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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通向常识的道路》

内容概要

梁文道、萧瀚、于向东、高全喜、阎克文、卢跃刚、金雁、钱永祥、郑也夫、刘小枫、止庵、吴思，
十二位当代中国学者鼎力助阵，与刘苏里围绕“重温经典”这一主题展开对谈，看似离散的话题 、貌
似无关的书籍，为你带来不一样的角度与思考。本书所讨论的对象包括潘恩、韦伯、凯恩斯、马基雅
维利、老子等，他们或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观念领域，或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实践
。刘苏里站在一个历史上稀有的“原点时刻”进行思考与发问，与和他旗鼓相当的十二位谈话对手，
以开放的、富于政治想象力的、尚未被技术化驯服的思维，为我们展现了人类智慧转化为中国智慧的
可能。

Page 2



《1+12:通向常识的道路》

作者简介

刘苏里，学者，万圣书园创始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作者为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图书界的民间观察者，任多个图书奖评委，长期为报刊撰写评书
荐书专栏。近年来，与国内外知名学人就社会人文领域重要话题的对话受到各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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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 录
从潘恩的《常识》到梁氏《常识》
与梁文道谈常识
辩论是通向合法性的道路
与萧瀚谈美国宪法
美利坚的政治基础
与于向东谈《论美国的民主》
德意志的费希特：激情与迷途
与高全喜谈费希特
先知马克斯·韦伯
与阎克文谈韦伯
知识人的镜子
与卢跃刚谈科尔奈
东欧共产主义及其殉难者
和金雁谈纳吉与吉拉斯
伯林问题及其两难
与钱永祥谈伯林
站在人类立场上言说
与郑也夫谈凯恩斯
君主与美德
与刘小枫谈《君主论》
《1984》何以开出《美丽新世界》
与止庵谈奥威尔与赫胥黎
老子曲线
与吴思谈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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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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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通向常识的道路》

精彩书评

1、看到俞敏洪推荐这本书很久了，在图书馆也多次看到过这本书，每次我都是拿起又放下，因为里
面的内容对自己来说太陌生，并且有点恐怖。这次自己借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只是翻阅了其中自己
有点熟悉的内容，不熟悉的内容一点也没有看。突然有一天，我想要翻翻，硬着头皮把此书看了一遍
，越看越有兴趣。这本书真的讲了很多常识，自己所不懂的常识。看过《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
解世界》里提到心理学家把人的知识和技能分成层层嵌套的三个圆形区域：最内一层是“舒适区”，
是我们已经熟练掌握的各种技能；最外一层是“恐慌区”，是我们暂时无法学会的技能，两者中间则
是“学习区”。对于这本书，一开始的认识是在“恐慌区”。认真翻阅了之后，我发现这本书在自己
的“学习区”。书中很多我是第一次听说：潘恩的《常识》、《论美国的民主》、费希特、马克思-韦
伯、科尔奈、纳吉、吉拉斯等等。文中提到什么是爱国？爱国不能空洞的爱。国家的建立应该有道德
基础，政治也分正义与非正义，否则就走形，国家建立的基础就变成瓦解自己的毒素。不分是非地爱
国，我只能说你是假的，伪的。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简称美国，是由华盛顿哥
伦比亚特区、50个州、和关岛等众多海外领土组成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这个对于美国的介绍是搜
索来的。以前看不懂为什么叫做联邦法、州法。现在有点理解。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他强调
美国真正的活力在于地方自治，乡镇精神，美国至今如此。美国的法律是通过辩论得出来的，是常识
，大家都赞同。以前我认为华盛顿总统为什么不称帝？是因为他品德高尚。现在才发现他根本不可能
称帝。联邦的存在，怎么可能允许人称帝？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
由的政府，但是它没有自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
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于表面。在美国，法律乃至于超过了宗教权威。文中
提到了凯恩斯。认为他是一位先知。他早在1930年发表“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预言再
过100年，人类将彻底解决困扰数千年的基本需求问题，但它来的太快了，人们可能来不及转换生活目
标而处于“休克”状态。他劝说，人类要提早想好，什么是好的生活，有益的追求，只有如此，人类
才能走出传统经济发展思路，避免因炫耀财富而导致整个文明的衰败。他一个世纪前的预言眼看就要
实现了，真是让人佩服地五体投地。吴思对《道德经》的阐述，让我对此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道德经
一直是我想碰但是不敢碰的书。正如梁文道所说：读书读得越多，越发现真正要读懂我们心目中所谓
的经典名著，可能要有一点运气。比如你要生长在一个不错的家庭，有挺好的家庭教育，小学、中学
都受到不错的教育培养。你慢慢走过这样一条幸运的轨迹，通过教育培养出一种阅读能力，这种能力
帮助你读到很多人没办法读进去的书。《道德经》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本没办法读进去的书。我的想法
是先暂时不碰，等从其他书中积累了一段时间的量后再去读。毕竟自己读书少，现在去看估计看不懂
书中深层次的含义，流于表面的理解也是一种对精力和时间的浪费。看了这本书收获极大，也很感谢
俞敏洪的推荐，自己才会与此书结缘。
2、常识非“常识”——读《1+12：通向常识的道路》我曾2度拿起又放下这本书，第一次是第一章读
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还没有足够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这本书。第二次也只读到第三章《论美国的
民主》，然后我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知识内涵去容纳这本书，直到第三次，重读，“才感受到它的份
量，跟上次读的感觉不一样”。“纳博科夫说过，人生哪个年龄段切入经典阅读都为时不晚。经典不
过时，对它们的释读也不会过时”。——《写在前面》常识与经典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呼。何为常
识？常识就是前人探索的经验能延续为后人传承，常识就是是非观点值得借鉴传播，常识就是你认同
我也认同，常识就是你有1，我有1，我们能融汇在一起创造出大于2的价值。何为经典？经典就意味为
经世传承，典刻时代。通向常识的道路，就是一条回顾过去反思当下的路，是对经典文化的探索，也
是对现实的解读。这是一本对经典释读书，同时自身也是一本经典。全书在排版设计上，层次分明，
一目了然，对谈双方角色明确；就内容而言，信息导入层层深入，引经据典，由经典延伸至对中国智
慧的思考。全书内容为学者刘苏里与梁文道、萧瀚等十二位当代中国学者围绕“重温经典”这一主题
展开深刻对谈，共计12篇。常识非“常识”，书中涉及大量人文社科理念，从古至今，从外到内，有
譬如对重要历史事件评析或者对政权政治的探讨等等。书中的每一篇对谈，或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观念
领域，或影响了人类的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实践，每一篇都是可以独立拿出来进行研读，信息量大
且深刻。有友邻评论说，有时候都没有看懂内容的意义内涵，却还是忍不住说一句，真的很惊艳。没
错，就是惊艳！学者思考的高度，都源于他们自身的精神高度，同样也源于他们自身的实践经验，“
看似离散的话题、貌似无关的书籍，追问人类智慧转化为中国智慧的可能”（导读）。我想作者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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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通向常识的道路》

学者交谈中，自我找寻常识之路，也希望读者能够与之共勉。所以，热爱人文社科相关书籍的人，建
议不要错过此书，这是一本可以收藏并持续读阅的经典。“在所有的文化中，所有的时代，对表达的
压制、对观念的压制是对人的最大的压制。”——胡传胜《自由的幻像：伯林思想研究》P015
3、某天在南京大众书局乱逛时候看到的，新街口的大众书局路过总去转转，虽然总被游说办书卡。
可是想着只是偶尔来也就没办，但每次都会拎一至两本回去，好像还是办张卡更好些。这本书是财新
的思享家中的一本，连这本买过四种，只读了胡紫薇的如何做妖孽。还有王强的读书毁了我和梁文道
的关键词没读。这本书是万圣园刘苏里和十二位学者的对谈，对谈十二种经典。这些经典有些听说的
有些不知道，但是因为是对谈的形式，读起来并不枯燥，但是真的就凭这点介绍就明白作者的微言大
义也是枉然，只能是当启蒙入门书来读。十二位作者知道的也少，最知名的是刘小枫，他谈的是马基
雅维利《君主论》云山雾罩的，好像是不鼓励大家去读这本书。其他的学者读起来觉得还是流畅的平
易近人的，能深入浅出的说写东西出来。印象最深的是吴思读老子，他竟然能以这种角度读老子，还
能读老子看当今，也说得头头是道，到底是经济学家。其他11位谈的都是西方的经典，从潘恩的《常
识》开始，这些经典当然都没读过，只有几个人听过名字，还是只言片语，比如凯恩斯，以为他就是
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呢，看介绍，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面也就读过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当时读得时候就觉得悚然，大家正在幸福的迈向美丽新世界啊。“看似离散的话题、貌似无关的
书籍，追问人类智慧转化为中国智慧的可能”这本书就是启蒙入门书，开卷有益。虽然是读经典，但
是现实的关照很强烈。也有点觉得纸上谈兵。
4、这书系微博上一位书友所赠，由万圣书园直接寄来，还是刘苏里的签名本。看了腰封上对谈人的
名单和推荐，很自觉地就开始了阅读。很大程度是看到“通向常识的道路”几个字，何以能如此有底
气呢？看对谈者名单大致就能知道本书的价值倾向，不过书中许多讨论还算是切实而理性的。更主要
的原因是书中谈到的人物和著作，我都是似曾相识而未认真通读过。从美国独立开始，托马斯潘恩的
《常识》、美国宪法、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到德国的费希特、马克思韦伯，到东欧的科尔奈
、纳吉、德热拉斯，到英国的伯林、凯恩斯、乔治奥威尔、赫胥黎，再到西方古典的马基雅维利，最
后回到中国的老子，这一连串伟大的人物、著作、思想在这短短的12篇谈话录中得到简单的介绍、阐
释，确实不是容易的事。对美国历史的追溯，从独立前到独立后，从美国本土到域外观察，美国民主
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是乡镇生活的约定俗成还是对规则的尊重？托克维尔的观察及世界对这新世界的
期许？我们如何摆脱历史的惯性？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答案。再到德国，这个奇特的国度，诞生了人类
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的国度，却屡屡成为人类浩劫的策源地。究竟民族主义与自
由主义我们要如何取舍？人类的发展是国族的命运还是全体关联的命运？英国的保守为人类保留了什
么？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容忍度？从潘恩到伯林到凯恩斯到奥威尔，我们看到的是超越国族的关怀。
从古典到现代，我们其实一直在圈子里打转，只是打转的同时把圈子扩大了些。但是古典的智慧依然
值得我们期待。从马基雅维利到老子，古典价值需要更多的吸收。12篇对谈中最扯淡的是刘国师那篇
，基本不懂说的什么，最现实最实际的是讲老子那篇，由古及今，充满了浓浓的现实关怀。我可以理
解这样的情怀，也期待这样的是情怀。人民的自由的多少决定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但更重要的
是人民与民族的教育、思想、文化的进展，如果总是在固定的圆圈里打转，何时能真正有思想、有文
化、有勇气呢？我真的不知道，也不敢去揣测。在这把公共知识分子当成一种污名的国度，最好的办
法就是装聋作哑。“现在看来迫切的是接受教训，不过有这种紧迫感的中国人似乎比当年的德国还少
。不管体制内外，人人都觉得个人无能为力，不负责任地得过且过乃至狗苟蝇营腐败糜烂已经成了日
常现象。”（p100）遗憾的是，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没有丝毫的纠偏功能，反而愈发地助长这样的
趋势。不是没有明白的人，只是明哲保身的绥靖思维妥妥地占了上风。我知道，如果今天我不为别人
说话，到某一天亦不会有人为我执言。看完这书最大的感受是我亟须补课，那些伟大的人物、伟大的
著作我都没认真读过，这是最可怕的。需要找书来读，需要把未竟的旅程补上。需要常识的启蒙。最
后说两则书中的错漏：P14页，第一行：“罗得邦最后批准时，已是1890年年中”，而下面倒数第八行
则写的是“1790”。想来肯定是有一处错误了。P201页，倒数11行，“稻梁某”的“梁”是不是应该
是“粱”？粗略看完，一点疑问和感想。我想启蒙的微光哪怕再微弱，在黑暗的夜里也是指引前进的
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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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1+12:通向常识的道路》的笔记-《1984》何以开出《美丽新世界》 与止庵谈奥威尔与赫胥黎

        《我们》、《美丽新世界》、《1984》三部小说里面有共同的一点，就是描写的都是秩序的世界
。你不能在秩序之外，秩序之外什么都不允许存在。只有在《美丽新世界》里，这个秩序跟你的人性
一致了，虽然它是在更大程度上抹杀人性。

2、《1+12:通向常识的道路》的笔记-第145页

        

3、《1+12:通向常识的道路》的笔记-第26页

        所有正在发生的事件，我觉得是引发我们思考最多的东西，历史上所有有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都
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要回应当时的现实。

4、《1+12:通向常识的道路》的笔记-第144页

        

5、《1+12:通向常识的道路》的笔记-第15页

        在所有的文化中，所有的时代，对表达的压制、对观念的压制是对人的最大的压制。

6、《1+12:通向常识的道路》的笔记-老子曲线

        西方思想原点，政治方案有替统治者说话的（柏拉图），但也有替老百姓说话的（耶稣）。西方
后来的历史，沿着这两条脉络发展、校正。相比较，中国像是只有替统治者说话的方案。但统治者却
谁的账也不买，只考虑自己的得失、利益。中国历史的吊诡，不止古典时期，近现代亦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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