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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选名校名牌课程，100种，内容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自16所重点大学的重
量级学者深入浅出传授各门学科知识，让更多的学子亲炙名师教泽，拓展学术眼光，增益人格素养，
是大学素质教育的优选教材，也是高品味的学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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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汝伦，1953年生，1987年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作品有：《意义的探究》、《激情的思想》、《思考与批判》、《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现
代中国思想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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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二尼采的早期思想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哲学的起点，虽然不少人是根据书名
来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一部关于戏剧和艺术的著作，但作者却在前言中明白地告诉读者，这部著作是在
讨论“严肃的德国问题”。
而“严肃的德国问题’’实际是严肃的生命问题，是如何面对生命和如何理解生命的问题，是如何生
活的问题。
而引导尼采走向这个问题的，无疑是叔本华。
    尼采在莱比锡大学读书时就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
虽然叔本华的哲学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也给予叔本华极高的评价，但从一开始他与叔本华就有一定
的距离。
他同意叔本华的思想，认为人生是“极痛苦、充满着矛盾对立的生物永远在变化和更新的幻梦。
”只有艺术可以是人逃避人生的苦难，忘却我们的不幸和痛苦。
但叔本华认为，艺术只能给我们暂时的忘却和幸福，而人生从根本上说是无价值的，是应该抛弃的。
悲剧的意义就在于教导我们认识到生命的毫无价值，使我们得到弃绝意志的智慧。
    尼采虽然接受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前提，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尼采认为，希腊人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民族，极能感受人牛根本的痛苦。
但他们没有像佛教徒那样否定牛命的意志，因为艺术救了他们。
作为希腊艺术最高成就的悲剧，它的快感产生于这样的想法：尽管现象界在不断变动，但生命归根结
底是美的，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
尼采认为，人身上那种原始的欲望和冲动，他称之为“动物力”，为艺术的出现提供了原始的动力。
人总希望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满足自己的欲望。
当人们学会把它们用于艺术活动时，它们就不断得到了美化。
艺术是它们的变形。
艺术表现它们，进一步刺激它们，但也提高它们，改变它们的方向。
在艺术中，这些“动物力”只是受到压抑，但并没有削弱和根除。
在它们的艺术表达方式中，它们人类化了，精神化了，因此能为提高人生的价值服务。
尼采的这个思想，对后来的弗洛伊德关于艺术创造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是弗洛伊德最推崇的思想
家之一。
    艺术既要有丰沛的生命冲动，又要有精致优雅的形式。
尼采用酒神狄奥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来分别象征艺术这两种要素，也是人性中两种原始的本能或倾向
。
酒神代表人性中激情冲动的那一面，而日神则象征着人性理智静观的另一面。
它们在悲剧中得到了统一。
悲剧揭示人真实的生存，让人直面生命本身。
“诗的境界并非像诗人头脑中想象出的空中楼阁那样存在于世界之外，恰好相反，它想要成为真理的
不加掩饰的表现，因而必须抛弃文明人虚假现实的矫饰。
”[2]所以悲剧的主角在最早总是代表原始生命及其苦难的酒神。
    可是，尼采认为，希腊悲剧就断送在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三大悲剧诗人”的欧里庇
得斯手里。
欧里庇得斯用日神来代替酒神作为悲剧的主角，使悲剧失去了最初具有的狂放的生命力，冷静的理性
支配了悲剧。
“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运用最巧妙的艺手段，在头几场里就把剧情的全部必要线索，好像
在无意中交到观众手上。
这是显示了大手笔的笔触，仿佛遮蔽了必然的形式，而使之作为偶然的东西流露出来。
但是，欧里庇得斯仍然相信，他发现在头几场里，观众格外焦虑地要寻求剧情前史的端倪，以致忽略
了诗的美和正文的激情，所以，他在正文前安排了开场白，并且借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物之口说出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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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是一位神灵出场，他好像必须向观众担保剧中的情节，消除对神话的真实性的种种怀疑。
这正像笛卡尔只有诉诸神的诚实无欺，才能证明经验世界的真实性一样。
”[3]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那里，悲剧就是生命本身的宣泄；而在欧里庇得斯那里，悲剧变成了
理性的客观认识过程。
清醒的哲人代替了醉醺醺的诗人，悲剧衰落了。
    但这决不只是悲剧的命运，也是西方文化的命运。
欧里庇得斯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悲剧中实现苏格拉底的原则。
苏格拉底不能接受生命的丰富多样性，在他看来，生命是简单的：“知识即美德；罪恶仅仅源于无知
；有德者即幸福者。
”理性和知识成了生活的惟一主宰和目的。
这样，作为原始生命艺术流露的悲剧就注定要灭亡了。
悲剧的灭亡标志着人类文明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从此，求知欲不可思议地泛滥于整个有教养阶层，科学被当做一切大智大能的真正使命汹涌高涨，从
此不可逆转；由于求知欲的泛滥，一张普遍的思想之网笼罩全球，甚至奢望参透整个太阳系的规律。
因此，苏格拉底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4]    这个转折点的特点就是知识高于一切，包括生命。
“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
最堪赞叹的天赋。
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同情、牺牲、英雄主义的冲动，以及被日神的希腊人称作‘睿智’的那种难
能可贵的灵魂的宁静，在苏格拉底及其志同道合的现代后继者们看来，都可由知识辩证法推导出来。
”[5]唯理智主义支配了此后的西方文化。
到了近代，对科学的崇拜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唯理智主义。
但就在同时代人都对科学寄予无限信任和希望时，尼采却敏锐地预感到：“科学受它的强烈妄想的鼓
舞，毫不停留地奔赴它的界限，它的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这界上触礁崩溃了。
[6]科学的界限不是别的，就是生命本身。
生命本身是无法用逻辑去把握的，因为它是永恒的生成，是不确定者。
    尼采决不是要反对科学和理性，而是反对它们的僭越和霸权。
当他们要统治本不属于它们的领域时，当它们要越出它们的界限时，生命就会受到损害，就像古希腊
悲剧的命运所昭示我们的。
《悲剧的诞生》奠定了尼采哲学的基础，他后来的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其萌芽，除了权力意志
的思想。
三权力意志    毫无疑问，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属尼采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也是尼采最容
易引起别人误解的思想。
因为Macht(权力)这个概念马上就会使人产生负面的联想。
正因为如此，我国学者一般都不愿将dor Willezur Macht译为“权力意志”，而译为“强力意志”，甚
至“冲撞意志”等等，以避免误解。
但既然der Wille zur Macht是尼采的核心概念，自然不能光从字面意义上来考虑它的译法，更要根据它
在尼采哲学中的特殊意义来决定如何翻译为好。
    在尼采哲学中，Der Wille zur Macht是一个存在论或本体论的概念，是尼采对宇宙间一切事物和宇宙
本身的根本原因和动力的一个一般解释，也是看和描述宇宙的一般方式，而不是像康德的物自体或叔
本华的意志概念那样，是关于可见世界后面一个实在的形而上学学说。
尼采在《超越善恶》一书中说，逻辑的方法要求我们去探求一个解释宇宙万物的总原则，一种基本的
因果活动形式，我们可以用它来统一可见的现象，der Wille zur Macht就是这个原则。
生命本身就是der Wille zur Macht，推而广之，世界也是这个derWille zur Macht。
Der Wille zur Macht并不是一个超验的实在，而是一个经验的假设，它之存在于它的种种表现中。
因此，要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我们看看它在人类认知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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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结束语康德说过，哲学是不能教的，意思是说，哲学不是像数学、物理学这样的之一门学科，不能将
它作为客观的知识来讲授和学习。
但康德自己也在大学里教哲学。
当然他教哲学与教地理学是不一样的(康德不是哲学教授，而是地理学教授)，前者对于他来说就是和
学生一起进入哲学问题本身；而后者却是客观知识的传授。
这部教材的目的也是要引领学生走进哲学问题本身，使他们和那些大师一起思考，而不是给他们再增
添一些需要硬着头皮记主的客观知识。
因此，这部教材结束的地方，是哲学真正的开始处。
哲学是思想者的事业，哲学只对他们开放，对于他们来说，哲学永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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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是大学素质教育的优选教材，也是高品味的学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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