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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

章节试读

1、《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的笔记-第1页

        一切生命，其本质上皆为痛苦。 1
 
动物比人，对生存本身更容易心满意足，而植物则更是完全满足于自身的生存。人满足其生存的程度
，是由他麻木不仁的程度决定的。所以，动物的生活，与人的生活比，包含的苦难少，而且快乐也少
。其直接的原因，一方面，是它没有忧虑、烦恼、痛苦；另一方面，是它没有希望，因而就不会去憧
憬一个幸福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加上由想象构想出来的与之伴随的诱人成果，正是我们大多数最大
愉悦和快乐之源泉。动物之所以缺乏烦恼和希望，是因为它的意识被限定在清晰可见的东西上面，因
而限制在当前时刻中。动物实质上是现在的化身。不过，正是出于这一点，它在一些方面比我们显得
精明一些，即它总是安详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现在。它那显明自如的镇静通常使我们自身所表露的
那种难以扼止的急躁和心不知足的境况蒙满羞愧。 7

人的一切欲望的根源在于需要和缺乏，也即在与痛苦。因而，人生来就是痛苦的，其本性逃不出痛苦
之股掌。相反，假若人可以轻易地获得满足、即消除他的可欲之物，那么，随着他欲求的对象的消失
，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乘机而入。这就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成为他难以忍受的煎熬。由此看
来，人生，像钟摆一样，梭巡于痛苦和无聊之间。而实际上，痛苦和无聊，乃人生终究至极之要素。
当人们把痛苦和磨难都归之于地狱后，那么，天堂所剩之物就只有无聊了。13

人生，即抛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 16

人生就像一些低劣的商品，总在外表包上一点光彩的东西。举凡痛苦，总想掩饰；反之，凡是出风头
的、光彩的事，都要拿出来张扬一番。人们越是内心不踏实， 就越想在别人眼中被看做很充实。人们
已愚不可及至极，每每把他人对己之间奉为圭臬，视作鹄的，拼命追逐。实质上，在所有文字中，虚
荣的本意，原不过是空洞与无聊。 18

利己主义者总觉得自己四面受敌、孑然独立，所以他把希望都寄托在自己一人的安乐舒适上。行善的
人却生活在一个充满善良有爱的世界中，他觉得这个世界中每一种安乐舒适的事情都是他自己的安乐
舒适。因此，即便觉得人类的命运从总体上看并不使她乐观和愉快，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
切事件中都蕴藏着他自身的本性后，他在心绪上总能够泰然视之，甚至乐天知足。 20

假如我们把人生比作一个圆圆的跑道，上边布满了烧得红红的热炭，也有几块纳凉的休息处，而我们
又不得不在这跑道上奔跑的话，那么，那些充满幻想的人， 便是那种不断以自己站在纳凉之处或即将
达到纳凉之处安慰自己、并想在跑道上继续奔跑的人。但是，那看破个体化原理，认识到是物质本性
和人性之大体的人，就不会被这种安慰所迷惑。他认为自己应当在这个跑道上的任何一点上果断地跳
出跑道。他此时改变了其意志的方向，不再对其自身的、沉醉于现象中的本性表示肯定的态度，而是
否定这种本性。这种情形的表现，就是由美德过度到禁欲。这时，他不再以爱人如己、替他人做好事
等于替自己做事为满足。他此时从内心对这些东西厌恶至极；厌恶求生的意志，厌恶这个充满的世界
中的一切本质和内蕴。他无求于万事万物，堤防自己的意志与任何事物发生纠葛；对万事万物，他内
心深处都抱着一种极度的漠视和逍遥心境。 22

人，是由那些很难满足的需要构成的东西。 23

最伟大的智慧，就在于充分地享用现在，并把这种享用变为人生的目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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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生画面，宛如一幅粗糙的镶嵌画，近看毫无效果，只有站在远处，才可发现它的美丽之处。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要获得欲望所要求的某物时，最好是去发现它是多么的没有价值，是虚幻的东西
。 26

一旦我们脱离诸如此类的追逐而返回生存本身时，我们立即会被生存本身之毫无价值和空幻虚无所压
倒；而这种感受，就叫无聊。 28

假如，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看作是一个逐渐解除我们幻想的过程，我们对它的这种领悟，也许会是最准
确无误的。 29

我们既不能回顾生，又不想展望死，那么，我们的意识，实质上不过是黑夜之中的一道闪光。 30

谁想学哲学，就得读原著；要在那神杰的圣地，去找寻大师的英灵。 36

为什么世人对普遍的真理麻木不仁，为什么天才相反却轻视和忽视个体的东西：在天才看来，终日疲
于追求那些构成现实生活内涵的个体性东西，实为一种使人心烦意乱的束缚。 37

智慧是一种强度的量，而不是广延的量：这就说明，为什么，在智慧方面，一个人可以满怀信心地以
一当千；而一千个愚人抵不上一个聪颖的人。 47

遍布世界各处的那些可怜的平庸大脑，实际上都缺乏两种紧密相联的能力，这就是：作出判断的能力
和提出他们独到见解的能力。 48

天才和具有正常理智能力的人的区别，无疑只是一种量的区别。不过，人们也往往容易把这种区别看
作是质的区别。因为，人们时常可以看到，平常的人，尽管具有个体的差异，他们的思维却是遵从一
个模子，因此，他们到头来总是异口同声地赞同某些本来完全是虚假的判断。这一点甚至发展到这种
地步：他们具有某些传诸百世、时常翻新的基本观念；而每一时代的伟大天才人物或公开隐秘所反对
的，正是这些观念。 53

假如你试图得到你所处的时代的感恩戴德，那么，你必须同它步调一致。但假若你这样做了，你就不
会有什么大的出息。假如你矢志清明、抱负远大，你必须把你自己交付给身后；无疑，你只有等到那
时。而你的同时代者可能对你一无所知；你就像一个被迫在荒岛上生存的人一样，在那里辛勤地建立
起一块纪念碑，于是，那些未来的海员将知道，这儿曾有一个人存在过。 

每个人一旦领悟了康德哲学，旋即就会在其思想中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巨大的精神嬗变，视
为一种精神的重生。唯有康德哲学能消除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束缚智力的原始实在论。人们会经
历一种恍然大悟、顿开茅塞的升华，之后，就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万事万物。相反，谁要是不懂康
德哲学，无论他独立多少哲学书籍，总还是天真浪漫、混沌未开，囿樊在幼稚的实在论中。 56

从根本上说，只有我们独立自主的思考，才真正具有真理和生命。 58

从根本上说，只有我们独立自主的思考，才真正具有真理和生命。因为，唯有它们才是我们反复领悟
的东西。他人的思想就像别人飨桌上的残羹，就像陌生客人挪下的衣衫 60

一种纯粹靠读书学来的真理，与我们的关系，就像假肢、假牙、蜡鼻子甚或人工植皮。而由独立思考
获得的真理就如我们天生的四肢：只有它们才属于我们。这就说明，为什么一个思想家和一个学者是
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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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流的心灵之特征在于：作出所有判断之直截了当性。它所产生的任何事物都是独立思考的结果，
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明白地宣告这一原则。真正独立思考的人，就像一个君主一样，他不承认有任何
人能在他之上。他的判断就像君主的决断，完全是直接出自他自身的绝对权力。他只接受一个君主应
当享有的权威，他只承认他所认定的合法性。 63

真理是完全裸露的东西。其表达越简浅，其影响便越深沉。 70

展示人的本质，即为艺术之最高鹄的。 89

一个视图靠缪斯的慷慨过日子的人，我是说，即靠他的诗歌天赋过日子的人，在我看来，似乎就像一
个靠她的魅力过日子的姑娘。两者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亵渎着那本应成为他们内在存在之自由天分
的东西。两者都容易江郎才尽或人老珠黄，而且，常常落得一个不光彩的结局。因此，不要让你的缪
斯堕落为一个妓女。100

道德的低下和智慧的无能，是两个紧密联系、同本同根的东西。 109

人类每一种高贵气质都与它有堕入其中之危险的低劣气质相关联。我们之所以经常对他人产生误解的
原因是在于：当我们同他们初次结交时，我们把他们的低劣气质误认为与之相关的高贵气质；反之亦
然。因而，精明的人看似愚蠢，节俭看似贪心，挥霍看似潇洒，笨伯看似直率和真诚，厚颜无耻看似
高贵的自信，如此等等。 113

公正本身是毫无力量的，真正占统治地位的是强力。 129

年青人，总爱以一本趣味小说的形式，去憧憬自己的人生历程。 141

我们越年青，就越容易感到无聊。儿童总是需要不停的玩耍，无论是游戏和干活都行。如果不让他们
这样，他们就会陷入可怕的无聊。青年人也复如是。随年龄增长，无聊日趋减少。在老年人那儿，时
光短促、光阴似箭；在这种时光的飞逝中，大多数情形下，无聊都会消逝。我们一生“最好时光”即
是在老态龙钟之日到来之时，因为，老人那里虽然情感的折磨平息了，但人生之重负却远较青年为甚
。 151

在青年时代，直观式的感受占压倒优势；而在老年，反省之思索占优势。因此，青春是诗歌丰收的季
节，而老年则更适宜哲学上的收获。同样，在实际领域，我们青年人是由直观感受到的和体察到的东
西所决定；而在老年，是由思维中的东西所决定。 151

假如你才智平庸，谦虚即是真诚；然而，假如你天赋甚高，谦虚就是虚伪。 153

每一次离别都可以预先尝到死亡的滋味；而每一次重逢，又会尝到重生的滋味。这就说明，为什么那
些本来并不怎么来往的人，在分别了二三十年后重逢时，会如此的欣喜若狂。 155

便宜得来的好运往往不长的原因在于：幸福和不幸福不过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和我们实际得到的东西之
间的比例。 155

金钱，是人类抽象的幸福。所以，一心扑在钱眼的人，不可能有具体的幸福。 158

仇恨是内心的事物，蔑视是大脑的事物。
仇恨和蔑视截然对立、互相排斥。无疑，大凡仇恨，其根源都在于对他人的过己之处所产生的身不由
己的尊敬。反之，假如你想仇恨那些贫困潦倒、衣着褴褛的人，你简直就找错对象了！因为你很容易
就会对他们全都产生一种轻蔑感。真正的蔑视，作为真正荣耀的对应面，总是不露声色，不让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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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己的存在。因为，如果你让一个你所看不起的人知道你轻视他，你就不过是表露了对它的某种
尊敬；因为你想让他知道你是如何看不起他——这不是蔑视，而已落入仇恨了。相反，真正的蔑视，
是对他人之毫无价值这一点所抱的纯真清白的笃信，它要求一种坦荡和忍让的胸襟。这是因为，未来
你自己的安宁和安全，你必须克制自己，不要去激怒你所蔑视的人。要知道，任何人都可能拍案而起
，造成伤害。不过，这种纯粹、冷静、真诚的蔑视一旦产生，它的报复力量实为最惨毒的仇恨，因为
被蔑视的那个人无力用蔑视来报复它。 159——这能好比是中国的阿Q精神吗？？

人类获得幸福和交上好运的情境，一般来说，都可以比作一排树木：当远看时，它们显得美丽诱人；
但当你走近并进入树丛之中，它们的美丽诱人旋即消散，你再不可能发现它了。这也就是我们常常会
羡慕他人的缘故。 161

假如你想在商业、著述、绘画以及任何行业有所成就的话，你必须遵从的规律是：不要刨根问底地知
道它们是怎么回事。 166

无疑，许多人之所以交上好运，是因为归功于这样的情境：他们具有一种令人可爱的笑容进而用它来
赢得别人的心。不过，这些有心人最好记住或学会哈姆莱特的忠告：人们也许面带微笑，却是一个恶
棍。 167

具有超凡和优质气质的人，会毫不疑迟地承认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他们把这些缺点和不足看成他们应
交的学费；他们甚至认为，他们不仅不因这些东西而感到羞愧，反而认为具有这些缺陷是一种荣耀。
这种情形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当这些缺陷与他们的伟大气质互相映照时。正如乔治·桑所说：任何人的
美德中皆有缺陷。 167

具有超凡智力的人更容易同下等低劣智力的人相处，而不是同平庸寻常智力的人相处。同样的道理，
暴君和平民、祖父母和孙子辈彼此皆为天然的盟友。 169

当对生活的恐惧压倒对死亡的恐惧时，人们就会结束其生命。 171

诋毁自我毁灭的目的，不过是未来不被自我毁灭所诋毁。 173&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信仰犹如爱慕，它不能被强制。任何强制的爱，都必然会变成恨。 177

假若没有女人，我们在生命的起点将失却相助，在中年会缺少快乐，在晚年必无人慰藉。184

一件事物越是高贵，越是完美，它达到成熟的时期就来得越缓慢、越滞后。 187

而理性这种功能，原本是人类的福祉。有了它，人就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只配生存于现在，而且还可以
回顾和憧憬过去和未来，因此，遂生发了他那种瞻前顾后、忧伤烦恼的能力。 187

男人，就其天性看，其相互之间可以纯粹漫不经心地相处无猜；而女人，就其天性看，相互之间则是
敌人。 192

女人之所以在其天性中具有屈从的意念，是因为可以用这个事实来说明；任何一个被置于绝对独立自
主境地的女人，都会立即使自己归属于一个男人，听从他的领导，服从他的统治，因为她需要一个主
人。假如这个女人尚年轻，那么，这个男人就是她的情人；假如这个女人已苍老，那么，这个男人便
是听她忏悔的教父。 198

男人的爱情易于改变，而女性则倾向于从一而终。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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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主要目的，不是爱的交流，而是相互占有，即肉体的享乐。纯洁的爱若脱离肉体的爱，是无法
维持和保存的。 200

2、《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的笔记-第10页

        对那些确实知道会发生什么的人来说，孩子们就像那些的罪犯一样，被判处的并不是死罪而是继
续活着，但他们自己还不知道等待着的惩罚将是什么。⋯⋯生活向他们曾作出那样多的承诺，眼下兑
现的却是如此的稀少。

3、《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的笔记-第43页

        最好不要记下我们曾从外界现成得知的那些东西，那些我们纯属作为学问而习得的东西，那些可
以以任何方式在书本中重新获得的东西：因为记下某种东西即是把它交给遗忘。你应当严酷和专横地
对待你的记忆，这样，它才不得不学会遵从。例如，假如你不能在脑海里回顾出某种东西，一行诗或
一句话，那么，你不要跑去查找某一本书，而是在 几个星期中，不时地有周期地为这件事折磨你的记
忆，直到你的记忆最终能胜任它的职责为止。因为，你为某件事折磨你大脑的时间越长，这件事一旦
被你把握后，就会在你的大脑中存留得越稳固。  叔本华有着严重的自虐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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