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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前言

在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样的命题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个人清醒地了解眼下我们正在遭遇的
各种精神问题，并努力让每个人参与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提出的这项哲学构想和方案，虽然有一些
规定和限制，但即使是在这些规定和限制范围内，对个体而言仍具有很好的启蒙意义。随着论述的逐
步展开，你就会发现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批判为主的第一部分在一些人看来，也许会觉得过于
冗长，我们的目的是充分表达论点，有了坚实而正确的论点才能让人信服，到达目标也才更有把握，
更有利于展开我们后面的论述；只有拥有一个被证明了的论点，才会使我们重建人生与复兴文化的任
务成为可能。为了实现这个任务目标，第一部分那些以批判为主的论点是不可或缺的，它不是整个任
务的附加，而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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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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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与此相比，其他的东西都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庞大而繁杂的工作规模，对劳动者的福
利漠不关心。劳动者的价值仅仅是他们实现目的的手段，被使用或者丢在一旁；劳动者只是一种工具
，一种具有意识属性的工具。但是，我们的心灵能甘心容忍这样的待遇吗？在反抗这种对待的同时，
会不会萌生出强烈的愿望，希冀更为快乐和高尚的生活呢？而且人们反抗的原因还不止如此：日趋细
化的分工和专业化，让人的能力无法全部发挥出来，只使用了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被闲置，如此之
多的能力被压抑、被损失，人们势必不能容忍，为了内心生活幸福，必定要求自己将所有能力得以发
挥。另外，精神需要时间去安抚，而工作却挤掉了大量的时间，让生活忙忙碌碌，牺牲掉了休息甚至
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因此，精神势必要把工作看成它的敌人，并拿起武器奋勇捍卫权利。我们这个
时代的社会运动，暴露出这种敌对引发的纷扰和不安，并不仅限于社会范围：它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这种忧虑随处可见。担心因为过于专一投身工作，虽赢得了世界却丢掉了自我；担心工作的
胜利会带来生命力的降低、责任感削弱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生活的匮乏。 有了这个裂痕贯穿我们的生
活，生活价值问题的解决便显得十分渺茫。在一个时期里我们可以通过工作来压制我们的思想，但无
法无限期地压制下去。虽然伏尔泰给了我们“工作秘方”。但如果他的“秘方”用于我们的工作，我
们就只能做牛做马。假如最终通过工作无法改变我们的善，它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更何况，我们
非常明白现在的地位，它无法帮助我们获取个体的真实，无法让精神和现实世界完美地结合成一个生
命的统一体。精神也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去接受现实世界的挑战，通过较量将它完全征服。相反，现实
世界对于精神来说，依旧是遥远和陌生的，尽管它是那样充满生机。但我们试图让生活内容更丰富的
努力仍是失败的，尤其是那些与宗教、艺术和哲学等精神性的创造力相关的能力，更是惨遭阻碍和打
击。 因此，在这场工作和精神矛盾冲突中，我们的生活被撕裂开来，令我们处于无法掌控的境地。走
出这种境地的路有很多，最吸引我们的方法就是现代运动主流所倡导的，我们所指的，是那些试图局
限生命的尝试，他们比主张工作的人所规划的范畴更苛刻，在这个范畴之内，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来组
织生活，并使其接受一种主要目标的控制，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将我们生活中的混乱困境归咎于旧体
系对我们的影响，继而造成了它们与现代精神矛盾和生活的冲突。他们要求将所有的旧体系全部从自
身清除，不留丝毫痕迹。由感官经验来提供生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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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编辑推荐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编辑推荐：最深沉的学者，最真诚的文字，“会给
人类带来莫大利益”的人——奥伊肯。人生就是自主的行动，就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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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精彩短评

1、看不懂
2、这么晦涩难懂，每天看几页脑子疼的慌。不过 那些看不懂就说不好的人..你们是来逗乐的么..看不
懂你叽歪个啥..作者在很多地方，对于很多概念，都是默认你有这样阅读的素质了所以一盖而过，比
如“文化”。总之，一个字一个字读就好，读书不求什么其他的，一是自我提升，而其根本是与大师
对话，去理解和获取他一生的思想精华。二求个修养。就书说书，读了一半了，大部分还是认同的，
核心可以与心理学development部分联系，寻求内心的精神生活与如何与外界世界（宇宙世界）联系。
这个问题在我见识短浅的年龄 仍然是个大问题，提前不了。
3、值得一看，虽然还没看明白
4、还没有读，书很不错。
5、老生常谈
6、读的时候，估计是自己哲学底蕴太低。字都认识，但是无法理解太多。围绕一个主题，开展出来
的无法有太多感想和共鸣。
7、毕竟是翻译的诺贝尔奖书籍，确实是深奥啊。看了半天确实没看懂，只有1万字，定价30元，挺贵
的。算是买了个教训吧
8、不知是否记错，高中教科书里好像出现过他的文章，奥伊肯的书适合出现在高中课本里，高中也
应该推行哲学教育。
9、在与译林出版社的《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对比后，如果这本书打95分，译林的只能打35，这本书的
翻译有一人完成，文笔通畅，内空生动，阅读时的感觉就没有显的那么单调了，而译林那本，只能说
是把一只北极熊送到了动物园，但没有精心把它打量和照顾，以致于没有活力和呆滞。
10、呵呵
11、书是好书，翻译确实让人糟心
12、内容枯燥，不过还是有看的价值吧，封面比较喜欢
13、译文版的书籍不好懂。
14、介绍历史中的各种思潮，探索现代文明下的人生意义与价值。虽然是上个世纪的书，但一点也不
过时。对非人文专业的人来说读起来有些吃力。
15、本来想买万以的译本（名字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但买不到了，到网上下载了pdf，看了看发现
是根据1913年英文版译的，于是试着买张蕾的译本，以为是根据德文版翻译的。拿到书后发现连一个
原版本信息都没有（号称典藏书系），不知道从哪个版本译的，也没有译者前言或后记。于是在网上
下载了英文pdf对照，根据页脚的注释来看，张的译文也是来自同一个英文版本。不对不知道，一对吓
一跳。张没有翻译“附录”，该附录是英文译者经原作者同意从正文部分删除放到后面的。而且正文
的分段与英文不一样，且有多出漏译、译错的情况。并且有多处错字，如第69页“或多或少的同化世
界”，应该是“或多或少地同化世界”，再如第76页“要证明他当然不能用证明假定的方法”，应该
是“要证明它当然不能用证明假定的方法”（第96页出现同样的错误），再如第79页“甚至牺牲精神
与自然之前”，英文的原文是“subordinating--nay, sacrificing--the spiritual to the natural”。还有竟将
“Ptolemaic”（第93页）译成“普托莱姆的”，应该是“托勒密的”。还有第83页“展开”之后的三
个小标题应该用另外的字体或字号，因为它们是属于“展开”之下的子项，而不是与“展开”并列的
。这样的语言和文化水平也敢出来亮相？此书的责任编辑是董令生。
16、还是有点太空泛
17、⋯⋯
18、a bit too metaphysical for me... though，有的段落共鸣感很强
19、封面很不错，内容也很不错喔
20、翻译的跟屎一样
21、很好的一本书，对生活有深刻的考察
22、翻译不好
23、我可以说我看不懂，看不明白么，还好是送的。。。。
24、木鱼读物。老先生当年拿了诺奖，非常自信自己会火，但是一个作者好不好，还是要用作品说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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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25、老生常谈的过时读物
26、全书的总体思考具有连贯性，层层深入，回读第二遍，思考清晰可见，此书于190⋯⋯
27、 不太看的懂。
28、包装很满意;内容我觉得很好，不过因人而异。
29、书很没意思，读着没什么味道，也许是我个人偏好的原因，不喜欢德系作家。只给2星。
30、hehe，没看懂~~
31、全篇论述，太过抽象，不太有说服力和操作性。
32、全部都是术语，读起来太乏味，不过思想很不错
33、都能看懂，又什么都没看进去的感觉
34、书应该是不错了，只是没有深入看得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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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章节试读

1、《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笔记-第90页

        ·一种精神个性的获得形成一个崇高的目标，只有通过极大甚至极其艰难的努力，并且往往要有
很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约束才可能实现。只有当人认识到并充分了解他自己的精神本性的独特时，他
才可能着手这样的工作。而这种认识，不只是一种理智的认同，还是一种自我肯定，在这一行动的过
程中，整个人格都起了作用。

2、《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笔记-第49页

         就这样，个人主义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当它自诩自己就是全部真理时，尽管它有令人炫目的
伪装，仍掩盖不住它的匮乏而空虚的生活！我们假设只考虑它的个体不会受到命运的抑制和干扰的发
展，即便如此他们仍没有可能超越自身和主观状态；他们只能在自己的生存方式中生活，用主观的镜
子反省内心的行为，虽然他们能够不断地得到暂时的满足，但也只是共生和继承在他们的孤立意识状
态中，除非放弃个人主义，否则永远不能融合成一个整体。然而，我们看到，人类具有思考和反省的
特征，他必定要寻求一个可以包罗万象的整体，如果不能找到这个整体，他的生活就是一片荒芜的空
地。也许他能从全貌的变化和转换中得到一时之快，但最终会令他处于厌倦和餍足状态。
   人不能永远生活在主观世界里，因为他的生活范围并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会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他必须思考超出他范围之内的东西——总之，要考虑宇宙的无限性。正是在这里，人才感觉到有义务
决定他的立场。他必须以这个整体为依据来观察——不仅是观察，还要经历——他的生活。只要他这
样去做了，他就不能不反感这个纯粹封闭的体系：它让生活停止在纯粹的个性上，自身的能力和情感
被压制在偶然和有限存在的狭窄道路上，让我们每个人都承受他的特性和约束，而他并没有能力去挣
脱这种局限，缺少大家共有的真理和将心灵结合在一起的爱。个人主义的生活以及它的多样性和智谋
，有着难以形容的狭隘和贫乏。    个人主义光芒四射背后的局限性。是我深刻同意的，所以我理想中
的生活，是一种兼有“小我”和“大我”的生活。也不太同意爱因斯坦的生活观“我评价一个人只有
一个标准，即他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自我”。但是这种摆脱诚然可能是伟大的却也可能是可怕的（我
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文革），没有私的人不太可能有公  说的在理

3、《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笔记-第39页

        如今的社会生活，越来越注重个体追求。那么，这种纷繁杂乱的个体追求，能否统合为整体，为
人类整体提供意义？

======================
个人见解：
人类整体的生存意义可以统合为：秩序、探索和happiness（包含美、快乐、幸福）。而个人的追求，
能给这些添砖加瓦。

4、《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笔记-第48页

        ⋯⋯个人主义有一个假设，即我们直接的存在等于实在的全部，根本无法超越它。个人主义既无
法证明又无法放弃这种假设。

5、《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笔记-第1页

        # 宗教衰退之后  
《天使与魔鬼》这部小说中有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教皇内侍面对公众演讲。演讲的内容，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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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味宣扬宗教，贬低科学。而是诉说“宗教已经累了” “对于指引方向这件事，宗教已经筋疲力竭”。
然而当宗教被抛之脑后时，人们陷入了精神的荒原。  

# 出路在哪里  
工业革命以来，有无数哲学家试图寻找人们的精神出路。当以往作为精神家园的宗教已经失去影响力
，我们将靠什么抵御物欲的侵蚀，维持内在的平衡？  

# Eucken说 
他和尼采都希望通过宣扬人的精神性的内在生命力，来寻找困境的出路。  

# 思路和论证  
如何为现代人找回失落的生活意义? 这个问题要回归到本质：我们为何感到失落？我们比任何时代的
人都要繁忙，物质足够丰裕，却仍然感到失落。这就证明我们身上有一种东西，它独立于我们的身体
及外在的活动，是它在寻求、体验和评价人生的意义。 在我们身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独立的精神生活
，这是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他对生活意义问题的全部解决都建立于此。

既然这种内在的精神生活是独立于外在生活的，不能用我们的外在生活来解释它，那么，它就必定别
有来源。他的解释是，它来自宇宙的精神生活，是宇宙生活在人身上的显现。所以，它既是内在的，
又是超越的。因此，我们内在的精神生活是人和世界相统一的基础。

# 自己的思考  
## 精神生活的来源  
作者的说法不一定正确。肯定的一点是，精神生活有其独立性，譬如有些人过得不错，却觉得这一切
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因此丰富的外在生活，并不一定能满足精神生活。否定的一点是，精神生活并非
完全独立，譬如外在生活不顺利时，多半开心不起来，外在生活顺利时，心情的基调总是愉悦的。所
以作者把精神生活直接归结到宇宙身上，并不对。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相对独立的精神生活呢？我认为这来自人类思维运行和现实生活的不匹配性。众多
周知，人心，很容易心猿意马，转瞬千里，而现实生活按部就班的居多。人们思维关注的也不一定和
现实生活运行的方式匹配。在一个职场之中，总有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正是这种思维运行的速度、以
及思维关注点与现实的差异，造成了我们相对独立的精神生活。  

## 解法  
要获得精神生活的满足，必须探究精神生活的诉求。首先，我们作为人，有历史性，希望成为人类历
史长河的有名一员，有其永恒方面的诉求。其次，我们拥有个性，每个人追求的自我满足并不存在定
式。因此，我鼓励的解法是这样：多尝试，以便认清自己的内心需要什么，然后在这个需要的方向上
走到尽头，以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诉求。如果能在此过程中，引起他人关注，或者超越前人，那便是
满足了融入历史的需求。如果自己渴望的方向，和现实生活完全不匹配，比如在和平年代想成为百战
将领，那就需要寻求一种转换方式，或者寻求一个现实生活的切入点。比如可以寻求商战，比如可以
寻求加入边境部队，比如可以构造一个战争故事。

我说的解法，没那么形而上，反而更类似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划分，或者《教父》说的关于自我实现的
顺序。这种解法更着眼于现实，寻求在力所能及的现实中满足精神生活的着力点。

这本书刚开始看，后面的想法也许会随着理解作者论证的过程而改变，读者姑妄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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