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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德格尔拟在1941年至1942年冬季学期开《尼采的形而上学》这门课，除撰写的讲义外，另有备课札
记，“谁是查拉图斯特拉”——这样一个问题赫然在目。
(《海德格尔全集》，50卷，84页)海德格尔是第一位从哲学上评价尼采的思想家，他对《查拉图斯特
拉如是说》的解读和对荷尔德林的诗的阐释一样，可谓历久弥新。
 　　有趣的是，已经公布的《尼采的形而上学》课程结果却换为《荷尔德林的赞歌“思念”》。
1973年秋天在准备出版《海德格尔全集》时，海德格尔指定，把《尼采的形而上学》与《哲学导论·
思和诗》两种讲义合为一集，后者是他被迫离开教职时中断的课程，完整的标题是“哲学导论作为通
过思想者尼采和涛人荷尔德林抵达真正思想的指南”，时值1944年至1945年的冬季学期，课只讲了两
个小时。
 　　课程的切换标识着思想家的思想转折，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思想是迄今的形而上学之思的最后形
态，而荷尔德林的诗中有将来之思的尺度——众神的在场和隐退。
两种讲义合为一集出版，这说明了两种思的内在关联，思想家正是在这种关联的张力下遭遇尼采，也
遭遇荷尔德林，而后者成为思想的近邻。
“遭遇”这个词是海德格尔自己喜爱的话，它标识思想的当下，而海德格尔对当下的理解是在场。
在场与时间性的关系又让思想丧失自身的当下。
 　　回到“谁是查拉图斯特拉”。
海德格尔说这个问题无法用一两句话来回答，答案只能在与查拉图斯特拉的遭遇中经验到。
在何处与之遭遇?这由查拉图斯特拉是什么来定。
(《海德格尔全集》，50卷，85页)可是，作品是什么，这不由作者来规定。
海德格尔这里说：“最伟大的创造者是这样一些人，界限在他们的作品中是已然的，这意味着在极限
上已经决定了，它是如此不可接近，以致创造者纯然驻留于他的界限，知道它，却说不出它。
”(《海德格尔全集》，50卷，86页)一句话，查拉图斯特拉是永恒轮回说的老师，他用这一学说教人
自我超越，自己却还不是超人。
用海德格尔的阐释语言来说，同者永恒轮回是权力意志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世界整体
在完美的主体性统治下呈现为虚无主义并且达到其历史性转折的临界点，然而完成这一历史的人还没
有到来。
 　　谁是查拉图斯特拉?这个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和“什么是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
他对尼采的推崇和批判是针对形而上学之思在历史现实中的危机。
这种现代特有的视野决定了海德格尔视尼采为形而上学的结束。
他虽然认为尼采不仅颠倒了感性与超感性的关系——哲学的柏拉图的开端，而且克服了感性与超感性
之间的鸿沟，但是，对形而上学的颠覆仍然把尼采束缚在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上，开启新世界的另一种
思仍停留于未来。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海德格尔为什么在1941年讲课时放弃了尼采这个题目。
 　　然而，“查拉图斯特拉是谁?”这个问题无法用“查拉图斯特拉是什么?”置换出来。
海德格尔自己超出世界的视平线，把对“谁”的寻问放到语言的维度中： 　　“查拉图斯特拉是谁?
——他的语言如何?——他在语言中是什么?”(《海德格尔全集》，50卷，85页) 　　不妨就作品本身
试着逐一回答这三个问题，从最末一个开始： 　　查拉图斯特拉在他自己的语言中首先是超人的宜告
者。
他的第一个宣告即“上帝死了”，这个历史事件把查拉图斯特拉和历史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圣人彻底
区分开来。
①在他最后的自我告白中②出现的首先是“无神者”；如果这一点只使他脱离了哲学的中世纪而尚不
足以摆脱所谓道德形而上学的话，那么，“生命的赞同者”则标志出查拉图斯特拉崭新的现代世界的
视野，为此，《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卷开宗明义，称生命的智慧为“野性的智慧”，在荒山陡
崖上生养它最年轻的孩子；可是，只有克服了堕落的现代艺术和宗教意识形态，③新世界的开创者才
能承受得住分娩的痛苦，因此，查拉图斯特拉必须成为“苦难的赞同者”，亦即“轮回的赞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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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轮回学说的老师是超人宣告者驻世的唯一身份，也许它回答了“查拉图斯特拉是什么”。
然而，倘若离开自我超越的行动，就无从辨别同者永恒轮回的自然性和世界性，这也是《痊愈者》中
动物的唱和与查拉图斯特拉的应答之间的意义差别，双方各有所指。
超人的宣告者不仅以一切价值转换的行动结束了世界历史，而且以自我—超越的行动建构了要—超人
的精神世界，最后，赞美轮回的老师自身即是他的教义，他道出了奠立新世界的知并且在这言词上毁
灭，由此精神才超越自身，赋予灵魂对世界的爱和在爱世界中永恒回返的赞歌。
查拉图斯特拉的语言构筑了现代灵魂的世界。
 　　查拉图斯特拉是谁?——他既是新世界的分娩者，也是新生儿。
智慧的赤子虽然没有降生在世界的维度上，但在尼采独创的悲剧艺术中留下同者永恒轮回的圆环。
 　　　　　　　　　　　　　　　　二 　　本书中的九篇文章，除了《精神身体艺术》交待尼采的
悲剧艺术的来由和肩负的使命之外，其他皆直接切人作品的主题。
这里，尼采的思想被视为现代的核心省思，从意志的维度反省了人的创造性在价值上的缺失。
人的本质在创造性上的缺失经验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共同具有的现代基本经验，也是他们思想的动因，
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在知的维度上把握它，也在知的维度上拓展了世界经验整体。
尼采的思想首先澄清自己所独具的怀疑，这也是对叔本华悲观主义及其所代表的颓废意识形态的反抗
。
对生命感到厌倦是虚无主义的根源，其原因在于身体对自身的绝望。
尼采的怀疑精神不再从社会出发，而是从在自己身体中的直接堕落经验出发，以精神切割生命，完成
人与自身的区分。
人在虚无主义历史危机中自我超越的意志即是超人的意志，它在对我自身的原始信仰中肯定苦难的圆
满，拥有并且热爱生命的世界。
与之相应的艺术在语言的规定性上是精神的阐释艺术，在世界的规定性上是灵魂的自我拯救的艺术。
 　　《真理和灵魂的赞歌》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和接下的三卷为顺序，综述作品的结构
和超人思想的发展，以期揭示在尼采独特的传达方式中不可忽略的世界整体经验。
正是这种独特的世界建构奠定了尼采思想在现代的地位，也把尼采对人性历史的省思放到了现代世界
的基础上。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创造者之路”，“孤山秋水”和“浪人与不测的大海”三个小标题下各有三
个黑体字词组，如果您把它们作为关键词分别竖列在三个小标题下，并且从以下理性关系的关系项来
解读它们，兴许会有不小的惊喜： 　　　　　1　美德　　2　精神世界　　3　灵魂世界 　 　　　　
　世界　　　 历史　　　　　 语言 　　　　　　 语言　　　 世界　　　　　 历史   　　　　　　历
史　　　 语言　　　　　 世界 主导的关系顺序是语言，世界，历史；也可读作权力，意志，知。
 　　《爱与正义》中，思想直接出现在信仰的形态中，以赠馈之德启示我自身。
这种爱选择我自己，赠送我自己，在我与我的区分中创造新的真理。
虽然否定了基督智慧，仍令人想起爱的戒律；虽然没有谦卑美德，仍叫人想起圣子对父的意志的完美
体现，他所行的真理。
然而代替了信仰的理性洞见的是距离的激情——生命自我超越的自由直觉，代替了实体性人格的同一
性的是对大地的忠诚。
 　　《给与取中谁应感谢》，《男人和女人》和《舞蹈的大地》，这三篇的内容直接与《夜之歌》，
《舞之歌》和《墓之歌》联系在一起，构成作品核心的精神三部曲又与灵魂的三部曲相对应，《巨大
的渴望》，《另一支舞之歌》和《七印》。
灵魂的三部曲是作品的高潮，随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卷也在爱永恒的灵魂的赞歌中结束
。
身体、精神和灵魂同属于大地，是生命在自身中的自我区分和超越自身的创造；精神对生命的切割打
开大地的天空，三者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世界揭示了要—超人的意志的完整内容。
至此，宣告超人的使命已经完成。
自我—超越，作为无神者的真理，它是尼采在虚无主义历史现实中要求的人与自身的区分，尼采也称
之为意志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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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超越在同者永恒轮回的信仰中获得知的确定性，勇者的智慧承诺了超人世界的可能性。
 　　外一篇《夜游者之歌》涉及第四部的内容，不过唯一涉及的是查拉图斯特拉与高人之间的最后也
是最终的区别——如白昼与午夜，前者仍属于诗人的阐释艺术，而后者是灵魂开始起舞的世界。
值得再次提起的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回旋曲》中的“葡萄藤”的比喻，狄奥尼索斯的灵魂终于切断了
历史的遗产，它的孩子已经出生——生命的乐趣结成为永恒轮回的圆环。
尼采在葡萄藤所象征的爱里分辨出同情的苦涩，他以同者永恒轮回的信仰取代了基督的智慧。
“狄奥尼索斯反十字架上的耶稣”在现代灵魂的生死之间中获得具相。
前面提到超人的宣告者的三个规定性，它们在重估一切价值的世界中依次是无神者、生命的赞同者和
永恒轮回说的老师。
但是这里，在尼采灵魂的世界里，生命的赞同者获得第一的位置，它是语言的尺度。
 　　《面相与谜》和《信仰与世界》集中考察同者永恒轮回学说在作品中生成的脉络。
首先作为“原底之思”它是自我—超越的精神的思想；接着是思想带来的“最孤独的面容”——省思
时间性的思想者的当下，永恒轮回作为历史意识的对象出现在思想者面前，露出它的丑陋和威胁；最
后它是我自身的深渊：自我—超越的精神曾在《日出之前》知遇世界性的良心及其纯净的天空，而这
里良心已碎，实体性精神瓦解于我自身的告白，这是死亡，也是永远的惊醒，对这个深渊的肯定让精
神的经验成为灵魂的新知——“痊愈者”。
 　　无神者的世界在信仰中建立起新的秩序，随“痊愈者”而来的是万物与灵魂世界的永恒分离和在
轮回中的共舞。
灵魂的存在即是赠予，在世界的轮舞中获得我自身的镜像。
爱的公正带着灵魂明察的眼睛，分清“如其所是”和“如自我—超越的意志所应是”；爱的裁决是永
恒的赠礼，接受不公平的假象，用美的言词发现世界的美——正如美是灵魂的善的流溢。
 　　　　　　　　　　　　　　　　　　二OO五年立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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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晖，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1965年出生于南京，先后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哲学系读书。
曾获文学学士学位，哲学、文学双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贺伯特·博德教授(Prof．H．Boeder)。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

书籍目录

精神　身体　艺术——尼采的怀疑所做的区分真理和灵魂的赞歌——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爱与
正义——赠送我自己给与取中谁应感谢——尼采的智慧男人和女人——权力意志及其生命舞蹈的大地
——尼采的天空外一篇：夜游者之歌面相与谜——世界理性的思维方式信仰与世界——永恒轮回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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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真理和灵魂的赞歌——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卷即讲述一种智
慧在孤独中成熟并且壮大，它促使查拉图斯特拉的心做出新的决定。
查拉图斯特拉的心起了变化，正如太阳在向大地赠送光时具备了世界的规定性，查拉图斯特拉走出精
神的孤独，来到人世间，要奉送他的智慧的盈余。
“我愿赠予和分给，直到人群中的智者又为他们的痴愚而快乐，贫者又为他们的富足而欣喜。
”（《尼采全集》）KGW，VI 1.5-18）宣告智慧以宣告者的人世为开始，与林中圣人的谈话揭示了爱
的区别，查拉图斯特拉的人世正是这种区分的结果。
圣人爱上帝，不愿知道神的死，所以他做隐士，宁愿与动物结伴，而不愿与人为伍。
他清楚，人不过试图对爱的赠给施加报复。
查拉图斯特拉爱人，可他爱的是意志的自由所创造出的人。
上帝死后，仁爱也失去了根据，查拉图斯特拉要创造超人来克服爱的危机，把爱作为对所有生命的爱
建立在世界性的基础上。
他的智慧告诉人应该如何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但只有爱者和创造者才能接受它，做智慧的伴侣。
查拉图斯特拉的伴侣——鹰和蛇——是他们出现的符号，“阳光下最骄傲和最聪明的动物”（VI 1
，21—16），尽管适当的人尚没有出现，那种出于自身意志的自由而踏上与自身相区分的征途的人。
如林中圣人所见，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位清醒者，变为赤子的人，生活在孤寂的海洋中。
相反，人的陆地正昏睡在同情道德里，这里生者和死者没有区别。
人不懂得来自富足的赠给，只知道在分担贫瘠的意义上的获取。
他们不信任隐士的礼物，却祈求他们的偶像的施舍。
由于死被当作生命来颂扬，生者也显现为幽灵。
叔本华的最后的上帝显示出精神自我转化的努力，但是在动物向超人的过渡中犹疑不定，没有超越善
恶的自由。
试图自我超越的人在这里如同为小丑追逼的走绳索的人，被腿脚敏捷的恶人超过，栽倒并死于他的动
物性存在的迷信——对鬼的恐惧。
叔本华的精神寂灭于死亡，而不是向超人的过渡。
超人必须克服迄今所有道德的深渊，在历史现实的彼岸建立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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