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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的彼岸》

内容概要

《善恶的彼岸》是《道德的谱系》的姊妹篇，本书由一个序言、九大章节和一个终曲组成，包括哲学
论说、格言、短评、诗歌等多种话语风格，牵涉到了西方哲学传统中各个经典问题，比如：什么是自
我？什么是知识？为何要求知？什么是宗教的本质？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为何？堪称尼采心目中的未来
哲学之宏大序曲。尼采在本作中一如既往地“用锤子从事哲学”，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尤其是“柏
拉图主义”进行猛烈敲打，而尼采晚期思想中最重要的“权力意志”，其地位也在本作得到突出，成
为帮助破除人们头脑里种种偏见、站在“善恶彼岸”进行真诚思考的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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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Pütz版前言
KSA版编者说明
缩写符号
序
第一章 哲人的偏见
第二章 自由的精神
第三章 宗教的本质
第四章 格言与插曲
第五章 论道德的自然史
第六章 吾辈学者
第七章 吾辈美德
第八章 民族与国家
第九章 何谓高贵
终  曲 高山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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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编辑时顺手也把Kaufmann的英译本拿来对照，一些词句跟译者魏育青老师也斟酌过几轮，所以
内容上没太大问题，基本可放心食用~ #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
2、华师大版本的简直翻译得像坨翔，太后悔了。水平堪比郑克鲁翻译得《局外人》，恨自己不懂原
著语言，否则一定去看原著了
3、“阿里阿德涅，我爱你啊。” 
4、这本书不长，但可以算是尼采系列著作中比较重要的一本，不乏振聋发聩的观点，金光灿灿的名
句。例如，对于真理价值的诘问“真理比表象更有价值，这不过是道德上的先见罢了”；对于自因、
意志自由/非意志自由的怀疑“自因是迄今为止能想到的最出类拔萃的自我矛盾”；对平等、民主、同
情、仁慈等价值的否定，对生命意志的无限肯定；当然还有那句有名的格言“与恶龙缠斗良久，自身
亦成恶龙；凝视深渊，深渊将回以凝视”，都是这本书杰出的标志。最后还要夸赞的是魏育青老师的
翻译，此前读他翻译的《人性的，太人性的》感觉畅快淋漓。这本书不但正文翻译的精彩，备注也很
详尽，如果选择译本，这一本是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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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56页

        谁要是问：“创作者属于虚构，虚构总得有个创作者吧？”——谁就别指望回答会非常圆满：为
什么？这“属于”难道不能也属于虚构吗？难道不能像对待谓语和宾语那样，对主语也带点儿反讽吗
？哲学家难道不能超越对语法的信仰吗？对“语法”这位保姆，当然要毕恭毕敬，不过现在到时候了
，哲学应该抛弃对保姆的信仰了吧？——

2、《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247页

        “剥削”不属于一个腐朽的或不完美的、原始的社会，而是属于有活力者的本质，是有机体的基
本功能，它是真正的权利意志即生命意志的结果。

3、《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99页

        发现有爱作为回报，这本该使爱恋者对所爱的对象产生清醒的认识。“什么？这对象如此不讲究
，竟然爱上了你？或者是如此不聪明？或者——或者——”尼采的幽默

4、《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184页

        痛苦的磨炼，巨大苦难的磨炼——你们不知道么，是这种磨炼造就了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升华？
心灵陷入不幸时的张力，造就了它的坚强；目睹大毁灭时，心灵在颤栗；在承担、忍受、解释、利用
不幸的过程中，心灵表现出机智和勇敢；此外还有不幸赠予心灵的那种深刻、神秘、伪装、精神、诡
计和伟大：——这些不正是痛苦赠予的，经过巨大痛苦的磨炼而获得的礼物么？

5、《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108页

        与怪物搏斗的人必须留神，谨防自己因此也变成怪物。你要是盯着深渊不放，深渊也会盯上你。
另一个版本的翻译更加知名：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6、《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112页

        爱，使爱恋者隐而不露的高尚品质得以显现，让别人看见他身上那些难得一见的例外。也正因为
此，爱很容易让别人看不清他身上的常态。

7、《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95页

        女人在多大程度上荒疏了迷人的本领，就在多大程度上学会了仇恨。

8、《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33页

        假如有人看清了“自由意志”这一著名概念原来就像乡巴佬一样单纯，所以在自己脑中删掉了它
，那么我现在请求此人，把他的“启蒙”再推进一步，把那个伪概念“自由意志”的反面也删掉：我
说的就是“非自由意志”，它会导致对因果的滥用。这一段让我想到了金刚经里的经典句式：佛说自
由意志，则非自由意志，是名自由意志。不著空有，圆融自在。

9、《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197页

Page 6



《善恶的彼岸》

        我们生活艰难，为了放松减压，我们和这样的人聚到了一起：在她们的纤手、美目以及温柔的愚
蠢的环绕之下，我们觉得自己的严肃、沉重、深刻几乎也是一种愚蠢。哈哈哈。所以，要求女人严肃
、沉重和深刻才是真正无可救药的愚蠢。这些元素与女人致命的性感相冲突。

10、《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170页

        如今，做一个高贵的人，希望为自己而活，能够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以及立志自力更生，这些都
属于“伟大”这一概念的范畴；哲人在下面这段话里多少透露出了自己的理想：“如果谁能成为最寂
寞、最内敛、最避世的人，成为置身于善恶彼岸的人，成为自己美德的主宰，成为意志的富豪，那么
他就是最伟大的人；这一切本身就叫伟大：既多样又完整、既宽广又饱满。”

11、《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30页

        一个人意欲如何——，这就意味着他在向自己的身心发号施令，后者会服从，或者他相信后者会
服从。意志自由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是由对自身无限宠爱基础上的无条件服从造成的。

12、《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32页

        自因是迄今为止能想到的最出类拔萃的自我矛盾，它是一种逻辑强暴，是做作的、不自然的：然
而人类过分的骄傲却将自己可怕地与这种狂言深深地缠绕在一起。

13、《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2页

        在尼采眼中充满智慧的俄狄浦斯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底为“人”，但在经历了多灾多难、深奥莫
测、难以避免的命运之后，他发现“人”本身恰恰不是答案，而是不解之谜。由此可见，俄狄浦斯的
智慧既是基于对人的认识，也是基于人的深不可测性的认识。这一智慧概念意味着综合了阿波罗和狄
俄尼索斯的认识和预感。喜欢这一版本的《善恶的彼岸》，连注解都非常精彩。

14、《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251页

        虚荣是高贵的人也许最难理解的东西之一。另一种人认为能以双手拥抱虚荣，而高贵的人却死不
承认虚荣的存在。他的问题在于，设法想象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力图唤起别人对自己的好评，尽管他
们本身没有对自己的好评——也“不配”获得好评——，但却也跟着相信别人对自己的这种好评。尼
采这几页纸说的道德都与所谓的主流道德观相反，但其实有其道理。当然，也有其成立的前提。这个
前提就是社会秩序被优秀的、高贵的人所掌控。所以为什么农民起义总是非正义的，因为起义者是庸
俗的、低等的人类。

15、《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59页

        某种东西可能是真的，尽管它也可能极度有害，非常危险；是的，它甚至也可能属于存在的基本
状态，人们充分认识它之后便会走向毁灭，——因此或可如此测量某种精神的强度：它能忍受多少“
真理”，说得更明白点，它必须在多大程度上稀释、遮掩、歪曲真理，把真理弄得甜腻腻、傻乎乎的
。

16、《善恶的彼岸》的笔记-第248页

        高贵的人认为自己就是价值准绳，他无需别人认可，他可以断言“什么对我有害，就是有害的”
，他认为自己是荣誉的授予方，是创造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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