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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在《快乐的科学》中曾写道：一个疯子在大白天手提灯笼，跑
到市场上，在一群不信上帝的人中大谈“上帝死了”。
虽然，同是无神论者，但这群人也根本不理解疯子的“疯言疯语”。
于是：疯子⋯⋯打止了，他举目望听众，听众默然，异样地瞧他。
终于，他把灯笼摔在地上，灯破火熄，继而又说：“我来得太早，来得不是时候，这件惊人的大事还
在半途上走着哩，它还没有灌进入的耳朵哩。
雷电需要时间，星球需要时间，凡大事都需要时间。
即使完成了大事，人们听到和看到大事也需假以时日。
这件大事还远着呢！
比最远的星球还远，但是，总有一天会大功告成的！
”没有疑问，疯子的形象及其命运乃是尼采的自喻。
相对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的确“来得太早”了一些。
尼采始终自负，但在其生前的主流文化界的眼中，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不得志的美文家、二流的古典
语文学家。
他的思想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其身后（准确地说，是在其精神崩溃后）。
在身后，尼采被评论界当作德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体家之一、唯美主义的伟大同路人、文化历史哲
学的开创者之一、存在主义的先驱与标志性人物、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预告者、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
代反理性的“腐朽没落”思想文化的代表、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先知与预言家、现代语言哲学的重
要奠基者、人道主义与启蒙精神的坚定捍卫者、现代艺术革命的主要发起人、基督教神学现代变革的
重要思想源泉、欧洲文化“隐微”传统的伟大继承者和发扬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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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尼采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既是理解尼采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解20世纪以来人文精神价值转向的一
个关键问题。
但国内学者对此尚少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
本书通过对尼采关于近代认识论、宗教文化、艺术现象批判的研究，全面梳理了尼采的传统形而上学
批判问题。
在此基础上，本书进而叩问尼采自身的形而上学立场——权力意志学说的基本价值命意，反思尼采形
而上学批判在逻辑上不自足的一面以及由此引发的可能消极后果。
此外，本书对尼采思想与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辨析，视野开阔，论据翔实
，立论审慎，分析深入，对关注西方哲学、后现代文化的研究者及爱好者均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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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了上述的问题，尼采对认识论中的其他一些基础性问题，如知性与理性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先天综合判断的问题、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自在之物的问题、目的论问题等等，均有尖刻而彻
底的否定。
其理论根据无非是我们上两节所分析的两点，即“语言思维不可能与实在有关”；“逻辑的起点从逻
辑的观点看是非逻辑的”。
因此，我们在文章中就不一一过细地加以介绍分析了。
我们着重只谈他对主客体关系、时空观念、因果论的批判。
一、主体问题主体问题作为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和近代欧洲哲学对“人”的各种基本性质的贞
定紧密相关，也和启蒙运动通过认识论来构造人和存在之间关系的思想方法有很深的关联。
主体观念被设定为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考察问题的方法，包含着各种人的类的规定性，但又强调这种
类的规定性必须体现在具体的个人身上。
质言之，主体与个体的关系和一般的概念与现象间的关系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每一个个体的存在虽
然都是从各自的侧面显现着主体的性质，但每个个体之存在都有着其绝对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显然并
不是源自于对主体理念的“分有”关系。
事实上，对人来说，主体观念永远是一个未完成式，它只存在于每一个个体对自我能力的无尽探索与
阐扬之中。
近代以来，在不同的哲学发展阶段，哲学家们对主体性质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但由于受到笛卡尔的影响，思想家们一般地都比较重视研究主体的认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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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根据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在2003年初夏，我的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按照原来的计划，我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消化各位
论文评阅老师的意见，修改论文的薄弱环节，然后联系出版。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相关问题思考的深化，我却逐渐有了一些别样的感悟。
当年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刻，我越尝试着让
自己的心灵向尼采所倡导的价值向度开放，我就越感到，他的学说在整体上是不周备的，在实践上是
不可行的。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说，尼采的学说也许不失为是一剂有助于起病人于沉疴的猛药，但它本身亦多
有致命的元素，绝不能成为日常行止的指针。
因此，在论文中我时常要针对尼采学说普泛化之不可行性发表一些个人的见解。
按照一般的说法，总是要对研究对象的观点抱以同情理解的态度才能阐发其学说的精微之妙，但我得
承认，我能够在理智上理解尼采的学说，却无论如何不能“同情”他的观念。
我丝毫也不认为他的学说足以在根本上推翻康德、推翻启蒙主义所确立的价值标的。
即使是像近些年来被广泛地予以高度评价的“肉体意识”等问题，我也觉得这种理论追溯到根柢处，
并未见得比中国道教的性命双修甚至印度教的性力派等学说提供了更多新鲜的或深刻的思想内涵。
因此，在我看来，像这样的学说实在很难说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价值有什么根本的改造意
义。
经过几年来内心反复的权衡，我意识到，自己原来选择的批判尼采哲学的基本价值立场有些偏狭。
在当年，我也许过分同情地认同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所确立的价值体系了。
而问题是，如果这种体系不存在着基本价值命意上的问题，西方近代以来如何会产生如此深刻的所谓
“现代性的危机”——也就是尼采在后期反复强调的“欧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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