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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的智慧》一书是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的晚年之作。
叔本华一直被人笼统地贴上“悲观主义哲学家”的标签。
他一生并不得志，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
在去世前几年，他才获得应有的声誉。
在这之前，几乎所有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都心照不宣地一致对他的哲学绝口不提。
据叔本华认为，这是他的同行出于对他独特、深刻的哲学的害怕和嫉妒而不约而同想出的阴招。
按照现在的流行语，就是“封杀”。
叔本华声誉鹊起以后，并不意味着他的哲学就此深入人心。
除了叔本华时来运转的原因以外，那种突然广受欢迎的现象多少包含了大众追捧时髦的成分。
叔本华的哲学，一如世间任何事物，经过流行的巅峰以后，就重新归于相对的沉寂。
这固然与世人普遍肤浅的理解力有关：人们因而宁愿一劳永逸地接受令人舒服的乐观世界观；同时，
其中也有这一方面的原因：那些无知者或者不负责任的人随意给叔本华哲学贴上荒谬、误人的标签，
诸如消极厌世、悲观绝望，等等，而常人出于懒惰，未加考虑和研究就把叔本华的哲学认定为这个样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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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于1850年写了《附录和补遗》一书，《人生的智慧》是该书中的一部分。
在书中，他以优雅的文体，格言式的笔触阐述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
《人生的智慧》使沉寂多年的叔本华在晚年一举成名。
我社出版的这本全译本是我国第一个根据德文版译出的中文本。
这本书讨论的事情与我们的世俗生活至为接近，诸如健康、财富、名声、荣誉、养生和待人接物所应
遵守的原则等。
正如叔本华所说的，在这本书里他尽量以世俗、实用的角度考虑问题。
因此，这本书尤其适合大众阅读。
虽然叔氏尽量放弃了居高俯临的审视角度，但关于错综复杂并因此众说纷纭的世俗人情的话题，经过
这位思想大师一贯深刻而因此透彻的讨论之后，变得清晰简明，话题也几已穷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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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权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唯意志主义和现代悲观主义创始人。
1788年2月22日诞生在但泽（今波兰格旦斯克）一个异常显赫的富商家庭，自称“性格遗传自父亲，而
智慧遗传自母亲”。
他一生未婚，没有子女，以狗为伴。
叔本华家产万贯，但不得志，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
25岁发表了认识论的名篇《论充足理性原则的四重根》。
30岁完成了主要著作《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首版发行500本，绝大部分放在仓库里。
53岁出版《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
62岁完成《附录和补遗》，印数750本，没有稿费。
65岁时《附录和补遗》使沉寂多年的权本华成名，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此刻的我站在路的尽头，老
迈的头颅无力承受月桂花环。
”1860年9月21日在法兰克福病逝。

    《人生的智慧》选自《附录和补遗》，他以优雅的文体，格言式的笔触阐述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
弗兰茨&#8226;卡夫卡说：“叔本华是一个语言艺术家，仅仪因为他的语言，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读他
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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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引言第一章 基本的划分第二章 人的自身第三章 人所拥有的财产第四章 人所展现的表象第五章 
建议和格言　第一部分 泛论　第二部分 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　第三部分 我们对他人应采取的态度　
第四部分 我们对于命运和世事的发展所应保持的态度第六章 人生的各个阶段附 叔本华的生平轶事   叔
本华哲学的神奇美丽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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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基本的划分亚里士多德把人生能够得到的好处分为三类：外在之物、人的灵魂和人的身体。
现在我只保留他的三分法。
我认为决定凡人命运的根本差别在于三项内容，他们是：1）人的自身，即在最广泛意义上属于人的
个性的东西。
因此，它包括人的健康、力量、外貌、气质、道德品格、精神智力及其潜在发展。
2）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亦即财产和其他占有物。
3）人向其他人所显示的样子，这可以理解为：人在其他人眼中所呈现的样子，亦即人们对他的看法
。
他人的看法又可分为名誉、地位和名声。
人与人之间在第一项的差别是大自然确定下来的，由此正可推断：这些差别比起第二、三项的差别，
对于造成人们的幸福抑或不幸福，会产生更加根本和彻底的影响：因为后两项内容的差别只是出自人
为的划分。
人自身拥有的优势，诸如伟大的头脑思想或者伟大的心，与人的地位、出身（甚至王公、贵族的出身
）、优厚财富等诸优势相比，就犹如真正的国王比之于戏剧舞台上假扮的国王一样。
伊壁鸠鲁的第一个门徒门采多罗斯就曾在他的著作里为他的一个篇章冠以这样的题目：“我们幸福的
原因存在于我们的自身之内，而不是自身之外。
”确实，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甚至对于他的整个生存的方式，最主要的明显的就是这个人自身的内在
素质，它直接决定了这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内心的幸福，因为人的内心快乐抑或内心痛苦首先就是人的
感情、意欲和思想的产物。
而人自身之外的所有事物，对于人的幸福都只是间接地发挥影响。
因此，同一样外在的事物和同一样的境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都不尽相同；处在同一样的环境
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
因为与一个人直接相关的是这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他的感情以及他的意欲活动。
外在事物只有在刺激起他的上述东西时才能发挥作用。
每个人到底生活于何样的世界，首先取决于这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这个世界因为各人头脑和精神的差异而相应不同。
因此，每个人的世界是贫瘠的、浅薄的和肤浅的，抑或丰富多彩、趣味盎然和充满意义的：这视各人
的头脑而定。
例如，不少人羡慕他人在生活中发现和遇到饶有趣味的事情，其实前者应该羡慕后者所具有的理解事
物的禀赋才对。
因为正是归因于他们理解事物的禀赋，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在其描绘中，都带有某种韵味。
这是因为在一个思想丰富的人看来是意味深长的事情，对于一个肤浅、头脑庸俗的人来说，却不过是
平凡世界里面的乏味一幕而已。
这种情形尤其明显见之于歌德和拜伦创作的、取材于真实事件的许多诗篇。
呆笨的读者会羡慕诗人能有那些其乐无穷的经历，而不是羡慕诗人所具有的伟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
足以化平凡无奇为伟大和优美。
同样，一个具忧郁气质的人所看到的悲惨一幕，在一个乐天派的眼里只是一场有趣的冲突，而一个麻
木不仁的人则把这视为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实生活，亦即当下经历的每时每刻，都由两个部分组成：主体和
客体：虽然主体和客体彼此密切关联、缺一不可，就像共同构成水的氧和氢。
面对完全一样的客体时，不同的主体就意味着所构成的现实完全不同，反之亦然。
由此可知，最美、最好的客体和呆滞、低劣的主体互相结合只能产生出低劣的现实，情形就像恶劣天
气之下观赏美丽风景，又或者以糟糕模糊的照相机拍摄这些风景。
或者，我们用更浅显的语言来说吧：正如每个人都囿于自己的皮囊，每个人也同样囿于自己的意识。
一个人只能直接活在自己的意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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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外在世界对他帮助不大。
在舞台上，演员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仆人、士兵，或者王侯将相。
但是，这些角色之间的区别只是外在的、皮毛的，这些表面现象之下的内核是一样的；他们都不外乎
是可怜、痛苦和烦恼的戏子。
在现实生活当中情形也是一样。
各人拥有的不同地位和财富赋予了个人不同的角色，但各人的内在幸福并不会因外在角色的不同而产
生对应的区别。
相反，这些人同样是充满痛苦和烦恼的可怜虫。
忧虑和烦恼的具体内容因人而异；但它们的形式，亦即其本质，却大同小异；痛苦和忧虑的程度会存
在差别，但这些差别却与人们的地位、财富的差别并不匹配，亦即和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不相吻合。
对于人来说，存在和发生的一切事情总是直接存在和发生在他的意识里面，所以，很明显，人的意识
的构成是首要关键。
在大多数情况下，主体意识比呈现在意识中的物象、形态更为重要。
一切美妙有趣的事物，经由一个愚人呆滞的意识反映，都会变得枯燥乏味。
相比之下，塞万提斯却在一个简陋牢房里写作了他的《堂吉诃德》。
构成现实的客体部分掌握在命运的手里，因此是可以改变的；但主体部分是我们的自身，所以，就其
本质而言它是不可改变的。
因此，尽管在人的一生中，外在变化不断发生，但人的性格却始终如一，这好比虽然有一连串的变奏
，但主旋律却维持不变。
无人能够脱离自身个性。
正如那些动物，不管人们把它们放置在何种环境里，它们仍然无法摆脱大自然为它们定下的不可更改
的狭窄局限。
这一点解释了诸如：为什么我们在努力使自己宠爱的动物快活的时候，应该把这种努力控制在一个狭
窄的范围之内，这是由动物的本性和意识的局限所决定的。
人亦如是。
一个人所能得到的属于他的快乐，从一开始就已经由这个人的个性规定了。
一个人精神能力的范围尤其决定性地限定了他领略高级快乐的能力。
如果这个人的精神能力相当有限，那么，所有来自外在的努力：别人或者运气所能为他做的一切：都
不会使他超越只能领略平庸无奇、夹杂着动物性的快乐的范围。
他只能享受感官的乐趣、低级的社交、庸俗的消费和闲适的家庭生活。
甚至教育：如果教育真的有某些用处的话：就大体而言，也无法在拓宽我们精神眼界方面给人带来大
的帮助。
因为最高级、最丰富多彩以及维持最为恒久的乐趣是精神思想上的乐趣，尽管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
这一点缺乏充足的认识；但是，能否领略这些精神思想的乐趣却首先取决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思
想能力。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幸福在多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即取决于我们的个性。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却只是考虑运气、考虑拥有的财产，或者考虑我们在他人心目中的样子。
其实，运气会有变好的时候，甚至如果我们内在丰富的话，我们就不会对运气有太多的要求。
相比之下，一个头脑呆滞的人终其一生都是头脑呆滞，一个笨蛋至死仍是一个笨蛋，哪怕他身处天堂
，为天堂美女所簇拥着。
因此，歌德说：大众，不分贵贱，都总是承认：众生能够得到的最大幸运，只有自身的个性。
对于人的幸福快乐而言，主体远远比客体来得重要，任何一切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例子包括：饥饿才是最好的调味品，衰老之人对青春美色再难一见钟情，天才和圣人所过的生活等。
人的健康尤其远远地压倒了一切外在的好处。
甚至一个健康的乞丐也的确比一个染病的君王幸运。
一副健康、良好的体魄和由此带来的宁静和愉快的脾性，以及活跃、清晰、深刻、能够正确无误地把
握事物的理解力，还有温和、节制有度的意欲及由此产生的清白良心：所有这些好处都是财富、地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生的智慧>>

所不能代替的。
一个人的自身，亦即当这个人单独一人的时候陪伴自己的、别人对此不能予夺的内在素质，其重要性
明显胜于任何他能够占有的财物和他在他人眼中呈现的样子。
一个精神丰富的人在独处的时候，沉浸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得其乐；但对于一个冥顽不灵的人，接
连不断地聚会、看戏、出游消遣都无法驱走那折磨人的无聊。
一个善良、温和、节制的人在困境中不失其乐；但贪婪、妒忌、卑劣的人尽管坐拥万千财富都难以心
满意足。
如果一个人能够享有自己卓越的、与众不同的精神个性所带来的乐趣，那么，普通大众所追求的大部
分乐趣对于他来说，都是纯属多余的，甚至是一种烦恼和累赘。
因此，贺拉斯在谈论自己时说：象牙、大理石、图画、银盆、雕像、紫衣，很多人视它们为必不可少
，但是有的人却不为这些东西烦心。
苏格拉底在看到摆卖的奢侈物品时，说道：“我不需要的东西可真不少啊！
”对我们的生活幸福而言，我们的自身个性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的个性持久不变，它在
任何情况下都在发挥着作用；另外，它有别于我列出的第二、第三项好处，保存这些好处只能听天由
命，但自身个性却不会被剥夺。
与后两项只是相对的好处相比较，我们自身的价值，可以说是绝对的。
由此可知，通过外在的手段去影响和对付一个人要比人们普遍所认为的困难得多。
只有威力无比的时间才可以行使它的权利：人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优势逐渐被时间消磨殆尽，也只有
人的道德气质不受时间的影响。
在这一方面，财产和别人的看法当然显得更有优势了。
因为时间并不会直接夺走这些好处。
后两项好处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它们都处于客体的位置，它们的本质决定了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它
们，起码人们都有占有这些好处的可能。
相比之下，对于属于主体的东西我们确实无能为力：它们是作为“神的权利”赋予了人们，并终生牢
固不变。
所以，歌德说：在你降临世上的那一天；太阳接受了行星的问候，你随即永恒地遵循着，让你出世的
法则茁壮成长，你就是你，你无法逃脱你自己，师贝尔和先知已经这样说过；时间，力量都不能打碎
，那既成的、已成活的形体。
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我们既定的个性。
因此，我们应该循着符合我们个性的方向，努力争取适合个性的发展，除此之外则一概避免。
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与我们个性相配的地位、职业和生活方式。
一个天生筋骨强壮，长得像大力神似的人，如果为外在情势所迫，需要从事某种坐着的职业，去做一
些精细、烦琐的手艺活，或者从事学习研究和其他脑力工作：这些工作需要他运用先天不足的能力，
而他那出色的身体力量却无从发挥：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人终其一生都会感到郁郁不得志。
但如果一个人虽然具有异常突出的智力，但其智力却无从得到锻炼和发挥，从事的是一种根本发挥不
了他的智力的平庸工作；或者，这工作干脆就是他力不能及的力气活，那么，这个人遭遇的不幸比起
第一个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我们必须避免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尤其在我们年少气盛的时候，这可是我们生活中的暗礁。
人的自身比起财产和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由此可知，注重保持身体健康和发挥个人
自身才能比全力投入获得财富更为明智。
但我们不应该把这一说法错误地理解为：我们应该忽略获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不过真正称为财富的，亦即过分的丰裕盈余，对我们的幸福却帮助不大。
所以，很多的有钱人感觉并不快乐，因为这些不快乐的有钱人缺乏真正的精神思想的熏陶，没有见识
，也因此缺乏对事物的客观兴趣：而只有这些才可以使他们具备能力从事精神思想的活动。
财富除了能满足人的真正、自然的需求以外，对于我们的真正幸福没有多大影响。
相反，为了保管好偌大的财产，我们会有许多不可避免的操劳，它们打扰了我们舒适悠闲的生活。
对于人的幸福，人的自身确实较之于人所拥有的财富更为重要，但是，常人追求财富比追求精神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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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劲千百倍。
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人像蚂蚁似的不眠不休、辛勤劳作，从早到晚盘算着如何增加他们已有的财富。
一旦脱离了那狭窄的挣钱领域，他们就一无所知。
他们的精神空白一片，对挣钱以外的一切事物毫无感知。
人生最高的乐趣：精神方面的乐趣：对他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既然如此，他们就只能忙里偷闲地寻求那些短暂的、感官的乐趣：它们费时很少，却耗钱很多。
他们徒劳地以这类娱乐来取代精神上的享受。
在他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真的会挣到一大堆的金钱，这是他们一生的成果；他
们就会把这钱留给自己的继承人去继续积累或者任意挥霍。
这种人尽管终其一生都板着一副严肃、煞有介事的面孔，但他们的生活仍然是愚不可及的，与其他许
多傻乎乎的人生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人的内在拥有对于人的幸福才是最关键的。
正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人的自身内在相当贫乏，所以，那些再也用不着与生活的匮乏作斗争的人，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从根本上还是感觉到闷闷不乐。
情形就跟那些还在生活的困苦中搏斗的人一般无异。
他们内在空虚、感觉意识呆滞、思想贫乏，这些就驱使他们投入到社交人群中。
组成那些社交圈子的人也正是他们这一类的人，“因为相同羽毛的鸟聚在一块”（荷马语）。
他们聚在一块追逐消遣、娱乐。
他们以放纵感官的欢娱、极尽声色的享受开始，以荒唐、无度而告终。
众多刚刚踏人生活的纨绔子弟穷奢极欲，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短时间内就把大部分家财挥霍殆尽。
这种作派，其根源确实不是别的，正是无聊：它源自上述的精神贫乏和空虚。
一个外在富有、但内在贫乏的富家子弟来到这个世界，会徒劳地试图用外在的财富去补偿内在的不足
；他渴望从外部得到一切，这情形就好比试图以少女的汗水去强健自己体魄的老朽之人。
人自身内在的贫乏由此导致了外在财富的贫乏。
至于另外两项人生好处的重要性，不需要我特别强调。
财产的价值在当今是人所公认的，用不着为其宣传介绍。
比起第二项的好处，第三项的好处具有一种相当缥渺的成分，因为名誉、名望、地位等全由他人的意
见构成。
每人都可以争取得到名誉，亦即清白的名声；但社会地位，则只有服务国家政府的人才能染指；至于
显赫的名望就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得到。
在所有这些当中，名誉是弥足珍贵的；显赫的名望则是人所希望得到的价值至昂的东西，那是天之骄
子才能得到的金羊毛。
另一方面，只有傻瓜才会把社会地位放置在财产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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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读完叔本华书的第一页以后，就知道得很清楚，我将要把他写的所有东西都读完；他所说的每一个
字我都要听。
　　——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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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生的智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生的智慧就是如何尽量称心、愉快地度过一生这样一门艺术。
关于这方面的教诲在哲学上可称为“幸福论”。
因此，《人生的智慧》这本著作教导人们如何才能享有一个幸福的生存。
对于人的幸福起着重要关键作用的，是属于人的主体的美好素质，这些包括高贵的品格、良好的智力
、愉快的性情和健康良好的体魄。
在这世上存在三种力：明智、力量和运气。
我相信运气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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