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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悉达多拒绝了常识性安逸的生活，追求生活的真理，去苦行。
然而，任何形式的痛苦也没有让他找到答案。

相反，当肉体和精神回归宁静的某一瞬间，他领悟了一切，彻底参透了存在同时又可以不存在的人类
的可能性。
释迦牟尼选择和经历的所有行为虽然都是非常识性的，但参透的结论却是常识的核心。

经济学者不会去关心邻居的生活，而周围的人也无法知道经济学者在做什么。
一般人的经济常识只有一个：富有者该节制，无产者应自尊。

人类常识性地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
他们相信凡是能想象得到的，就一定可以实现。
探知谎言也成为可能，然而其结果是所谓的探知谎言的过程又制造了更大的谎言。

无论何时，创造新的常识都要以原有的常识为前提。
《常识的力量》告诉大家，为了创造明天的常识，我们要明确地了解今天的常识。
那才是常识。

 《常识的力量》由车炳直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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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车炳直
韩国法学界最活跃的人物。
毕业于高丽大学法学院，现任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是民主社会律师协会出版宣传委员长，曾任联合参
与协作事务处长和常任执行委员长，现作为政策咨询委员长，致力于韩国社会的人权和社会问题的改
革。

曾在首尔大学和高丽大学进行“法律和文化”的讲座，兼任高丽大学和梨花女子大学的法学研究生院
教授。

著书有《丝绸之路，流动的过去》《时间静止之处，风景的尽头》《人权》《像模像样的美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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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们也应该经常关注自己的旧衣服穿了多久，变成了什么样子。
正如每天清晨上班前自己整理衣服一样，我们也应该懂得检查精神的衣裳。
就像季节和天气决定穿衣一样，我们也要追求符合大众和所属社会的思想。
这样，才不会被贻笑大方，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生活。
探险家们征服了山的高远、路的险阻，不是在做向导。
而是以我们想都未曾想的新领域的可能性来引导我们，告诫我们：褪去陈旧的衣裳，换上新衣。
看看对自然界的探险，由此产生的敬畏之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精神的探险。
除此之外，还有干脆直接把人类的精神世界当做探险对象的事例。
那位先贤的名字叫做释迦牟尼。
当他还叫悉达多的时候，他就与常识性的生活告别，断然决定出家。
现在看来，当时的迦毗罗王国不过是一个拥有部分财政独立权的小村镇罢了。
但是作为继承者的悉达多拒绝了安逸的生活，为了追求生活的真理，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反复思索着
。
然而，任何形式的痛苦也没有让他找到答案。
相反，当肉体和精神再次回归宁静的某一瞬间，他领悟了一切。
单纯从外表来说，释迦牟尼看起来比某些人矮小些，但是却经历了比宇宙还要广阔的精神世界的洗礼
。
彻底参透了“有，非有，非非有”的人类的可能性。
至此，释迦选择和经历的所有行为虽然都是非常识性的，但参透的结论却是常识的核心。
释迦的教导就像新衣般随时装扮着我们。
每时每刻的思索和反省就像呼吸一样被生活化，并且时常更新。
这个要求是如此的平常，即使我们不能彻底地更换过去厚厚的旧衣，至少也要保持经常换穿新衣的状
态。
那么，我们究竟该何时、怎样将精神的旧衣换成崭新的呢？
如果我们还没有违背常识的勇气和现实的条件，那么至少要以更换精神世界新衣的方式来接受新的思
想。
在更换精神世界的新衣时，我们不要恐惧。
令人敬畏的探险家们已经给了我们启迪。
社会制度的急剧变革或频繁变更会引发混乱。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只是坐等，任岁月的风将其慢慢吹平。
那是因为在碌碌无为的时间的沼泽里，精神会慢慢腐烂。
而以个人通过竞争建立起的基础价值和权位来作为行事标准的话也是不妥当的。
应当向着彼此包容的方向发展。
应当试图朝着并非为了私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努力。
当然，也会有不愿换上或因能力不足不能换上精神新衣的时候。
这时，就应毫不犹豫地把它托付给未来的主人。
紧跟其后等待的是我们的孩子。
孩子不是成人的半成品。
大人们为了把孩子弄得和自己一样，往往会干涉他们的学习，就业，婚姻。
这是一种典型的拒绝更换新衣的陈规陋习。
孩子们绝不是为了重复那种人生而存在的东西。
孩子们将来的生活与我们所知的完全不同，应该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大人们不要干涉他们的“衣
裳”。
养成了更换新衣的习惯，其中新衣也应当具备相应的形态和作用。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衣服，作为精神的衣裳应该具有一个最基本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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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以人类个别性为前提的公共性。
新衣裳一定要有包含了公共利益的设计。
这样的公共性兼顾了个人的利益，因此就需要心系他人的态度，也就是民主性、公共性。
这就是说，要使自己的精神保持新鲜，纯净，朴素，使自己的衣服保持美丽，就要容许别人穿着不同
的新衣，容许别人的成长。
为使自己的精神世界有自由，就应懂得为他人的精神世界提供空间。
如此这般，民主与公共事业都得以实施，同时也可以构建一个相互包容、理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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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房间，透过北面的窗户望去，可以看见这栋建筑的前院。
说是前院，要是好好整理一下，在市中心做个停十几辆车的停车场也是很理想的。
    在停车场与人行道之间，设置了一面墙。
因为道路有一定的坡度，尽管墙的两边高度不一致，估计也就50厘米左右，所以与其说是一面阻止入
内的墙，倒不如说是一道安置在摩天大楼之间，给这座10层楼高的建筑当装饰的篱笆来的合适。
    但是，就在这么一面宽度大约在30厘米左右雅致的墙头上，铺了一块像用在办公室地板上的廉价地
毯。
再仔细看看，地毯被水浸湿，颜色也变暗。
看门大叔有空就会洒些水在上面。
难道说地毯上还种了什么花草种子不成？
    建筑物位于首尔市中心人流穿梭最密集的江南地铁一号进出口附近。
不知道那些顺着陡峭的楼梯气喘吁吁爬上来的人们是否想过休息一下。
也许有些坐地铁的人，不是选择早点下去等，而是在这里来回走走；也许还有不少恋人，干脆就把它
当做见面地点。
让这些人坐在上面，这种感觉多好啊——如果没有那个浸湿的地毯的话，或者地毯上没洒水的话。
    浸湿的地毯是为了不让来往的人们坐在上面而铺的。
如果人们把它当做休息椅，低矮的墙恐怕早就坏了。
另外，他们也不想让楼前像市场摆摊一样喧闹。
看样子建筑的主人或管理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时候，第三者的视线又是怎样的呢？
他们会认为建筑物所有者在竭尽全力地保护自己的财产？
还是会认为他没有人情味，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实际上，这座低矮的墙完全可以不仅仅起到区分停车场和人行道的作用，还可以放上光亮的石板作
为装饰。
这样，就会吸引来来往往，迈着疲惫步伐的人们主动前来驻足。
如此这般，本可以发挥公共作用的机会就化为乌有。
同时，保护私有财产这个想法，让所有公益性的作用消失殆尽。
    哪方面更为合理，或者明智？
一个浸湿了水的地毯，让美化建筑的装饰性和为公众提供的便利性不复存在。
因此，因为无人人住，建筑物所有者得到的利益只不过是院墙保修期的延长而已。
这样倒不如为来往的行人安放一把舒适的长椅，岂不更好？
    认为建筑物主人处事欠妥的人应该占大多数。
那么为什么会那样呢？
建筑物主人不对？
是因为他缺乏常识？
常识不够，难道是因为他缺乏知识或者教养？
不缺乏知识和教养的人就不会有此决定？
    海伯森可以算得上是当今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
他二十几岁时开始做研究，刚满三十就获得了诺贝尔奖。
仅从“测不准原理”来看，作为正确理解世界法则的稀有博学者，他备受尊敬。
    假如那样的人是建筑主人的话，会怎样呢？
    原位于德国哥廷根的马克思普朗克物理学研究所，于1958年迁往了慕尼黑，所长一直是海伯森。
研究所的前院不是停车场，而是一片绿地。
然而，人们和车辆经常从上而过，把庭院的草坪破坏得斑驳陆离。
    尽管不是自己的财产，但是对于负责人海伯森来说，这就像他心里的一个包袱，一直放心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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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下令修建矮墙将其圈起来。
    工人们花费心思建起的篱笆仅仅起到了阻止学生和研究员踏入草坪的作用。
但是，矮墙和周围的建筑完全不协调，被囚禁的草坪变成了一个关在箱子里面的怪模样。
    但是，掌控着未来世界的年轻研究员们又怎会被一座低矮丑陋的院墙所阻挡？
他们想起了慕尼黑大学天文台前放置的雕像。
那本来是从垃圾堆里捡的女性雕像，因为获得博士学位的比利戴恩策第一个亲吻了她，于是得名戴恩
策女士像。
    研究员们别有寓意地将戴恩策女士像搬到了院墙上。
在诗情画意的物理学世界的前院建了一堵院墙，这是给这种不协调开了一个讽刺性的玩笑。
    院墙的建造者应该是感受到了这种侮辱，他们赶紧将雕像搬回了原处。
然而，黑夜来临，研究员们又再次将雕像供奉其上。
如此这般，如捉迷藏，反复上演。
最后，直到愤怒的研究所管理者将雕像深埋地下了事。
    其实，世界知名人士和不出名的首尔小资本家没什么大的差别。
高楼里的人住者透过玻璃窗感觉的，和半个世纪前马克思普朗克研究员们穿越前院时的感受是一样的
：不可理喻，不合常理，愚昧蠢笨。
大概这种事情会被归结为非常识，没有常识，常识之外的事。
    仔细想想，我们经常用到“常识”这个单词的情况好像也不少。
然而，“常识”这个词，常常和一些含有否定意义的词连用。
正像前面所提，“非常识，无常识，常识之外的事”。
    在指责政治家时；在叹息于现在的经济形势时；在无法理解文化界的动态时；在对朋友的举动寒心
时；在子女的成绩靠后时；在热衷的足球队一无所获时；在电视剧的结尾不尽如人意时；在郁闷于当
今社会的混乱时；在与没有多少常识的人发生冲突时，人们就会从缺乏常识的三个单词中开始选择一
个了。
    人们会将社会上发生的所有令自己不满的现象归结为缺乏常识。
他们相信社会的混乱都是因为没有按照常识进行而导致的。
为此，我们就需要常识，要追求常识。
好像生活中的所有烦恼都可以用常识解决。
果真如此吗？
那么，何谓常识？
存在那样的常识吗？
    常识一般是指人们正常的判断力。
只在一般人的经验及预料之上成立。
这是指常识的日常性。
那么，常识是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了解的东西吗？
即使不去努力学习，也可以在生活中自然领悟到？
要是有什么不按常识的事情，那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因为没有去实践。
    人们认为小区里不要制造噪音，车好好停在停车线内是符合常识的。
同时也希望通过遵守这些小的常识，使得社会性的大问题也得以解决。
    常识是以共同性和稳定性为基础的。
在不同的地区和领域，常识可能就不同。
所以将常识作为媒介，从而形成统一的或类似的社会和文化，原因就在于此。
白天也要开着汽车前灯这个现象，是北欧的一项交通法则，但是在我国就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浪费。
    常识有时也起到人类哲学性标志的作用。
所有做出判断的感觉和感官的综合性机能被称为共同感觉。
哲学家们为此不断思考，每个时代的结论也就稍有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常识也有超越简单、单纯的教养性、知识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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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政策和国家间全球性的合作，只要好好遵守常识性的法则就可以万事亨通？
连日常的常识都无法好好遵守，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却期待遵守常识，这样是否明智？
这样说来，在某种意义上，常识的内容也会格外不鲜明。
    在很多方面，常识具有两面性和二重性。
常识既具有不言而喻的鲜明性，同时也包含难以了解的模棱两可性。
因为是常识，所以有时和真理很近；但同时又和其他特性交叉，有时也会离真理很远。
    常识让我们相信狗肉汤确实很大补。
说是开城或者锦山的人参，郁陵岛上没有香气的沙参，和晋州21年生的桔梗药效差别很大，你相信吗
？
现代人们迷信血型决定性格，同时也有通过骨骼来判断犯罪者的科学成果。
    常识不是专业的知识。
与常识相比，虽然专业知识在社会中更占据主导性，但有时也会更加模糊和不稳定。
常识虽不像专业知识那么深刻，但自身也包含一定的矛盾性。
常识通常被认为是非科学性，非哲学性，非文化性，消极的，否定性的知识。
同时，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的，社会通用的，现实而健全的知识。
    无论如何，无法忽视常识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具有批判的作用。
有在常识的标准下进行的批判或批评。
所有事情都可以以常识的标准来判断。
这就是常识的尺度。
常识是事情的可能性的尺度。
    在评判什么时，作为标准的常识并不是那个领域一个简单的平均值。
它提供一个理想的标准。
发挥这个作用，依照常识的标准，就会提高整体社会的平均值。
常识可以提高社会的水平，这也算是常识对社会的推进性。
    有时人们又主张摆脱常识，甚至呼吁应该颠覆常识。
这是因为有时不是常识的东西什么时候有可能也被常识化了。
最终，常识是人们根据需要创造的东西。
陈旧的就应该被崭新的常识替代。
    虽然我们需要遵守常识，但事实上，它又无法让人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在重要的时刻，常识往往倾向于政策性的决断，引发争论，难以负责。
所以说常识性的判断十有八九很难。
    维持证券市场的稳定，和防止小行星与地球发生冲撞，哪个更为重要？
找到食品中的致癌因素将其去除，和改善地震探测装置，人类更应倾向于哪项投资？
    正如法规中有个别法规和社会法规一样，常识也是如此。
如果说将构成个人行为的道德性和人类性的东西称为个别常识的话，那么全社会和整体构成人员的共
同方钎就是一般常识。
从个人的具体的行动，到总体规划再到指明方向的国家政策，常识都作为普遍性的东西存在。
因此，一个社会或国家会具备最基本的相似性和整体性。
    现代社会况且如此，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也是多种多样，具有多元化的个性。
归根结底，人类对于经济关系最为敏感，常常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来判断、处事。
因此，人类的知识体系就无法正确处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问题。
    政治原理和经济理论很费力地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却无法预测未来。
这样看来，社会学在那儿还有些用处。
所谓科学其实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冒险。
是被自然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掩盖的真相。
在这之间起到沟通桥梁作用的是人文学，用人文学沟通该多好啊。
仅仅是从被诊断为危机的境遇中摆脱也足以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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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否存在自私的人们和在不安定的、混乱的社会上通用的常识？
如果重视人类的个性，那么说不定每个人都会认为不符合自己想法的便不是常识。
不然的话，常识就只能是一个凌驾于法律之外、虚空的，像自然法则一样抽象性的东西。
    即使是模糊的，只要存在那种常识也挺好吗？
在教给自私的人们为身边人提供一点关怀方面，它会起到帮助作用吗？
那么，我们的社会是否会有一个让人们更加自由、舒畅呼吸的氛围？
    就社会的发展来看，一切都是虚无和否定的。
回忆中包含着知识的世界和人类的存在。
当然，冷笑的态度就像便服一样将我包裹。
人们不得不以冷笑的眼光看待社会的问题，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无论是后现代主义的回忆，还是混乱的托马斯卡莱尔时代，还是古希腊的思想界。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从古至今的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解决的事例。
以后也不见得会解决。
让我们来看看以真理为目标，生产大量知识的学院吧。
每年新生入学，每年反复如此。
如果说在没有尽头的反复经历中，在学生的头脑中产生的轨迹就是知识的话，那么那种体系又能对我
们的人生有多少帮助？
    那么，我们就只能在回忆的海边站立，凝视着无望的大海吗？
即使世界和人类的本质不过如此，至少人们处事的原则和生活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本质是非常微观的，在微观世界，一切都由偶然决定，并且不确定。
    然而，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即使忽略掉这些细微的东西也无妨。
幸运的是，即使我们不博学，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为此，我们应该行动。
应该懂得区分对与错。
连回忆和绝望的大海一并包容，将其当成人生的舞台。
    因此，做事时乐观些反而更好。
虽然满脑子都是冷笑，但心中充满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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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无论何时，创造新的常识都要以原有的常识为前提。
为了创造明天的常识，我们要明确地了解今天的常识。
那才是常识。
　　——车炳直喧嚣的世界、繁荣的都市，倒逼着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
高速度、快节奏、富贵、奢侈之后，人们发现被遗忘、最基本的“常识”往往能带给你真实的力量。
　　——本书编者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常识的力量>>

编辑推荐

《常识的力量》高速度、快节奏、富贵、奢侈之后，人们发现被遗忘、最基本的“常识”往往能带给
你真实的力量。
一部名为《常识》的书，曾引发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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