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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敌基督者》是尼采发疯前最后一部著作，既是关于基督教的历史与本质的探究，同时也是一部深刻
的哲学著作，其所关心的一个永恒问题是真理与信仰的关系。
本
书作者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全书62节进行逐一讲解，并将《敌基督者》置于尼采个人的思想脉络与
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谱系中去理解它的问题与思路，指出这本书
的中心意旨是重新厘定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从而进行价值重估。

　　讲稿根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增定在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的录音整理而
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引导读者和学生理解尼采的最佳入门。
本书分两部分，一是讲稿，二是《敌基督者》原文，由吴增定和李猛翻译。

　
　关于“经典通识讲稿”：近年来，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着力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尤重“研
读中外经典文本”，旨在重新树立认真读书、自由思考的风气，
以抵抗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
“经典通识讲稿”秉此理念，特邀各学科著名学者，以深入讲解中外经典文本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
对思
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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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增定，男，安徽庐江人，1972年生，199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同年留校
任教，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迄今已发表“有朽者的不朽：现代政治哲学的历史意识”、“政
治与教育：洛克的政治哲学研究”、“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等数篇论文，另有《敌基督者
》（尼采）、《政治神学续篇》（卡尔·施米特）等译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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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讲稿引论：尼采与《敌基督者》第一部分：第1至13节第二部分：第14至23节第三部分：第24至35节第
四部分：第36至49节第五部分：第50至62节文本敌基督者——对基督教的诅咒建议阅读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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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敌基督者》是尼采晚期的一篇 文本。
确切地说，这是尼采发疯之前写的一部构思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作品。
我想首先从文献的角度，把这个文本的相关背景跟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尼采于1889年1月6日突然发疯，并被他的好朋友欧维贝克（FranzOverbeck）接回德国
。
他在发疯前不久，也就是1888年9月，完成了《敌基督者》的写作。
所以，有不少人断定尼采的《敌基督者》是疯言疯语，痴人说梦，完全不值得研究。
从行文上看，《敌基督者》确实有一点“疯狂”的痕迹。
大家稍微浏览一下就会发现，尼采几乎是通篇 从头骂到尾，骂得很激烈，很多骂人的话都是别人学不
来的。
　　抛开这些修辞性的话语不谈，单从尼采哲学和思想自身的语境来看，《敌基督者》可以说是他后
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敌基督者》和其他的文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根据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尼采的思考和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悲剧的诞生》到《不合时宜的观察》，这是尼采的早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的前五年，这是尼采思考和创作的巅峰时期。
他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包括《人性、太人性的》（一、二卷）、《曙光》、《快乐的科学》和《查
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
这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它也是尼采本人最看重的一本书。
他在《瞧！
这个人》中对这本书有过专门的评价。
他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的“肯定部分”，也就是他所赞成的观点。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核心思想就是所谓的“超人”。
什么是“超人”呢？
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权力意志”对它自身的“永恒轮回”的无限肯定，说得通俗一些，就是有限的
生命对自身的无限肯定。
这也是尼采哲学的中心思想。
第三个阶段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直至发疯之前。
尼采在《瞧！
这个人》中说，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写的东西都是“否定性的”，都是为了反对某种东
西。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进行“价值重估”。
什么叫“价值重估”？
尼采的意思是，所有被传统道德、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等认定是善的东西其实都是坏的，而所有被它们
贬低、批判为恶的东西都是好的。
所以，“价值重估”的目的就是把所有被基督教和传统形而上学颠倒的价值颠倒回去，恢复它原来和
固有的秩序。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的所有作品都具有“价值重估”的特点。
《敌基督者》也不例外。
实际上，《敌基督者》的原始标题就是“价值重估”。
按照瑞士尼采专家佐默尔（AndreasUrsSommer）的看法，《敌基督者》的正文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 是第1至13节，主要讲的是为什么要批判基督教，这种批判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基本原则是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基本标准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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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是第14至23节，主要是以佛教为参照，通过基督教和佛教的比较来澄清基督教的价值观。
第三部分 是第24至35节，讲的是基督教的史前史，也就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关系，它是如何从犹太教
的历史之中演变过来。
通过这样的演变，尼采进一步揭示了耶稣作为拯救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
第四部分 是第36至45节，主要讲的是基督教历史所造成的灾难。
第五部分 是第50至62节。
这是整个《敌基督者》的核心部分，它所处理的基本问题就是信仰和真理之间的关系。
　　因此，《敌基督者》看起来虽然是一个宗教史的研究，但是严格来说，它是一本哲学著作。
尼采要处理的问题，我们都非常熟悉，也就是真理问题。
只是尼采认为，所有传统的哲学或形而上学，严格说来，都不是对真理的真正追求和热爱，而是一种
信仰或信念，或者说一种“信以为真”。
基督教更是如此，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信以为真”。
为什么要“信以为真”呢？
是出于安全感的需要。
信徒不能接受耶稣死亡的“真理”、真相或事实，所以他们相信耶稣是上帝，是“道成肉身”，相信
耶稣复活了，相信有绝对永恒的真理。
在尼采看来，所有这些都属于他们的信念或信仰，而信仰跟真理是风马牛不相及。
所以说，《敌基督者》所讨论的是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真理与信仰之间的关系。
　　尼采的《敌基督者》通篇 都是嬉笑怒骂，他的修辞效果往往使我们忽略了他哲学意图。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妨把这些嬉笑怒骂的修辞看淡一点，不要受它们影响。
当然，我在这里也要事先声明一下，我要把自己和尼采做一个切割。
我只是客观地解释尼采的思想，并不是他的代言人。
所以，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在感情或信仰上受到了冒犯，那么他应该去批判尼采。
　　结语　　现在，我们讲完了《敌基督者》的全部正文。
简单地总结一下。
《敌基督者》看起来像是一部宗教史著作，它是关于基督教的历史与本质的研究。
尼采首先叙述了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历史演变过程，然后揭示了基督教的本质，最后探讨了它如何自
下而上地征服了罗马帝国，并且一直影响到现代。
但严格来讲，《敌基督者》其实是一本很深刻的哲学著作，它所关心的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真理
与信仰的关系。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也已经有所体会。
　　最后，我想补充强调两点。
首先，尼采的哲学博大精深，我是挂一漏万。
再次声明一下，我既不是、也没有资格成为尼采的代言人，更不是他“命中注定的读者”。
由于知识面和理解力的局限，我的讲解肯定遗漏了很多更精彩和更深刻的地方，有些理解和讲法很可
能是错误的。
所有这些，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批评和指正。
其次，我建议大家在读尼采的书时，尽量“价值中立”一点，不要受他的修辞和情绪的过多影响，也
不要太计较他的价值立场。
哪怕你不喜欢他的价值立场，你也可以尝试理解一下他的基本问题和思路。
或许，你会觉得他的思想很有意思。
当然，一切终归要看个人的喜好。
我个人觉得，就读书来说，有没有意思是第一位的，真假对错要摆在第二位，甚至无所谓真假对错。
再正确的书，再神圣的书，如果觉得没意思，我是没有兴趣阅读的。
看来，我好像是更喜欢真理的诗情画意效果，而不是真理。
我不喜欢读正确的书，只喜欢读有意思的书，比如说尼采的《敌基督者》。
好的，我的讲课全部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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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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