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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前言

我原本预定在这里提示一下大家应该怎样来读这样的书，才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加以理解。要由这本书
传达的只是一个单一的思想，可我费尽心思发现除了用这全本的书以外，还是不能发现有什么别的捷
径来有效传达。    本书所试图传达的思想就是——人们在哲学的名义之下长期以来所寻求的东西——
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的那些东西。这样东西可能我们已经寻找了许久，但是却未能有准确的答案
。甚至有人会认为，我们已经完全没可能找到了，犹如不能发现点石成金、医治百病的仙丹一样。而
本书，就是在试图找到那个答案。    一个思想的系统，一定会有一个结构上的关联，事实上是这样一
种关联：其中总有一部分在下面(基层)，支撑着另一部分，被支撑着的这一部分反过来又托住前者。   
而一个单一的思想却非如此，不管它的内容是如何广泛，都保有最完整的统一性。即便是将它分成若
干部分，这些部分间的关联仍必须是有机的。他们之间的关联是这样的：每一部分都同样蕴涵着全体
，就如同全体蕴涵部分一样。没有哪一部分是首，也没有哪一部分是尾。    整个思想通过各个部分而
显明，但是如果不能了解思想的全貌，那么也无法彻底的了解任何最细微的部分。毫无疑问，若想全
面了解本书中所阐述的思想，除了将本书阅读两遍之外，别无他法。    在读第一遍时，读者是需要一
定耐性的，因为内容可能会有一些枯燥而乏味。可在阅读第二遍时，你会发现，你有了另一种了解事
物的眼光。    在阅读本书之前，请先读本书的序论。但是这篇序论并不在本书的篇幅中，而是在五年
前以“充分根据律的四重根——篇哲学论文”为题已出版了的一本书。不先熟悉一下这个序论的话，
要想完全正确地理解本书可能会比较困难。可以说，那篇论文如果不是先于本书几年前就已出版了的
话，大概我会直接将它并合于本书的第一篇之内。现在，凡在那儿已说过的，在本书第一篇内就都省
略了；单是这一缺陷就显示了这第一篇的不够圆满，而不得不经常以援引那篇论文来填补这一缺陷。
不过，对于重抄自己写过的东西，或是把说得已够明白的东西，重复辛苦地又用别的字眼儿来表达一
番，那是我极为厌恶的。    在这里，我对读者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读者能熟悉一下康德的主要
著作。可以说，我在很大限度内是从伟大的康德的成就出发的。所以，领会康德的哲学的某些定义，
是想要读懂这本书的一个前提。除此而外，如果读者还能对柏拉图的哲学世界有所了解的话，那么，
就会有了更好的准备，更有接受能力来倾听我了。    不过，相信大部分读者到现在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那竭力忍耐抑制已久的责难也要冲口而出了：你怎么敢在向读者推荐一本书时，提出这么多要求和
条件呢？更何况，现在是—个不缺少各种新思想的年代，单在德国，每年就有三千多种思想丰富、见
解独到的著作出版，还有无数期刊甚至日报所发表的东西，都通过印刷机而成为公共财富呢！在这个
时代，深刻的哲学家，单在德国，现存的就比过去几个世纪加起来的还要多！因此，气愤的读者要问
：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波折来读这本书，这在什么时候才算是终结？    对于这样的责难，我自
己也不能给出多么动人的答案。我只是希望我的读者在看过我的警告后，不在这本书上浪费更多的时
间，并能够对我多少有点儿谢意。因为不满足我所提出的要求，即使读完这本书也没有什么收获，也
可以扔开不读。此外，我甚至可以确定，这本书对于他们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这本书也只能
安静地等待那些少数人了，只有他们高深的思想才能够接受这本书。这个世界的知识已经够多了，以
至将难解的和错误的完全看作一回事，可在这个时代那些有智慧的人中，总会有人认识到本书的价值
的。还有，可能有些人在本书中会一点也找不到他们所寻求的东西时，他们将是如何地失望啊！当然
也可能有些人对本书毫无兴趣，那么对于他们来讲丢掉本书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我害怕自己
这样还不能推脱掉责任。这篇序言当然是在劝阻读者，但是看到序言的读者已经花费了金钱在这本书
上，那么怎么才能不辜负自己的金钱呢？现在，我最后脱干系的办法只有提醒这位读者，即使他不打
算读这本书，他总还知道一些别的办法来利用它，此书并不比很多书差，可以填补他的图书室里空着
的角落，而且书本身的装订也还算出色，放在那儿不会显得太掉价。要不然，他还有博学的女朋友，
也可把此书送到她的梳妆台或茶桌上去。再不然，最后他还可以写一篇书评，这当然是一切办法中最
好的一个，也是我特别要奉劝的。    在我开了以上的玩笑之后，在这个本来就如梦似幻的人生，几乎
不能把任何地方看得太重要，而忘记了开玩笑，我在献出本书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相信这本书会到
需要他的人手里，而除此之外，就要相信命运了。这命运规定真理得有—个短暂的胜利节日，而在此
前此后两段漫长的时期内，也许被人污蔑成不可认识的。前一命运惯于连带地打击真理的创始人。但
人生是短促的，而真理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生命是悠久的。让我们谈真理吧1    1818年8月于德雷斯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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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内容概要

《读懂叔本华的第一本书: 》的中心即外在世界只是感觉和表象的世界。但在表象世界的背后还存在
一个意志世界，"世界是我的意志"。意志是万物的基础，整个世界就是意志，意志是唯一的、不可分
的实体，人的认识和理性就是意志客观化发展到一定级别后的产物。生存意志是指宇宙万物的本质是
生存下去的欲望。《读懂叔本华的第一本书: 》不仅是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完美展示，也是他对人类的
看法的完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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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叔本华（Schopenhauer A.） 编译：段远鸿  叔本华（Schopenhauer A.），1788年-1860年
，德国哲学家，意志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唯意志论哲学的创始人，他认为人生就是一种痛苦，一
个人所感受的痛苦与他的生存意志的深度成正比。生存意志越强，人就越痛苦。要摆脱痛苦的途径只
有一条，就是抛弃欲求，否定生存意志。1819年著作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他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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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书籍目录

第一版序
第二版序
第三版序
第一篇 世界作为表象初论
第二篇 世界作为意志初论
第三篇 世界作为表象再论
第四篇 世界作为意志再论
附录：叔本华生平及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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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此外，对外在世界实在性产生疑问的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有一定的思辨基础，但
是也是从现实中产生的，这就是梦与现实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历，在梦中似乎有一个清
晰可见的世界，那么人生是否也是空梦一场呢？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分辨梦境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呢？ 
对于这个问题，康德解释说：可以通过因果关系来分辨梦境和现实。我们明白，作为表象的客体之间
，最终通过因果关系联系到一起，人生同样如此，有着一贯的、遵守充足根据律的联系。这种联系只
存在于单独的梦境之中，而在每个梦境和现实之间，则没有因果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区分梦境和现
实了。这个方法在理论上似乎是可行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却存在着困难，有时甚至根本做不到。在
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并不能确定每一件事和其他事情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有些事情不存
在因果关系，所以他们就是梦境。我们区别梦和现实的一般标准，往往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就
是我们醒来的那一刻。根据这一标准，梦和现实才有了明显的区别。但往往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会不
经意的忽视确定梦与现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也就永远无法确定一个片段究竟是梦幻的还是
真实的。 其实，很多人已经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在《吠陀》和《往事书》（都是印度教的经典）的经
文中，经常把现实生活比作是一场梦境。柏拉图也常说：常人都是生活在梦境之中，只有哲学家在挣
扎着从梦中解脱。还有卡尔德隆（西班牙剧作家、诗人）也深深地为这种见解所折服，以至于他曾企
图在剧本《人生一梦》中把这看法表达出来。人生和梦都是就像是一本书中的每一页，页与页之间是
存在连续性的、是现实的。若打破这种常规或者只选取有梦的书页进行阅读，那么虽然不存在了连贯
性，但是可读性不见得比现实差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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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编辑推荐

《读懂叔本华的第一本书:》所试图传达的思想就是--人们在哲学的名义之下长期以来所寻求的东西--
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的那些东西。这样东西可能我们已经寻找了许久，但是却未能有准确的答案
。甚至有人会认为，我们已经完全没可能找到了，犹如不能发现点石成金、医治百病的仙丹一样。而
《读懂叔本华的第一本书:》，就是在试图找到那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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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名人推荐

最悲观、最忧伤的哲学家创作的关于痛苦的鸿篇巨制，这部书不是为了转瞬即逝的年代，而是为了全
人类写的。 --叔本华自荐 一个不知名的鬼灵悄然地对我说：赶快去把这本书带回去！我一回到家，随
后就把我的宝贝翻阅起来，我屈服在它那强大、崇高的天才魔力之下了。 --尼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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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精彩短评

1、忍受每月只能读个一百页，表示不太懂。叔老师不是说真的哲学言之有物，容易理解嘛？？？
2、翻译的太烂。还是去看石冲白译本。
3、表示完全看不懂。。。
4、从没有买到过质量这么差的书，纸张质感极差，用力一搓都会掉渣，而且许多叶根本不完整，三
角形，缺角，几页粘连在一起。无语了，本来一本很有思想的好书
5、送货挺快的， 很准时的，质量还好
6、意志达不到目标、受到阻碍时就会痛苦，达到目标时会满足和幸福，但这种满足和幸福会很快变
成无聊，然后开始新的追求。这新的追求必然还会受到阻碍，因此我们会继续痛苦。这追求和挣扎的
过程没有尽头，我们的痛苦也因此无法衡量，没有尽头，这种痛苦的程度也会因为认识的清晰而更加
深。
7、说实话只看懂我想看懂的 然后加深了我内心深处的计划233
8、肉体的痛苦会带来精神的愉悦，sm理论指导教材。
9、迷恋过。少一颗心是因为它太悲观了，并且这种悲观是会悄无声息的倾入头脑的那种。。。后悔
在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年纪里对这本书着迷。像个毒药。
10、对于人类本质的思考以及如何对待他人这部分很有启发，可见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古今中外并
无不同
11、我很喜欢呢，真的很好看
12、看看
13、这本书的作者竟然标为黑格尔。这本书可是叔本华的代表作呀。而且叔本华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是
极力贬斥黑格尔的。
14、叔本华是一个直言不讳的悲观主义哲学家，甚至可以说他是近200年来西方最大的理论上的悲观主
义者。说来说去无非是生命本质上痛苦，必死的个体本质上是虚无。
15、这书简直大智慧。
16、叔本华和尼采对于意志，一个是从纯物质角度出发，一个是兼具唯心主义的偏执美，两者疏途且
不同归，但是确实有着极厚重的师承关系。我爱叔本华，很有种发自肺腑相见恨晚的意思，如果在我
价值观成长过程中认识他，我一定会走哲学或者心理学这条路的 ···
17、这本书非常好  叔本华的书都值得一读  还有 哪里买得到论充足依据律的四重根  亚马逊没有
18、我承认读完这本书真的难受 内心的孤寂蔓延但是又可以通过这种思考打开另一个自我大门享受孤
独
19、好东西 就要好评价
20、哲学看多了，人会疯掉的吧？
21、叔本华式的世界观
22、仅供参考。
23、其实大叔的这本书我着实没看懂
24、译本实在没法儿读
25、看了十天，这本书由开始的一脸懵逼到后来越读越悲伤⋯叔本华不愧为最悲观最忧伤的哲学家。
这个世界是个意志的世界，我们不过是意志在这个世界上为了达到其目的表象。人生来就是痛苦的，
所以为何我们不看开一点，努力过的快乐一些。让痛苦在痛苦的世界里不那么突兀，也就不会感到痛
苦了。
26、读书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
27、我不得不承认，我读哲学史，喜欢每一个哲学家，但是哲学专业的人会认为这样的人是没有读懂
哲学史的。我看到每一个哲学家为了自己的哲学不断地与他人论证，但是读到哲学史我发现，后者旦
凡是延续了前者的想法，大概最残酷的一件事就是抽调了前任的逻辑中的那根基木，所以就像黑格尔
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站立在头盖骨上的战场。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的风平浪静。这是一个要求有
特殊性和独立性存在的世界。是一个不劳动者不思考者必将无有的世界。
28、人生本就是痛苦的；自我意志和表象世界；世界的意志，生存意志。
29、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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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30、大一时，疯狂读哲学，其实都没读懂。
31、反正挺6的，整本书就是螺旋论证，当然我不信叔本华扯的这些
32、哲学是真理有时也是空话，一代代哲学家，他们的成就很多都是攻击毁掉前人的基木，但前人的
贡献功不可没，前人的成就也不是全盘否定，至少可以知道，在哲学这个不断发展的圈子里，如果没
有康德、黑格尔也许我们就看不到《作》，如果没有罗素、摩尔、弗格尔，也许就不会有《逻》一般
人不会充当阶石被攻击
33、这个版本错别字较多，译者缺乏哲学常识，翻译的文字词不达意。建议想要阅读叔本华的还是读
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吧。
34、通俗易懂的哲学，很容易引起人的共鸣！
35、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观点独特，开拓人们的视野。探讨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加
深了我们对世界客观事物的认识，这时我们是把主观与客观分开了，当事物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时
，这是一种好方法。但有些事物并非如此，对事物的认识主观与客观就分不开了。总之现象与本质的
方法适合于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而对象与意志的方法适合于对社会科学的认识。叔本华的观点拓宽了
人们对世界的认... 阅读更多
36、说实话，不是很容易读的一本书，差点读不下去，唉，我这哲学小白。不过第四篇读得相当有感
觉，有必要重读一遍。
37、书看到后比预期的质量好，会向朋友推荐
38、从阅读体验上讲，比萨特强太多。但从思想的深度上又差了不少。尤其是叔本华在谈艺术的时候
已经膨胀到不行了，越到后来越不注重“证据”，而是武断推理。总体来说还是获益匪浅的。
39、领悟ing
40、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41、好刻薄。
42、正在看，哈哈哈哈哈哈
43、读了这本书才会对人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才会对人的欲望对人的这一生有深刻的理解，人生的
本质是痛苦的，幸福不过是昙花一现，人这一生都是在为摆脱痛苦无聊做斗争，人完全的意志的，只
有克制自己的意欲，节制自己的欲望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
44、代神之作
45、没有强大的哲学系统知识，读的整个脑子都是混乱的，前看后忘，进度缓慢，看来我真的只适合
看苏菲的世界。
46、书质量太差，还有好多错别字。
47、其实没有看太懂
48、既然人生是一直痛苦的。那就勇敢自由乐观的面对。痛苦也没什么卵用。
49、影响深远的一本书
50、我的哲学启蒙
51、想读英文本
52、开启对意识世界的探索
53、感觉翻译有问题，据说叔本华文采极好，我读另外一本《人生的幸福》体会到了，这本是一点都
体会不到，用词拿捏的都不准确，还有不少错别字，劝大家别买这个版本。
54、（排版奇葩错字连篇）
55、有点难懂的哲学思想
56、看不懂
下次选择另一个译本
57、我看的第一本哲學書，被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迷的不要不要的
58、尽管应该不是出于有意，作者在阐述他的理论时显得比写作那些颇具抒情性的段落时要晦涩得多
，因此如果用对待通俗读物的心态去对待这部书，难免就要受些坏的影响。不要买这本书，翻译有些
问题，尤其是后面部分。
59、翻译生涩难懂
60、反正找到了错字(*/ω＼*)
61、只有后三百页最经典，值得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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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可能需要换个版本
63、对于以叔本华康德等人为主的大哲学家，今人对他们著作的解读远远要比著作本身有趣得多。前
两天读了几篇关于叔本华的文章追来读这本书，我自诩还是一个不错的中文使用者吧（毕竟也是码过
几年字），此书每个字都认识就是聚在一起不知道在写什么，草草翻了，说句实话还是有点失望。译
者也不负责，像“根据论”这种名词起码给个注释吧。
64、翻译不对我口味，但思想还是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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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叔本华对黑格尔是否定的，对康德是批判的。他的哲学超越了一切宗教。他嘲笑那些以哲学为工
具的政客和哲学家。他揭示了世界是作为人这个主体所体验到的表象而存在的，更揭示了这一“表象
”的对立面是残酷的“无”，但是人作为认识世界的主体，是认识不了“无”的，就如叔本华，也只
是指出了“无”的存在，而不能描述。叔本华所说的“意志”，我暂且把他理解为“表象”的反面，
也就好比是太极学说中阴阳的彼此对立性。
2、本人有点哲学基础，这才读到序2就读不下去了该版第5页，起始，段烂仔翻译为：谁如果能够真正
对待一件不具有物质好处的事件，就不能做出有实质好处的事件。商务印书馆石冲白翻译：人们必须
为事情的本身而干他，否则它便不能成功。完全颠倒的两个意思网上查了下，作为译者，段远鸿还翻
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还有很多其作为作者的口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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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笔记-第1页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2、《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笔记-第13页

        缺乏知性叫迟钝，在实践中缺乏运用理性的能力叫做愚蠢，缺乏判断力叫头脑简单，缺乏局部或
整个的记忆或判断力则叫做疯狂。

3、《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笔记-第184页

        我们的生活也像是低档的商品，外表上都敷有一层虚假的光彩。我们的痛苦都会被掩盖，而那些
冠冕堂皇、多姿多彩的东西总是要被拿出来炫耀的。内心越是有欠缺，越希望在别人眼中被看做是幸
运儿。人们的愚昧到这种地步，以致将别人的意见看做是自己奋发努力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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