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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真理》

内容概要

尼采的部分笔记。语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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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真理》

精彩短评

1、苏格拉底问题以及希腊文化
2、力
3、再读十遍.
4、一本让我爱上尼采的书⋯⋯
5、人一思考就被一动不动的存在玩得团团转。认识的世界太大、太繁复，好人和坏人都太多，做人
之所以难，个人失去了犯错的权力，除非集体犯错。
6、2006-5-23 19:48:34借书
7、#2015045#
8、有一些，尼采关于认识论的具体思考笔记。真理谎言之非道德论，‘世界毁灭了，我，哲学家诞
生了’，嘿嘿。
9、跟这本比，其他那些都太浮夸了。
10、这是一本被国人忽略的经典，其中的“真理与谎言之非道德论”更是一篇如福柯“话语的秩序”
般兹事体大地贯穿尼采从悲剧的诞生到权力意志的全部哲学思想的稀罕货。在尼采强唯名论地突出谎
言冲动作为真理冲动幻觉始基的属人太属人本能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海德格尔为什么认为尼采是一
个颠倒的柏拉图。自然主义超道德论谱系学和康德-叔本华传统是隐含在其中的一龙一凤。所以尼采会
说追求理智的苏格拉底长得实在太丑，因为理性人不过是直觉人的退化版本，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观
无非是悲剧性反讽，一如蜥蜴的皮肤，只不过动物是欺骗其它动物，而人是唯一能偏离自己的本能欺
骗人自己。奴隶道德的起源还有彼岸宗教与形而上学以及讲究思维经济的科学岂非都是占星学的斯多
葛理性主义化后裔么？噢，没酒神的日神，离开秘索思的逻各斯自因，海德格尔存在者，尼采存在
11、“受概念和抽象指导的人通过抽象手段只能成功地避开不幸，而不能从这些抽象中得到任何幸福
，当他追求最大可能的远离痛苦的自由时，直觉人却站在一个文化的中心，不仅获得了一种反对不幸
的机制，而且已经从他的直觉收获了源源不断而来的启示、欢乐和拯救。”
12、不知道如何评价。书在手边，却甚至不知道笔记从何做起。真真是爱读尼采，爱煞尼采，怕读尼
采。
13、果然借来的书才能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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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真理》

精彩书评

1、极薄的一本小书 从图书馆借来看以后简直舍不得还回去他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些字句第一次让我
发现思想的宇宙吧（这是什么用词，囧)那些伟大的哲人活在自己的思想里面，只对自己提问因此专门
去卓越买了《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这次行为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从此加入网购大军，囧⋯⋯现在
想起来我觉得我有必要去淘宝把这本书买下来，借来看过以后其实大部分内容都忘记了，别的部分我
看不太懂忘了也无所谓，但是其中重要的一篇是万万不能忘记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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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真理》

章节试读

1、《哲学与真理》的笔记-1872年的：哲学家：艺术与知识之争思想录

        【天才与群众的关系】一个民族的那些最伟大的天才的形象就是这个民族的形象。它的全部生活
都是这些形象的纷纭无声的反映。我们要表明的是这种反映的方式。不是群众早就了天才，而是天才
改造了群众。
哲学家并不是和人民毫无共同之处的完全的异类：意志对他也同样有所要求，其目的与在艺术那里一
样——意志自身的美化和表达。（叔本华之追随者）

天才的出世要求克服历史。它必须融于美，化于美，永存不动于美。

哲学家是自然这座工场的自我揭示。哲学家和艺术家揭示自然的行业秘密。哲学家是时间之轮上的制
动，天才产生于开始意识到自身危机的民族。

不加选择的知识冲动，正如不分对象的性冲动——都是下流的标志。
无休无止和无所不包的知识冲动本身，还是它的历史背景，都是生命已经衰老的标志。个人只能仅仅
抓住知识对象不放，而不管这种知识对象是什么。
在艺术的背景下，一种更高的生活形式、一种【有选择的知识冲动】即【哲学】发展起来了。
哲学家应该认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而艺术家则应该把它【创造】出来。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要做到如何去控制科学；同时必须对科学的必要发展问题加以考虑，它必
须决定【价值】（ps德语中科学指任何严密的系统化和专业化的探讨，包括数学、历史和哲学等）科
学之蛮化效果的证据；它容易就效忠于“实践利益”。

想要文化，需要艺术力量。哲学可以压制【无限制的知识冲动】和使它服从与【整体】。早期希腊哲
学家关注的是关于【全体】希腊人的问题；苏格拉底之后哲学家关注的是【个人】幸福生活的关怀。
在希腊那里，控制是为一种艺术文化服务的，目的在与防止完全放任的状态。
除非借助艺术，我们现在就不可能控制科学。它必须重新创造一切，独自让生活获得新生。

我的任务：认识每一种真正文化的内在连续性和必然性；认识一个文化的保存和复兴因素以及它们与
有关民族的天才的关系。

一种文化需要驱使着康德，他希望从知识手中留下一块地盘：所有伟大的和最深刻的事物的根就扎根
在这里，艺术和伦理的根就扎在这里——叔本华。

美学标准是我们所倚重的唯一标准。伟大的事物只能影响伟大的事物，不能让民族中的伟大的东西默
默无闻或浪迹天涯乃是文化的任务所在。

我们现在【用艺术来反对知识】：回到生命！控制知识冲动！加强道德（？）和美学本能！——艺术
，音乐

【哲学家-艺术家】用具有美学价值的艺术作品填补空缺。

文化的问题很少被正确地把握。一个【文化的目的】不是某个民族的最大可能幸福，也不是他们的全
部才能的不受阻碍的发展。毋宁说，文化之在于这些【发展的比例】。世俗幸福不是它的目的：产生
伟大的作品才是它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表现于对他们的各种冲动的【协调控制】：哲学控制知识
冲动；艺术控制迷狂和形式冲动；阿加帕控制爱洛斯，等等（控制？生命力之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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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真理》

⋯⋯⋯⋯⋯⋯

文化是一个整体。

2、《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9页

        不加选择的知识冲动，正如不分对象的性冲动--都是下流的标志。这句话是尼采针对“真理和谎言
的非道德论”较为浅显的论述。参照拉康所述人的性驱动是欲望的核心，人对知识的欲望实则也是寻
求性的满足；而对知识不加选择的冲动是一种伪真理，是为了掩盖人追求性满足的谎言，若是不加选
择、不合理控制这种驱动，人同动物则毫无差异。
而受过教育的我们，绝大多数是下流的。

3、《哲学与真理》的笔记-1872年的论真理感

        【文化的基本概念】是：那些渴望名声者的坚强信念不会落空，伟大的时刻在任何时代都是伟大
的，它们形成了一条像山脉一样的锁链，把世世代代的人们联系了起来。
伟大的东西要永存，平庸之物片刻毁灭，引起了冲突。
那些不可一世、苦思冥想的或充满激情的生活者（政治领袖、哲学家和艺术家）留下了这样一个启示
：活得最美的人正是那些最不尊重生活的人。
这种名声迷中最勇敢无畏的骑士只能到哲学家中去寻找，有才能，漫步独行，信心十足地追求目标。
哲学思索的本质就是忽视眼前的和暂时的东西。真理在它手中。
赫拉克利特，出发点：对他来说，人是完全无用的，就是为了他的知识的目的也是如此。他对任何人
们能够确知或他以前的先哲们确知的东西一屑不顾。“我寻找和探讨的只是我自己”。
既然世界永远不能没有真理，那么它就永远不能没有赫拉克利特，虽然赫拉克利特不需要世界。他的
名声只与人们有关，而与他自己无关。他的自我之爱就是真理之爱。
如果人仅仅是一个认识动物，那么这就是人的命运。真理将他推上绝路，他永远逃不出非真理这一真
理。
叫醒它，满怀真理感的哲学家叫道，自己却陷入更深的奇异睡眠“不朽和理念”
艺术比知识更有力量，因为它渴望生活，而只是却只惦记它的最后目标——剿灭。
（艺术高于知识，高于对真理的探索）

4、《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96页

        常人需要异人，即使异人并非为常人而存在。正如理解作品的是创作者自己，然而作品又有面向
公众的一面。读者之生，作者已死。

5、《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31页

        在我们内部既有使映像的主要特征被更为强烈地感觉到的艺术力量，也有不顾实际的不确性而强
调韵律的相似性的力量。这必定是一种艺术力量，因为它是创造性的。它的主要手段是省略、忽视和
无视。因此，它是一种超科学的力量。它没有对于它知觉到的一切事物一视同仁。这句话让我联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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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真理》

电影作为艺术的力量。弗洛伊德释梦，将梦的功能列为省略和凝缩；而电影作为介于现实与梦境之间
的过度产物，势必会将省略和凝缩功能发挥地淋漓尽致。我们在电影中感受到的现实是相对的客观和
绝对的主观，这种感知力量迎合了我们内在不自觉的审美驱动--讲究韵律和忽视不协调。
而作为艺术的电影，终究是前卫而高雅的。

6、《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52页

        真理先是作为一种社会需要出现的，而后通过一种转移，它被应用于所有事物，在那里它并不是
必须的。
一切美德都来自抑制需要。....
知识冲动具有一种道德起源。
太刚烈了哦，知识好廉价....

7、《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46页

        语言不是已经表明了人生成逻辑的能力吗？它无疑包含有最值得赞叹的逻辑操作和特征。然而语
言并不是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毋宁说，它是无限漫长时间的逻辑结论。...
亿万年的精神活动沉淀在语言中。
仔细想想的确是这样额，你有想到过语言这一面的美么？

8、《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47页

        人对自己了解到什么程度，他对世界也就了解到什么程度。他所能认识到的世界的深度正是他自
己和他自己的复杂性让他吃惊的程度。而这漫长的认识过程哪有尽头？

9、《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24页

        谁创造了风习--强有力的风习--谁也就创造了道德。我认为，风习、风俗和风化没有好劣之分，都
只属于低等的道德界。
只是迎合道德风习可以为我们换来更多的自由吗？

10、《哲学与真理》的笔记-1873年的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

        哲学家与其时代的必然对立。

哲学家不能创造任何文化；但是可以为它开路或消除限制，或者他可以弱化从而保存文化，或者可以
毁掉文化。

每一个昌盛文化都竭力使哲学家成为不必要的。

哲学不是为人民准备的，因此它不是文化的基础，而只是文化的工具。

哲学不能创造什么文化，但是可以为它开路，或保存它，或调解它。

只有在一种艺术或艺术作品的集中意义中才能生发出文化。哲学将在不知不觉中为这样一种世界观铺
平道路。

11、《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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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真理》

        艺术比知识更有力量，因为它渴望生活，而知识却只是惦记着它的最后目标--剿灭。

12、《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81页

        科学家计算自然规律中的数，艺术家则凝视它们。前者符合规律，后者则是美。艺术家所凝视的
是十足的‘外观’，根本就没有‘观念’！环绕美的数的美妙外观。自然本身就是美。原生、原本和
原态，这些被科学之数环绕已久的美，再被艺术所凝视，哪有艺术化的‘观念’能超越科学的‘观念
’？因而艺术本身是不存在‘观念’一说，艺术是长久的凝视历程。

13、《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49页

        把脑的产物“精神”看作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甚至把它神化！这是何等的狂热！
理性主义者又如何对待“精神”呢？

14、《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2页

        活得最美的人正是那些并不尊重生活的人。当普通人一本正经地对待这片刻的生存时，那些走向
不朽的人却知道如何报之以奥林匹亚式的大笑，或者至少是用一种高贵的轻蔑打发它。他们带着讥讽
的微笑走向坟墓，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身上并没有什么值得埋葬的。

15、《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5页

        他的自我之爱就是真理之爱，这种真理告诉他，人类的不朽离不开他，而不是他离不开某个赫拉
克利特的不朽。

16、《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2页

        那些不可一世的、苦思冥想的、充满激情的生活者全都留下了一个启示：活得最美的人正是那些
不尊重生活的人。他们带着讥讽的微笑走向坟墓，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身上并没有什么可埋葬的。伟人
们的伟业不可否认，唯可否认的是光环下笼罩着的虚伪的真理。

17、《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116页

        被当作一种无条件责任的真理对于世界是敌对的和破坏性的。人的本质是不诚实的，因为它是乐
天的。我要说自己活的真快乐，这是一句绝对的谎话。
相对的，说自己活的还蛮健康，有时候有点味道，有时候有些傻，是一句大实话。

18、《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101页

        作为个体保存的一种手段，智力专心致志于作假。作假是不那么强壮的弱小个体保护自己的手段
，因为在生存的战斗中，他们既没有犄角，也没有猛兽的利齿。人是这种作假艺术的集大成者。谎话
连篇，阿谀奉承，故做多情，两面三刀，装模作样，狐假虎威，假充正经，隐瞒真相，对自己和对别
人做戏——总之像着了魔似地不停地梦游——在人类中是如此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以至于没有什么
比一种诚实和纯粹的真理冲动竟然会再他们中间萌生更不可思议的了。人关于他自己究竟知道些什么
？他真的能够有朝一日完全彻底的了解自己，仿佛自己就躺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展室中？自然难道不是
对他隐藏了大部分事情，甚至与他身体有关的事情，以便把他关在一种骄傲的梦幻般的意识中锁起来
，远离肠的缠绕，血的奔流和纤维的复杂颤动！她扔掉了钥匙。那倒霉的好奇心有一天也许会能够从
意识禁闭室的缝隙向外打量，音乐瞥见是那些贪得无厌、残酷无情和令人反感的东西支持了他的放肆
无知，仿佛是骑在老虎背上做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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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12页

        个人面临着卑贱化的巨大危险，所以他们就紧紧抓住知识对象不放，而不管这种知识对象是什么
。他那无限制的知识冲动正是他的生命的贫乏的结果。

20、《哲学与真理》的笔记-第100页

        在人类智力存在之前是永恒，在它彻底消失之后还是永恒，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
智力出了人类的生活以外没有其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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