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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山不幸诗家幸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
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
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
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
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
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
假如他还要长篇大论地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不只报刊篇幅不允许，连读者都会嫌
他太啰嗦。
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媒体
回响以及读者的心理情绪，用不着你去铺排，也很难铺排。
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
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
云，读者必须发挥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强回到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
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
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
的赛马预测吧。
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假如出书是作者身份确认的话)，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
评论。
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
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艺评和乐评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据说艺术是不朽的，尤其是艺术史上的经典和古典音乐，看的人仍
然很多，听的人还是不少，因此谈论它们的文章至少有历史价值。
比方说狄德罗的“沙龙书论”，号称是现代艺评之祖，虽然细琐，但过了几百年还有人爱看。
依此类推，凡是所论对象在世年月越长的，评论文字腐朽封尘的机会也就越低，例如书评、影评。
至于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
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
。
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
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
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
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们常把经典和畅销书对立起来，觉得后者虽能红极一时，终究是过眼云烟；而前者面世初时光华内
敛，却能长明不息。
写书出书，当以铸经典为职志。
然而，我却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册子”(Pamphlet)了。
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又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
知识分子在皓首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
势。
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就是目的达成的征兆。
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 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
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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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
”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
：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
，总有告老的那一刻。
唯独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还算是个例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乃美国奠基档之一。
历史学界一直争论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
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
《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
可别忘记当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
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
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
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
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
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
功德圆满。
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
”，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
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
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
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
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
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
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
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
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
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语)；虽然同在一国，虽然
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
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
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
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
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
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
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
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
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
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
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是
左的⋯⋯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
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
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
渥的空间。
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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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
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
是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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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
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
。
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
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
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
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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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
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
现职凤凰卫视评论员，为《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报》等中国内地、香港及马亚西十余份报刊杂志
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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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亿网民都成了朋友　幽默：为什么我们笑不出来　恶搞：谁不喜欢我们笑　低俗：为什么当官的人
品位特别好　负面报道：为什么他们老是报道负面消息　炒作：“宣传”的名与实　诽谤：为什么政
府控告传媒不是一个好主意　信息不对称：中国特色的资讯匮乏下编　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　政治激
进派的豪赌　　温和派如何被迫走上了激进路线　　激进政治的自我繁殖　　战争不能取代建设　　
民族分裂的巴尔干示范　　民族分裂的伊拉克示范　　朝鲜也是一个正常国家　　种族问题往往只是
阶级问题的伪装　　缅甸比丘为什么要上街　　反对吸烟的纳粹党　一个国家的梦想与现实　　右翼
版本的美国人　　美国的右翼与上帝　　为什么美国就是不肯放过古巴　　“自由”的朋友，民主的
敌人　　第一世界里的第三世界——新奥尔良风灾　　爱国怎么毁了传媒　　奥巴马的修辞学　　奥
巴马与美国梦的实现　　建立在一本书上的国家　　萨科齐如何背叛了法国的共和遗产　　泰王总是
政变的赢家　　国王与我　　索尔仁尼琴的最后悲剧　世界到底有多平　　政治游戏的规则　　气候
的分配正义——美国与《京都议定书》　　美国的“世界银行”　　买军火好比买玩具　　有钱不一
定有权　　富豪治国　　贝卢斯科尼——富豪政客启示录　　个人慈善取代不了社会公正　　传媒帝
国的阴影　　超级财团垄断传媒的年代　　足球太圆了，政治抓不牢　　四年一度的四海一家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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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节：自序 江山不幸诗家幸(1)自序江山不幸诗家幸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
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
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
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
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
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
假如他还要长篇大论地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不只报刊篇幅不允许，连读者都会嫌
他太啰嗦。
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媒体
回响以及读者的心理情绪，用不着你去铺排，也很难铺排。
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
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
云，读者必须发挥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强回到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
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
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
的赛马预测吧。
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假如出书是作者身份确认的话），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
是评论。
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
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艺评和乐评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据说艺术是不朽的，尤其是艺术史上的经典和古典音乐，看的人仍
然很多，听的人还是不少，因此谈论它们的文章至少有历史价值。
比方说狄德罗的“沙龙书论”，号称是现代艺评之祖，虽然细琐，但过了几百年还有人爱看。
依此类推，凡是所论对象在世年月越长的，评论文字腐朽封尘的机会也就越低，例如书评、影评。
至于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
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
。
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
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
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
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们常把经典和畅销书对立起来，觉得后者虽能红极一时，终究是过眼云烟；而前者面世初时光华内
敛，却能长明不息。
写书出书，当以铸经典为职志。
然而，我却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册子”（Pamphlet）了。
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又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
知识分子在皓自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
势。
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就是目的达成的征兆。
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 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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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
”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
义：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第2节：自序 江山不幸诗家幸(2)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
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总有告老的那一刻。
唯独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还算是个例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乃美国奠基档之一
。
历史学界一直争论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
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
《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
可别忘记当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
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
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
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
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
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
功德圆满。
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
”，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
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影响甚深，我对“本质”
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
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
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
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
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
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
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
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语）；虽然同在一国，虽
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
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
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
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
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
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
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
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
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
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
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是
左的⋯⋯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
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
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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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的空间。
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
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
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
是我的荣幸。
第3节：炒 作 “宣传”的名与实(1)炒 作“宣传”的名与实德籍犹裔维克多?克伦贝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提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问题：“什么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传工具
？
是他和戈培尔的个别演讲吗？
”与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该书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伦贝勒就极度清醒地发现了纳粹的秘
密：“不，最有力的影响不是来自个别的讲辞或文章、宣传单张、海报与旗帜；这种影响力不是透过
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识地吸收的东西而达致。
”“相反地，纳粹主义之所以能渗进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单词、词组和语句的结构，靠着广泛、
机械而又不自觉地重复使用它们达到百万次以上。
”其实克伦贝勒的发现不只适用于纳粹德国，而且还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一切社会的通性。
政治语言的力量何其强大；当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术语，还是每一个人虽然都觉得它是陈腔滥
调，却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沟通的时候，它的效果就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了。
克伦贝勒增补了席勒美学的名言“被教化的语言能为你写作和思考”，他进一步指出：“语言不只是
简单地为我写作和思考，它还逐渐宰制了我的感觉，我整个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无置疑毫不自觉地
把自己放弃给它。
”例如“宣传”，它本来是中性的，只不过在我们的语用习惯里，“宣传”多半和好事拉上了关系。
虽然也有“负面宣传”的说法，但究竟比较罕见；平常一说“宣传”，就总是意味着有些很正确很伟
大的东西，不能不让大伙知道。
“宣传”的反面大概就是“炒作”了。
一个人要是肆无忌惮地公开胡言，引人注意，我们会怀疑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成名。
想出名不是坏事，但太想出名就有点不正常了，所以我们不齿地说他的举动是“炒作”。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海外媒体人捉着中国丁点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不放，还惹得其他同行纷纷跟进，
这就更是“炒作”了。
因为我们可以断定那很“不可告人”的用心其实就是“反华”。
技术上讲，“宣传”和“炒作”几乎没有分别，都是有企图有计划地把一个讯息从一个小圈子扩大开
去，四散传播。
但由于炒作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说总是正确的政府在“炒作”什么；相反地，“炒作”二字
一出，那些被指控的炒作者必定就是心怀不轨的可疑分子。
“宣传”与“炒作”之分别存乎一心，端看那条要被推广的信息正面与否。
但在长久的使用传统之下，于稳固的意义联系之中，我们再也不用先去判断某段讯息本身是否正面，
只要搬出“宣传”，那被宣传的东西就是正面的了；相反地，如果看到“炒作”二字，那被炒作的东
西也自然就是负面，毋庸再说。
第4节：炒 作 “宣传”的名与实(2)举个浅近的例子。
三鹿集团曾经在发现产品含有三聚氰胺之后，向政府提出报告，“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
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翻译成：“请政府好好管一管媒体，别让我们的问题曝光，别让我们挨骂
；最好能让我们静悄悄地把产品弄回来。
万一媒体广泛报道了问题产品的事，社会大众以后就不再相信我们公司，那可就惨了。
”为什么一家企业如此可鄙的意图，竟能用上这么义正词严的修辞去包装呢？
也许他们以为只要使出了“协调”、“良好环境”、“炒作”和“负面影响”等一系列官方熟悉的术
语，他们和政府就有了彼此沟通甚至相互认同的基础。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在媒体环境中耳濡目染，应该都能自如地说出这类冠冕堂皇的大话，而且都以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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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言辞能够把自己和政府的正面立场绑在一起。
因为这一连串词语都有价值定向的明确效果，特别是“炒作”。
一般而言，媒体是很喜欢“炒作”的。
它们有如亚马孙河里的食人鱼，一闻血腥，立即空群而出。
问题是用“炒作”去形容大众传媒的这种特性并不恰当，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别有居心的刻意图谋，
而是市场倾向主导的结果。
为什么大家一窝蜂地报道问题食品？
那是因为读者关心。
反过来说，假如某个不太重要的官员在某个不太重要的场合做了“重要讲话”，就算媒体很善意地去
配合炒作，恐怕也炒不起来，因为打呵欠的受众对此不感兴趣。
也就是说，真正在推动炸作的不是什么媒体，而是整个社会的民情。
有些人总是用“宣传”的模型来理解“炒作”，似乎一切备受关注的议题都是少部分人努力推广积极
散播的结果，仿佛除了政府之外，媒界背后还有一个地下宣传部，老是想弄些坏消息出来，搞乱“大
局”。
可是包括相关部门在内的所有人其实都明白，从北到南，自西往东，全中国这么多这么杂的传媒，根
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威力庞大的小组织可以策动大家一起讨论某件事。
虽然用“炒作”去形容传媒的集体关注并不准确，因为它完全建立在“宣传”概念的反面，以传统官
方的模式去理解现代的大众传播。
但它仍然有用，理由是它带有负面的价值联想，能够很笼统很含糊地定性不利于自己的情势。
就像三鹿集团那段报告一样，把所有自己不愿看到的新闻都说成是“炒作”，好让政府和他们站在一
起去对抗那些看不见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
虽然，那“一小撮人”其实是全部的消费者。
原题为“什么叫做‘炒作’”，发于“牛博网”2008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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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常识》为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先生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
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
文字风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论述简洁有力，往往一针见血命中问题之要害，其文字在带给读者阅
读快感之余，还催人省思，给人启示。
该书名曰《常识》，正如梁氏自言：“该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
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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