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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非真知: 求真意识

熟知非真知: 求真意识

人们只是在知识很少的时候才有准确的知识。

歌 德

1. 超越 “常识”

说到 “常识”，每个正常的普通人都会想到那些简洁、

明快的自然常识，那些凝重、睿智的政治常识，那些格言、

警句式的生活常识。

确实，有谁能够离开常识而正常地生活呢? 反之，如

果说某人 “缺乏常识”，岂不等于说这个人 “不正常”吗?

常识，就是那些普通、平常但又经常、持久起作用的

知识，就是每个正常的普通人都具有的知识。

在常识中，人们的经验世界得到最广泛的相互理解，

人们的思想感情得到最普遍的相互沟通，人们的行为方式

得到最直接的相互协调，人们的内心世界也得到最便捷的

自我认同。常识，它是人类把握世界与自我的最具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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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方式，它对人类的存在具有重要的生存价值。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在世世代代的经验中积淀

了不可胜数的方方面面的常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正常的

普通人，都在历史的延续与生活的经验中分享着常识，体

验着常识，运用着常识。没有常识的生活是无法设想的。

然而，常识又是必须 “超越”的。所谓 “现代教养”，

首先就是对常识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

意识和生活态度的超越。

我们首先来看常识的世界图景。

人们常说，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世界

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当然是对的。人们还常说，

人的头脑能够反映客观存在的世界，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

这当然也是对的。可是，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追问 : 人类关

于世界的图景是永恒不变的，还是历史性变幻的? 如果世

界图景是不变的，为什么说人类的认识是发展的? 如果世

界图景是变幻的，这种变幻的根据又是什么?

让我们举出一个人所共知的实例。我们面对着同一个

世界，为什么既会有 “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 “地心说”，

又会有 “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 “日心说”? 我们所 “看”

到的地球与太阳，究竟是谁围绕着谁旋转? 我们所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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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球与太阳，又是谁围绕着谁旋转? 相信 “看”的人，

恐怕无法否认 “太阳围绕地球旋转”，因为他每天都 “看”

到太阳从地球的东方升起，又从地球的西方落下。相信

“思”的人，则只能认为 “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因为他

“知道”这是科学所提供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地心说”与 “日心说”是两个根本不同的 “世界图

景”。前者符合于人类的 “共同经验”———有谁看不到太

阳的东升与西落呢? 后者则超越于人类的 “共同经

验”———有谁能在地球上看到它围绕太阳旋转呢? 那么，

我们到底应该 “相信”哪个 “世界图景”呢?

毫无疑问，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相信日心

说”。然而，如果认真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 我们的这种回

答已经 “超越”了常识。由 “日心说”所构成的世界图景

已经 “超越”了常识的世界图景。

常识直接来源于经验，又直接适用于经验。对经验的

依附性，是常识的本质特征。人们通过经验的 “历时态”

遗传与 “同时态”共享来获得常识、运用常识和丰富常

识，却无法在常识中超越经验去描述世界和解释世界。常

识的世界图景，就是以 “共同经验”或 “经验的普遍性”

为内容的世界图景。由于在经验观察中，人们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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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经验”只能是 “太阳围绕地球旋转”，因此常识的世

界图景也只能是所谓 “地心说”的世界图景。

那么，究竟是什么改变了 “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常

识世界图景? 这就是科学。

科学是关于普遍性、必然性、规律性的知识。它来源

于经验，但并不是依附于经验，而是超越于经验。科学的

世界图景不是以直接的 “共同经验”为内容的世界图景，

而是以科学概念、科学原理以及科学模型等等为内容所构

成的世界图景。它是一种概念化的、逻辑化的、精确化的

和系统化的世界图景。它具有内容的规律性、解释的普遍

性、描述的可检验性以及理论的可预见性等特征。

科学及其所建构的世界图景，主要的不是诉诸于人的

感性直观，而是诉诸于人的理性思维。人是通过理性思维

和科学知识去接受和理解科学的世界图景。列宁曾经非常

生动地举例说，人的感觉无法描述每秒 30 万公里的运动，

而人的思维却能把握它。确实，有谁能用感觉去描述光的

运动? 可是，凡是学过光学的人，又有谁不知道光速? 美

国当代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也举例说，在常识的世界图

景中，我们既无法想象也无法表达某物在同一时间内存在

于两个地方; 然而量子物理学却要设想和描述基本粒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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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中介空间而从一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不要一条

路径而在不同时间突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科学改变了常识的世界图景，为我们提供了超越经验

的科学世界图景。不仅如此，科学的最重要的特性，又在

于它具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发展的创造的特性。在科学的发

展过程中，科学的世界图景总是处于历史性的变革之中。

特别是每一次划时代的科学发现，都为人类提供了崭新的

世界图景。现代的交叉科学、边缘科学、综合科学、横向

科学，特别是 “系统论”、 “控制论”、 “信息论”以及

“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等等，已经深刻

地变革了人类的世界图景。现代科学的世界图景，是经验

常识根本无法想象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 “现代教养”，首先需要学习

科学知识，形成现代科学的世界图景。这就必须 “超越”

经验常识的狭隘视界。现代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有一部名著

《人论》。在这部著作中，卡西尔提出: “人总是倾向于把

他生活的小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

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但是，人必须放弃这种虚幻的托

词，放弃这种小心眼儿的、乡下佬式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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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① 超越常识的科学世界图景，为我们展现了具有无穷

奥秘的世界，也为我们拓展了无限广阔的思维空间。以现

代科学变革我们的世界图景，并从而形成良好的科学素质，

是现代教养的重要内容。

我们再来看常识的思维方式。

常识的思维方式，是形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又适用

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常识思维方式的突出特征，

在于它是一种 “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依据和遵循 “共同经验”的

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人作为经验的主体，以经验常识去

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 各种事物作为经验的客体，以既定

的存在构成人的经验对象。在这种日常生活的主—客体关

系中，人是既定的经验主体，事物是既定的经验客体，主

体的经验与经验的客体，具有确定的、一一对应的经验关

系。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男人就是男人，女人

就是女人，太阳就是太阳，月亮就是月亮，一清二楚，泾

渭分明。因此，日常生活要求人们的思维保持对 “有”与

“无”、“真”与 “假”、“是”与 “非”、“善”与 “恶”、

“美”与 “丑”的非此即彼的断定。任何超越非此即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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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定，都是对常识思维方式的挑战，也就是对日常生活经

验的挑战。“两极对立”、“非此即彼”，这就是常识的思维

方式。

恩格斯曾经指出，所谓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

是 “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 恩格斯还具体地指出: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除此之外，都是鬼话”，这就是形

而上学的 “思维方式”。那么，为什么这种 “形而上学”

的 “思维方式”会在人类思维中占据牢固的地位? 恩格斯

非常明确地回答: “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

乎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①

常识的思维方式形成于并适用于 “日常活动范围”。一

旦人的思维超出 “日常活动范围”，进入非日常生活的

“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发生恩格斯所说的 “最惊人的变

故”———必须改变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常识思维方式。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首先是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超出

了 “日常活动范围”，进入了非日常生活的 “广阔的研究

领域”，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常识的思维方式。在许多人所熟

悉的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当代

科学技术发展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的特点: “从绝对走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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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 从精确走向模糊; 从因果性走

向偶然性; 从确定走向不确定; 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

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 从定域论走向场论; 从时空分

离走向时空统一”。①

科学的发展史是人类理论思维的进步史。科学概念的

形成和确定、拓展和深化、变革和更新，不仅为人类提供

“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而且为人类提供

不断增加的、不断深化的认识成分和思维方法。从人类理

论思维的总体进程上看，首先是从对世界的宏观整体反映

进入到对事物分门别类的考察，从对世界的笼统直观进入

到对事物各种属性分解的研究，从对世界现象形态的经验

描述进入到对事物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的寻求; 其后又从

对事物的孤立研究进入到对事物相互联系的揭示，从对事

物的静态考察进入到对事物的动态分析，从对事物的个别

联系和局部过程的描述进入到对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全面发

展的研究; 现代则从对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宏观

把握进入到对事物联系与发展的内在机制的研究，从对事

物的线性因果联系的认识进入到对事物的统计的、概率的

理解，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断裂研究进入到对人与自

—8—

① 宋健主编: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8 页。



熟知非真知: 求真意识

然的内在统一的探索。宏观与微观、决定与非决定、线性

与非线性、精确与模糊、绝对与相对。这些认识成分的对

立统一，在现代人类的认识系统中占有支配的地位。人们

已经越来越深刻地懂得，我们用来构成世界图景的认识系

统，是一个由众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认识成分按照一

定的层次结构组成的、不断扩展和深化的有机整体。因此，

现代人类的世界图景是一个具有多序列、多结构、多层次、

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纵横交错而又生生不息

的网络系统。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现代科学 “已把

人类的思想训练到能够理解以前几世纪中有教养的人所不

能理解的逻辑关系”。超越常识的思维方式，这是形成现代

教养的重要前提，也是构成现代教养的重要内容。

现在，我们来看常识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生活

态度。

常识，它作为人类 “共同经验”的积淀，不仅具有描

述和解释世界的功能———构成人的思维方式和世界图景，

而且具有约束和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功能———构成人的

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生活态度。

常识的规范功能，具体地表现在，它规范人们想什么

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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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做和不怎么做。它既是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又是

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限度。常识对人的思想与行为具有

“规定” ( 想什么和做什么 ) 与 “否定” ( 不想什么和不做

什么) 的双重规范作用。

常识作为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规范，是人类世世代代

积累起来的、适应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一

般文化环境的产物。它在最实际的水平上和最广泛的日常

生活中发挥其对人类维持自身存在的生活价值。不仅如此，

常识还以其独特的 “隐喻”形式而拓展和延伸其适用范围

和使用价值，从而使常识以 “文化传统”的形式得以世代

延续，由此构成人类的、民族的以及个体的具有普遍性的

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生活态度。

常识的规范作用，正如常识的思维方式和世界图景，

同样是以经验的普遍性为内容的。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

为，直接受到常识的思维方式和世界图景的制约，任何超

越 “共同经验”的思想与行为，都是对常识规范的亵渎与

挑战，都会被视为 “离经叛道”和 “胡作非为”。常识的

经验性质决定了常识规范的狭隘与保守性。

在常识的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制约下，

常识的价值判断也具有两极性特征。是非，善恶，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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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祸福，君子小人，渺小崇高，被常识的经验标准泾

渭分明地断定为非此即彼的存在。在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行

为方式中，总是采取 “要么……要么……”的价值取向:

要么搞理想主义，要么搞功利主义; 要么搞集体主义，要

么搞利己主义; 要么讲无私奉献，要么讲赚钱发财; 要么

讲 “莺歌燕舞”，要么讲 “糟糕透顶”; 要么 “整齐划

一”，要么 “怎么都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常识的价

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缺少辩证智慧的 “张力”。简单化与绝

对化是常识规范的显著特征。

常识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生活态度是需要 “超越”

的。这种超越，主要地是以科学和哲学去变革常识。

与常识不同，科学的价值观念不是经验性的，而是理

性化的。科学是以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化的思维方式

去规范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实证精神和分析态度

是科学价值规范的实质。它不仅着眼于经验的普遍性，更

着重于对经验的理性思考。它不仅着眼于 “定性”式的论

断，更着重于形成论断的 “定量”化的分析。这就是科学

价值规范对常识价值规范的简单性和绝对化的超越。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的思维方式及其所建构的

世界图景，总是处于生生不已的历史性转换之中，从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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