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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内容概要

列夫·舍斯托夫编写的《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关于悲剧哲学的随笔)》是以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书中论述了尼采与陀氏思想 转变“重估一切价值”的相似和相通之处：“陀
思妥 耶夫斯基谈论着自己信念的转变，尼采则说要重估一 切价值。实质上，两种说法只是用不同的
言辞说出同 一个过程。”而重估价值的结果跌入怀疑主义和悲观 主义的泥潭，由希望之城转入绝望
之城，由日常性转入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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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简介

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俄国白银时代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亦被称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和尼采学说中的善》(1899)、《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3)、《无根基颂
》(1905)、《钥匙的统治》(1915)、《在约伯的天平上》(1929)、《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1936)
、《雅典与耶路撒冷》(1938)等重要著作。舍斯托夫提出了双重视野、悲剧哲学等重要思想，对西方
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入的批判。
田全金，山东省苍山县(今兰陵县)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俄罗斯文学和中俄
文学关系。著有《启蒙革命战争——中俄文学交往的三个镜像》、《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
基比较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白银时代俄国文化》，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启示录——罗扎诺
夫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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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书籍目录

列夫·舍斯托夫及其悲剧哲学(译者序)
前言悲剧的哲学
一、信念转变与价值重估
二、人性，天才的重负
三、与“人道精神”决裂
四、苦役，悲剧，自由的渴望
五、从希望的哲学到绝望的哲学
六、是让世界毁灭，还是我不喝茶?
七、“理智和良心”与“心理学”
八、正常面具下的“无耻”
九、该怎样死才合乎道德?
十、清澈的水与先验判断
十一、残酷的天才
十二、重估理想主义
十三、“死屋”式的欺骗
十四、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
十五、在善与恶的彼岸
十六、自由主义，地上的真理与地下的真理
十七、利己主义的诞生
十八、导师的诅咒：叔本华和瓦格纳
十九、背叛，伪装造成的磨难
二十、孤独的战栗和恐惧
二十一、病人有没有权力成为悲观主义者
二十二、真理要隐藏起来
二十三、看法的绝对差异，“多数人的幸福”
二十四、认识的界限，远离体系
二十五、信仰的奇迹：驴子来了，漂亮而且健壮
二十六、永恒轮回与永恒欢乐
二十七、日常性道德与悲剧道德
二十八、把我们自身的恶改称为善
二十九、最丑陋的人
回忆舍斯托夫(赫尔曼·洛甫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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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精彩短评

1、这是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的书，舍斯托夫洞若观火，将陀翁与尼采在人生的转折点上的信念抉择分
析的鞭辟入里，书中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只有在撕扯纠结的状态中才会凸显，一旦形成固定的
结论，就沦为无力的说教和自我安慰。
2、三个心心相印的人：两个天才和一个学者。
3、舍斯托夫对地下室人以及格鲁申卡等人的论述是精妙的，但正如巴赫金所言，他们都不能完全与
老陀划等号。
4、悲剧哲学
5、黑暗的洞穴中挖掘智慧。对尼采的诠释。看懂了一部分。
6、我导的小礼物~
7、读了'回忆舍斯托夫'才忽然肃然起敬 可是从他对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述没看出他竟却是个十
分虔诚的基督徒，嘿嘿我发现他的文字有一个特点——喜欢使用疑问，常常他问得十分精辟 答得也相
当水准，就像一个冰锥穿过一个熊熊燃烧的火圈化作一团苍白翻滚着的雾气然后随风飘散，嗯 要多向
他学习啊～
8、舍斯托夫笔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都建立于抵制理想主义之上，他细致地区分日常性与悲剧
，将悲剧视为他们根本的出发点，舍斯托夫无疑深刻地挖掘出了他们转变的契机，他们不再为人道主
义而献身，而是为苦痛的生命而发疯，可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哪怕全世界毁灭，只要我能喝茶。
9、舍斯托夫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来论述他的悲剧哲学。陀氏和尼采在面临希望哲学破产之后
，其思想的转变具有相似之处。陀氏在原先人道主义，美与崇高的信念破产之后，陷入虚无的深渊，
写着地下屋式的人，面临生命的无望延续，诞生了真正的苦役哲学。尼采在原先信奉的叔本华，瓦格
纳哲学崩塌之后，在决裂之后，陷入了无尽的孤独，步入虚无的深渊。在这个意义上，书写成为了他
的伪装方式，在艺术的创造之中试图忘却痛苦。将现实之中的卑微的痛苦的自己想象为超人，天才。
他们都是价值的重估者，尼采更为激烈地摧毁了旧有的价值，而他们在重估之后，都陷入怀疑主义和
悲观主义，希望转入绝望。陀氏最后以头撞墙，坚决的信念上帝奇迹的大能，拉撒路复活的奥秘，灵
魂不朽的确证，最后回归上主的怀抱。而尼采最后只能在虚无绝望之中疯去。
 
10、序比正文有意思
11、“善”要求被怜悯者以感激之情为回报——即便他没能摆脱痛苦，因此，善实际上并非如表面那
样是完美道德。相反，被视为恶的利己主义却有自身坚固的合理性，如他在前言中所说，“任何哲学
都必定无条件地追求自我辩解的目的。”正文部分，他也一再试图用陀的苦役经历和尼采的重病遭遇
来解释二者信念转变之发生的原因，这样，隐藏在他对伟大丑陋、不幸、失败的敬畏背后的似乎是个
相对温和的结论：只有本身遭受过命运不公的人才有资格说“让世界毁灭吧，只要我有茶喝”。然而
这样就并非在为纯粹的非理性精神唱赞歌，而是将悲剧道德与日常道德按经验区分开来了，似乎不符
合陀本人的意图啊。本书出版于1903年，彼时的舍斯托夫还不认识胡塞尔，也没读过克尔凯郭尔，有
许多令人疑惑之处，也就当然是可理解的。
12、熬过了二十一到二十三的混乱迎来了精彩的二十八。既是名作导读之书也是自我发掘的引路之书
，意义重大。
13、舍斯托夫之所以将尼采和陀思妥进行论述，是因为这两个人身上都发生了信念转变的历史，二者
都由于信念转变而脱离了日常轨道，掉进了悲剧哲学的深渊，而且都不可能从中返回日常世界，他们
都成了地下人。因此舍斯托夫追溯了两者信念转变的过程及其经历，论述了悲剧哲学的产生是由对价
值的重估导致的坠入怀疑与悲观主义的泥潭，由日常转入悲剧。地下人要活下去也不可避免地要成为
拉斯柯尔尼科夫式的利己主义者，书的结尾，舍斯托夫没有给出答案如何对待这些少数的地下室人，
他只是说悲剧世界与日常世界意义相当，都要尊重。我想，这就是答案，任何社会都不能将悲剧逐出
生活。
14、不强行将尼采及陀氏早已克服的必经阶段划为本质，如何平复（其基督教徒的）心理平衡，更别
提联系生平断章取义等等——由此反见是谁怕什么。⋯⋯
15、终于出中译本了......以前只在阿希姆巴耶娃编的某本文集里读过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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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章节试读

1、《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第12页

        在俄罗斯公众间流行的意见——作家为读者而生存，是错误之极的。相反，是读者为作家而生存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说话，并非为了在人们中间传播自己的信念并照亮接近的人们。他们自己也
在寻找光明，他们不相信自己感到的光明就是真正的光明，而非骗人的鬼火，或者——更糟——他们
紊乱想象力的幻觉。他们把读者作为见证人召唤过来，想从读者那里获取以自己的方式希望和思考的
权力，及生存的权力。

2、《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第9页

        艺术家没有“理念”，这不错。但他们的深度也就表现于此。艺术的任务绝不在于听命于各种人
依据这种或那种基础臆想出来的规则或标准，而在于打破羁绊人类智慧奔向自由的锁链。“毕巧林是
病症，而如何医治它，知道的只有上帝”。只要变换一下形式，您就可以在这些词句背后发现莱蒙托
夫最诚挚、最深刻的思想：无论毕巧林们多么难以琢磨，作者也不会将他们送给中庸和规范作牺牲品
。

全部可怕之处在于，绝对没有一个活人能够长久地承受一种思想——另一种世界观的可能性。每当他
想到现代的真理，他本人就会感到自己脱离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而直接走向了反常。【虽然】现代的真
理终究不过是自己时代的真理，而我们的“信念”可能就像我们最远古的祖先的信仰一样错误。

3、《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第5页

        任何哲学都必定无条件地追求自我辩解的目的，即使在这方面它自己也未弄清楚。而这一目的是
理想主义所固有的。他给人们提出任务，并且赞扬那些同意接受这些任务的人；而对那些拒绝接受者
，则施以咒骂和侮辱，从无耐心，也从不愿查明人们在某些场合（而且那么经常！）敢于拒绝其学说
的原因。它为任何情况下自己的失败事先准备了解释；它断言，它之不被接受，皆因遭遇了无理或恶
意。

4、《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第8页

        试着审判毕巧林吧，他除了残酷这一条，没有任何缺点。他勇敢、高尚、聪慧、深沉、博识、英
俊，甚至富有（而这些都是优点！）。至于残酷，尽管他也知道自己这一毛病，并常常提到它，可是
，唉，一个天分极高的人表现的任何缺点都是与它相称的，况且一旦他本身感受到这一品质，也就成
了美好的品质。

5、《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第4页

        如众所知，唯物主义只使用了最少数量的外来词和抽象概念。但外来词和抽象概念只是吓走不熟
悉本行的广大群众，相反，在哲学圈里它们却得到充分的确认，甚至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内行的人知
道，这些困难容易克服。无论多余的术语和新的概念是如何建构的，它们最终不仅不会有任何妨碍，
甚至还能在某些场合提供摆脱困境的出路。它们的选用不是偶然的，而是系统的，具有清楚的、严格
确定的目的。可能有妨碍的只是那些把许多新的、不合体系的并且粗暴地要求关注的现象引进哲学领
域的“原则”。尼采断言，任何一种哲学都是哲学家独特的回忆录和不自觉的自白。我认为，这还不
足以说明一切。在哲学体系中，除了忏悔录，您最终一定还会找到某种重要得多的，更有意义的东西
：作者的自我辩解，同时还有指责，指责那些人以其生活这样那样地引起怀疑——怀疑该体系绝对正
确及其创造者的崇高品质。无私地探索真理——人们曾经喜欢这样夸耀，我们已不再相信，也不能相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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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第86页

        要知道，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文章中也有同样的内容：良心允许对人们的仇恨。如果不能帮助邻人
，那么也不能爱他。然而，正是那些通常希望得到我们的爱的邻人，其大多数恰恰是没法帮助的，就
更不用谈什么全人类了。过去只要歌颂受苦受难的人，为他流泪，称他为兄弟就足够了。现在这样就
不够了；现在无论如何也要帮助他，以便使卑微的人不再卑微，而是成为上等人！如果这个不能实现
，那就让爱见鬼去吧，而永恒的仇恨将永远坐在它空下的宝座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认为在引用了
上述几段话之后就不能再把他跟阿廖沙混淆了）已经不再相信爱的万能，也不在珍视同情和感动的眼
泪了。无力帮助，对他而言乃是彻底的、摧毁一切的理由。他在探索力量、威力。您会在他那儿发现
他最终的、最诚挚的、隐秘的目的是追求权力意志，就像尼采表达得一样尖锐和鲜明。其实是由于绝
望所以不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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