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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前面　　《经典通读》丛书第一辑出版一年了，20册经过全新编译的西
方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经典学术著作一经面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赞美者有之&mdash;&mdash;对西方经典学术著作进行通俗化的解读，让普通读者也能了解西方的文化
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批判者亦有之&mdash;&mdash;不是大师原著，读来何用？
警惕快餐文化向学术圈进逼！
　　回忆丛书策划时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休谟、康德、马克思、牛顿、达尔文等一批
对人类影响深远的大师的无限敬畏，以及对其伟大著作的只闻其名未见其详的无比难堪，可以说《经
典通读》丛书实现了&ldquo;大师经典，通俗阅读&rdquo;的出版目的，完成了把艰涩难懂、鸿篇巨制
的学术著作，转化为普惠大众的精神食粮的任务。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10万字左右的通俗读本，有多少人会真的捧起《政治学》、《政府论》、《
资本论》、《人性论》、《战争论》、《社会契约论》、《国富论》、《相对论》&hellip;&hellip;并能
坚持读完？
这就是《经典通读》的功绩，这就是为什么一套20册的学术书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累计销售30多万册
的原因。
　　可以说学界对《经典通读》的出版是宽容和肯定的，大多数专家学者开始明白，学术经典不该只
是象牙塔中供少数知识精英把玩的古董，它们代表了人类文化思想的精髓，应该发挥其&ldquo;以文化
人&rdquo;的作用，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些经典，了解这些经典，汲取人类先贤们的文化营养，分享
人类思想的丰硕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袁济喜认为，研读西方经典，对于提高国人素质是必要
的。
中国自古以来便重视知识的通俗化，《三字经》、《千字文》就是经典通俗化的代表。
从文化的长远发展来看，通俗的编译本是必然的，也是可取的。
就坚持阅读品位、坚持图书导向来说，这套《经典通读》丛书也是很有意义的。
　　著名经济学家邢国均研究员说：当今多元化的知识结构使得跨学科的研究很普遍。
比如经济学研究者可能希望了解一些哲学理论。
而有些著作往往篇幅过长，且理论艰深、晦涩难读。
如果有可靠的普及本，读者就可以对原著有一个概要性的把握和初步的了解。
另外，对于初次接触某一新的知识领域的读者来说，对某些理论的理解可能不是很有把握，通读本就
能起到引导的作用，读者可以参照编译者对原著的理解把握这些理论。
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的加速，需要大量国际化人才，而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是国际化高端人才
必备的素质。
《经典通读》这样的丛书，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成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刘祯教授还就国学热背景下的西方经典阅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就一定意义而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国学与西学相互碰撞的历史。
社会思想潮流的变化也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目前社会上的国学热，其实是我国经济、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国人自信心增强的表现。
以前我们看西学可能是仰视，现在可能就是平视了。
也正因如此，才更应该将西学名著通俗化、普及化。
另一方面，许多著名的国学家都是中西贯通的大家。
如著名的清华大学&ldquo;国学四导师&rdquo;，他们除了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之外，都对西方的思想
文化有深入的了解。
今天研究国学，也要懂得西学。
　　正如在《经典通读》第一辑的《编者的话》里写到的，&ldquo;与世界接轨&rdquo;，首先就
该&ldquo;让思想先行&rdquo;。
除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对西方经典文化也应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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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要打破这种传播中的壁垒&mdash;&mdash;几十万上百万字的沉重篇幅，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
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
要做到这点，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关键。
换言之，再好的著作，读的人少，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
　　《经典通读》丛书第一辑的出版，受到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等100
多家媒体的关注，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等网站也纷纷进行深度报道，其中人民网还针对这套丛书
进行了读者调查，让大家发表对这套书的看法。
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广大读者非常欢迎这样的作品，认为这是能让他们阅读这些经典的最好办法。
而在全国掀起的明星代言《经典通读》活动更是引起舆论关注，众多媒体以大幅版面介绍本丛书和大
家投票选出的代言明星。
明星与经典学术著作的强烈反差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策划《经典通读》丛书的初衷。
当记者在&ldquo;两会&rdquo;期间采访票选名列前茅的杨澜时，她表示：系统地介绍西方的人文著作
，要看它整体的水平怎么样，如果很好的话，作为公众人物，去推荐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来吸引青少年
阅读，我觉得对推广文化也是很好的事情。
　　几千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经典学术名著浩如烟海，与第一辑的20册同样重要的著作
还有很多。
受到第一辑成功的鼓舞，今天我们又推出了《经典通读》第二辑，使丛书的总册数达到40册，涵盖的
作者和门类更加齐全和有代表性。
　　在第一辑中，马克思揭秘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用《资本论》缔造了一个新世界；达尔文在《物
种起源》中探索出&ldquo;物竞天择，优胜劣汰&rdquo;的自然规律，其影响力至今不衰；孟德斯鸠在
《论法的精神》中创立的&ldquo;三权分立&rdquo;学说，是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奠定了西方
的国家政权模式；伟大的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注定成为人类挑战宇宙的旗帜！
　　在第二辑中，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通过自己的《沉思录》，解析个人对社会
的责任，使领袖和平民都成为他的读者；卢梭从他的自然人性观出发，认为人生来自由、平等，人人
都应享受这一天赋的权利，他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ldquo;自然教育&rdquo;，以培养
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爱弥儿》；亚当?斯密期望人类有冷静慎思的能力，而不仅仅受自利的驱动，于
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以《道德情操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凯恩斯创立
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ldquo;第
三次革命&rdquo;，深刻地影响了众多国家的经济政策&hellip;&hellip;　　《经典通读》第二辑仍然秉
承第一辑的出版原则，完全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在保持原作原貌的前提下，将经典大部头进行瘦身
，力求提炼出原著精华，在原汁原味中化繁为简地通俗解读大师们的著作。
对于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ldquo;啃&rdquo;原著的读者来说。
这套丛书能满足大家了解原著的基本需要，有&ldquo;替代&rdquo;原著的作用；同时，对于想认真阅
读原著的读者而言，它也具备了引导的作用，真正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西方学术经典的大门。
　　同第一辑一样，《经典通读》第二辑的编译者也均为年轻的学者。
他们具有较高的外文水平，并且所编译的著作都在其专业研究领域之内，这就避免了已往有些编译者
只懂外语而不懂专业所造成的译稿不准确、不通畅等问题。
或许有人质疑年轻人的功底，其实，这些人往往只注意功成名就者的成果，而忽略了他们的成长过程
。
只要他们有披荆斩棘的勇力，梳理芜杂、条分缕析的细致与耐心，相信他们一定能奉献给我们期望中
的经典。
请别忘了，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时年龄不过24岁。
　　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出版之际，我们想重申《经典通读》第一辑《编者的话》中的观点
：&ldquo;编译毕竟不能替代原著。
希望阅读完这套丛书后，有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和勇气，并且满怀敬意地去研读经典原著，更为直接地
感受和领略大师的精神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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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对学术经典的轻松&ldquo;悦&rdquo;读是我们的理想，但要真正实现难度却很大。
但愿第二辑做得比第一辑好些。
不当处，请读者见谅，并欢迎批评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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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典通读》，一套将经典学术巨著进行全新通俗化编译的丛书，旨在引领读者轻松快速阅读学术经
典，从而普及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名家名著。
    《悲剧的诞生》，尼采的第一部著作，是尼采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所在”，作为中心思想的
酒神精神是理解尼采全部思想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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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采，德国哲学家、思想家。
     
    尼采是一个充满着反叛精神的诗人、哲学家。
他强力批判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否定基督教传统的道德体系，主张重估一切价值，更提出了超人
理论和永恒轮回的命题，渴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创造出一种生存的意义，以此来肯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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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篇　　至此，我们已经考察了酒神狄奥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这两种艺术力量，认为它们来源
于自然界本身，根本不需要人类艺术家这一中介。
　　日神之梦和酒神之醉相互对立，它们出于自然，有着栩栩如生的艺术创造力。
在其间，源自于自然的艺术冲动找到了捷径以获得单纯的满足：一方面是作为梦境的形象世界，这一
世界的完满与个人的智力水平或者艺术修养全然无关；另一方面是作为醉境的现实，这一现实同样不
重视个人能力，甚或竭力把个性摧毁，然后通过一种神秘的统一感来使个人得到解脱。
　　在梦与醉中，在这两种自然的、直接的艺术境界中，每个艺术家都只不过是&ldquo;摹仿
者&rdquo;。
这样的摹仿者，要么是日神式的梦境艺术家，要么是酒神式的醉境艺术家，要么就是像古希腊悲剧作
家那样，既游于梦境，也留连在醉境之中。
初时，悲剧家沉湎在酒神的醉境和神秘的忘我之境，酩酊大醉，孑然一身，离开了放歌狂饮、汹涌向
前的歌队，倒在大路一边；继而，在日神阿波罗神秘的感召下，他自己的境界，或者说，他与世界最
内在基础的统一，在一幅譬喻性的梦象中向他显现了出来。
　　这是一般性的前提和对比。
现在，按照这设定好的一般性的前提和对比，让我们试述古希腊人，借此审视最本真的艺术冲动在他
们那里如何发展，达到何种高度，并借此深入了解古希腊艺术家如何处理现实与艺术之关系，亦即亚
里士多德之所谓&ldquo;摹仿自然&rdquo;。
　　古希腊人作品中不乏写梦之作，但我们却只能以猜测来谈论它们，尽管这种猜测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
其实只要设想一下古希蘑雕像的造型力度和色彩的饱满，我们即能猜测古希腊人的梦境想必也是同样
的庄重，充满神性，色彩明丽，犹如古希腊故事之浮雕。
古希腊人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立体感受能力，此外，还由于他们对色彩具有如此真诚明快的爱好，因
此，作为后人的我们不得不颇为羞愧地假定：他们的梦也有线条、轮廓、颜色、布局等等的逻辑关系
，也有一种与他们最精美的浮雕相类似的舞台效果。
所有这一切是这样的美满，足以给我们最充分的理由做出这样的比喻：这样做梦的人就是荷马，荷马
就是一个做梦的古希腊人。
这样的比喻远比我们现代人做梦后自夸为莎士比亚更有意义。
　　然而，我们不必凭猜测就可以肯定，醉境中的古希腊人与醉境中的野蛮人截然不同，他们之间横
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暂且对现代世界存而不论，仅仅讨论那遥远的古代世界。
在古代世介，从罗马至巴比伦，我们都可以看到酒神节的存在。
这里的酒神节与古希腊类型的酒神节的关系，最多如同从公山羊那里借得名称长胡须标志的萨提尔（
古希腊神话中的山林荒野之灵，纵欲好饮，代表原始人的自然冲动。
在酒神祭时，古希腊农民庆祝丰收，往往头戴羊角，足穿羊蹄形靴，扮成萨提尔。
这就是古希腊戏剧最原始的雏形&mdash;&mdash;原作者注）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关系一样。
所有这些酒神祭的仪式与古希腊的仪式相比，不外是性欲的表达，充满了低俗野蛮，性欲的狂潮淹没
了一切家庭生活及其可敬的传统；最粗野的兽性蓦然解放，直至酿成情欲与残暴的猥琐综合。
我往往觉得，这堪称真正的&ldquo;妖女的淫药&rdquo;。
　　有关这些节日的知识，从海陆两路源源不断地涌入古希腊。
古希腊人对这些侵入本邦的狂热的献祭，也渐渐有了相应对策。
他们似乎是在用日神阿波罗的形象，长久且完备地守护着一个时代。
危险的时刻一旦出现，日神阿波罗便威严地高举美杜莎的头颅（美杜莎，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女妖，以
蛇代发。
英雄帕修斯砍下了她的头颅。
后来，她的头像常出现在建筑物入口处的屏壁上，古希腊人认为这样可以避邪化险&mdash;&mdash;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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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抵抗任何怪诞汹涌的危险力量，而让喧闹归于平静。
而日神那种威严迫人的风度，也正是在多利克（多利克，古希腊多利安人居住的山地名称，也用来指
称一种艺术风格&mdash;&mdash;原作者注）艺术这里才得以永垂不朽。
　　然而，酒神的冲动终于从古希腊人的性灵深处发泄出来，拓开一条去路，犹如奔腾的江河，直泻
千里。
此时，抵抗这种酒神式的冲动已经很快成为问题，甚至成为不可能的事实。
古希腊人内涌的酒神冲动如岩浆喷火，与日神发生激烈的冲撞。
德尔斐神庙的神灵阿波罗的威力减弱了，犹如微弱的火苗遇到大火，只好委求和解。
然而，日神却并没有忘记伺机夺去酒神狂放之武器。
在古希腊宗教崇拜史上，这次的和解至为重要。
两位已然和解的昔日夙敌退守各自的界线，偶尔还会互赠礼物。
古希腊酒神祭毕竟不同于野蛮人的秘仪，我们应该有所领悟。
　　不过，他们之间的鸿沟并未根本消除。
稍稍观察酒神的魔力在这和解的压力之下的表现，便会清楚地看到：与巴比伦的萨刻亚节，及其那些
使人退化为虎、猿的陋习相比，我们在古希腊人 的酒神祭节的庆典中发现基督教的救世节庆和基督变
容节（救世节庆，即复活节一类的基督教的节庆日；基督变容节，也是季度节庆日，每年的8月6日举
行&mdash;&mdash;原作者注）之类的意义。
只有．在古希腊人这里，大自然的天性才会达到艺术的欢呼，个体化原理的崩溃才会成为一种艺术现
象。
　　在节日美景中，自然灵性得到了艺术性的解放，达到了&ldquo;同一&rdquo;。
在这里，情欲与凶残相结合的猥琐的&ldquo;妖女的淫药&rdquo;也失去了效力，只见酒神的信徒在梦
境和醉境的双重性情绪中狂欢。
他们仿佛哀极而乐，喜极而泣，在两股激流的推涌中求生，最终得到拯救。
正如治病的良药使我们想到使人丧命的毒药一样，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痛苦引起快乐，欢呼夹带哀
声，乐极而生惊 恐，泰极而求失落。
在那些古希腊的节日里，大自然仿佛是呼出了一声伤感之气，仿佛在为它分解成个体而长叹悲鸣。
对于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世界而言，这些二重性情绪的酒徒的歌声和舞姿，乃是新鲜奇怪之物，闻所未
闻；尤有甚者，酒神之乐激起了人们的惶恐与畏惧。
虽则从节奏的律动而言，音乐从来就是梦境的艺术，因为正是为了表现梦境境界，才发展出节奏来使
人达于梦境。
梦境音乐在音调方面仿佛是多里斯建筑艺术，如流水淙淙，让人陷于一片朦胧意境之间。
　　然而，酒神之乐绝无一般音乐的必要组成成分，比如令人惊心动魄的音调、婉转起伏的韵律、曼
妙悦耳的和声等等，都被视作影响梦境的因素而被仔细除掉了。
这一切都被视为非日神的因素。
然而，正是这些非日神的因素决定着酒神音乐乃至一般音乐的性。
在酒神颂歌中，人的所有的象征能力都被激发到顶点，就像摩耶面纱的揭除，一涌而现，灵魂与性灵
本身合而达到&ldquo;同一&rdquo;。
性灵的真谛用象征方法被表现出来，我们需要在新的象征世界中，释放肉体的一切，用双唇，用面部
，用语言，随着奔放的舞蹈而充分展现。
于是，另一种象征力，表现在节奏、律动、和声中的应有的象征力突然变得强大起来。
为了掌握如何把这一切象征能力一起释放，人必须达到忘我之境。
所以，放歌狂饮的酒神信徒只被同道的人们所理解!日神阿波罗式的古希腊人看到他们必定会惊愕万
分!而且，这种惊愕日甚一日，其中还掺杂着一些恐惧：或许，所有这一切对他而言并不是陌生的，甚
至他的日神信仰也不过是用来遮挡面前这个酒神世界的一层薄薄的面纱而已!　　第三篇　　先来了解
一下日神阿波罗。
为做到这一点，我们似乎不得不拆除日神文化艺术大厦的一砖一石，直至它所凭借的基础得以显现。
　　让我们展开联想的翅膀，做出艺术的想象，想象那庄严恢宏的奥林匹斯诸神被精心地雕刻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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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之墙上。
他们不朽的业绩被雕刻成浮雕，面目表情栩栩如生，让你仿佛听见远古激荡的鼓声，看见硝烟中光辉
夺目的英雄形象。
在古希腊传说诸神中，阿波罗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员而已。
他与诸神平等，跻身其间，并没有要求给予特殊的身份，坐上第一把交椅。
但是，我们却不应因此感到迷惑，而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整个奥林匹斯神界，皆因阿波罗身上的冲
动所诞生。
因此，可以说阿波罗是神界之父。
　　奥林匹斯诸神，光彩照人，他们因何而生?　　奥林匹斯诸神拥有自己的独特个性。
假若你试图带着其他宗教信仰的留影去接近奥林匹斯诸神，假若你试图在奥林匹斯诸神身上发现道德
的高尚，假若你试图虔诚而圣洁，假若你试图感受精神之美，处在如风轻柔包裹的幻境中，那么，你
必定会茫然不知所措，只好满怀失望而归。
因为这里没有你所想象的一切，诸如弃世、戒条等，只有跃动的生命力，如喷薄整个草原的灿烂繁花
，如云在天空中恣意舒展，一切已然超越善恶。
你唯有沉静下来，静静感受，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完全停止。
　　于是，静观的人，站在如此奇妙的生机充溢的景象之前，必定愕然失措。
面对着这如火般生命跃动的幻境，他被拽人这个漩涡中，惊讶，徒然呼喊。
这生机勃勃的一切令他反思，他不懂：这些豪放不羁的人们，到底饮下了什么灵丹妙药，能够如此尽
情地享受人生，以至于他们不论把目光射向何方，都能够看见海伦在向着他们嫣然微笑。
可我必须对这静观者大喊：&ldquo;你先别走，让我告诉你古希腊民间智慧是如何讲述这欢乐，如何把
这一切带到你的面前。
&rdquo;这个民间故事是关于米达斯王（米达斯，古希腊神话中佛律癸亚国王，以巨富著称。
传说他曾捕获酒神奥尼索斯的伴友西列诺斯，随后释放，交给酒神。
酒神为了报答他，授之以点金术。
从此，米达斯王触摸到的东西都会变成黄金，以至于连饭也吃不成。
最后，只有请求狄奥尼索斯收回魔力&mdash;&mdash;编译者注）的。
一天，米达斯王索然无味，在林间徘徊良久，试图寻找一个适合的伙伴，同桌对饮，一醉方休。
他想到了西列诺斯（西列诺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精灵，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养育者和老师。
他终日饮酒，喜爱音乐，并能够预卜未来。
据说，抓住他绑起来，可以迫使他说出对未来的预言&mdash;&mdash;编译者注），开始怎么也找不到
。
经过许多周折，当米达斯王找到西列诺斯时，他向西列诺斯请教，询问对于我们凡夫俗子来说，什么
是绝佳之物。
西列诺斯沉默良久，像石像一样在那儿站着。
米达斯王进而一再追问。
西列诺斯忽然放声大笑说：&ldquo;你这朝生暮死的可怜虫，无常与苦难之子!为何要强我所难，要我
说出难说之言?人不过如朝露，在无常的人世间，苦苦求生。
实际上，世间绝佳之物，乃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
然而，这是你永远不可能得到的。
不过，对你而言，等而次之者，就是&mdash;&mdash;立刻就死!&rdquo;　　听了这则古希腊民间故事
，是否对你有所裨益呢?奥林匹斯神界和这民间智慧之间的关系，就仿佛固执的殉道者在临刑前所产生
的一种迷乱的狂喜，以及被他忽视的自己即将面临的苦难之间的关系一样。
　　此刻，圣山奥林匹斯似乎打开了它神秘的大门，显露出它坚实的根基。
　　最初的自然界并不适宜于人的生存。
试想赤身露体、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如何面对旷野上的寒风和猛兽，便知生存之艰辛与不易。
古希腊人认识到而且感觉到生存的恐怖与可怕。
生存既是如此艰难，为何不构想一种幻境?为了能够生活下去，古希腊人必须安排奥林匹斯诸神光辉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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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诞生，来抵御这现世的恐怖与可怕。
古希腊人因此开始构建他们灿烂辉煌的奥林匹斯之梦。
　　在奥林匹斯之梦中，在这灿烂的艺术境界中，人不会再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颤栗。
面对着提坦诸神（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盖亚的六个儿女，力大无比，曾与宙斯争夺统治
权而失败。
提坦诸神象征大自然的威力&mdash;&mdash;原作者注）威力的绝大恐惧，以及那无情地统御着一切知
识的命数，那折磨着人类伟大良友普罗米修斯的苍鹰，那聪明的俄狄浦斯的可怕命运，那驱使俄瑞斯
忒斯去弑母的阿特柔斯（迈锡尼王。
他的弟弟梯厄斯忒斯企图谋杀他，夺取王位。
阴谋败落之后，迈锡尼王阿特柔斯对他实施报复，杀掉他的两个儿子并煮了给他吃。
当梯厄斯忒斯知道自己吃的是自己儿子的肉时，便诅咒阿特柔斯家族。
这个诅咒应验在阿特柔斯的孙子俄瑞斯忒斯身上&mdash;&mdash;编译者注）的家族的灾难，总之．林
中诸神的全部哲学，及其所列举的关于令人伤感的伊特鲁利亚人（伊特鲁利亚人，古意大利人的一支
，公元前ll世纪由小亚细亚渡海而来。
公元前6世纪达于极盛，曾建立统治古罗马的塔科文王朝，后为古罗马帝国所灭，但其文化对于古罗
马文化影响重大&mdash;&mdash;编译者注）走向毁灭的神秘事例，这一切。
都被古希腊人利用奥林匹斯的艺术世界一次又一次地加以克服，至少加以掩盖，避而不见。
　　古希腊人为了对抗严酷的自然，为了不被迷信噩梦所惊扰，创造了这些神灵。
　　他们是怎样创造这些神灵的呢?对此，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设想：原始的提坦诸神的恐怖神系，通过
日神的美的冲动，逐渐且缓慢的过渡而发展成奥林匹斯快乐神系。
这一过程的展开，仿佛就像忧郁的森林忽然探出的多刺的蔷薇，上面绽放朵朵鲜花。
假如古希腊人不是从荣光高照的古希腊神灵那里得到关于生存意义的启示，试问这个如此敏感、如此
热衷于欲望，而又能承担无比苦难的民族怎样能够忍受人生呢?　　这创造的艺术冲动，产生出多姿的
艺术，为俗世增光添彩，让人类能幸福地生存。
同时，这种创造的艺术冲动，促使奥林匹斯神界诞生。
古希腊人因此而更欢呼，仿佛发现另一处仙境，生命仿佛从此崭新。
在这里，古希腊的&ldquo;意志&rdquo;持有一面有神化作用的镜子映照自己，照见自己容光焕发。
因此，神不过是人生的投影。
你没看到，神不也像人那样有喜、怒、哀、愁吗?因为诸神也过着人类一般的生活&mdash;&mdash;这
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神正论。
　　正是在这圣洁的神的光辉照耀下，我们的生存才有意义，人生才更有价值。
在荷马史诗中，英雄的悲哀莫大于身死，尤其是早死。
因此，现在我们不妨把西列诺斯的警句颠倒过来，依次来讨论这些古希腊人：&ldquo;对于他们，最坏
的是早死，其次是迟早会死。
&rdquo;这悲剧的预言，让我们仿佛又听到短命的阿喀琉斯在抱怨。
好个人生无常，一切不过是春光明媚却转眼落满秋叶。
好个凋零之境，仿佛英雄时代的末日，太阳慢慢落到了山背后的黯淡。
渴望活下去，成为每一个人的心愿，哪怕是作为一个奴隶活下去。
这种想法即使在伟大的英雄那里也成为箴言。
在日神阶段，古希腊的&ldquo;意志&rdquo;这样热切地渴望现世生活，这位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又觉得
自己与生存意志合而为一，以至于悲叹本身也成为生命的赞歌&mdash;&mdash;死亡后的阿喀琉斯呼唤
生命：宁可生而为奴，也不愿死而为鬼!　　古希腊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日神。
登上这不朽的阶梯，才懂得赞颂这凡世。
原本人生的悲凉调子，不知不觉转为快乐的音符，成为对生命的歌颂。
　　在此应该说明，我们所期望的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即席勒使用&ldquo;素朴&rdquo;这个术
语来表示的那种状态。
它从来就不是一种简单的、自发产生的、似乎不可避免的境界，也不是在任何一种文化大门前必然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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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人间乐园。
只有一个时代才会相信这点，这个时代就是浪漫主义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写作《爱弥儿》的卢梭，曾试图在荷马身上发现和爱弥儿一样的、完全依靠自然养育
出来的艺术家。
凡在艺术上发现有&ldquo;素朴&rdquo;的场合，我们都应该清楚这是日神文化的最大效果。
这种文化往往必须首先推翻原始的提坦王国，杀掉魔怪，然后凭它的强有力的幻象和可爱的幻觉，战
胜静观世界里阴森可怕的深渊和人类悲天悯人的脆弱天性。
　　我们渴望艺术素朴之美。
这也是日神文化最大的贡献。
恰如湍急的水冲撞着大地的胸腔，大地不为所动，我们平静地看待这一切。
但是荷马史诗，这素朴的艺术是多么的崇高，难以企及。
他把日神的魔力运用到极致，就像一个梦境艺术家那样，把梦想的疯狂和现实的想象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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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典通读（第2辑）：悲剧的诞生》作者尼采跟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样。
是对20世纪的精神生活起了最大影响的思想家。
《经典通读（第2辑）：悲剧的诞生》是尼采一鸣惊人的巨作，也是读者理解尼采美学和哲学的入门
书，尼采自称这是一本为那些兼有分析和反省能力的艺术家写的书，充满心理学的创见和艺术的奥秘
，是&ldquo;一部充满青年人的勇气和青年人的忧伤的青年之作&rdquo;。
在这部著作中，尼采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说明了艺术的起源、本质、功用以及人生
的意义。
　　同名英文原版书火热销售中：The Birth of Tragedy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悲剧的诞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