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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弢：真理的艺术化——尼采对真理的重构 

100多年过去了，新世纪的来临，一个宣告“上帝死了”的幽灵又开始在世界游荡；这样一位疯子、羸病者和

独居者对于一个倾心整一的世界显得那么不协调，然而在日益后现代化的今天，一些大哲学家对他的兴趣却有增

无减。 

二战后对尼采的著名解读，有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式，更有与尼采的风格具有亲和力的德里达的解构

式。尼采嗜好的是片断式和格言式，三言两语的写作提纲和令人费解的不尽之辞随处而是，文本犹如两军交锋的

战场，那么试图在其中清理出类似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似乎是对他的讽刺。真理问题亦然，如果说真理在古典哲学

那里可以理解成一种严整的宏大叙事，那么在尼采这里真理则更象一种“非连续性”的“差异”。[①]对他的阅

读即存在一种冒险，因为不仅要预备接受马刺的痛扎，还要不时忍耐锤子的砸击。他着实使人不舒服，然而无疑

他的语言是极具颠覆性的。他扯掉真理和道德的假面，戳出华服下面的马脚，同时呼唤人们的自我觉悟和强力

[②]意志，张扬生命力，赋予艺术幻想以言说真实的权力。不过，还是让我们去倾听他的骇世之言吧。 

 

一、拟人式的真理隐喻 

人类将认识的力量视作自己特有的功能，认为与动物相区别，人不是仅仅有印象和直觉，而更具有化知觉于

图式、融形象于概念的能力，以此使自己的行动受益于抽象概念的指导。人把自己看成是有理智的生物，试图通

过认识掌握真理来支配世界，以至于认为是人的智力造成了一切。 

其实，“认识不过是使用最称心的隐喻”，（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下同）认识无法深入到真理的王国。[③]

更直接地说，“真理不可认识。” [④]尼采如是说。认识其实就是“概念认识”，当真理被孤立为一个抽象时，

“它就变成了一种力量。”[⑤]概念语言的立法同时也确定了真理的最初法则。 

当某个语词被赋予普遍性时，它就成为一个概念。语词成为概念就是将有差别的事物予以等同，通过省略彼

此的不同、忽略个体性和现实性而将它们等同起来。人们通过省略个别性得到概念，继而将之进行分类、确定等

级，最终组成等级制金字塔式的概念世界。尼采不无讽刺地指出，人们利用概念把印象掳获，再将之杀死、剥

制、干化并保存起来。由此建造起来的宏伟的概念大厦，高居于原初活跃的印象世界之上，有如秩序井然的骨灰

陈列室，散发着逻辑的冰冷之气，显示着数学的力量和冷漠。[⑥] 

但是，任何概念的大厦都是“对隐喻世界的时间、空间和数值关系的一种仿制”。[⑦]尼采将形成隐喻的冲

动看作是人类的根本冲动，甚至认为“没有隐喻，就没有真正的表达和真正的认识”。[⑧]同样，“抽象概念是

使原因和结果置换的转喻。一切概念都是转喻”。[⑨]同时，他视隐喻为人类语言自身的一种非逻辑因素，而认

为逻辑只是“语言桎梏中的奴隶。”[⑩]并认为概念和形式存在的基础，是由于人的原始冲动把不同之物加以等

同，其实也是人的一种想象的运作。 

人类创造了语言，但是尼采不认为真理是语言的决定因素，对于语词并不存在真理问题。他认为，人类创造

的语词并非是对应“物自体”，而只是命名事物与人的关系，在表达这种关系时人运用的是一种“最大胆的隐

喻”[11]。从知觉到语词的形成经过两次隐喻式的转化，先是由神经刺激变为视觉形象，再是通过语音将视觉形

象摹写下来。由神经刺激到视觉形象再到声音，这一事物变成语言的过程并非按照逻辑来发生的。因为在尼采看

来，对事物的知觉只是作为隐喻而存在，并不等于事物本身。甚至，正确的知觉标准是没有的，在与知觉相关的

主体和客体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和正确与否的表达问题；这两个绝对不同的领域之间只能是一种“美学关系”[1

2]，即一种启发性（非显现）的转移，有如陌生的语言间的翻译，在这转移和翻译中必有作为中介的自由创造。 

对于自然亦然，人们都试图对自然过程加以解释，并贯以逻辑上的因果联系；然而，实际上人们的解释都只

能是指出过程所发生的场地，所谓的因果联系也只是看到的系列事件的相继而已。那么，所谓的自然规律并不能

理解为永恒的不错和无矛盾性；因为我们并不能认识自然规律本身，认识的只是规律之间、规律与人之间的关

系，知道的只是它的效果、是我们带给它们的时空和数的关系。任何自然规律都只是“一堆拟人关系”，把规律

进行分解并以数学公式来表达不过是一个隐喻。[13] 

人们在理性领域去发现“真理”，试图作出定义来说出某个真理，但是尼采提醒人们，这个真理也“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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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限价值的真理”。[14]也就是说，人们寻求到的真理并不包含任何不以人为转移的普遍有效的东西，毋宁说

真理是完全拟人化的。人们探求到的只是人在世界的变形，他将发现的是宇宙到处响着人的回声，到处都是人的

摹本。 

对于真理，尼采似乎要告诉人们，重要的不是真理本身，重要的是“人需要信仰真理”，[15]即一种“真理

感”。真理感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人们对世界和事物的真理信念来自于一种幸福主义的冲动；纯粹的真理冲动

是不可能的，对真理的信仰带来的是令人快乐的后果，真理不过是这样一种冲动的某种伪装。“逝者如斯”！人

类为世界万物的流逝和消失感到遗憾和震惊，发自内心地要求一切为“人”增光的东西必须永远存在，所以人们

需要“真”作为一切表达的基础和人类保存的前提，[16]人类的生命要求一种对真理的信仰，但“人只会相信那

些可取的真理和那些投他所好、让他充满信心的幻想。”[17]生命需要幻想，幻想即被当作真理的非真理。由

此，真理和幻想具有同样的功能。 

尼采认为真理并不能为逻辑所证明，真理的力量证明来自于它的效果，就这种意义来说，真就是有效验。人

们在社会交往中要求真诚，真诚成为人们的一种责任。“真诚（和隐喻）产生了对真理的爱好。”[18]但是对于

有益无害的谎言人们也不会去拒绝，在世人对真理还一无所知的时候，谎言往往获得特许。他揭示到，人类的最

高幸福与幻想密不可分，按照一种幸福主义原则，真理和谎言都必须为人所用。不如说，谎言冲动是人的根本冲

动。[19] 

我们看到，在尼采这里，真理、幻想与谎言这三者似乎是同一词语的三种说法。[20]什么是真理？尼采如是

说：是“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是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是磨光了压花

不再被当作硬币的硬币。[21] 

 

二、批判真理的道德化 

曾几何时，真理被确认为是存在、上帝和最高主管本身，对真理不允许有任何异议；现在，需要对求真理的

意志进行一番评判，需要尝试对真理的价值提出质疑，[22]尼采如是说。 

哲学家自以为真理在手，可以控制时间之轮，去思索所谓的本质而忽视眼前的、暂时的东西。他们似乎将真

理看得比表面的东西更有价值，并迫使人们“去假定在‘真’和‘错’之间有一个本质性的对立”。[23]而当人

们把求真冲动转移到自然时，就产生了自然对人来说必然为真的信念，形成知识冲动。自然科学家对此信念甚为

满意，他们相信那借助理性便可应付的真理世界，他们以对世界的一种解释为正确的，而这解释仅靠计算、称

重、观察等，进而把机械论当作关于一切规律的学问。 

逻辑的精确性和透彻性被当作是真理的标准，但是尼采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的矛盾律这条定理并不

包含真理的标准，而是包含对于应该是真实的东西的命令。亚里士多德以对物的信仰为信仰逻辑学的前提，这一

思维活动受一种信仰的统治，即认为认识是有的、认为判断真会达到真理。事实上，逻辑学是按照设定的存在模

式来认识现实的世界，只适合于虚构的本质性。同样，理智是将自己的强力设定为真实的标准，以成就客体来唤

起对现实性的真理的信仰。总之，人将他求真的欲望反射为存在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虚构了一个自己加工的世

界，而对真理的信仰就是他们的支柱。 

尼采说，知识给人的满足感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真理，而是因为它们使人相信自己发现了真理。所谓拥有真理

只不过是以为拥有真理，这种对真理的信念预先假定了个人具有绝对的知识力量，并认定表达真理是一切认识存

在的责任。知识的力量并不在于真实的程度，而在于知识的古老和被人接受的程度。 

而且，“知识冲动具有一种道德起源。”[24]所谓的逻辑判断，其有效性与对理性的信念密切相关，也是一

种道德现象。[25]尼采以《朝霞》（又译《曙光》）开始了反对道德的进军，他加拟的副标题是“论道德即是偏

见”。[26]他认为，古代的哲学家许诺知识、美德与幸福相统一，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人们被告知只要追随上帝

和他的公正就能得到幸福。人们将这样的希望确立为真，将求真的原则当作真理本身，唯美德是从、唯上帝是

从。哲学家们宣称追求“确定性”、“真理”，实际上他们追求的只是“宏伟的道德大厦”。[27]教士们和类似

教士的哲学家们以慈善为教化，着力贩卖他们所谓真理的灵丹妙药。 

教士们如同驯兽师，将人紧闭在充满谬误的道德兽栏里，将其驯服成病态、萎靡不振、心怀恶意和仇恨生命

原动力的怪胎。基督教把自然欲望贬低为恶习，崇尚一种禁欲主义理想，是古人的衰落和道德化。《圣经》一旦

变成现实，就成为扼杀人的真理之书。教士们将没落意志的颓废道德奉为本来的道德，他们想要整体和人类发生

蜕变以达到统治的目的。迄今为止的道德用贫血症来虚构理想，以蔑视肉体来医治灵魂，只能是开给人们一副颓

废的药方。 

不可避免的是，禁欲主义理想成了教士们的基本教义，而科学和禁欲主义理想在过分推崇真理上也显示出它

们的同根性。对真理的各种利用是这样的：信仰真理者期待从中得到好处，殉道者以真理为战争的科学工具从而

毁灭了自己，懒惰者与真理结盟依空想占有真理。教士和哲学家们（如柏拉图）编造着神圣的谎言：为上帝代

言，于生命的彼岸灵魂不死，以人的良知确立善恶，拥有道德否定自然，具有现成的、与学说一致的启示真理等

等。最终是追求真理成了读经和神学家的手段，“真理变成了教士的谎言”。[28] 



大凡说“我占有真理”的人之所以不抛弃一切，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上位，高居于缺乏真理的人之上。假真理

之名的道德如同一个权威，在它面前人们不允许思考更不用说批评，而惟有服从。道德权威总是命令我们毫不犹

豫地接受他的指令，在可能犯错误带来危险的地方预先“冻结了思想”。但是，实际上所谓的危险总是针对权威

自己的危险，而并不是出于考虑行动实施者的危险。并且如果赋予个人以按自己的理性行动的权力，则会影响和

削弱他们的权力。[29]服从道德有如服从一位君王，本身并无道德可言。为此，尼采坚决反对“真理的暴政”，

他对人们欢迎真理独自主宰世界表示反感，他心中的真理应该有对手，并且“必须能够作战”。要允许人们不时

离开真理“在虚假中休息”，不然，真理只会变得虚弱而让人厌倦。[30]尼采如是说。 

 

三、创造新的真理 

真理也许是“应予创造之物”，[31]它为某个过程命名，为一种无穷尽的征服意志命名。确定真理应是一种

无限的过程、一种主动的规定，而非固定的、肯定的东西的意识化。 

尼采说，人们寻求真理，寻求一个不自相矛盾、不欺人、不变化、真实的、没有苦难的世界。肯定有一个存

在的世界，而蔑视仇恨一切运动的、变幻的、既往的东西。这样的求真理的意志只是对一个凝滞世界的要求，是

无力创造的意志。在这意志中人的理性通向凝滞之路，通向最幸福之路是“对存在物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只能

是非生产性的人的信仰，因为他们设定这样的世界已经有了，而“不想去创造一个应当存在的世界”。[32]他们

虚构一个符合愿望的世界，把满意的一切当作真实的世界，他们的求真意志充其量只是解释的技艺。这些人是一

心想确定某物、听任万物保持原样的“认识者”们，是些不能按事物应有的样子确定事物的人。这些哲学家们表

现为哲学上的客观眼光，是缺乏意志和力的征兆，他们与悲观主义宗教及道德之人是同一种类。未来就要通过消

灭存在世界来战胜这些哲学家。 

尼采分析为何人们需要形而上学，并狂热地追求某种确定性时说，这可能源于人的软弱本性，源于人的意志

的缺乏。哪里缺乏意志，哪里就需要信仰，意志软弱是使宿命论的宗教得以迅速传播的主要原因。相反，一个人

若表现出他的自决力量和意向，他就表现出人的自由意志，这时他的思想就告别了任何信仰和要求获得确定性的

愿望。[33]因为对一个“存在的世界”的肯定已经成为一个僵化的观念，尼采则标举创造之力以破除旧有的凝固

的观念，而创造是“被选择者选择和完成的行动”，“是任何意志行为中最基本的要素”。[34]不是认识，而是

“只有创造才能拯救我们。”[35]他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借超人查拉斯图拉之口昭示一个“新的真理”，

这就是，查拉斯图拉应该是一个创造者，他要寻找的也应该是共同的创造者，而不是死尸、羊群或信徒。创造者

们要破坏既有的价值和法律，他们将被人们称作是破坏者与善恶之轻蔑者；但是他们必将丰收，“他们把新的价

值写在新的表上。”[36] 

查拉斯图拉要以新的意志超越所谓的“大智者”们的“求真之意志”，这是一种“不竭的创造性的生命意

志”——强力意志。那说着“求存之意志”也即追求长存不灭的善与恶的人，并未找到真理，因为善恶必得超越

自己，去创造新的善恶。如此就要先破坏、先打碎旧的价值，“让真理破碎了可破碎的一切罢！”最终要在创造

性的善恶中，长出较强的强力，实现新的“自我超越”。[3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写作了同基督教论战的

《道德谱系》，批判基督教的精神、良知和禁欲主义理想，暴风骤雨般地预示“一种新的真理”的到来。[38] 

不仅如此，他试图进行一系列的“原则革新”，即用永恒轮回学说取代形而上学和宗教，用欲望的远景观取

代所谓的认识论，用纯自然主义的价值取代所谓的道德价值。[39] 

尼采后来在评价自己的早期作品《悲剧的诞生》说，他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的赫拉克利特那里找到了同情

者。赫拉克利特肯定生成、否定存在，肯定消失和毁灭，肯定对立和斗争。他的这些学说对狄俄倪索斯哲学是决

定性的，这些思想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又表现为“永恒轮回”的学说，即万物的绝对和无限重复循环。[4

0]在他的最后未尽稿《强力意志》中，他对永恒轮回列过一个提纲式的说明，提出永恒轮回居于历史的中心地

位，它既是对这一学说的理论前提和结果的阐述，也是对之的证明。尼采似乎预言它是会被人信仰的，因为它会

发动一切。在另一处，他更宣称“一切都在生成中永恒地回归——这是无法逃脱的！”[41] 

在此，与永恒轮回密切相关的是“生成”的概念，生成就是无所不在，没有目的、没有存在状态、任何时候

都是等值的。“生成”是用来否定有目的的运动、否定必然性和上帝，它视一切以存在物为基础的价值判断为无

效。对于生成来说，没有永久的最终的统一性，它的价值随着统治范围的增大而周期性升降。同时，在这里，两

种最伟大的德国哲学的观念被搓合在一起，此即生成发展观和生命价值观。所谓轮回的思想就是选择的原则，效

力于力；而力的众多性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营养过程将它们联系起来，这就是生命。尼采如是说。 

 

四、作为幻想的艺术真理 

针对以前的哲学道德宇宙论和辩神论，尼采就其中的所有原因和最高价值提出异议，他认为它们根本的错误

在于把意识设定为生命的标准的最高价值状态，而将生命及其强力的上升贬抑为手段，使得手段和目的相颠倒，

把同一手段的合意性虚构为精神、上帝的原因，进而否定、非难生命。他在后来的《偶像的黄昏》[42]中就延续

了早期《悲剧的诞生》里的观点，进一步肯定希腊悲剧诗人的狄俄倪索斯精神，即要生命的意志，而否定亚里士



多德摆脱恐惧和同情的悲剧观。 

他的最后一部未尽之作曾有一个标题，这就是《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这一标题表示一种反

运动，在逻辑上和心理上以虚无主义为前提。因为在他看来，必须首先经历虚无主义，才会弄清所谓重估价值的

新价值。但这个运动又将取代彻底的虚无主义，那么到底什么是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他说，虚无主义有双重

的含义，一种是消极的虚无主义，一种是积极的虚无主义。前者是精神强力的下降和没落，其精神之力是倦怠

的、衰竭的，是弱的象征，它使得价值和目的综合自行消解，以佛教形式为典型。后者是精神强力提高的象征，

在精神之力急剧上升时，可能使迄今为止的目的信条与力不相适应，而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无疑，后者才是尼采

意义上的虚无主义。 

尼采的虚无主义假说的前提是“没有真理”，即事物没有绝对的属性，没有自在之物；它决定了没有适合事

物价值的现实性，它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并且没有对目的的回答。然而这种虚无主义却是“至高无上的

精神威力、精力最充沛的生命的理想”，[43]它眼中的价值不过是价值设定性一方的力的象征，价值随设定价值

的强力的增长而增长，是精神自由而非信仰的标准才是强力增长的表现。所以它是生命目的的简化，部分是破坏

性的，部分又是嘲弄性的。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送给人类自我觉悟活动的最高公式。他宣称圣哲是最具欺骗性的，他用天才的鼻子

嗅出了谎言，继而发出真理的呼声，但这真理对于他人来说是可怕的，“因为过去人们称谎言为真理”，而如今

“真理的闪电击中了过去的至尊”。我要“撕下基督教道德的画皮”，“我是第一位非道德论者”、“我是地道

的破坏者”，尼采如是说。[44]哲学、宗教、道德是“颓废的象征”，而它们的反运动是——艺术！[45][46] 

他将苏格拉底看作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逻辑学和神圣理性的祖师，[47]是“典型的颓废派”，因为他用理

性对抗本能，是埋葬生命的危险的暴力。[48]他说，苏格拉底在原因和结果、根据和推论中去发现乐趣，而对遍

地的艺术之花满怀敌意；柏拉图则沉醉于严格而清醒的概念、概括、反驳和限定的游戏中，成为审慎的辩证法的

爱好者。[49]尼采区分了三类哲学家，即悲剧知识哲学家、绝望知识哲学家和最后的哲学家或未来的哲学家。他

特别崇尚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家，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们未借助形而上学来控制知识冲动，他们没有确

立新的信仰却培养了新的生命，他们还艺术以权力。而绝望知识哲学家在科学中有去无回。未来的哲学家则支持

生活，证明幻想、艺术和艺术统治生活的必要性，同时反对任何侵犯艺术文化的行为。[50] 

那么，人们追求哲学的新方式不应再受辩证的理性的存在所驱使，而应成为一个“艺术性的存在”，[51]或

是一种直觉性的被赋予内在感官和精神知觉的存在。“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52]

是旺盛的肉体、性的涌溢，是增强生命感的兴奋剂。艺术中奔涌着兽性的生命力，“生命本质上是非道德的东

西”，“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应尊为唯一“神”。[53]在最初的艺术家身上，“性欲，醉意和残暴”

占绝对优势，这三种古老的喜庆之乐反映出生命的欲望与丰盈。[54] 

要张扬艺术以反对知识，以艺术的伟力来抗衡肖像式史学和自然科学，尼采高呼“回到生命！控制知识冲

动！加强道德和美学本能！”[55]“艺术比知识更有力量”，因为艺术渴望生活，而知识的目标却是“剿灭”。

[56]艺术家是具有生产性的，他们在变革和改造，哲学家去认识人们的需要，艺术家则把它创造出来，所以要在

科学的思考中加入艺术力量和生活的实践智慧，组成更高的有机系统。 

就知识而言，甚至可以说一个哲学体系就是一个幻想，是一个暂时满足知识冲动的非真理；一个民族文化的

知识冲动也是受想象力支配的，它使得哲学家充满真理的激情，知识的价值保证它自己的真理性。在此，“哲学

的价值与其说来自知识王国，不如说来自生命世界。”因此，尼采标举美学标准为唯一的标准。世界观（即哲

学）的美和宏伟决定其自身的价值，也即，“它是被当作艺术来评判的”。[57] 

艺术是作为真诚的幻想而具有意义，拥有艺术是为了我们“不因真理而招致毁灭”。[58][59]因为“艺术把

幻想当作幻想”，[60][61]对于不诱使我们信仰也不刺激我们意志的幻想而言，纯粹无利害的沉思才有可能。艺

术使我们相信它只是作为想象的形象而不是实在，它通过外观唤醒信念的快乐。同时艺术只有作为一种谎言才成

为可能，撒谎快乐是一种艺术快乐，而艺术快乐却是一种更伟大的快乐。所有的谎言都是必要谎言，“艺术是一

个骗局”，但艺术又没有欺骗我们，相反“它是真的。”[62]因为它“总是在谎言的形式下讲述真理”，[63][6

4]尼采如是说。 

[注释] 

[①] “非连续性”的“差异”，是恩斯特·贝勒尔在谈论尼采“片断之语”的写作特点时所说，即不同于辩

证法的多元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用来形容尼采对真理的理解亦妙。参[德]恩斯特·贝勒尔：《尼采、海德

格尔与德里达》，李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前言”第19页。 

[②]在行文中将译书中表“权力意志”的“权力”均改为“强力”，个中原委参[德]马丁·海德格尔：《尼

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4页的译注。 

[③]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第77



页。 

[④]同上书，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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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294－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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