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到常识

陈 震

一、当下为什么要提回到常识

常识作为公众应该知道的普通知识，如同阳光、空气、水一样

不可缺少。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碰到缺少常识、违背常

理、有悖常人的奇怪现象。比如，埃及卢克索神庙有 3 500 年历史的

浮雕上被人刻上汉字“丁××





人们的生活方式得到最便捷的相互协调。常识是人类把握世界的

最基本、最普遍的方式，并对人类生活具有基础性的独特价值。

就我的理解，把常识解释为普通知识，是因为它跟我们的日常

生活，跟我们普通人息息相关。这在古汉语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常

识的“常”是个形声字，从巾，尚声，本义是古代人们穿的下裙。因为

下身穿的裙子是人们生活的习用之物，所以“常”就引申为平时、平

日，再引申为一般的、普遍的，永久的、固定不变的，常规、常法，等

等。由于“常”被专门用来表示刚才说的这些引申义，下身穿的裙子

的本义就另造了一个衣裳的“裳”字来表示。

常识的“识”是个会意兼形声字。繁体的“ ”是左右结构，左边

是言字，右边是 （zhi）字（这是古代兵器上的装饰物）。《说文解字》

解释说，“ ，常也，一曰知也。从言， 声。”用言字旁作为义符，突出

了有标志就可以知道的意思。识的本义是知道、了解、懂得。知道得

多了就是知识。当识读作 zhi 时，是标志、记号的意思，这也是 作

为古代兵器上装饰物的本来意思。

可见“常、识”这两个字跟平常、普通1切相关。同时，常识尽管

平常、普通，但有明显标志，引人注目。

按照常识涉及的知识领域划分，常识有政治常识、经济常识、

军事常识、科学常识、生活常识，等等。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

治协商制度，都是有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政治常识；我们现在实施

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经济常识；辽宁舰是我国的第一艘航

空母舰，这已经成为军事常识；跟艾滋病人握手不会被传染，因为

它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这是科学常识；空

腹不宜吃柿子，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些是生活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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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识涉及的主体来划分，常识有属于个体的个人常识，有

属于群体的公共常识。一般来说，个人常识的形成有赖于公共常识

的引领与规范，但对于某一个特定的个人来说，他（或j）也可能有

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的纯属自己的常识。这些个人常识跟公

共常识并不一定重合。我们今天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公共常识。

按照常识认知心理的角度来划分，常识有陈述性常识和程序

性常识。陈述性常识就是陈述性知识，是对客观事物的特点及关系

的描述。比如说水火无情，就是讲在一定条件下，水、火会转化为对

人不利甚至有害的事物。水可能淹死人，洪水可能冲毁道路，毁坏

桥梁；火可能烧死人，大火可能烧毁房屋，损毁森林，等等。程序性

常识就是程序性知识，是关于办事的操作步骤和过程的知识，是用

来解决“做什么”和“如何做”等问题的，是一种操作性知识。比如，

过去农村老百b用柴草做o料时，有个常识叫做“~锅门，富水

缸”。~锅门是说，烧柴草时，柴火灶那里不要堆放很多柴草，宁可

少一点，~一点，但安全一点；而富水缸是说，水缸里的水要始终保

持满满的状态，要多一点，富一点，一旦遇到意外失火，可以有足够

的水用来%火。这一常识就是解决烧柴草安全问题的操作性知识。

当然，今天这个常识在很多地区已经过时了，现在谈安全，更多涉

及用电安全、o气安全等。

常识有四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属性。

第一是基础性。常识是我们认识、把握客观世界的一种基础性

知识。它普普通通，既不高深，也不专门。即便是文盲，也可以通过

口5相传来获得这些知识。这种基础性有利于全民知晓并遵循应

用。同时，基础性还是常识之所以称得上普通知识的最重要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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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如说，邻居好，赛金W。这是老百b总结出来的处世常识，大

家都知道，又是用极为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人们一听就懂，听

了就会用。

第二是全民性。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常识来自全民，服务全民，

属于全民，也就是说它具有全民性。一般情况下，当我们说到常识

时，就是指为大家熟知的、共有的基础知识。这种基础知识，是你我

他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正是我们提出回到常识的主要依据。比如

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这是中国人独

特的感恩表述。这种感恩思想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不分.西，不分

南`，大家都知晓这一常识，是全中国人都推崇的一种道德信念。

特别是在新时期，感动中国的很多道德模范就是这种感恩常识的

卓越践行者。

第三是传承性。常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反$认识、螺旋上升的

一种历史延续与积累，是人类认识的不断升华与结晶。常识是时

间、历史馈赠给我们的一笔W贵精神财富。比如说男大当婚、女大

当嫁，作为人类自身繁衍生产的一种常识，自古有之，一直延续到

今天。尽管，今天也有独身主义者，但并非主流认识。作为人们的公

共知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古流传，是大家都认可并遵循的，这

就是传承性。

第四是渐变性。常识有传承性，因而在总体上表现得较为稳

固。但稳固不是固化，常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人类对客观

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有所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往往是在一个大

的时间尺度里逐渐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是一种渐变而不是突变。

这在科学常识中尤为明显。比如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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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标准做出新的规定：44 岁以下为青年人，45 岁到 59 岁为中年

人，60 到 74岁为年轻的老年人，75岁到 89岁为老年人，90岁以上

为长寿老年人。这跟过去的年龄段相比，将人类的衰老期差不多推

迟了 10 年。这一新规定正是对全球人体素质和平均寿命新情况做

出的一种回应，成为我们认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新常识。

对常识仔细考察，我们还可以得出常识的其他一些属性。如，

常识不应墨守成规，而应与时俱进，体现出时代性，比如封建社会

三从四德的常识曾经是束缚广大妇女的绳索，今天像男女平等、妇

女能顶半边天的常识则体现了妇女的解放。常识因民族差异而呈

现出各个民族的不同特点，体现出民族性。比如，伸起右臂，右手掌

心外向，拇指与食指合成圆圈，其余手指伸直这一手姿，在英美表

示“OK”，在日本表示钱，在拉美则表示下流，这是因为各民族文化

背景不同，给这一常见的手姿赋予不同的含义。又比如，我们把“恭

喜发财”作为一种祝愿，一种吉祥语。但新加坡人对“恭喜发财”之

类的话十分反感，认为是教唆他人发不义之财，等等。总之，常识是

任何国民都必须具有的知识。常识需要知，更要行。常识主要是用

来做而不是用来说的。常识的核心是做人。我们不能因为其普普通

通、平平常常而弃之如敝屣，丢在一旁。而应该万]高楼平地起，打

好我们常识的基础。

三、怎样回到常识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常识，大力

倡导主流价值观，给常识以应有的尊重与敬畏。像我们刚才说到

的，常识本来是有的，也是大家知道的，但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尴尬

的“失常”状态。常识不再是普通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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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甚至是无人问津的知识。因此，我们要大力倡导回到常识。常

识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实践的认识。无论是

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都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经过历

史长河的淘洗冲刷，常识才得以产生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

都有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所推崇倡导的主流价值观。而常识正是这

种主流价值观在公共知识领域的突出体现。中国数千年的优良传

统，孕育了无数值得我们珍藏的常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

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培植了革命传统观念下的

珍贵常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特别是共筑中国梦的新

的伟大实践，又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珍视的崭新常识。中央颁布的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集中概括为 20 个

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跟人们

的常识高度吻合，正是主流价值观的充分体现。这些常识浓缩了传

统精华、革命精华、创新精华，浓缩了社会精华、家庭精华、人生精

华。我们要以<=之心，尊重这些常识；以虔诚之心，敬畏这些常

识。尊重常识，一是要认真学习、了解、掌握常识，做到知其然，最好

能刨根究底知其所以然；二是思想上重视，给常识以应有的尊崇地

位；三是行动上体现，为人处世等方面要依据常识行事。敬畏常识，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还要从心底里敬重并有所畏惧。因为，常识是

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规律性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违背常识、违反

常识，就是违背规律、违反规律，而违背规律、违反规律，最终会受

到规律的惩罚。

第二，要特别关注中小学生做人的常识教育，练好青少年健康

成长的常识“童子功”。青少年作为人生的起始阶段，是为人生打基

回
到
常
识

391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础、刷底色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能做到方向明、道路正、懂常识、

做常人，这对他们一生的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

面，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懂得常识、尊重常识、

敬畏常识，意味着我们的未来将会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不可能

是一个“失常”的时代。中小学的常识教育完全可以结合学校的德

育教育来进行。其实，不少常识本身就是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比

如尊老爱幼、孝敬老人、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等等。让青少年在中

小学阶段，接受较为完整的做人教育，是让全社会回到常识的重要

基础工程。我们很多学校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教

育，关键是要推广到所有学校、所有班级、所有学生。同时，努力消

除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坚持实施素质教育，也是开展常识教育的

重要前提。只要我们一以贯之、坚持不懈，就一定能让青少年练好

常识的“童子功”，为他们的美丽人生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弘扬社会正气，营造“守常”光荣、“失常”可耻、“反常”受

罚的良好社会氛围，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管理。这中间，

我们的党和政府起着十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在社会转型期我

们看到一些政府公信力受损的事例。在回到常识这个问题上，政府

要以自己模范的遵守常识的言行给全社会做出榜样。政府是领头

雁，政府带了好头，全社会就会跟进，一起来做这件事。在政府示

范、引领下，各行各业、社会各界都需要根据自身的工作特点，将社

会公共常识跟自身的工作实践紧1结合起来，要努力做到靠船下

篙、各司其职、全员参与、共同管理。在各自的工作实践中，学习常

识、了解常识、信守常识、遵从常识。在全社会回到常识的推进过程

中，我们还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舆论引导、促进作用。特别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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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们

要切实做好引领、引导工作，主流媒体更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舆论先行，大力弘扬尊重常识、遵从常识的良好社会风气。我们既

要树立正面典型，弘扬社会正气，也要纠正偏差，抨击丑恶，以案例

阐释常识、宣传常识。这样多管齐下，努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回到

常识的行动中来。尽管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限、能量有限，但是，我

们每个人都发出自己的一分光、一:热，就能点亮一盏灯，驱散一

丝黑暗。所有的灯聚拢起来，所有的光亮汇集起来，就能照亮一大

片，就能不断传递正能量，让我们的社会正常起来，鲜亮起来，美丽

起来。

第四，要综合运用教育的、行政的、经济的、道德的、法律的各

种手段，提高“失常”“反常”的“违常”成本，降低“失常率”，逐步杜

绝“反常”现象。常识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自学、自律的问题。一般情

况下，我们主要通过加强教育来让人们获得常识、遵从常识。但是，

大家知道，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因此，在教育不能达到的地方，采用

必要的行政手段，采取一些制约措施，还是有促进作用的。有时，当

“失常”“反常”波及影响到其他人时，运用经济手段，让“失常”“反

常”之人的利益受损，增加这些人的“违常”成本，也可从反向促使

人们回到常识。在社会生活中，常识作为公共知识，具有潜在的规

范引领作用。“守常”就是遵从规范，而“失常”“反常”就是丢弃规

范、违背规范。这时，为大家公认的道德就可以出示“黄牌”予以l

告。如果“反常”触犯了法律，那么，法律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就要亮

出“红牌”进行处罚。总之，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会形成强大的整体

合力，促使人们回到常识、尊重常识、遵从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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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们个人来说，每个人都应该以懂常识、明常理、做常人

为荣，而以“失常”“违常”“反常”为耻。回到常识既要从小抓起，练

好“童子功”，又要有从长计议、修炼水磨的功夫。每个人都要自觉

地认真学习常识，整体把握常识，行动践行常识，结果体现常识，感

受享用常识。在常识的学习践行过程中，努力做到守诚信、肯动脑、

重质量、讲效率、有始终、善合作。这样，只要我们人人从自身做起，

个个从小处着手，回到常识就不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是触手可

及的灿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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