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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尼采：：
与其被神化不如做个怪物与其被神化不如做个怪物

尼采故居尼采故居

尼采逝世120周年了。1900年的8月25日，尼采辞世，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便跌入了他思潮的震撼之中。正因尼采的影响是澎湃

而多面的，对于他的赞誉与指责也便交相飞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尼采的思想开始被人与纳粹主义、反犹太主义相连结，这很大程

度上出自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对于他作品的篡改。哲学学者陈鼓应说：“他们的曲解和误解，使得生前饱受冷漠的尼采，死后却一

直被热烘着。”

有人说，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中国曾有三次“尼采热”，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呢？

尼采（1844年10月15日—1900年

8月25日）在开始研究哲学前，是文字

学家。24岁时他便成为瑞士巴塞尔大

学的德语区古典语文学教授，专攻古希

腊语，拉丁文献。但在 1879 年由于健

康问题而辞职，之后饱受精神疾病煎

熬。1889 年尼采精神崩溃，从此再也

没有恢复，在母亲和妹妹的照料下活到

1900年去世。

尼采出身于宗教家庭，据说他的祖

先七代都是牧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到两点奇特的事实：一是尼采生于宗教

的气氛中，日后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

督教的人；二是尼采在女人的周围与养

育中长大，日后却成为顽强的反女性主

义者。

1864年，尼采进入波恩大学，那时

他20岁，开始研究语言学和神学，但第

一学期结束，便不再继续神学了，他不

愿在神学的空泛观念上浪费时间。在

大学期间，尼采对基督教的信仰越发远

离了，他简直要把基督的信仰全部抛

弃。

在孤独中，尼采的心灵旋即被两种

艺术所充实：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

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的悲剧，以及华

格纳的音乐。他背诵埃斯库罗斯的诗

章，聆听华格纳的歌曲，把自己忘形于

一个不同的而且更光辉的世界里。

24岁便成为文学教授

不久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新

经典联手推出了周国平先生翻译的尼

采著作集，包括《偶像的黄昏》《悲剧的

诞生》《我的哲学之师叔本华》《希腊悲

剧时代的哲学》《教育何为》，它们曾是

无数青年学子的枕边书。

然而，在日渐轻浅化的时代中，是

否还有读尼采的必要？为此记者采访

了著名学者、翻译家和散文作家周国平

先生。

在采访中，周国平说：

鲁迅先生年轻时很喜欢尼采，他将

尼采思想概括为两点：首先，强调个人，

反对众数。即关注个人的唯一性、独特

性，反对从众。其次，重精神，轻物质。

鲁迅可能只读过日译的《查拉图斯

特拉如是说》，后来鲁迅对尼采的谈论

是文学化的，内容都源自这本书。当时

尼采的书没有中译本，日本有《尼采全

集》，但鲁迅没读。

倒是王国维先生最早发现，尼采对

现代文化的尖锐批评，称他是“文化批

评家”，可王国维未特别关注尼采哲学。

在哲学史上，尼采是承上启下者，

他对理性主义的批判非常重要，此前传

统哲学认为理性是世界的本体，而尼采

对此予以系统批判。但当时国人没注

意到这一点。

有人说，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中

国曾有三次“尼采热”——周国平对此

这样理解：

国人最早关注尼采，应是 1902 年

梁启超先生在文章中首度提到尼采（当

时译为尼志埃），1904 年，王国维先生

认真阅读了一些与尼采相关的文章，但

主要是二手材料，写出《叔本华与尼

采》，该文对尼采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

的。此后李石岑、胡适、鲁迅等都写过

一些介绍尼采的文章。

抗战期间，国内出过一些介绍尼采

思想的书，重点强调“超人学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出现了第三次

“尼采热”，可以说是一次补课。“尼采

热”让人们意识到国民素质中的不足之

处：一方面，个体很优秀，可一旦成为集

体，却失去优势；另一方面，忽视精神之

贵。

这次“尼采热”打动的人有限，但

“热”过和没“热”过，绝对不一样。

（据凤凰网文化频道等）

我国曾出现三次
“尼采热”在1865年的冬季，有一天，尼采偶

尔在一家旧书店买到叔本华的巨著《意

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立刻被这位已逝

六年的忧郁智者迷住了，他狂热地喊

着：“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面，我

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

惊人的宏壮。”他咀嚼着这本书的每句

话每个字，费了 14 天的工夫，不分日

夜，一口气就读完了。

尼采深为叔本华那种独抱孤怀的

人格所感动，但他并没有染上悲观色

彩，虽然叔本华所感受到的时代痛苦，

同样地积压在尼采的肩膀上。后来尼

采发现叔本华的悲观思想可以用希腊

艺术来医好。

正当尼采陶醉于叔本华哲学的时

候，恰巧又发现了一位天才，以音乐的

形式表现着叔本华的思想。这位天才

便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华格纳（又译

为：瓦格纳）。

尼采和华格纳认识三年后，尼采的

处女作《悲剧的诞生》出版。在《悲剧的

诞生》中，尼采把他的朋友华格纳偶像

化、神圣化。不久后，他不再想做华格

纳的信徒了，他要成为他真实的自己；

他不再忠实于“友情的华格纳”。友情

的华格纳是建立在“哲学精神的华格

纳”之上的，这种精神消失了，友情也随

之暗淡。

叔本华的巨著
成了尼采的镜子

1882 年，尼采到西西里作春季

旅行，贫病失恋的尼采比以前更寂寞

了。在飘泊的旅途中，他每天清晨或

黄昏沿着海岸或山间作漫长而孤独

的散步，在步行中深思冥索，他的创

造欲恰像幽谷中的涧水，喷涌而出，

他用心捕捉着每一瞬间的灵感，取出

随身携带着的笔记本记录下来。就

在1883—1884年之间，他写下了《查

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这本书是尼采最具创造力的代

表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书是给

人类的空前伟大的赠礼和最深邃的

著作。

1887 年尼采的健康已直线下

降，他自知死期不远，乃奋力著述。

1888年，他连续完成《尼采与华格纳

之争》《偶像的黄昏》，他还计划写作

《冲创意志》和《一切价值的转换》。

尼采在自传中却这样写着：我很

怕将来有一天会有人称我为神圣的：

你可猜得到为何我要在死前拿出这

本书，就是为了要防止别人对我的恶

作剧；我不希望成为神圣的人，甚至

于宁可做个怪物——也许我就是一

个怪物。

旅途中写下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本版部分内容出自本版部分内容出自《《悲剧哲学家尼采悲剧哲学家尼采》》
陈鼓应著陈鼓应著

尼采的名言尼采的名言：：一定要相信我一定要相信我，，要想在生要想在生
活中硕果累累或充满高兴活中硕果累累或充满高兴，，那就是要去生那就是要去生
活在危险中活在危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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