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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认为人作为存在物因为欲望与需求得不到
满足乃至得到满足之后的无聊之感使得生活看起来是
无意义的，是痛苦的，是一场苦难，因而是不值得经
历的，正如他所言“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
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的那样。尼采则在叔本华此种人生观以及他本身所处
的历史背景之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即生
命本质上是就是一场悲剧是充满痛苦的，个体化的人
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悲剧性。不同于叔本华悲观主义
的是尼采认为人生虽充满痛苦，但要以艺术的审美眼
光看待其，面对苦难时要爽朗地笑，也正因为此生命
与世界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故而，尼采向我们
展示的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人生观，他希望的是人类通
过自身生命力的张扬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

一、生命的本质——悲剧
叔本华在《悲剧的诞生》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古老

的故事：弥达斯国王在森林中苦苦追寻酒神狄俄尼索
斯的好友西勒尼以期待找到“ 最好最妙的东西” ，在
国王的催逼之下西勒尼讲到“ 可怜的浮生啊，命运多
舛的孩子啊，你为什么要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
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无法得到的，这就是不
要降生，不要存在，归于乌有。不过，对你来说，等
而次之的东西是——立刻就死。” [1] 至此尼采借助西
勒尼之口暗示到生命存在的悲剧性，生命在诞生之后
逐步实现个体化，尤其在尼采生活的时代西方社会正
经历着个体解放的伟大时刻，然而他认为正是这种个
体化构成了痛苦与悲剧的总根源与始因：人与大自然
相隔离，人害怕死亡——人的最为自然、最为本真、
最为美好的东西，即使最伟大的英雄为了生存下去也
甘愿奴隶般的生活，任何毁灭都使人心生畏惧，人生
终究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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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讲的悲剧是从古希腊开始的，是在日神阿波

罗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相互斗争与融合之中产生的，
正如生命产生于阴与阳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样。
“ 梦” 是人人都有的，而且这一拥有是平等的，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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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悲剧的诞生》看尼采的人生悲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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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人都是最伟大、最出色的艺术家，
这与其自身的身份地位以及聪明才智等等是没有任何
关系的，它是人之本能的一种，不同于现实中的人之
个体化现象。尼采认为人在梦中会看到不同于现实世
界的某些幻影，在某种时刻觉得自己所处的世界也是
虚幻缥缈的，但是这些美丽的幻影给人以快乐的感觉，
在整个梦的过程之中日神阿波罗这一“ 发光者” 无时
无刻不向人们展现着优美的表象，使人沉醉于其中却
不愿意回来。在现实之中古希腊人就利用其创造出了
种种美妙的、令人赏心悦目的造型艺术，例如建筑、
雕塑等等。除了“ 梦” 之外，人还具有另外一种本能
那就是“ 醉” ，这是与理性之神阿波罗相对立的非理
性之神——酒神狄俄尼索斯所掌管的天地。与处于梦
境不同的是，人在醉酒之状态中常常忘了自己乃至整
个世界，他们忽而欢快忽而悲伤，在高涨的激情控制
下将现实中存在着的一切分割都给忘却了，他们“ 着
了魔” 并最终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就像生命
诞生之初那样，这在酒神节的狂欢之中已经被证明了
无数次。而在现实之中，人们受酒神狄俄尼索斯影响
产生的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就是音乐。

日神与酒神分别象征着人的两种本能世界即“ 梦”
与“ 醉” ，他们各有优点也各有不同，也正是在二者
的相互斗争与融合之中诞生了悲剧。日神给人以形象
之美，使人在现实世界之中获得了梦想，获得了人生
的追求，但是这种梦境必不可少的一种品质就是“ 节
制” ，正如现实中人与人的和谐相处需要节制一样。
但也正因为此昭示着梦的即将破碎，因为我们都知道
即使再美好的东西一旦越过了底线就变成了恶，正如
希腊民主社会的衰落。偶然的一天当人们发现生命必
然灭亡，所拥有的一切必然失去时所产生的怀疑与恐
惧之感必将人们击垮，人们终会陷于无限的忧愁与痛
苦之中。尼采为此在本书中点化出“ 荷马式人的真正
痛苦在于和这种阳光下的生活分离，尤其是很快死
亡。” [1] 此时酒神狄俄尼索斯就以“ 泰坦” 、“ 野蛮”
的方式告诉人们生命本来就是痛苦的，“ 全部的美和
节制是建立在隐蔽的痛苦和认识的基础上的” 。狄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