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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卷头绪语    呈现在诸君面前的，是笔者1995年的一本读书札记。
它留下了笔者对于尼采及其人生哲学的解读，融入了笔者的体会和心得、感观和感悟。
这些解读和体会、心得、感观、感悟，无论对和错，是和非，都一一记录在案，多少是笔者阅读经历
上的一路足迹。
    对于尼采和他的哲学来说，2000年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这年是我们中国具有吉祥意义的农历龙年，正逢尼采谢世一百周年，恰好又是他生前期待他的学说可
望时来运转的起始之年。
为此，此稿当年曾发到Chinaren(中国人)网上，算是对这位哲人的一个纪念。
    一百多年前，尼采这个自认怪人的哲学家和他的哲学，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连出版都很困难
，以至他的主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3卷自费印刷了40册才得以问世。
尼采把希望寄托于他百年之后，寄托于新千年新世纪。
他指望，“到2000年的时候，人们准能读我这本书。
”这话虽然具体指是的后来的《善恶的彼岸》一书，但是，它也恰好表露了尼采在自己的超人学说陷
于厄境中的复杂心情，其中带有几分苦涩和无奈，包含着出自他孤傲品格的执着和自信。
“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
”他如是说。
    一百多年来，尼采的学说历尽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上演了一出悲剧。
尤其可悲的是，期间竟又鬼使神差地被插演了热热闹闹的一幕丑剧，以致招来无尽的责难和辱骂。
这却是尼采做梦都不曾料想到的，他的在天之灵恐怕也要为此而日夜难安了。
    尼采被许多人视为纳粹的鼻祖宗师，蒙尘含垢几十年。
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状况才开始好转，才有人为他说公道话。
但是时至今日，关于尼采及其学说，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不一。
这从一些大型工具书关于尼采的不同评介中，就可见一斑。
我们以为，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尼采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对神权、王权和
其他威权的挑战，那总归是不可辱没的。
而且，对于处在当今中国的我们，也仍然是有启迪的。
    尼采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正是欧洲以及全世界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急剧变化，各种斗争日益激烈
，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经历大变动的时代。
这个时期的历史性的社会大变革在哲学上折射出来，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黑格尔哲学学派的解体和古
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人本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哲学思潮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尼采的哲学就是当时人本主义哲学
的突出代表。
    尼采一反此前哲学主要是适应和解释现存社会秩序的态度，转而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力图找出
一条消除社会弊端以改进人类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途径。
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离开了传统的理论哲学，转而研究人生哲学，探求人生真谛。
    尼采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学识基础出发，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上。
在研究了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思想文化并加以比较之后，尼采痛切地感到，现实社会的一切病
态和丑恶都根源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各教派的总称)。
他警示人们说，是基督教以及流淌着基督教神学家血液的哲人和文人迷蒙了世人的心灵，泯灭了世人
的“权力意志”，致使世人变成了愚昧地屈从于上帝和一切偶像的威势权力的懦夫、可怜虫。
尽管尼采对于在精神上统治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基督教缺乏足够客观的和历史的分析，但是他对于19
世纪基督教的精神统治及其统治下欧洲的社会病态所作的剖析，却是颇有见地的。
    尼采承继了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又借用所谓“力本学”改造了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
他提出了“权力意志”是一切生命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因的命题。
    尼采认为，一切生命之本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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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这个“力”的概念和当时的物理学家或哲学家所用的“力”的概念都有所不同。
依照他自己的话说，他给这个“力”的概念灌注了丰富的内涵，即生命的意志。
尼采反对基督教把上帝当做一切生命生存发展的原始动因的说教，也不赞成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不动
的推动者”(第一推动力)说，到生命之外去寻找外在动因。
的确，“不动的推动者”最终也还是落入了冥冥之中神明主宰一切的窠臼，连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成
了经院哲学的支柱和媒介。
尼采强调，生命的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因就在生命自身，也只在生命自身，那就是生命各自的与生俱来
的“权力意志”。
    在尼采看来，一切生命原本都有自我支配、自我发展的意志，即自我主宰的权力意志。
他说，这是“运用、行使生命的创造性的本能”。
这就是说，自主地创造是生命固有的权力，是生命的本能。
就是它，激发着、推动着、催促着、诱导着生命不断生长、发展、壮大、强盛，向更高类型的生命“
超升”。
    尼采说，作为高级生命的人类也是要“超升”的，或者说也要超越自我的。
他说：“‘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
”他认为，人类向着“超人”自我提升，如同猿人发展到今人——现代人类一样，今人也将发展到超
人。
所以他说，今人是一座索桥，一个过程，即架在猿人和超人之间的索桥，从猿人步向超人的过程。
    这是一个唤起自主权力本能、彻底根除奴化品性的漫长过程，一个需要历经许多世代和无数磨难的
漫长过程。
    在尼采眼里，大多数今人已经不成其为人了。
他们丧失了权力意志。
他们在沉沦，在衰朽。
究其原因，如上所说，归根到底在基督教，在基督教文化。
他说，基督教文化把人变成了绵羊，变成了像鸡鸭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顺民、庸众；基督教文化
把人变成了依赖怜悯而生存的“红脸兽”，变成了依靠上帝的恩赐而苟且偷生的乞儿、懦夫、懒汉；
基督教文化使“国家”成为上帝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的号手和指挥棒，成为一手举着利剑、一手托着利
欲的冷酷的恶魔。
    为了改变这种厄运，尼采决心教化世人，引导世人追寻人生真理，“改进”自我。
他高歌人的生命，张扬人的价值。
他要唤起世人的权力意志，焕发世人的自主意识、图强意识和抗争精神，确认并争回自我主宰的权力
，自我超升的创造力，凭借这种创造性本能去实现现今人类生命的超升，去催促未来超人的降生。
    为了改变这种厄运，尼采立志发起一场大战，一场文化大战。
他要向基督教文化，中心是向他所认为的基督教的要害，它的道德观念——怜悯以及由此生化而来的
施舍、恕罪，猛烈开火。
尼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道德实质上是奴化道德。
奴化道德，就是把人化为奴隶的道德，役使奴隶的道德。
从被奴化被奴役的可怜虫方面来说，这也就叫做奴性道德，奴隶道德。
    尼采昭示世人，基督教道德将生命引向沉沦、衰朽，因为它让人们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外来的怜悯
、施舍、恕罪之上。
“主啊，拯救您的负罪的奴仆吧！
”信徒们时时都在这样乞求着。
上帝，还有耶稣基督，被塑造成创世主和救世主，人间的一切苦难都要靠他们的怜悯、施舍、恕罪来
拯救；也只有他们的怜悯、施舍、恕罪才能够拯救生来就罪孽深重的生灵，才能够使这些生灵超脱苦
难而走向“永生”。
尼采锐利地指出，这种说教是安眠药，是麻醉剂。
    尼采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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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倘若依了这类说教，人们便无须自主、自为、自强、自救，便无须勤劳、进取、奋斗、拼
搏；倘若依了这类说教，人们便只有祈望、乞求、等待、依靠神明的恩典，终生臣服在神明、教会或
其他偶像的威势权力之下，做他们的顺从的奴隶。
即使在今天，尼采的这一批判也具有借鉴的意义。
那些习惯于依靠神仙皇帝的善良的人们，如果读一读尼采，也许就不会拜倒在那些现代救世主、人间
上帝、顶着科学王冠的神明的祭坛下，任其摆布。
还是《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正是由于这种缘故，尼采对奴化道德、奴性道德恨之入骨。
他猛烈地鞭挞了这种毁灭人类的鸦片道德，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在这种道德毒害下产生的种种社会病态
和人间丑行。
尼采致力于传布另一种道德，即自主道德，主人道德。
在字面上，“主人道德”也可以称为“贵族道德”。
因为，尼采笔下的“贵族”就是新的高贵者，就是“精英”。
他认为只有这些高贵族精英族才是不屈于神权、王权和其他威势权力的超脱了奴隶状态的人，才是掌
握了自主权力的能够主宰自我的人，他们才堪称“主人”。
    主人道德，自主道德，这是一种充满自强之力、阳刚之气的道德，充满探索进取之战斗激情的道德
。
尼采要用这种道德来教化世人，以铲除那自卑自贱的可怜虫，扫尽那懦弱慵懒的乞食者，荡涤一切察
言观色的“小眼睛”和惟命是从的“大耳朵”。
他企望以这一道德建树的宏伟业绩，为人类的超升，为未来世界的主人——超人的诞生，清除障碍，
奠定基石。
    在尼采的哲学里，这种观念的变革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的变革，也是一种价值转换，即善和恶的相
互转换。
那就是把错了位的善和恶再转换过来，把被颠倒了的善和恶再颠倒过来。
尼采对自己的教化艺术满怀着信心。
他形象而又风趣地表示，他有能耐将任何一架钢琴，哪怕是一架蹩脚的钢琴，弹奏出悦耳动听的乐章
。
    诚然，尼采也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前程是险恶的。
“我愿用好的格言为自己铺设通向地狱之路”。
这正是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精神在尼采身上的显露。
他慨叹自己生不逢时：“我来到这个世界太早了”。
没有人懂得尼采，没有人接受尼采。
其实，任何一种启迪心智的思想，当它意在为民众启蒙的时候，其命运大体都是如此的，只不过尼采
的学说更难以被人们理解而已。
    尼采寄成功的希望于未来。
他相信未来，因为他确信“上帝已经死了”。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参照这一说法，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解析尼采的潜台词：上帝已死——精英当立。
他这是在说，救世主不存在了，支撑救世哲学大厦的顶梁柱坍塌了倾倒了，怜悯道德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全部思想文化已经腐朽，推行高贵族精英族的新道德新思想的时机必然成熟。
    这个高贵族精英族大概是哲人们吧，因为按柏拉图的说法哲人是最高层次的人。
在尼采心目中，他本人也许就是这高贵族精英族的当之无愧的先驱。
    尼采把人分成为三等：第一等是统领者，他们是高贵族，是思想家，精英；第二等是管理者，政府
官员，他们是治理社会公务的工作人员，是统领者的帮手；第三等是被统领被治理者，这便是人们常
说的黎民百姓芸芸众生了。
尼采认为，应遵循精英的新道德新思想来统领治理天下，实行“贵族政体”。
    尼采把政体也分成为三种：一种是贵族政体，即上述由高贵者或曰精英统领的政体，这是他极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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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的；又一种是君主政体，这是他不赞成的，因为君主也是偶像，且君权也是神权的体现，即所谓“
君权神授”，它和人权是对立的；再一种是民主政体，这是他所反对的。
尼采为什么反对民主政体？
因为他把民主主义也看做个人权力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物，认为服从多数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是丧失自
主权力；再说，黎民百姓已经被奴化，由多数来统治势必扼杀精英，阻碍人类向超人的提升。
尼采贬斥和否定社会主义的主张，说不定也是由此而引发的，虽然他有时候也曾经无可奈何地哀叹这
世道或许真的得用它来“恶治”。
    总观尼采的思想，我们以为可以这样讲，即：他主张打破神权(包括体现神权的王权和其他威权)奴
役的枷锁，争回自主权力，超越自我，迈向超人。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将尼采哲学称为自主哲学、超我哲学、超人哲学。
    纵观尼采的学说，都是围绕着自我做文章。
尼采立足于个体，也局限于个体。
他孤立地看待个体的生存发展，孤立地倡导个性解放，孤立地张扬个人的自主权力，把个体和群体、
个人和团队绝对对立起来。
梁启超曾援引本杰明?颉德对其学说所作的剖析说，“尼志埃之个人主义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
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
个人主义，精英论，这就是构筑尼采人生哲学的基石。
    尼采哲学百多年来的遭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悲剧。
尼采一生傲视同群，处在悲凉的孤独之中。
他的超人学说也别具一格，长期难以被人们理解，甚至被视为怪诞邪说、洪水猛兽，因而遭受无情打
击。
对于愚弄群众屠戮百姓的希特勒，他的学说倒成了可以利用的上好精神武器，为此他不可避免地被当
做纳粹的宗师而遭到人们的唾骂。
    导致尼采哲学难以为常人所理解而又易于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的原因，除了它具体内容上的诸多
谬误、弱点和局限之外，也要算上它所独具特色的那一份。
这种特色虽然给他的哲学增添了不少光彩，但是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尼采哲学的这一亦利亦弊的特色主要就在于，尼采以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的激情灌注于他的哲学，
尤其是他的主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这在内容上便给他的哲学涂上了非理性主义的浓墨重彩，在形式上又给他的哲学戴上了充满诗意的斑
斓花环。
尼采曾经赞叹“犹太人”善于用“更精细的分析和严格的推理，并且用更明晰更易懂的方式写出来”
，可是他自己最得意的这部代表作，竟然从头到尾都不是用精确的简明的科学语言写就的，而是以绚
丽的韵文编织装饰起来的，用抑扬的咏调吟唱协奏出来的。
因此有时候它就难免以词害意，陷尼采的著作于理论模糊、文字晦涩的境地，以至铸成诸多容易被人
误解和被人恶意曲解的缺陷。
    说到模糊、晦涩，在中译本里问题就更加突出，有些词语几近含糊、拙涩。
这固然因为原文文体所致翻译相当困难，生奥句词在所难免，也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常用的中文本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译文出自七十多年前，这对习惯于现今规范化汉语的读者来说，其模糊晦涩
的程度自然是与日俱增。
    为了求得这种状况有所改善，我们怀着这样的愿望来解读尼采的书：用明晰易懂而又尽可能生动活
泼的语言，把自己所理解所体察的尼采的超人哲学系统地记录下来，并且循着自己的心得体会谈天说
地、讲古论今地加以品评和敷衍，力求做到集学术性、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于一体，以强化其可
读性。
这只是一种尝试，成败在所不计。
    所觉遗憾的是，笔者竟也在不知不觉中受了尼采的澎湃激情的感染，并且被他的多姿文采所折服，
以至把这本叙述和评说尼采及其哲学思想的札记，也妆点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尼采作古已经一个多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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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话说这位古人，平心而论，尽管他有诸多的谬误、缺点、局限，可他毕竟是为世人摆脱愚
昧和奴性，摆脱神权桎梏和偶像崇拜，为确认人类生命的价值和自主权力，而耗尽了自己毕生的心血
，给后世留下了一份颇具特色的文化遗产。
    尤觉可贵的是，这份遗产给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和文学艺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曾在中国的新
文化运动时期给反对旧礼教旧传统和改造国民性以强劲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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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尼采和他的超人哲学》从总体上把握尼采的思想体系，全方位地、系统地介绍尼采的学说。
它解析和评价了尼采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对于尼采学说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别是往往被人误解的
问题给出了别具一格的答案，对于尼采著作中某些关键性概念和词语作出了独特的理解和阐释，对于
尼采学说中的偏颇和局限提出了自己的见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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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丁，编审，离休干部。
本名王惠民，1932年生，江西南昌人。
毕业并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
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出版社担负领导工作。
参与编写《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先后主编《北京文艺年鉴》《中国文艺年鉴》。
代表作有《桌子的需要和桌子的生产》《怎样看待毛泽东思想》《红楼世家的自杀自灭》《语言的残
疾和肿瘤》《南昌二中地下斗争胜利50周年述怀》。
执笔撰写的《艺术典型新议》一书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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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头绪语 孤奋人生 哲坛怪杰 孤奋自强 世纪涌潮 忿怼当世 孤胆斗士 梦幻情缘 知音难求 非德国人 学海
求真 求真如探险 不靠机缘 树大根深 学生和先生 读书和思考 真知需要斗士 思想家和驴 挑战神权 心造
的幻影 上帝的博爱 耶稣死得太早 教士的权杖 黑衣人的自作孽 十字架和菩提树 悲剧哲学 啼血惊世 权
力意志 自主权力 雄狮精神 自我超越 孩提王国 生命壮歌 生命——力的组合 万物流变 灵魂和肉体 痛苦
和快乐 爱——生命的奉献 生命如泉流 吃苦和享乐 男女之间 女人和牝牛 伟大的结婚 婚姻的破裂 色欲
和淫欲 罪恶的瘟神 友情之道 自己采摘果实 朋友是第三者 化敌为友 跨越障碍 友和敌和我 至交需是远
客 人间万象 冷酷的恶魔 人有高低 高贵的人 低贱的人 卑鄙小人 多余的人 生不如死的人 世态镜花 新房
舍 颜料桶 中性人 负残疾 寄生虫 大人物和小东西 金钱拜物教 科学和人生 走出误区 善恶的错位 善恶的
转换 鸦片道德 红脸兽 遁世和济世 解脱和解放 卷末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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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尼采的攻击性、挑衅性的倔强好胜性格的一科表现。
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克服一般的反抗，而是要战胜那些需要倾尽全力、韧性和武艺才能制服的人
——战胜实力相当的对手”。
他认为，“势均力敌——这是诚实的决斗的首要条件”。
 是啊，欺软怕硬，犹如吃柿子专捡软的捏，那算什么好汉？
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是诚实的决斗，对于那种放暗箭、打冷枪、背后捅刀子的人，自应除外
。
 究其原因，我们想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要打就打大仗、打硬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磨砺自己。
他喜欢向一些深层次的难题挑战，专拣硬骨头啃。
正所谓：宁闯虎穴，不捣兔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其二，他不找同盟军，宁要孤军奋斗，独自一人进攻、对抗。
他说，这是他的“正当行为的准则”。
以一当十，以寡敌众，这大概也是他孤奋人生的特具风格。
 我们可以说，这是他充满自信的一种表现。
他为自己“有一双颠倒乾坤的手”而自豪。
他相信自己的攻击能力，也相信自己的对抗毅力。
同时，也基于他胸怀坦荡，志在寻求真理，而不以胜败为念。
 我们看球赛，见两军对垒，往往是势均力敌，难分高下，其最后得胜者定是志在必得而又不背怕输思
想包袱的一方，想来就是这个道理。
其三，他不作人身攻击。
 真理是战无不胜的。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诬蔑谩骂决不是战斗。
诬蔑谩骂是理屈词穷的表现，是用来掩盖自己的无能的遮羞布。
 尼采鄙弃人身攻击，他是把人格当做一面放大镜，用以看清某些人的：鬼鬼祟祟的、一般难以把握的
窘态”。
他说，他攻击大卫·施特劳斯（德国神学政论家，基督教历史评论家）的著作就是用这种方法。
“我攻击的是一本在德国‘教育界’颇有名气的老朽之作——我当众揭穿了这种驯化的鬼把戏”。
 其四，他只攻击排除了个性差异的事物。
 尼采的批判都是对社会而发的，他选择的目标都是具有代表性的。
 他的批判从来不仅仅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和事。
例如，他对基督教宣战，可是如他所说，“严肃的基督徒们总是对我表示友善。
我本人是基督教的死敌，但是，我不主张把那数千年的厄运加在个人头上”。
又如，他疾呼消灭庸众，并不是要处死那些庸人，就像我们通常说消灭文盲并不是要杀掉那些不识字
的人一样，指的是消除这种社会现象、社会层面。
 综观上述，尼采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认同矛盾、斗争、生成、流变的观念的。
他的哲学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斗争哲学。
不过，他这个理论上的斗争论者，在行动上只是个独行游侠，孤胆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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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卷末琐记    感谢商务印书馆提供了这个机会，使得这本先后几次难产几度夭折的书，终于有幸得见天
日，和世人谋面了。
    笔者比较多地接触尼采的著作，始于1986年。
当时笔者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作，经手了一本尼采名著中文译本的终审，此书就是《查拉斯图拉如是
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旧译名)，为此还涉猎了一些相关资料。
由于兴趣使然，后来不但重读了这本书，而且读了他的其他著作。
越读就越感到，尼采所抨击的某些社会现象，某些国民精神状态，我们都曾经身陷其中，都曾经亲历
亲为。
    令人感触最深的，莫过于“神化”和“奴化”的问题。
例如，我们都曾经崇拜过偶像，时时仰仗恩赐，事事唯书、唯上，唯“最高指示”是听。
后来，我们虽然都有所觉醒，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千年的封建遗毒和“文化大革命”的流毒
不是短时期之内就可以消除的。
    思想解放，任重道远。
读一读尼采的书，不无补益。
它有助于走出神化权威的误区，有助于摆脱奴化自我的囹圄，由此清除旧思想，超越自我。
    1995年，应台湾扬智文化事业集团之约，笔者将相关尼采的读书札记加以整理，辑成了一部书稿，
命名《尼采的人生哲学》。
后来，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也有意将其收入一套丛书在内地出版，为适应内地读者的需要，我们在
前稿基础上作了比较多的补充和修订。
不想好事多磨，该丛书的出版计划因故搁浅，这本书的编印运作也就中途抛了锚，后来连原稿也没了
下落。
好在现在是新科技时代，文稿都在电脑里存着，丢倒是丢不了的。
    本书稿一撂便是十几个春秋。
其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也曾有意付梓，我们还特意为之扩充了前言，不料适逢该社随国家图书馆改制
，人事变迁，便又作罢。
所以至今只有其中的《负残疾》一节，后面略作了一些修改，换了一个标题，称作《尼采诊治心灵残
疾》，发表于《北京政协》(《北京观察》前身)1996年第3期。
    2000年是尼采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哲坛怪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我们将此稿以《尼采和
他的超人哲学》为书名发到了Chinaren(中国人)网上，并且将前言再扩充为《卷头绪语》。
不幸三个月后接网站通知，因技术故障，稿件丢失。
既然如此，那就随它去吧，我们也效法马克思，将书稿塞进抽屉交给耗子去批判。
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自我调侃，因为现今我等住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大厦里，耗子是进不来的。
今日有幸面世的就是这一稿，只是又作了些许补充修饰，订正了两处讹误。
    在这本书里，我们是试图发掘散见于尼采众多篇章和笔记中的奇思异想，将那些零散的、互不连贯
的片断，尽可能地串接起来，使之整体化、系统化，以便把握尼采学说的内在思想逻辑。
    尼采的著作多是独立短篇，还有相当部分是笔记随录，片言只语，尼采的思想观点就散见在这些篇
章片断之中。
它们涉及的面又非常广泛，包括了方方面面。
要从这里面摸清尼采的思想脉络，理出尼采的思想体系，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囿于笔者的学识和能力，讹错定然不免。
是故若得引起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对于故事多多的尼采及其哲学的兴趣，在读者和尼采之间牵个线搭
个桥，抑或为探索尼采学说的扬鞭跃马者做个垫脚凳儿，心愿足矣。
    笔者    201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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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尼采和他的超人哲学》虽名为哲学，其实旁及方方面面，涉及不少学科和知识领域。
它还将尼采的思想观点加以衍绎，并且穿插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掌故和逸闻，既反观历史，也针砭时
弊。
因此，它不仅具有学术性，而且具有相当的知识性、趣味性和现实性。
这是一本散文体的通俗性哲学读物，语言生动活泼，文字幽默谐趣，因而也不失为一部文采斐然的散
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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