就变得怠慢、轻视人才。
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又身兼辅助天子的重任，我的地位应该不算低了吧。
可是，我还经常在洗头发时，要多次停下来，用手握着头发去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去
接待宾客，我这样做还唯恐因怠慢而失去人才。
那些拥有天下的君王，都是因为具有了这些美德才获得如此显赫地位。
反之，不谦虚谨慎的帝王必将失去天下，甚至身败名裂，桀、纣就是这样的下场。
你要吸取他们的教训啊！
”这就是著名的周公诫子。
    作为人臣，周公能做到忠心耿耿，尽心尽职；作为领导者，他能礼贤下士；作为人父，他对教育孩
子颇有心得，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因此后人称他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楷模。
    创办大众教育的先驱——孔子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你出身名门望族，还是来自社会底层，能够接
受教育均被视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在春秋时期，底层民众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们被远远地排斥在教育之外，接受教育只是统治阶级集
团的专利。
而打破这种贵族垄断教育特权的功臣，当数我国的教育先驱——孔子。
    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发展教育事业，成就卓著，据说培养学生三千多人，其中精通六艺之学者
就有七十二人。
他能够因材施教，注重兴趣在学习中的作用，善于用启发诱导的方法教育学生，所以教育的成就很大
。
由于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被尊为“万世师表”。
    孔子在教育上的最大贡献是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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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末期，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制规章、典籍文献以及祭祀典礼用的礼器全都掌握在官府，普通百
姓根本无缘接触。
由于当时的学术与教育均被官方所把持，所以这种教育制度也被称之为“官学”。
据一些史学家考证，孔子在当时大开私人讲学之风，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观点，即不管什么人都可
以享受教育。
这种观点的提出颠覆当时“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使教育权利下移，让普通人家的子弟也能接受教
育，开创了教育新格局，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孔子还在私学开创了许多新的教育方法。
他很注意对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即“因材施教”。
如有一次子路和冉求都向孔子提出了“听到朋友穷困是否应该马上送些财物去帮助他”的问题，由于
二人性格迥异，子路好胜而冉求怯弱，孔子就根据具体对象给出不同的答案，要求子路最好跟自己的
父兄商量一下再做决定，而要求冉求立刻给朋友提供帮助。
    孔子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观点。
尽管有学者以此批判孔子这种观点带有歧视劳动人民的意思，但孔子的这种主张在后代知识分子中间
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国家也通过这种方式选拔了大批有用的人才。
    孔子打破了旧有的“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
他广收门徒，认真进行教育实践，为社会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不愧为中国平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
直到今日，孔子的许多教育经验与方法对我们仍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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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雷、宋烨编写的《每天学一点历史常识》以知识结合故事为主，重点在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将历史常
识经过梳理、选择、确立后撰写。
每小节的常识点1500字左右，使我们在轻松阅读中获得最精良的文化滋养。
    书中，风起云涌，古往今来；人物、史事、典故，总有你想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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