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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学界自近代以来开始广泛地汲取异域的思想资源，并自觉地对这一资源进行不同角度的整合
和对比，以透视不同的理论实质和方法论途径。
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便是其中较早进人中国学界的视野并持续
产生影响的一位。
　　这位出生在普鲁士牧师家庭的思想先行者，当年在波恩大学放弃了神学而转入莱比锡大学，后在
瑞士的巴塞尔大学担任古典语言学教授。
尼采在广泛的涉猎中能够见出人文社会科学总体的内在问题和逻辑，这是思想大师不同于从事单一领
域研究的学者之处。
正如他的第一部论著《悲剧的诞生》，就是对古希腊艺术表征的思想扫描。
他在分析中十分有洞见地指出，所谓“狄奥尼索斯精神”，即非理性激情，才是希腊悲剧乃至其文学
艺术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一分析与结论在整个20世纪不断地被各国学者引用并得到深入讨论。
在他后来的许多著作中，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谱系学》、《瓦格纳
事件》、《人性，太人性》、《偶像的黄昏》以及《反基督》、《瞧，这个人》等，实际上是对宗教
、道德、文化、哲学和科学提出了观察、认识的角度，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仅在哲学层面，尼采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试图对社会现存价值观的本质作出自己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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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集中清理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尼采思想的具体史实与源流，并探讨这一文学史与思想史事件的基本
规律。
借鉴尼采思想资源已成了中国文学界进入现代性思考的重要一环。
中国现代作家热心解读尼采学说，翻译尼采著作，模仿尼采式书写，在接受尼采的目的与动机、策略
与方式方面又昭示出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感时忧国意识与“拿来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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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创造社于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东京，发起人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郑伯奇
等。
创造社的宗旨是要“奋发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
未来之国民文学”①。
　　创造社的缔造者是一群留日学生。
他们居留日本的时间集中在大正时代（1912-1925）。
此时日本知识界仍然流行“尼采热潮”，他们也得以通过日本知识界接触并接受尼采思想。
总体来说，他们接受尼采思想的路径有两条：第一条是取道日本知识界。
日本是亚洲最早引进尼采思想的国家，创造社的缔造者们置身其间，自然是近水楼台，先本土作家一
步而“结识”尼采。
当时日本知识界对尼采的认识是怎样的呢？
按照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说法，大正时期的日本知识青年已完成由“政治青年”向“文学青年”的转
型，极力强调“抛弃参与政治的意识的自我或感情”，致力于摆脱政治和国家对“自我”的制约，与
之相应，他们把德国的尼采解读成了“个人主义的文明批评家”与“自由主义的本能主义者”。
②换言之，当时日本“文学青年”眼中的尼采形象，成了他们反抗国家意识与传统道德的个人主义、
唯美主义诉求的折射。
创造社的缔造者们接受了“文明批评家”与“本能主义者”式尼采形象，也等于接受了日本知识青年
逃避现实、张扬自我、崇尚天才、要求满足本能的情绪与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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