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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美学和哲学著作，写于1870-1871年间。从书名来看，本书是
对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悲剧的探讨，但实际上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阐述了作者的许多哲学思想，
是一部研究尼采及其美学、哲学思想应当重视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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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尼采（Nietzsche F.） 译者：孙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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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高贵的人不会犯罪，这位深沉的诗人想告诉我们：通过他的行为，一切法律，一切自然秩
序，甚至道德世界，都可能归于毁灭，恰恰是通过这种行为，一个更高的神秘的作用范围产生了，就
是那些在被推翻了的旧世界废墟上建立一个新世界的作用。这就是这位诗人想告诉我们的东西，只要
他同时也是一位宗教思想家：作为诗人，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神奇地纠结的讼案之结，法官慢慢
地一节又一节解开了这个结，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对于这种辩证的解决，真正希腊式的快乐是如此
之大，以至于有一种优越的明朗之气贯穿了整部作品，往往打掉了那个讼案的可怕前提的锋芒。在《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我们发现这同一种明朗，但它被提升到一种无限的美化之中了；这位老人
遭受了极度苦难，他纯粹作为受苦者经受他所遭受的一切，而与之相对的是一种超凡的明朗，它从神
界降落下来，暗示我们这个英雄以其纯粹被动的行为而达到了至高的、远远超越其生命的主动性，而
他早先生命中有意识的努力和追求，却只是把他带向了被动性。于是，那个在凡人眼里纠缠不清的俄
狄浦斯故事的讼案之结就慢慢解开了——而且，在辩证法的这种神性对立面那里，人类最深刻的快乐
向我们袭来。如若我们这种解释正确地对待了诗人，那么，我们就总还可以来追问一下，由此是不是
已经穷尽了神话内容：这里显而易见，诗人的整个见解无非是那个幻象，那是在我们一瞥深渊之后，
具有疗救力量的自然端到我们面前的幻象。俄狄浦斯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是他母亲的丈夫，俄狄
浦斯又是斯芬克司之谜的破解者！这样一种命运的神秘三重性向我们道说了什么呢？有一个古老的、
特别在波斯流传的民间信仰，说智慧的巫师只能产自乱伦——鉴于解谜和娶母的俄狄浦斯，我们马上
可以对此作出如下阐释：只要有某些预言性的神奇力量打破了当前和将来的界限、僵固的个体化原则
，根本上也就是打破了自然的真正魔力，在这种地方，就必定有一种巨大的反自然现象——例如前面
讲的乱伦——作为原因而先行发生了；因为，要不是通过成功地抗拒自然，也即通过非自然因素，人
们又怎么能迫使自然交出自己的秘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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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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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充满青年人
的勇气和青年人的忧伤的青年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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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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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书中涉及的文化背景知识不了解,收获不多.
2、译本很不错
3、充满激情的思辨。局部翻译的似乎不好
4、很是怀念周国平先生的尼采翻译.不知后来为何"作而不译"了.刘小枫主编的尼采注疏集是很不错的
译本，现在还未出全．建议购买．不过如果确实喜欢尼采，可以多买几个译本对照着看．尼采的书我
个人就有好几种译本．杨恒达的该译本也不能说不好．尼采亦诗亦哲，才气过人，学识深厚，翻译是
真的难．
5、饱满的才华。一种哲学上的总体解读。
6、典故太多，不熟悉西方文明读不懂
7、“唯有作为审美现象，此在和世界才显得是合理的”

“生命是牢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
                             ——尼采
8、没怎么看懂，无法评价
9、内容还没有看，因为之前读了商务印书馆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觉得翻译的真的非常好，纸张
印刷也不错，所以想买尼采的书的时候特地挑的商务的，同时还买了两本尼采的书 人性的太人性的和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且不说内容，但是 从封面到印刷 真心比不上商务
的 而且可能由于与运送原因 其中一本的封面有些褶皱，，个人是非常爱书的 表示有点不满意。送货
挺快的 头天晚上定的 第二天早上就到了 这个必须赞一个。。。
10、anyway，终于把这节课补完了。虽然不是完全懂，但懂的部分觉得尼采真的很牛。现代人的原始
生命快感真是越来越消失无踪了。
11、配合译后记和其他论文，总算看懂了大概。尼采拥有真正的诗人气质，思考与文采皆令人澎湃。
12、看了几页，就没读下去了，想到了寒假再静下心来看。另外书寄到是有点变形了也旧旧的，后来
买的几本书也都这样。。。
13、总体还是挺喜欢的，但译者有的地方处理地不太好，句子不太通顺。除此外，还是不错的。卓越
服务挺好的，又便宜，又省事，物流就是稍稍慢了点。
14、终于看完此书，虽然此书篇幅不长。现代工业摧毁了人们对生命原始形而上的追求，推崇所谓的
最高理智。尼采借用悲剧的死亡和再生来唤醒人们心中被毁灭的终极关怀。虽是一部美学著作，其实
是通过叔本华和德国古典音乐等媒介来传达尼采的哲学思想。
15、每次读都有新的感悟，现在只能算是理解了40%。
16、刚拿到,对比我以前的版本,我更喜欢这版.至少我能看明白了!
17、尼采的文采加上希腊悲剧的华彩，真是让人拜服。
18、从悲剧的诞生开始走进尼采
19、尼采自己开头就写了，这是一本给学术圈内的人看的。呵，对于他而言，自己的实力以及超人的
自信，是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取悦大众，毕竟自己是学者，虽然我更喜欢他放荡不羁，激情大于严肃的
一面。这本书包装很赞，简洁、大方，书的内容不多，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看着舒服。
20、我是同时读孙周兴，周国平版本和英文版，三本的
喜欢尼采，说话有范，居高临下的圣经似的风格，耶稣基督的口吻
21、西方文化的隔膜，理解太困难了。
22、审美世界观
23、不是尼采写的不好，是我水平太低
24、尼采
25、我们的全部希望都渴求着那样一种感知，即：在这种不安地上下颤动的文化生活和教育痉挛背后
，隐藏着一种壮丽的、内在健康的、古老的力量。——尼采
26、常读常新。
27、纸
m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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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8、还是只读到了最鸡汤的部分（或许也是我潜意识里最需要的部分吧）。“悲剧的诞生”这几个字
的意义在我便是如何在认知人生必定伴随着痛苦和毁灭的同时，仍然以最高的热情将之拥抱，这拥抱
或许相通于骆驼、狮子、赤子的“你应—我要—我是”，痛苦也就不再是需要“katharsis”的污秽了。
29、孙的翻译似乎有较明显的海德格尔的痕迹←_←
30、说自己第一本尼采读的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拖出去鞭尸两分钟~~~尼采的著作完全按时
间读是合时宜的~
31、16年底第一次读这个译本，17年初因为调课，又翻了两三次。感觉依然在把握之外，又可能在把
握之中。某些段落（第十节前）让人拍案叫绝。
32、真不明白，大概是我功力不足，反正完全看不懂
33、很有趣
34、读到了欧洲历史上对礼制和法制的辩证
35、孙周兴一生推
36、好书，难看懂，慢慢来
37、算是尼采比较难读的一本书了  看了两遍也只有点模糊的意识  不过还是有所收获的
38、物美价廉，凤凰出版社的出版物真的都挺好，封面简朴但不简陋，内容有营养
39、从他开始，读懂莎士比亚
40、要是不对希腊神话以及尼采对希腊悲剧时期的定义和概念很难读懂
41、（苏格拉底式的）理智败坏了本能，败坏了艺术，败坏了道德。你竟被理智吓破胆了吗？你振作
意志抗击雄狮的搏杀，难道不是为了躲避精于算计的群鼠的咬啮吗？然而你愤怒的嘶吼只能依靠快乐
的吱吱声传达。正视现实吧！
42、。
43、[1][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30.
44、没读过尼采的怎么能看懂true detective 呢，吸吸
45、情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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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人大一一小生，以下是今年六月写的小文（其实是某门课的结课论文），如有错讹，还望方之
家指正。文章小阉了下。 　　 　　尼采《悲剧的诞生》和希腊悲剧 　　（一）悲剧诞生的现实需要 
　　 悲剧的起源地是古希腊。严格意义上来讲，世界上并没有另一个民族产生了与希腊人无论在内容
上还是在形式上相近的悲剧。尼采的解释是，希腊人本身具有一种阴郁的悲剧人生观，而这种人生观
深深根植于希腊人敏感的心灵和对现实生活的中苦难的彻骨体会。但是悲剧的人生观并不意味着要放
弃生命，相反，希腊人却特别渴望活下去，“哪怕作为一个奴隶活下去”。荷马在《奥德赛》中讲过
奥德修斯和阿基里斯在冥界相会，以及那位最伟大的希腊英雄对生死的看法。奥德修斯因为阿基里斯
在死者当中享有崇高的声誉而向他表示祝贺，阿基里斯却这样回答： 　　 　　 不，伟大的奥德修斯
啊，不要这么轻松愉快地向我谈死亡吧。我宁愿在人世上做一个帮工，跟随没有土壤、也没用财产的
穷人干活，也不愿在所有的死者当中享有大权。 　　 　　可见希腊人的悲观主义并不是看轻尘世的
意思。那么生活中的不如意该如何排遣？什么才是生命的真谛？到底该用什么来支持我们无所畏惧地
活下去？在没有宗教，也还没有哲学的希腊先民们的精神该去何处寄托？悲剧借此应运而生。 　　 
　　（二）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作为艺术形态的悲剧到底是如何出现在希腊
大地上的？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考察一下尼采的两个先验的观念，以下这两个观念对于理
解尼采对悲剧的分析及其重要。 　　1、 世界的本质是苦难和悲惨的。 　　2、 生命的根源是欢乐的
，坚不可摧的。 　　基于以上两个观念，尼采认为，希腊人内心的有两股极其强烈的艺术冲动——日
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正是这两种精神力量的抗衡或妥协和交融产生了光辉、崇高的希腊悲剧，尼采更
是加以扩张，认为一切艺术都源于这两种精神。 　　 在尼采眼中，日神精神就像梦的媚态，清晰地
造型出美的世界，它庄严、肃穆而有节制。日神精神基本上就是指优美体验，尼采将之以“梦”的形
式来做比，实际上有点类似克罗奇的审美“直觉说”。尼采认为日神阿波罗不仅作为光明之神，还作
为文艺之神，造型之神，具有比所有奥林匹斯神更高的地位，日神理当坐众神的第一把交椅。希腊人
正是由于这股强烈的日神冲动，才产生了整个奥林匹斯神族。毋庸讳言，整个奥林匹斯神族都是高度
的“同人同性化”，除了在生命的永久性上与人不同之外，他们同普通人一样会爱，会嫉妒，也会被
命运所缚，西勒诺斯的预言对他们也同样有效。艺术和神话的构建仿佛给了希腊人一个脱离于现实苦
难的美的世界，可以暂时抛却一切烦恼和痛苦，而希腊人将“召唤艺术进入生命的这一冲动，作为诱
使人继续生活下去的补偿和生存的完成 ”，希望借以来抵抗西勒诺斯的可怕预言也变得意义非凡。 
　　酒神精神来源于古希腊的酒神祭，在酒神祭的节日上，希腊人可以抛弃伦理道德，取而代之的是
一种充满兽欲的性放纵。他们恣意狂欢，四处游走，成群结队地高唱酒神颂歌。在这一刻，他们抛却
了往日日神的刻板和庄严，爆发出人性深处的最原始的情感，自我的意志几乎完全消散在这股癫狂不
羁的烈火中了，就像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酒神的伴侣》中描写的一样，彭透斯的母亲阿高厄在酒神祭
上陷入癫狂状态，竟然无视亲情，终于亲手撕碎了自己的儿子（类似的故事描写在J.G.弗雷泽的名作
《金枝》中也有描写）。如此脱胎于酒神祭的酒神精神，尼采将之比作一种醉的狂喜，如天边的排浪
一般，冲破日神精心修筑的藩篱，借着与原初本能合一的强烈渴望，陶然忘我，直面惨淡，超越苦难
。在尼采看来“只要酒神得以通行，日神就遭到扬弃和毁灭 ”，可见酒神精神威力之大。当然酒神精
神若是过分地甚嚣尘上，那么“酒神附体”的个体还需要日神精神来拯救，总之两者相辅相成，各司
其职。 　　朱光潜先生在他早年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中认为酒神艺术和日神艺术在于“主观艺
术和客观艺术的区别 ”，这个理解在我看来是不对的。尼采在艺术创作和审美过程中都是极力排斥主
观和理性的作用，他认为最高的艺术和审美体验即使和最初的生命力的融合，摆脱个体化原则，让生
命本身喷薄欲出的热力让艺术创作者和审美者体验到。 　　 　　（三）悲剧的起源（尼采的观点） 
　　尼采认为悲剧起源于酒神音乐，是“抒情诗人与乐师自然而然地相结合 ”。他大段引用了叔本华
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的原文，几乎全盘接受了叔本华对于音乐的理解。叔本华的哲学体系
与欧洲传统的构建体系方法类似，是种二元法，他将世界分为意志和表象两部分，表象世界即是我们
可见可感的感性世界，意志的世界可以说是代表精神的超感性世界。叔本华认为音乐不是意志的客体
化，而是意志的直接描摹，因为同一首乐曲可以表现出几乎任何人的所有意志，因而音乐艺术就不同
于绘画、雕塑等表象艺术，它是一种几乎全能的表意艺术。 　　尼采早年作为叔本华的忠实信徒，认
为音乐既然是意志的直接描摹，那么必然也是永恒生命的直接理念，然后他加以对希腊人的观点“悲
剧起源于歌队”的改造，就提出了悲剧是“不断重新向一个日神形象世界迸发的酒神歌队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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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神精神对于生命本质的狂热让歌队充满生机，不论是古希腊早期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
还是后期弱化了歌队在悲剧中地位的欧里庇得斯，他们剧作中大段大段的歌队演唱，着实令人振奋，
也令人悲悯。之后，这群高亢的歌队辅以日神的形象化，终于在两股精神冲动中诞生了希望一窥生命
本质的希腊悲剧。尽管唯美，似乎还带着一丝神秘主义的气息，但不得不承认还是有些道理的。 　　
　　（四）悲剧的转变以及衰落的原因和意义 　　 古希腊的悲剧在经历了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
的英雄式崇高后转向了欧里庇得斯式的说理和争辩，也在随后的转变中，逐渐形成了阿提卡新喜剧。
可以说抛弃了英雄式的崇高的希腊人在一种“奴隶的乐天”中衰老和奴化，他们似乎忘记了人世的苦
难，转而以奢靡的喜感享受替代了悲剧的人生观，继承了古希腊“衣钵”的罗马人对生活享乐的陶醉
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悲剧在古希腊大地上消失了呢?尼采给出的答案是：苏格拉底式的
理性主义杀死了悲剧，希腊哲学的发展促使悲剧走向了灭亡。正如迪克逊教授说，“只有当我们被逼
得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时候，我们才在接近于产生悲剧 ”。希腊人恪守“宿
命观”，认为命运是导致悲剧的发生的的原因，当人们遭遇了不幸，或在自然欲望中受到挫折，而此
时他又无法得到合理的正义原则的解释时，他只能将之归结为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命运”。但是
又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因此他们需要用悲剧作为宗教和哲学的替代品，多少可以带
来一些慰藉，毕竟剧中有如此多的人和神都躲不过命运的锁链。可是当一位运用理性思辨的哲学家普
罗泰戈拉呐喊---“人是万物的尺度”时，一切都改变了，人是世界主宰的人本主义思想取代了宿命论
，理性作为一股新的思维势力涌入希腊人的脑海之中，因此希腊的悲剧作为“形而上的慰藉”的功能
不再需要，消失和破碎自然不可避免。 　　 那么这股延续了几百年的艺术形式（这里仅指希腊古典
悲剧）到底有何意义？难道仅仅是在酒神节上的一种催人泪下的消遣么？尼采认为悲剧的快感根本不
是对悲剧主人公的怜悯和同情，也不是个体恶意心理的满足和对剧情的恐惧感的扩张，而是一种“形
而上的快慰”。在（二）中我提到过，尼采坚信生命的本质是欢快和坚不可摧的，因此观赏悲剧可以
给予欣赏者与生命力本身的“统一将得以重建”的快慰，当然也是一种酒神式的快慰。 　　 　　（
五）尼采在这部作品中展现的哲思 　　尼采在哲学思想上自诩为“叔本华的信徒”，在《悲剧的诞生
》中借用了大量叔本华的名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的概念，无论是“意志”、“表象”，还
是对音乐的理解。但在有一点上与叔本华彻底分道扬镳了。毋庸讳言，叔本华对整个世界本质是彻底
悲观的，但尼采却认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是种一味逃避的“弱者的悲观主义”，他坚信“不管现象如
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任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可见，表面上，尼采是叔本华式的彻底
悲观主义者，但在骨子里，他实在是个热情的乐观主义者，这莫若说是一种基于悲观主义的强力乐观
主义。尼采的这种坚强、热烈的性格也为他后来提出用“强力意志”来“重估一切价值”做足了准备
。 　　尼采坚信，艺术必然作为宗教和哲学的替代品给予人审美的和形而上的享受，借以让深陷苦难
的个体渡过茫茫的人生之海。没有活在过审美世界中的人是无法体会生命本质的欢乐和坚不可摧的，
他们的生命之花也将永远是枯萎，干瘪的。“艺术拯救他们，生命则通过艺术拯救他们而自救 ”，这
种艺术的形而上学是尼采在这部著作中的一大创见。艺术不再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是对现实世界的“
模仿”，更具备了一种拯救生命于苦难的现实意义。尽管尼采没有对悲剧进行历史哲学的审视，仅仅
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但瑕不掩瑜，如今我们观念中的艺术对于苦难的解脱的看法实在是要感谢尼
采，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于闲暇之际复归于艺术和审美的宁静海，定然是一桩金钱无法企及的享
受。 　　 　　（六） 笔者对尼采的观点的批判 　　诚然，尼采对悲剧的观点是极其有力，慷慨的，
但不免陷入了唯美主义的深渊，至少有两个部分尼采的思考是有问题的： 　　1、尼采在讨论悲剧的
诞生中所运用的方法论不是从悲剧本身出发推导出酒神和日神精神的冲动在悲剧中的相互作用，而是
采取一种信念式的坚定展开了他的整套理论。 　　2、尼采认为艺术创作是要抛弃个人的主观，而融
入原初的喜悦之中，即他所言“个人的解体及同太初存在的合为一体 ”。 　　下面我会对这两点分
别批判。第一，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悲剧理论的推导应当建立在对悲剧本身审视的基础上，而尼采却
是从某个先验的观念入手（他坚信生命本身是欢乐的，坚不可摧的）。可见尼采的整个悲剧体系是以
一种强烈的感性信念维系的，如此一来整幢华丽的理论大楼的地基简直就是建立在软滑的沙滩上了。 
　　第二，尼采在艺术的创作中认为要抛弃主观，“主观艺术家不过是坏艺术家，在每个艺术种类和
高度上，首先要克服主观，摆脱‘自我’，让个人的一切意愿和欲望保持缄默 ”。艺术家将作为某种
精神性玄学观念的“附身”的形式出现，人被移除了创作的中心，这抛却了艺术创造的人本原则。正
如本雅明所说，“当艺术以这种方式来进入存在的中心，即将人作为其显像而不是直接将人认可为自
己的基础（不是将人认做其创作者，而是将人的存在看作其塑造的题材），冷静的思考就全然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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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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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悲剧的诞生》的笔记-第35页

        凡在艺术中发现“朴素”之处，我们都必须认识到阿波罗文化的至高效果，这种文化总是首先要
推翻泰坦王国，杀死巨魔，并且必须通过有利的幻觉和快乐的幻想，战胜了那种可怕而深刻的世界沉
思和极为敏感的受苦能力。在希腊人那里，“意志”力求在天才和艺术世界的美化作用中直观自身；
为了颂扬自己，“意志”的产物必须首先感觉到自己是值得颂扬的，它们必须在一个更高的领域里重
新审视自己，而这个完美的直观世界又没有发挥命令或者责备的作用。此乃美的领域，希腊人在其中
看到了自己的镜像，即奥林匹斯诸神。藉着这种美的反映，希腊人的“意志”来对抗那种与艺术天赋
相关的忍受苦难和富于苦难智慧的天赋：而作为这种“意志”胜利的纪念碑，荷马这位朴素的艺术家
矗立在我们的面前。最近在看《伊利亚特》，希腊众神就是希腊人的镜像，强大的意志在其人的形象
中直观自身，没有美德的腐蚀，战争显得如此健康而宏大。这就是希腊人对抗苦难的天赋。

2、《悲剧的诞生》的笔记-第44页

         所以，抒情诗人的“自我”是从存在之深渊中发出来的声音：而现代美学家所讲的抒情诗人的“
主观性”，则是一种虚幻的想象。
        抒情诗的最高的发展形态叫做悲剧与戏剧酒神颂歌。
        雕塑家和与之相类的史诗诗人沉湎于形象的纯粹观照中。狄奥尼索斯式的音乐家则无需任何形象
，完全知识原始痛苦本身及原始的回响。抒情诗的天才感觉到，从甚密的自弃状态和统一状态中产生
出一个形象和比喻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另一种色彩，因果性和速度，完全不同于雕塑家和史诗诗人的
那个世界。
      尼采的诗歌产生论，狄奥尼索斯式的诗人的天才完全来自于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诗人自身和痛苦
矛盾的世界本原的合体，所以，他不是在为具体的事物歌唱。抛开构思，纯粹是神来之笔，但前提是
，他必须能够体会到狄奥尼索斯式的完全沉醉之境界。所以，阿尔基洛克斯作诗大家讽刺，是一种从
存在之深渊发出的痛苦与嘲弄之声。

3、《悲剧的诞生》的笔记-第107页

        脚注③
一个类似的梦现象必定已经向年迈的欧洲里庇德斯指出
“欧洲里庇德斯”应为“欧里庇得斯”，删去“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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