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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对尼采审美主义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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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尼采把由 上帝之死 带给人的精神处境称为虚无主义。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即价值的沦落, 并试图以

审美排斥虚无。海德格尔则认为,审美无助于摆脱虚无,相反, 虚无将解构审美。只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 从

存在那里接受尺度,人才能踏上 还乡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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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是 20世纪最深邃、最难懂、又充满

矛盾的哲学家之一。然而, 不难发现,有一个问题

贯穿于他哲学思想的始终;那就是虚无主义。他对

西方虚无主义的历史追根溯源,并试图探索出一条

走出虚无主义的道路。可以说,他的整个哲学,就

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虚无主义是西方人反思和批判传统,寻求思想

解放的一个结果,人们经由传统价值的解构走进近

现代,与此同时,虚无主义又成为笼罩在近现代以

来西方精神世界上空不散的阴云。虚无作为一种

思想境况,乃是相对于充实而言的。因为曾经不虚

无,曾经充实,当虚无降临时, 虚无才会被作为虚无

感受到。尼采的一声宣告: 上帝死了 , 一般被作

为西方虚无世界降临的标志。应该说, 上帝的死亡

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是尼采首先将这一事实公之于

众,使人们突然之间看清了自身的处境, 虚无主义

才作为一种生存境遇受到关注,作为一个思想问题

受到追问。但是,上帝之死的标志性意义却是毋庸

置疑的。有上帝与没上帝,就是非虚无与虚无的区

别。上帝之死, 意味着尺度的丧失, 意义的消亡。

人们顿时陷入茫然失据的状态。克尔凯郭尔将这

种状况描述为 leveling, 即一切差异都被抹平了, 没

有高贵,没有尊严, 没有神秘, 没有一种人之为人、

最为本质的生存方式。英雄、圣人、伟大政治家的

高风亮节、大思想家的谆谆教诲, 一切的一切,

在理性面前, 都不过如此, 不过是某种数量上的优

势而已。再没有一项事业,让人心驰神往;没有一

种权威, 让人顶礼膜拜; 没有一座灯塔,指引前行的

方向。西方人走出 黑暗的中世纪 ,同时走进了虚

无的近现代; 虚无的近现代与中世纪的黑暗紧紧

相邻。

一、尼采应对虚 无主义的策

略 审美主义

尼采深知,经由一切价值的重估, 没有一种价

值可以重新树立起来。然而, 丧失了尺度,并不能

逃避选择,在选择与不选择之间, 人没有选择,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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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只要活着, 就必须不断做出选择。尼采的 超

人 , 是自己给予自己尺度, 自己为自己设定价值

的。但是,依据什么来给予, 来设定? 全知全能的

上帝没有了。理性能给予尺度、设定价值吗? 而恰

恰是理性告诉人们: 世界上不存在至善的尺度与至

高无上的价值。在理性的参照下, 人没有理由为了

某个唯一的、最高的价值献身,选择这种或那种价

值, 都有相当的理由, 然而, 都无法获得充足的论

证。即什么都可以选择, 什么都可以不选择。那

么, 选择也就不成其为选择, 而是听天由命, 随波

逐流。

超人 于是以审美取代价值, 认为人的选择没

有客观的标准, 完全听从于个人体验, 人生的意义

只能从纯粹美学的沉浸中生发出来,不能由某个最

高的价值来提供。 只有作为审美现象, 生存和世

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 。[ 2] ( P21) 不因为真,也不

因为善, 只是因为我的意志的满足, 所以我选择。

意志就是 酒神 , 对于它, 不存在任何现成的价值

标准,审美陶醉是唯一的依据。可以说, 审美体验

成了价值标准, 但这个标准又不是通常意义的标

准, 实际上是没有标准。为了审美陶醉, 主体可以

自由地创造、设定价值。人生就是不断设定价值,

在追逐价值的游戏中陶醉。所谓人生意义,就靠对

意义问题的严肃性的漠视和对意义问题本身的遗

忘而产生。这就是尼采的审美主义 ( aesthet-i

cism)。

二、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评价

虚无主义的最高阶段

海德格尔认为, 尼采的审美主义并不能走出虚

无主义,相反, 那是最彻底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

是将尼采放入整个 西方形而上学 ( w ester n met-

aphysics)的历史, 把他当作 形而上学的最后形

态 来进行批判的。海德格尔对尼采审美主义的超

越,就是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超越, 亦即对

这种形而上学所产生的虚无主义的超越。

在海德格尔看来, 自柏拉图至尼采的西方思

想,就是存在( being )被遗忘( oblivion)及其逐渐退

隐( w ithdraw al)的历史,亦即形而上学的历史。形

而上学是价值主义的根源,而走向虚无主义又是价

值主义的命运。

西方形而上学把世界看成是由现成的、对象化

的物所构成的; 人作为主体,可以站在世界的旁边,

认识、评价和选择。我们进入世界, 就如顾客进入

商场,现成的商品陈列在前, 我们的任务就是选择。

人们势必认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用价格明晰

地表示出来。物作为存在者,它存在的意义似乎都

可以在价值评价体系中得以穷尽,我们的选择因此

也变得清晰而有据。这就是价值主义。

价值主义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坍塌的

命运。完全用价值的眼光打量世界和物,克尔凯郭

尔所说的绝对平庸化( levelling) 就不可避免,即价

值论的出发点是在各种价值之间找到一种最高的

价值, 作为生命的寄托和意义的来源。然而, 随着

价值相对性的显现, 人们终将发现,所谓绝对价值

完全是一种虚构,世界上不存在值得我们仰望的东

西, 任何东西都还需要一个更高的价值来为自身的

存在提供依据, 就连上帝也不例外。理性会发问:

上帝凭什么成为尺度的赋予者? 谁赋予了它这种

权力? 虚无主义于是成为一种命运( fate)。所以,

价值主义就是虚无主义,它以形而上学为基础。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仍然走在形而上学的道

路上,沿着这条道路,不可能摆脱虚无主义的困境。

人作为主体, 仍然站在世界的对立面, 主体与世界,

仍然是两种存在者的关系,没有触及到存在者与存

在的关系。审美主义是另一形态的价值主义。人

还是高高在上,在现成的世界中选择自己中意的价

值, 只是选择的主体由理性 ( reason)变成了意志

( w illing) ,理性凭借推理( reasoning )进行选择; 而

意志则凭借好恶,好恶以美感体验为准。意志不仅

可以在现有的世界中任意挑选,还可以超出现存世

界, 设定和创造价值目标。主体现在超越于世界之

上, 它不想在现有世界中寻找一种值得仰望的价

值, 它是俯视世界。世界是它体验过后的抛弃物。

以往的形而上学同时设置主体和与其相对的世界,

尼采则放大了主体, 让主体超迈世界,形而上学的

本质却并未发生变化。

当理性使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 枯燥无味, 尼

采决定撤退到个人的体验中去,那是最后一个有可

能为人类保留下一点意义的地方。一旦体验成了

决定人们如何选择的唯一因素,就再没有公认的、

伟大的东西吸引人们去为之努力、为之奋斗, 人们

只得在追求流行的时尚中寻求刺激,只好投入癫狂

或纯粹个人的体验之中以求解脱,甚至借助于毒品

或某种邪教式的冥想获得某种高峰体验, 艺术、宗

教、性、学问等等,都成了个人体验的特殊形态。然

而, 尽管体验能给人激情与活力,使人的本能欲望

得到释放,人们终将感觉到, 它们无法给生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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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严肃、持久性的意义。人们将不得不用更刺

激的体验来填充体验过后的空虚。所以,海德格尔

认为,尼采的意志主义,亦即审美主义, 是虚无主义

的最后阶段。

三、海德格尔摆脱虚无主义的

道路

一般情况下,虚无主义被解释为对某种传统价

值的遗忘或背叛, 或者, 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精神处

境:曾经为人们所信仰的价值,失去了它的权威,人

们不得不重建、选择新的价值。尼采认为, 虚无主

义 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 , [ 3] ( P149)海德格尔则

认为,这种解释本身正是虚无主义的根本症候;把

人最深层的关切理解为价值, 这个就是虚无主义。

价值概念预设着两个基本前提:第一、存在一

个与主体对立, 且独立于主体的世界。世界中的对

象被认识,然后被选择,或者被抛弃。第二、对象可

以明晰化,价值可以穷尽对象的意义。

关于第一个方面,海德格尔认为, 这是西方形

而上学传统的本质所在。柏拉图开始两个不同世

界的划分,理念世界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 它就像

阳光一样,吸引人们走出自己所在的 洞穴 世界。

启蒙时期,人们开始设定一个消极的客观世界,这

个世界中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对象, 等待人们根据自

己的价值尺度做出选择。物都是作为价值对象而

存在。人们相信, 有一个最好的价值尺度, 根据这

个尺度,我们知道什么具有最高的价值, 是值得所

有人追求的。谁给予这个尺度? 在中世纪, 是上

帝;在近代,是理性; 理性则是先验的。进入现代,

哲学家们意识到,先验世界属于另一个不依赖于人

的独立世界, 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产物。于是, 经验

得以突显,在主体性的经验世界中, 价值的相对性

与多元性观念开始建立起来, 人们相信, 人可以持

有不同的价值尺度, 根据这些尺度, 任何对象都可

能具有价值, 不存在最高的、唯一的价值。尼采进

一步指出, 主体可以自由地创造尺度, 设定价值。

价值既然可以随意设定,那么,它也可以被随意否

定。因此,价值就成了可有可无,可以这样,也可以

那样的东西。因为已经不存在客观的价值标准,标

准成了主观的、可以随意创造的。由此看来, 自从

人们习惯于设定一个与人对立的世界起,虚无主义

就不可避免。对象世界的设定,把人们引向价值思

维,而价值思维内含这样的假定: 生命自身没有内

在的意义,必须由它所追逐的对象赋予它意义。这

个最初的设定就是虚无主义的开端。

关于第二个方面,明晰性是价值思维的必然要

求, 因为只有在明晰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比较, 才

有价值的高低。所以, 在价值论者看来,一切晦暗

不明的、神秘的、难以言表的东西,要么作为尚未清

晰的领域而保留,要么作为无法澄清的假问题而被

驱赶到 形而上学 的领域。前者有朝一日终将变

得明晰, 被条理化、量化,从而进入价值的评价体系

之中;后者则被一劳永逸地作为无价值的东西排除

掉。从此, 人类的世界变得异常清晰, 甚至都可以

用数字模拟出来。清晰与否,是由人的理性来评判

的。因此,清晰的世界, 是在理性俯视下的世界, 是

由理性来定义的, 在理性看来不能清晰化的东西,

都是虚幻的, 不属于人类的世界。世界的发展方向

也是由理性来指引的。没有什么可以指引理性自

身, 因为它至高无上。理性落入一种 高处不胜寒

的处境。它一面要求得到指引,一面觉得没有什么

够格来指引它。它感到自己很伟大,但同时倍感孤

独、茫然、无家可归。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认为,虚无主义的根源就

是价值思维, 而价值思维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和对明

晰性的要求。而对明晰性的要求也包含在形而上

学之中。那么,只有找到一种对待形而上学的恰当

态度,才有可能走出虚无主义的困境。

形而上学的根本就是一个现成的、独立于人的

世界的设定。这个世界的设定,必然导致对象化思

维的产生。因为它决定了:人们只能看到存在者之

间的关系,而不能触及到存在自身。然而,是存在

使存在者成其为存在者, 离开了存在,存在者就是

不可理解的, 主体与客体,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离开了存在的存在者, 必然是黑暗的, 需要

从其他的存在者那里寻求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那

个给予意义的存在者本身,又要求第三个存在者赋

予它价值和意义。存在者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能给

别的存在者存在的根据。

因此,必须从存在出发来理解存在者。从存在

出发,世界就不是一个现成的世界,也不是与人相

对的世界,而是存在的显现,并经由 此在 的领会

而显现。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此在、世界是一体

的, 而不是彼此对置的。存在是此在的存在, 世界

是此在对存在的领会,而此在始终在世界之中。世

界经由此在的领会, 扎根于丰富的生存活动之中。

世界既然是一种显现, 那么, 它是鲜明的; 同时, 因

为它扎根于存在活动之中,而存在活动之丰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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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晦暗不明, 就像无边无际的大地, 所以, 它又是

遮蔽的。它是既显现又遮蔽, 或者说,它既明晰又

神秘。而且,海德格尔认为,世界之中那些尚未被

明晰化的东西, 才是生存意义的活水源头, 才是人

最深刻的关切。这样一个既鲜明又遮蔽的世界,它

不能把一切都诉诸价值, 告诉人们如何才是最有价

值的,但是,它能像明灯一样, 给人指引。人必须投

入到生存活动之中去,理解存在,以及人的本质,在

理解中建立世界,从世界那里接受指引。生存过程

是既受指引,又充满神秘的旅途。正因为坦荡与冒

险并存,生命的阳光与死亡的阴森同在, 意义才成

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也只有在这种 世界 与 大地

的紧张之中,意义才能生成。

海德格尔把虚无主义归结为价值论,价值论的

核心问题就是尺度问题。价值主义者要么从某个

至高无上的神那里接受一个现成的尺度(这个神也

被理解为一个存在者) ,即神给予人尺度;要么是意

志给予世界尺度。如前所述, 它们都将导致虚无主

义。而海德格尔的 此在 是接受尺度, 不是从一个

与他同样属于存在者的神那里,尺度也不是那么刻

度清晰。 此在 是从存在本身接受尺度,尺度往往

是隐含在活生生的生存范例( paradigm )之中, 其中

包含许多晦暗不明的因素,但这些因素是富于启发

的。也就是说, 人是从一种诗意的语言中接受尺

度。例如:古希腊的神庙, 中世纪的教堂, 梵高的

农鞋 ,都包含着某种尺度,对人的生存具有指引

作用。和尼采的 超人 相比, 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人

更加谦卑、柔顺, 他懂得自己是有限的, 要死的,在

浩瀚的宇宙中, 人很渺小,人就是人,不是神。只要

人还在,天就不会塌,因为天比人更久远;只要人固

有一死, 神就不会死。那挺立于 大地 的 世界 ,

正是天、地、人、神的聚集之所, 自绝于天、地、神的

浪子,只有重新回到神的身边,才能返回家园。

尼采宣告了价值的破产,并试图借助于审美的

力量拯救陷入虚无的人类。美学成为了价值破产

者的避难所。然而,美学自身的遭遇又如何呢? 人

类生存的茫然无据必然要蔓延到美学领域。所有

的艺术都成了 无主题变奏 , 成了自我满足的途

径, 一切离奇的个人体验,都可冠以艺术之名,艺术

散落了,无所不在, 一切都是艺术, 艺术就是一切。

艺术自身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的危机, 它

无暇自救,如何救人?

经过海德格尔的转换,哲学变成了艺术, 艺术

也变成了哲学。艺术作品成为真理的显现、意义的

聚集: 只要它是一件艺术作品, 那么,在这件艺术

作品中,真理就已设置入其中了。 [ 4] ( P22) 作品以诗

意的、生动的方式宣示存在的本质。艺术不再是酒

神般的自我陶醉, 而是一种思想的工作; 思想不再

沉迷于逻辑之中, 妄图解析世界的结构, 而是在沉

吟和歌唱中祈祷神的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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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egger's Breakthrough over Nietzsche's Aesthe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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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etzsche def ined the spiritual situation caused by the death of God as nihilism. Accor ding to

him, nihilism w as the dest ruct ion of value, and he tried to repulse it w ith aestheticism. While Heidegger

ar gued that aesthet icism did not help in ex tr icating people f rom the predicament of nihilism; and aesthet-i

cism w ould be deconst ructed by nihilism on the contrary. Only w hen people shake of f the shackles o f

metaphy sics and acknow ledge recept iv ity tow ard the being itself could they embark on " ret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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