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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尼采认为，欲望的中心即意志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成分，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变化和时间

性是世界的本质的一部分，变化是无限的，而空间和力的数量是有限的，这两个思想结合起来从而

使他相信世界永恒轮回的观点，但他又认为世界没有最终目的。他的世界理论并不是悲观主义的

和彻底的无神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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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了解尼采的自然哲学（或宇宙论）思想，就

必须跟他的认识论思想结合起来。但是许多研究者

认为，尼采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世界的看法，

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从而放弃了对

世界的认识。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研究者很少去关

注尼采的认识论和宇宙论思想，而把他们的关注重

点放在尼采那些讨论关于“人类”和“超人”的思想

上。这样做当然比较省事，但正如尼采所认为的那

样，省事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尼采不但有宇宙论思想（或自然哲学），就如同

他有认识论思想一样（虽然以罗素为代表的许多研

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认识论思想），而且他还把二者

当作其整个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内容却常常被研究者所忽

视［’］+#!++。

实际上，尼采的认识论思想并不像人们从表面

上初看起来的样子———显得那么激进或者甚至认为

他是不可知论者。我曾经在讨论尼采认识论思想时

提及，人们可能会赞同尼采从人类的视界出发去研

究人类的知识问题，并且他坚持认为，即使我们的

“知识”不是全部真理，它也是真实的，换言之，世界

（或实在）与人的关系就是它所呈现的样子，在人类

的视界里世界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尽管从非人

类的视界来看，它可能具有并且呈现出某些不同的

特点。这个观点实际上确保了人类认识的正当性，

只要它被看作是人类的知识。在我们看来，这才是

尼采认识论的真正的观点，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明确

地表述过，但他实际上暗中在坚持这一点。他的视

界主义的真正意义容易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混淆，即

他自己常常否定“认识”的可能性，坚持我们认识的

只是“表象”和“幻觉”。然而尼采所谓的“知识”只是

一些假设的、绝对的知识，它只是客观地描述出认知

客体的本来面目，并不改变它们与认知主体的关系。

那么，谁能承担去证明或确保这一切呢？答案是否

定的，这与我们所坚持的尼采有关人类认识正当性

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尼采在构建他的宇宙论思想

时就没有什么障碍了。他坚持我们的意见在形成人

类生活和命运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甚

至可能对宇宙的本性也会产生影响。

关于宇宙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宇宙的最终组成方

式问题：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尼采试图在以下两

个原则的指导下来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在假定存

在诸如我们最确信的实际经验之类的存在模式的情

况下；#就我们所知的来说，没有必要去假设更多种

类的实在性来解释世界。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最确信的呢？尼采

认为，我们的奋斗、本能的冲动和渴望，这些就是我

们通过最直接的经验而获得的最确信的东西。这就

是“被给予”，它可能被看作建构其自然哲学的一个

论据。还有其它事物被我们认为是确信的吗？在尼

采看来，没有任何事物看起来能以同样的方式“被给

予”。这一点可能就足够了。他说：“假定除了我们

的渴望和激情的世界外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实在的而

‘被给予’，恰恰除了我们的欲望的实在性之外，我们

不能向其他的‘实在性’下降或上升，难道不允许做

·’·



尝试并且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这个‘被给予’不足

以从它那一类东西出发也理解所谓的机械论（‘物质

的’）世界？我指的不是作为一种幻觉、一种表象、一

个观念或一个想象（在贝克莱和叔本华的意义上），

而是作为具有相同的实在性的等级，后者是我们的

内心冲动本身所具有的———作为内心冲动的世界的

一个较原始的形式，在其中一切东西还在强大的统

一性中被决定，而以后在有机的过程中进行分歧和

扩展，作为一种欲望的生活，在这欲望的生活中，全

部的有机的功能还综合地彼此联在一起———作为生

活的一个预备性的形式？最后，不仅允许进行这种

尝试，而且被逻辑的方法所要求。并不需要假定多

种的因果关系，只要一种惟一的因果关系就够用的

这样的尝试没有推向它的极端的界限，这是人们今

天无法摆脱的逻辑方法的一种规则”［!］"#。

尼采关于世界（或实在）的最终组成的观点大致

可表述如下：在他看来，物理学家用来解释自然的

“力的中心”就是欲望的中心，也就是说，内在的体验

本质上与人自身的体验是同一种冲动，尽管冲动或

体验在发展的程度上变化极大。甚至在我们看来，

人们只能从外部去观察它，把它看作一种惰性的物

质，即使它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或最原始的欲望，正在

自身内被体验着。因此，欲望最高级的形式通常被

叫做“意志”。如果“意志”这个术语足以涵盖欲望从

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各种形式，那么这个世界就可

以被说成是“意志”的世界。只是我们必须牢记：在

较低级的实在性形式中，“意志”是无意识的，甚至在

人类那里，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或潜意识的。

实质上，这是叔本华的关于自然的观点，也是尼

采和瓦格纳在早期的共识之一。瓦格纳用音乐的形

式对自然加以表达，正是尼采早期崇拜他的主要原

因之一。在尼采早期的著作里，他写道：“通常，作为

音乐家的瓦格纳，他赋予自然界中一切迄今为止没

有说话的事物以说话的权利，因为他不认为所有事

物都应保持沉默。他深入黎明、森林、薄雾、悬崖、山

峰、黑夜和月亮，发现在它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愿

望：它们非常希望唱出自己的旋律。如果哲学家所

说，那只是意志为了在自然中生存而奋斗，音乐家会

补充说，意志无论在哪里出现，它总在渴望以音乐的

形式存在”［"］!$%。

但是，回到尼采作为“意志”的世界的概念那里，

有人可能会问道：什么是作为构成世界的意志的一

般倾向？尼采认为，每一个欲望的中心，每一个所谓

的原子或单子，“都力图主宰空间，扩展自己的力量，

并且回击一切胆敢阻止其扩张的势力。但它经常会

遇到怀有同样企图的别的欲望，最终会同与其异常

相似的欲望融为一体，以便合谋攫取权力。这个过

程将一直继续下去”［$］$&&。

因此，尼采以格言的形式总结他的观点：“这个

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

当然，在人类的引导下，权力意志可能会被看得

更清楚。尼采说：“对权力的爱，是人类的魔鬼。让

他们拥有一切———健康、食物、住所和娱乐———但他

们并不感到而且永远不会感到快乐和振奋，因为那

该死的魔鬼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却又必须被满足。

从人那里拿走一切，而只在这一点上让他们满意，他

们就将是真正的幸福———像人和魔鬼所能达到的幸

福那样”［&］())。

在同一节中，尼采又讽刺德意志帝国是权力意

志的可怕的化身，它让其他一切事物都要为之做出

牺牲。他模仿路德的一些诗句并故意使用一个双关

词“帝国”（*+,-.），这个单词既可理解为“天国”，也

可释为（德意志）“帝国”：即使他们拿走了我们的生

命、财产、荣誉、子女、妻子，然而我们失去的这一切，

只不过是终将消逝的蝇头小利，只有上帝的天国与

我们永不分离［&］())。

再回到尼采的权力意志或欲望的中心这个概

念。诸如欲望的“中心”或力的“中心”这些表达方

式，很容易被误解。尼采认为世界是一个连续的统

一体，就像力的不断地涌出，它不是由个别的“中

心”、“原子”等所组成的。“作为持续的和最终的实

体，没有原子、单子这些东西”、“‘永恒’这个概念被

我们第一次所采用（从实践的、实用的以及其他目的

出发）”、“我们为了自我保存的需要而努力奋斗，就

必须设定一个具有坚实的存在和各种事物的原始的

世界。我们可以说原子和单子等，但只是在相对的

意义上来说的。”

因此，变化是宇宙进化过程的本质，变化不是固

定的和老套的，而是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的。权力

意志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意志”［/］($!，“变化就是创

造，”“是连续的创造”［$］("&。在另一个地方，尼采又

把世界说成“是一件自我生殖的艺术品”。［$］!%!在尼

采看来，最不经久的事物正是世界“连续创造的乐

趣”的最好证明：事物消亡，就是说事物被分解了，以

便它们的各种成分能在新的事物中被重新组合起来

———正如一个小孩为了用同样的积木企图搭起新的

东西而推倒了先前搭起的玩具屋一样。只不过尼采

认为，构成世界的各种成分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可变

的，自发地变化的。

然而，尽管宇宙作用的过程具有创造的不稳定

性，但它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律的。尼采有时候好

像确实否认存在自然律。事实上，尼采只是认为自

然律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从外部强加在事物上面的命

令而已，它并没有成为事物本身内在性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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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代科学却认为，自然律就是反映了事物的内

在属性。尼采也承认有这些自然律。他还被科学家

们用诸如“自然的合规律性”［!］!!之类的表述所蒙

骗，这些表述实际上并没有以最恰当的方式来传达

出科学家们的意思，但大多数人们仍然能理解。

而且，尼采认为变化的实在性（包括时间的实在

性）是无限的。他断言，变化和时间性是世界的力的

本质的一部分［"］#"$。从时间来说，世界是无限的。

“这个世界，是一个力的怪物，无始无终”［"］%&&。另一

方面，尼采认为空间是有限的，没有任何空虚，到处

充满了坚实的力。换言之，这个世界在尼采看来是

一个有限的力的世界，它占据了有限的空间，但在持

续性方面却是无限的。

是什么原因使尼采形成了关于世界中的空间和

力的数量具有有限性的观点呢？这一点其实是不难

猜测的。最大的可能性是他接受并误解了能量守恒

定律。很明显地，尼采认为如果我们假设力的数量

是无限的，那么这条规律就是无效的：因为无限多的

力就无所谓失去或获得了。并且如果世界的力的数

量不是被认为无限的，它也必须不被认为能够覆盖

无限的空间，因为就算把力以极少的分量来分配给

无限的空间也将导致力的数量是无限的。所以，尼

采认为空间和世界的力在数量上都是有限的。

时间的无限性的思想与空间以及力的有限性的

思想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尼采相信世界永恒轮回的

观点。这个思想用尼采自己的话可扼要地表述为：

“如果世界可以被设想为有一定大小和一定数量的

力的中心，那么世界就是要在自己存在这种游戏中

经历相当数量的骰子点数的组合。无限的时间中，

说不定每个可能的组合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

并且由于每个组合与其下一个轮回之间所有的组合

都有可能出现，而这些组合中的每一个又决定着同

一序列组合中的全部结果，这就证明有一个绝对等

同序列的循环。因此，世界是一个循环，它周而复始

地无限重复自身，而且无限重复自己的游戏”［"］"$’。

同时，这个世界并不是特别地有理性的。“不

错，一点点理智，一粒智慧的种子，从这星球播撒到

那星球———这两者是被混在万物里的，”但对世界的

绝大部分来说其特征是“疯狂的和愚蠢的”［(］#(%。就

连矛盾律也可能不是世界实在性的真实写照：它可

能只会暴露出人类的无能，而不能揭示世界的本质。

最后，尼采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最终的目的，并且

被虚无的“永恒意志”所引导：它没有预定的目的，从

而导致没有最终的目的。他说：“如果世界的运动真

有最终目的，那么它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可能因为随着无限时间的消逝，世界的所有可能状

态都已经被实现了。

正如尼采所设想的那样，在这个非常混乱的世

界中，我们的地球像其他一切星球一样，“没有计划，

没有理智”。尘世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件，

“对地球的整体特征来说，它是无足轻重的”［"］(&"。

甚至就连意识对它来说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的。“意识、精神，在我们看来无非是有机体相对不

完美的象征，是一种尝试，一种摸索⋯⋯一种不必要

的消耗精力的努力”［%］)!。在无意识和本能状态下

做的事情要比在有意识状态下做的事情显得更完

美。最终意识可能会全部消失并“让位于一种完美

的自动性”。［"］")"

尼采关于世界的观点似乎与他的认识论那样令

人感到悲观和失望。他承认在其关于世界的理论中

还存在着“非常悲观的和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世界

是虚 伪 的、残 暴 的、矛 盾 的、诱 惑 的、没 有 意 义

的”［"］""!。他也意识到，“有人反对这种观点，并且私

下里说‘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令人反感’”。但

尼采并不太去理会这种仍显得很微弱的声音。他怀

疑它只是“虚荣这条毒蛇”［"］(&"发出的声音而已。在

此，尼采悲观主义的偏见似乎暴露了他自己关于这

个混乱的和无神的世界的悲观主义的观点。然而，

这只是他的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他关于世界概

念的悲观的论点，并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悲观主义

者。相反，这一观点事实上却支持和加强了他关于

人类生活和命运的思想。尽管人类的命运在无情的

力量面前前途未卜，但人类已具备的思想能够激起

人们一种坚定的信念，并促使他们去为了满足心灵

的需要而不断地努力奋斗，从而对世界产生影响。

这才是尼采宇宙论思想的真正意义。它容易被

忽视，如果不把它与其关于人类生活和行为的理论

（此一思想另文讨论）结合起来从而加以特别地关注

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有人可能会说尼采是从最坏

的方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世界的图景，不过他的合

乎伦理的观点却告诉我们人类如何才能过上高尚的

生活，但这并不是全部。尼采道德的理想是完美的、

崇高的生活，并且这样的生活需要足够的活动领域。

因此，他发自内心地、坚决地反对把世界看作完全机

械的或理性的或在某种神的完全支配下的或预先决

定了要达到一些遥远的和最终的目的观点。他之所

以坚决地反对任何诸如此类的观点是因为这些观点

通过向人们灌输事物是如此如此或将是如此如此，

它们是完全独立于人们的努力之外的，从而我们的

努力是既无必要又无效的信念来瓦解人们的努力，

并且使人类生活穷困。从这一点看来，不难发现尼

采为什么会在他那明显无序的和无神的世界中找到

具有激励作用的事物。无论如何，这样的世界是一

个具有可塑性的世界，一个还在形成中的世界，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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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们的努力对某些事物来说确实重要。人也不仅

仅是木偶，不管他只是被幕后的操纵者所机械地控

制，还是被某个神圣的监督者所支配。对于上述的

任何原因，尼采都不能容忍，因为它让人们袖着双手

站在一边，任凭世界自身存在着，或服从于天命。在

各种借口下（或绝望或信仰），强调不管有无人类的

干预，世界终究还是如此或将是如此地存在着，因而

使人们放弃了自身的努力，这一点在尼采看来显得

人们有点懦弱。他主张必须要有把“情况是如此如

此”变成“情况应该是如此如此”的信念［!］"#"。人们

应该激励自己，并同各种内外敌对势力作斗争，直到

控制或消灭它们为止。我们不能做沉默的悲观主义

者，也不要做懒惰的伪装者！

另外，尼采特别反感经常用上帝的概念来损害

人类生活的做法。他几乎被早期基督教那种反对尘

世和肉体的敌意的观点所困扰，这也许是尼采反对

对世界这一概念作宗教性理解的最大原因。但在此

也可看出，尼采的哲学并不像从表面上看来是彻底

的无神论的。毕竟，他反对的上帝的概念不是惟一

可能的概念。事实上，尼采自己为了与其哲学的其

余部分相一致就构造了另一个神的概念。他的概念

结合了内在论和泛神论的上帝思想以及进化论和永

恒循环的思想。这样形成的神的概念是一个变化着

的神，它与世界在永恒循环的无限过程中所达到的

每一个最高发展阶段都是相吻合的。换言之，每当

世界发展到力的最高阶段时，它在进化过程中就变

成了神，并且当它开始衰退或下降时，它就不再是神

圣的了，直到它重新回到顶点，如此循环往复。因

此，尼采说：“神（上帝）乃是至高无上的要素，生命乃

是永恒的神化和非神化的过程”［!］$%"。

!用“终极因”来代替“第一因”的倾向已暗含着“变化着的神”这一概念。

毫无疑问，尼采关于上帝的意志的思想会令大多

数人感到困惑，即使这个“变化着的神”的概念在现在

看来并非完全陌生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特别

强调一下，即尼采的哲学并不是真正地完全地反宗教

的。他承认流行的宗教思想对普通的人们来说具有

某种合理性。他的认识论就非常赞成上帝的概念将

会丰富人们的生活并激励人们去努力。正如尼采所

坚持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说出我们信念中有助于生

活的最好的那部分，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被说成是反

对的，而有许多东西可能被说出，因为诸如上帝的概

念就将有助于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实际上，尼采并不

是完全反对使用“上帝”这个概念，而只是反对“他”这

个概念，因为人们把“他”说成是一种妖怪，“他”使人

们恐惧这个世界和尘世生活；并且上帝这个概念能使

人们丧失奋斗的信心，因为只要人们向上帝不断地祈

祷，就能让一切东西都得到他的庇护。尼采认为，这

些人不是在崇拜上帝，而只是上帝的“顺风耳”。然

而，撇开这些在许多信仰者看来显然是错误的关于上

帝的观点，尼采的哲学并不都是不敬神的。他的哲学

里已经包含着宗教的因素，如果他能花更多的时间使

自己的哲学更系统化一点，那么尼采就将会在这一问

题上阐述得更完整一些。

在结束这个主题前，可能会涉及《查拉斯图特拉

如是说》中的一段话，那段话引起了许多的误解。查

拉斯图特拉说：“如果真有上帝，我如何能不是上帝

呢？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还有什么能比这句

话最简单地证明了尼采是一个十足的自大狂者呢？

事实上，这句话的意思跟尼采或其他任何的自大狂

者毫无关系。尼采曾经对“变化着的上帝”这一概念

思考了很久，认为它“越来越清晰地贯穿在变化和人

类的命运之中”［%］##!。在写《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

时，尼采的脑子里充满了永恒循环以及在每一循环

中实现了一切可能性的思想，所以他不得不否定了

“上帝”这一概念，因为他认为，如果世界或人类真的

演变到神的阶段，那么在此之前就会发生神化的过

程，因为无限的时间已经消逝了，所有的可能性也都

已经被实现了。我们认为，上述这些话，只是查拉斯

图特拉以人类的名义来说的。如果真有上帝，作为

世界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人类可能会达到那个阶段。

这一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但它绝不仅仅只是自大狂

式的表述，而且正如之前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为了支

持变化的和周期性循环的而不是永恒的或至少是非

连续的神的概念，尼采随后就放弃了这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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