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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内容概要

1889年，尼采突然神智失常。此前，他的哲学几乎完全被世人忽视；此后，他逐渐成为各类人争相膜
拜的偶像。然而，对尼采思想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尼采当年曾有预见：“最重要的是，不
要将我和不属于我的思想混为一体！”本书通过对尼采生平与著作的探究，揭示了尼采思想中固有的
模糊与歧义，并对百年来人们对尼采作品的诸多误读进行了梳理。
坦纳的这本书作为通往尼采哲学的桥梁非常实用⋯⋯简洁，不枯燥，不学究⋯⋯这种简洁而又具有高
度批评性的读物，将激起读者对酒神进行真正的哲学观照；在今天，人们对酒神自说自话，却忘了酒
神首先应该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偶像或神。
——《哲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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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作者简介

作者
Michael Tanner 哲学家、歌剧评论家，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终身研究员。研究领域：19世纪德国哲学
，尤其是黑格尔和尼采；作为文化现象的瓦格纳；艺术哲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当代思潮。著有《叔
本华》（1999）、《尼采》（2000）、《瓦格纳》（2008）等。
序言作者
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著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散文集
《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等，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随感集
《人与永恒》等，诗集《忧伤的情欲》，以及《人生哲思录》等，译有《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
集》、《偶像的黄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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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尼采之形象
第二章
悲剧：诞生、死亡及复活
第三章
幻灭与隐退
第四章
道德及其不满
第五章
唯一不可或缺之事
第六章
预言
第七章
占据制高点
第八章
主人与奴隶
第九章     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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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与此同时，尼采成为二战后欧洲（在那里尼采从未丧失体面）存在主义者和现象学派持续研
究和征引的对象。1960年代和1970年代，尼采逐渐成为批评理论家、后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关注
的焦点。当后两个学派在美国立足进而大行其道之后，尼采再次被认定为启发两种思想的主要源泉。
一些分析哲学家也发现，尼采并非如先前想象地那样与他们的旨趣相去甚远。出于学术圈中典型的互
惠互利的动机，这些学者将他们的一些见解的萌芽归功于尼采，与此同时，通过引用尼采的权威他们
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对这些思想的贡献。如今，由于尼采对各种反差极大的思想以及反思想学派的吸引
力，尼采研究正在蓬勃兴起。几乎确凿无疑的是，每年出版的有关尼采的书籍超过了关于任何其他思
想家的。佯称尼采完全不愿看到这样的现状是徒然无益的。尼采在世时几乎完全为人忽视（除非另作
说明，本书所言的在世都指在1889年之前，那年尼采精神失常，距他逝世还有十一年）。尽管尼采并
没有因此而感到愤懑，正如几乎任何事都不会使他愤懑，但世人的忽视确实使尼采陷入困境，因为他
相信自己可以向同时代人传递真理，这些人正在因为忽视这些真理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是尼采最
精确的预言之一。然而，对打着他的旗号完成的著作或做下的事，他定会嗤之以鼻；学术圈对他的学
院化改造的成功，尽管不像尼采所遭受的其他改造那么惊人，但从尼采的角度来看一定极像是最终的
失败，因为他无论如何不愿被学术界所同化，在学术界，任何事物都只供讨论而不会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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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媒体关注与评论

　　坦纳的这本书作为通往尼采哲学的桥梁非常实用⋯⋯简洁，不枯燥，不学究⋯⋯这种简洁而又具
有高度批评性的读物，将激起读者对酒神进行真正的哲学观照；在今天，人们对酒神自说白话，却忘
了酒神首先应该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偶像或神。　　——《哲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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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编辑推荐

《牛津通识读本:尼采》：1889年，尼采突然神智失常。此前，他的哲学几乎完全被世人忽视：此后，
他逐渐成为各类人争相膜拜的偶像。然而，对尼采思想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尼采当年曾有
预见：“最重要的是，不要将我和不属于我的思想混为一体！”《牛津通识读本:尼采》通过对尼采生
平与著作的探究，揭示了尼采思想中固有的模糊与歧义，并对百年来人们对尼采作品的诸多误读进行
了梳理。坦纳的这本书作为通往尼采哲学的桥梁非常实用⋯⋯简洁，不枯燥，不学究⋯⋯这种简洁而
又具有高度批评性的读物，将激起读者对酒神进行真正的哲学观照；在今天，人们对酒神自说白话，
却忘了酒神首先应该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偶像或神。——《哲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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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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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精彩书评

1、【虚无】尼采主要关注的是人生的根本性痛苦，即生命意义之缺失，这既是折磨他自己的最大个
人问题，也是他后来定义为虚无主义的最大时代问题，而他寻求的则是一种能够为生命创造意义的文
化，或者退而求其次，一种勇于担当生命之无意义的文化。“是痛苦的无意义，而不是痛苦本身，构
成了长期压制人类的灾难。而禁欲主义理想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意义⋯⋯一种对虚无的欲求，一种对生
命的反感，对生命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的反感，但它是并且仍将是一种意欲⋯⋯宁可让人追求虚无,也不
能无所求。”以上是尼采最后一本原创著作的结尾。【道德】在从《曙光》到较晚期的《论道德的谱
系》一系列著作中，尼采致力于分析历来道德对抗痛苦的各种方式。其中，有两种基本方式最值得注
意。一是同情，即企图通过剥夺个人在痛苦面前的尊严来消除痛苦。二是禁欲主义，即企图通过扼杀
生命的本能来消除痛苦。《人性的，太人性的》副标题为“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曙光》的副
标题为“论道德的偏见”。《曙光之中》，尼采就道德目的——究竟是为了可能的最长时间的生存还
是人类最有可能的非动物化——进行了讨论；而若以“幸福”为衡量标准，那么应该是最高水平，还
是平均水平，那又是另一个问题。再退一步，又为什么实现幸福的途径是道德呢？基督教的许多神学
家认为，道德是一个自足的体系，或可说建立于理性之中，其基础可被证实。“所有伟大的事物都通
过自我征服的方式导致自我的毁灭⋯⋯规律的制定者最终也听到了召唤：向你自己制定的规律屈服吧
⋯⋯”《道德》【艺术】尼采关心的是伟大而不是善，二者的区别在于，伟大包含着对痛苦的肯定和
有效利用，善则一味企图消除痛苦。在《快乐的科学》（作者视为“尼采最令人振奋的一本书”）中
，他描绘了他心目中的伟大，便是“赋予个性一种风格”，艺术地规划自己天性中的长处和弱点，甚
至使弱点也悦人眼目。另一种表达是，“要成为生活的诗人——尤其是成为最琐细、最日常的生活的
诗人”。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新的道德，就是要做一个能够自我支配的强者，包括支配人性的弱点
和人生的痛苦，以此来使生活变得美好。也许仍然可以把这看做一种审美人生观，但显然已经脱尽了
《悲剧的诞生》中那种生硬的形而上学逻辑。“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世界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自我批判的尝试》因为音乐的缺席，你才并不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尼采认为哈姆
雷特是一位洞悉酒神世界的人，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他不是一个犹豫者，而是一个绝
望者。叔本华认为音乐可以让我们直接领悟意志的发展变化，因为音乐不以概念为中介。“悲剧神话
所唤起的快感，与音乐中不谐和音所唤起的快感有着同一个根源。酒神冲动及其在痛苦中所感觉的原
始快乐，乃是生育音乐和悲剧神话的共同母腹。”《悲剧的诞生》【驯服】人类进化的奇特的限制性
，它的踌躇犹豫、迟滞耽搁、频繁的倒退以及交替循环，都立足于以下现实：群畜（herd）的服从能
被最大限度地遗传下来，并且以命令的艺术作为代价。如果人们想象这个本能可以走到肆无忌惮的地
步，那么，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发号施令者或独立的人。或者，如若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也会因败
坏的良心而受苦，而为了能够下达命令，他们就不得不将欺骗加于自身：这里的欺骗指的是，他们自
己也只是在服从。实际上，这种情况正存在于今天的欧洲：我称之为发号施令者的道德虚伪。他们知
道没有别的办法在他们败坏的良心面前保护自己，除了摆出较古老的或更高级的命令（祖先的、宪法
的、正义的、法律的甚至上帝的命令）执行者的姿态，或者甚至从群畜的思维方式那里借来群体的准
则，例如，表现为“民族的第一公仆”或“公共福利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当今之欧洲，牧人
（herd-man)把自己说成是唯一被允许存在的一种人，将他的各种品质作为人的真正美德，即公德心、
慈善、体谅、勤奋、温和、谦虚、克制、同情，由于这些特性，他是温顺的、平和的，并且对群畜有
用。然而，就在领袖和带头人被视为不可或缺的这些情形下，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着将聪明的牧人
联合起来以取代它们：例如，一切议会政体都有这个起源。尽管存在着这一切，对于这些如群畜一般
的欧洲人来说，一个绝对命令者的出现是多么好的祝福，是无法忍受的负担下多么大的解脱。拿破仑
的出现所造成的影响便是最近的一次充分证明：拿破仑影响下的历史，几乎就是这整个世纪在它最有
价值的人身上和最有价值的时刻中所达到的较大幸福的历史。【同情】针对被同情之人，尼采指出，
同情者扮演了“命运的角色”，他们从未想到，遭遇痛苦之人其实需要痛苦。【查拉图斯特拉】《查
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明显是对《圣经》的戏仿，书中包含诗歌，且每章结尾都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
说”重复。“何谓超人，超人乃尘世之意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个
神秘的“众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
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明，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
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依，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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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
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伯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然而，如果
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密的战争一次又一次重演，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
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 如果法国大革命永无休止地重演，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
会对罗伯斯庇尔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过变
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而已，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这个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与
那个永劫回归的罗伯斯庇尔绝不相同，后者还会砍下法兰西万颗头颅。 于是，让我们承认吧，这种永
劫回归观隐含有一种视角，它使我们所知的事物看起来是另一回事，看起来失去了事物瞬时性所带来
的缓解环境，而这种缓解环境能使我们难于定论。我们怎么能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
察它们的太阳沉落了，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辩释一切，包括断头台。 【露·莎乐美】露·
莎乐美是俄国贵族，先后被尼采爱慕，成为里尔克情妇，成为弗洛伊德门徒。弗洛伊德曾经大加赞美
过她在肛门性欲领域的发现。有一张在尼采强烈要求下拍摄的奇怪照片：莎乐美坐在牛车上，拿着鞭
子作势要鞭打尼采和雷。奇异地侧面呼应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老妇人对查拉图斯特拉说的那
句臭名昭著的话：打算回到女人身边去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尼采通过好朋友雷向莎乐美求婚，
遭到拒绝，且发现莎乐美和雷的关系非常好，这一极具打击性的事件发生之后，尼采开始写作《查拉
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认为该书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前三部出版后，无甚反响，第四部
只好于1885年由其自费出版。【人道】任何人若把人类的历史当成自己的历史加以感受，就会普遍体
悟到各色人物的忧伤：顾虑自身健康的病人，回忆青春之梦的老者，失去恋人的情郎，理想正在消逝
的殉道者⋯⋯然而，如果一个人承受了，如果一个人能够承受这形形色色、不可胜数的忧伤⋯⋯如果
一个人能够让自己的灵魂担负这一切——人性中所有的最老、最新之物，失败，希望，征服，胜利；
如果一个人能够将所有这一切集于内心，压缩为一种单一的情感，那么，就会产生人类前所未有的幸
福：一种充满力与爱、泪与笑的神圣幸福。这幸福宛如夜间的太阳，一直馈赠着它那永不枯竭的财富
，并将其倾入海洋，仅当此时，最贫穷的渔夫也能划动着金色的桨，感到自己最为富有，就像太阳一
样！这神圣的情感将被称为——人道。《快乐的科学》【欲望】人可以从欲望中拯救自己，首先可通
过选择不会带来这种感觉的状态；其次可以通过理解它的傲慢和愚蠢：欲求某种事物与它的实际状况
不同，就意味着欲求所有的事物都不同——这包含了对整体的谴责性批评。但是生命自身就是这样的
一种欲求。《强力意志》
2、【虚无】尼采主要关注的是人生的根本性痛苦，即生命意义之缺失，这既是折磨他自己的最大个
人问题，也是他后来定义为虚无主义的最大时代问题，而他寻求的则是一种能够为生命创造意义的文
化，或者退而求其次，一种勇于担当生命之无意义的文化。“是痛苦的无意义，而不是痛苦本身，构
成了长期压制人类的灾难。而禁欲主义理想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意义⋯⋯一种对虚无的欲求，一种对生
命的反感，对生命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的反感，但它是并且仍将是一种意欲⋯⋯宁可让人追求虚无,也不
能无所求。”以上是尼采最后一本原创著作的结尾。【道德】在从《曙光》到较晚期的《论道德的谱
系》一系列著作中，尼采致力于分析历来道德对抗痛苦的各种方式。其中，有两种基本方式最值得注
意。一是同情，即企图通过剥夺个人在痛苦面前的尊严来消除痛苦。二是禁欲主义，即企图通过扼杀
生命的本能来消除痛苦。《人性的，太人性的》副标题为“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曙光》的副
标题为“论道德的偏见”。《曙光之中》，尼采就道德目的——究竟是为了可能的最长时间的生存还
是人类最有可能的非动物化——进行了讨论；而若以“幸福”为衡量标准，那么应该是最高水平，还
是平均水平，那又是另一个问题。再退一步，又为什么实现幸福的途径是道德呢？基督教的许多神学
家认为，道德是一个自足的体系，或可说建立于理性之中，其基础可被证实。“所有伟大的事物都通
过自我征服的方式导致自我的毁灭⋯⋯规律的制定者最终也听到了召唤：向你自己制定的规律屈服吧
⋯⋯”《道德》【艺术】尼采关心的是伟大而不是善，二者的区别在于，伟大包含着对痛苦的肯定和
有效利用，善则一味企图消除痛苦。在《快乐的科学》（作者视为“尼采最令人振奋的一本书”）中
，他描绘了他心目中的伟大，便是“赋予个性一种风格”，艺术地规划自己天性中的长处和弱点，甚
至使弱点也悦人眼目。另一种表达是，“要成为生活的诗人——尤其是成为最琐细、最日常的生活的
诗人”。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新的道德，就是要做一个能够自我支配的强者，包括支配人性的弱点
和人生的痛苦，以此来使生活变得美好。也许仍然可以把这看做一种审美人生观，但显然已经脱尽了
《悲剧的诞生》中那种生硬的形而上学逻辑。“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世界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自我批判的尝试》因为音乐的缺席，你才并不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尼采认为哈姆

Page 10



《尼采》

雷特是一位洞悉酒神世界的人，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他不是一个犹豫者，而是一个绝
望者。叔本华认为音乐可以让我们直接领悟意志的发展变化，因为音乐不以概念为中介。“悲剧神话
所唤起的快感，与音乐中不谐和音所唤起的快感有着同一个根源。酒神冲动及其在痛苦中所感觉的原
始快乐，乃是生育音乐和悲剧神话的共同母腹。”《悲剧的诞生》【驯服】人类进化的奇特的限制性
，它的踌躇犹豫、迟滞耽搁、频繁的倒退以及交替循环，都立足于以下现实：群畜（herd）的服从能
被最大限度地遗传下来，并且以命令的艺术作为代价。如果人们想象这个本能可以走到肆无忌惮的地
步，那么，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发号施令者或独立的人。或者，如若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也会因败
坏的良心而受苦，而为了能够下达命令，他们就不得不将欺骗加于自身：这里的欺骗指的是，他们自
己也只是在服从。实际上，这种情况正存在于今天的欧洲：我称之为发号施令者的道德虚伪。他们知
道没有别的办法在他们败坏的良心面前保护自己，除了摆出较古老的或更高级的命令（祖先的、宪法
的、正义的、法律的甚至上帝的命令）执行者的姿态，或者甚至从群畜的思维方式那里借来群体的准
则，例如，表现为“民族的第一公仆”或“公共福利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当今之欧洲，牧人
（herd-man)把自己说成是唯一被允许存在的一种人，将他的各种品质作为人的真正美德，即公德心、
慈善、体谅、勤奋、温和、谦虚、克制、同情，由于这些特性，他是温顺的、平和的，并且对群畜有
用。然而，就在领袖和带头人被视为不可或缺的这些情形下，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着将聪明的牧人
联合起来以取代它们：例如，一切议会政体都有这个起源。尽管存在着这一切，对于这些如群畜一般
的欧洲人来说，一个绝对命令者的出现是多么好的祝福，是无法忍受的负担下多么大的解脱。拿破仑
的出现所造成的影响便是最近的一次充分证明：拿破仑影响下的历史，几乎就是这整个世纪在它最有
价值的人身上和最有价值的时刻中所达到的较大幸福的历史。【同情】针对被同情之人，尼采指出，
同情者扮演了“命运的角色”，他们从未想到，遭遇痛苦之人其实需要痛苦。【查拉图斯特拉】《查
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明显是对《圣经》的戏仿，书中包含诗歌，且每章结尾都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
说”重复。“何谓超人，超人乃尘世之意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个
神秘的“众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
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明，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
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依，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
、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
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伯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然而，如果
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密的战争一次又一次重演，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
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 如果法国大革命永无休止地重演，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
会对罗伯斯庇尔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过变
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而已，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这个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与
那个永劫回归的罗伯斯庇尔绝不相同，后者还会砍下法兰西万颗头颅。 于是，让我们承认吧，这种永
劫回归观隐含有一种视角，它使我们所知的事物看起来是另一回事，看起来失去了事物瞬时性所带来
的缓解环境，而这种缓解环境能使我们难于定论。我们怎么能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
察它们的太阳沉落了，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辩释一切，包括断头台。 【露·莎乐美】露·
莎乐美是俄国贵族，先后被尼采爱慕，成为里尔克情妇，成为弗洛伊德门徒。弗洛伊德曾经大加赞美
过她在肛门性欲领域的发现。有一张在尼采强烈要求下拍摄的奇怪照片：莎乐美坐在牛车上，拿着鞭
子作势要鞭打尼采和雷。奇异地侧面呼应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老妇人对查拉图斯特拉说的那
句臭名昭著的话：打算回到女人身边去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尼采通过好朋友雷向莎乐美求婚，
遭到拒绝，且发现莎乐美和雷的关系非常好，这一极具打击性的事件发生之后，尼采开始写作《查拉
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认为该书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前三部出版后，无甚反响，第四部
只好于1885年由其自费出版。【人道】任何人若把人类的历史当成自己的历史加以感受，就会普遍体
悟到各色人物的忧伤：顾虑自身健康的病人，回忆青春之梦的老者，失去恋人的情郎，理想正在消逝
的殉道者⋯⋯然而，如果一个人承受了，如果一个人能够承受这形形色色、不可胜数的忧伤⋯⋯如果
一个人能够让自己的灵魂担负这一切——人性中所有的最老、最新之物，失败，希望，征服，胜利；
如果一个人能够将所有这一切集于内心，压缩为一种单一的情感，那么，就会产生人类前所未有的幸
福：一种充满力与爱、泪与笑的神圣幸福。这幸福宛如夜间的太阳，一直馈赠着它那永不枯竭的财富
，并将其倾入海洋，仅当此时，最贫穷的渔夫也能划动着金色的桨，感到自己最为富有，就像太阳一
样！这神圣的情感将被称为——人道。《快乐的科学》【欲望】人可以从欲望中拯救自己，首先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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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选择不会带来这种感觉的状态；其次可以通过理解它的傲慢和愚蠢：欲求某种事物与它的实际状况
不同，就意味着欲求所有的事物都不同——这包含了对整体的谴责性批评。但是生命自身就是这样的
一种欲求。《强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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