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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尼采的谱系学角度分析海德格尔解读尼采永恒复返学说存在的局限性，具体分析尼

采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复杂关系。分析认为，海德格尔批判尼采缺少了德国乡土的向度，实际上

这个向度相对化了；海德格尔看重形而上学问题，并依此批判尼采的缺失，而尼采哲学的根本问题

不在此；尼采对于理解欧洲虚无主义问题具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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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尼采的哲学中，永恒复返思想是一个核心观

念，海德格尔对这个思想的解读是从尼采是西方最

后一位形而上学哲学家的角度出发的，海德格尔认

为柏拉图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奠基者，尼采哲学

无非就是对柏拉图哲学的倒转。柏拉图将超感性之

物作为衡量尺度的东西，尼采将其反过来，认为真实

之物就是感性之物；尼采的真实之物的本体就是权

力意志，权力意志的显现方式就是永恒复返，尼采无

非就是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二元论放

在现象世界来谈，尼采哲学仍然处于西方形而上学

的传统之中，而且是这个传统的最后发展阶段。本

文从尼采的谱系学角度分析海德格尔对尼采永恒复

返学说的解读存在的局限性，具体分析尼采与西方

形而上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一、尼采的永恒复返观念

　　在尼采的哲学中，永恒复返思想不仅是一个核

心观念，而且是尼采思想成熟的决定性标志。尼采

在１８８８年８月至１８８９年１月间写作了自传《看这

个人》，在其中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章谈

到，１８８１年８月间，他漫步穿越位于瑞士上恩加丁

的席尔瓦普拉纳的湖边林地，在距苏尔莱不远的一

块金字塔般兀立的岩石旁停住脚步，永恒复返思想

突然袭来，尼采感到这一刻彻底让他从不自由的受

辖制状态中飞升到自由的境地，阿尔卑斯山六千英

尺以上，尼采体悟到自己的思想与以前最深地区别

开来了；尼采指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基本观

念就是永恒复返思想，也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

肯定性的表达形式［１］。正是悟到永恒复返思想，尼

采心中才出现清晰的查拉图斯特拉和超人的形象。

尼采在日记中曾经写到，悟到相同者永恒复返

思想，自己遭受到一种彻底虚无感的冲击，３次想到

自杀，生命已经没有确定的意义，我们应该继续追求

什么？既然一切无非是相同者永恒复返，人类还需

要去追求什么？尼采在 １８８２年写作的《快乐的知

识》的“行为的着重点”这一节中，就描绘了自己心

中这样的状态：

假如恶魔在某一天或某个夜晚闯入你最难

耐的孤寂中，并对你说：“你现在和过去的生



活，就是你今后的生活。他会周而复始，不断重

复，绝无新意，你生活中的每种痛苦、欢乐、思

想、叹息，以及一切大大小小、无可言说的事情

皆会在你身上重现，会以同样的顺序降临，同样

会出现此刻树林丛中的蜘蛛和月光，同样会出

现在这样的时刻和我这样的恶魔。存在的永恒

沙漏将不停地转动，你在沙漏中，只不过是一粒

尘土罢了！”你听了这恶魔的话，是否会瘫倒在

地呢？你是否会咬牙切齿，诅咒这个口出狂言

的恶魔呢？

你在以前或许经历过这样的时刻，那时你

回答恶魔说：“你是神明，我从未听见过比这更

神圣的话呢！”倘若这想法压倒了你，恶魔就会

改变你，说不定会把你碾得粉碎。

“你是否还要这样回答，并且一直这样回

答呢？”这是你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你行为的

着重点！或者，你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人生，均宁

愿安于现状而放弃一切追求？［２］

这是尼采对永恒复返思想的艺术化表达，自从

提出永恒复返的问题，尼采就反复描绘他心中的这

个形象；永恒复返思想就成为理解尼采哲学的一个

关键问题，怎样理解尼采的永恒复返思想？目前国

内的尼采研究总体上受海德格尔引导，海德格尔认

为尼采是欧洲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哲学家，欧洲形而

上学传统在现代遇到的根本困境就是欧洲虚无主义

问题，海德格尔指出尼采预言了欧洲虚无主义，也就

是：上帝死了！尼采这个预言，很多人实际上已表达

过了，为什么尼采说出来就是非同一般？欧洲虚无

主义问题也是海德格尔的根本问题，海德格尔看到

了尼采预言欧洲虚无主义问题的根本重要性。这样

至少有２个问题要得到思考：（１）尼采的永恒复返

观念与欧洲的虚无主义之关系；（２）永恒复返与权

力意志的关系。

（一）永恒复返与欧洲虚无主义的

关系

尼采自己对欧洲的虚无主义和永恒复返的关系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说明，在科利与蒙提纳里编辑出版

的《尼采文集》ＫＳＡ版中，第１２～１３卷大致相当于尼

采妹妹编辑的《权力意志》，尼采在１８８７年６月１０日

有一个主题为“欧洲虚无主义”的段落，总共有１６小

节，第６小节是这样的：

我们思考这个观念，以它最可怕的形式：生

存，就是这样，没有意义和目的，但无法阻止地

复返，在虚无中没有结局：“永恒复返”。这是这

个最极端的虚无主义形式：这虚无（“无意义”）永

恒！佛教的欧洲形式：知识的能量和力迫使到这

样的信仰。这是一切可能的假说中最科学的。我

们否定结局－目标：假如生存真有一个目标，那它

必定已经到达。

尼采在这一节已经把欧洲的虚无主义和永恒复

返的关系表达得非常彻底了，海德格尔针对尼采的

思考看到了尼采的根本，就是这样一句话：“生存，

就是这样，没有意义和目的地，但无法阻止地复返，

在虚无中没有结局：‘永恒复返’”。尼采不是说达

到一个虚无，而是本来就是虚无，虚无不是一个目

标、一个有客观必然朝向的目的，而是我们本来就在

一种没有目的地的状态中，以前的所有信念全部坍

塌，而且在生存论意义上的坍塌。尼采定义虚无主

义就是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也就是以前的价值设

定已经没有确然的意义了，我们必须在一种自我设

定的价值中生活，我们宿命地在虚无主义中生活，虚

无主义是人的命运，人只能选择积极或消极的虚无

主义去生活，虚无（无意义）是永恒复返的。尼采将

同和不同作了区分：永恒复返是人们永远回到一种

没有最后目的地的状态中，客观的目的是不存在的；

不同就是视差的一面，权力意志就是视差的因素，尼

采的权力意志是建立在谱系学的前提之上的。

（二）永恒复返与权力意志的关系

尼采还提到了“欧洲的佛教形式”，这是尼采对

基督教的一种肯定表达，以区别保罗的基督教。尼

采看到，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本质就是欧洲的佛教

形式。在永恒复返的权力意志的谱系学的力的中

心，尼采区分了这样一些关键的力的中心，是与基督

教的思考分不开的。尼采的价值设定就是权力意志

的问题，为提升价值的根本意志力量，产生强力，来

自一个透视点，这样权力意志就成了具有解放意义的

根本性的自由力量。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描绘就是在

虚无中没有客观目的地，所有目的地是人为的设定，

就是要创造伟大文化、更高美境。尼采这样写道：

“困苦”不会变得更大，完全相反！“上帝、

道德、顺从”成了灵丹妙药，位于深得吓人的贫

困阶梯上。当出现相对有利得多的关系时，就

会出现积极的虚无主义。认为道德会被克服，

这本身就是以相当高的精神文化为前提的；这

种文化又会带来相对优裕的生活。由于哲学见

解长期争论不休，乃至达到哲学无可救药的怀

疑，于是精神产生了某种懈怠，但这同样不表示

那些虚无主义等级的低微。请想一想佛祖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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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景。相同者永恒复返的学说定会有博大精

深的前提（就像佛祖学说有这种东西一样，譬

如因果概念等等）［３］。

佛祖出世的情景面对的就是对一切价值根本悬

隔前提下的行为，相同者永恒复返学说就是对一切

价值根本性重估，尼采设定价值的权力意志就应该

有依据。什么是伟大的文化呢？尼采对此给予了这

样的解释：世界如同掷色子，在无数的投掷过程中，

所有的可能性都出现过，概率最小的情况也出现过，

能量守恒定律要求相同者永恒复返［３］。尼采的一个

设想就是文化的游戏活动，在尼采这里，世界被描述

成特定大小的力和特定数量的力之中心，其他任何

观念始终是不确定的，因而不可用。世界必须在其

生存的掷色子大游戏中经历一种数量上可计算的组

合。在一种无限时间中，每一种可能的组合或许都

在某个时候一度达到了；更有甚者，它或许已经被达

到无限多次了。而且，因为它在每一种“组合”与它

的下一个“复返”之间，或许已经发生了所有根本上

有可能的组合，而这些组合中的每一个都决定着同

一个系列中各种组合的整个序列，所以这就已经证

明了一个由绝对同一的诸系列组成的循环：世界作

为循环，它往往已经无限地自行重演了，而且会把自

己的游戏无限地玩下去。这样，尼采的权力意志追

求的就是游戏的自由境界，永恒复返说明游戏的基

本规则是相对恒定的，权力意志和永恒复返是对同

一游戏行为的２个不同方面的描绘：权力意志指向

力的增长和衰弱，永恒复返描绘这种增长和衰弱的

周期和规律。

二、海德格尔解读尼采的永恒

复返思想

　　尼采相同者永恒复返学说的根基就是对欧洲的

价值谱系的梳理与重组，尼采的相同者永恒复返学

说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意志的力的游戏相态，追寻一

种更高力的组合，尼采指出谱系学需要不同力的竞

争：“相同事物的复返。我有过不同的崇高的思想

状态，它们是不同章节及其材料的基础，是每个章节

中的表述、报告和激情的调节器，如此获得我理想的

复制品。仿佛用的是加法，然后向上提升自己！必

要性和无辜，生活之游戏力。”［３］尼采的相同者永恒

复返的就是一种游戏规则，这个规则是人为规定的，

可以改变，但在一定的时期是固定的。权力意志就

是游戏的境界和创造性。欧洲的游戏规则就是尼采

列出来的几种大的谱系，权力意志就是对这几种大

的谱系进行可能的重组和创造。海德格尔怎样读解

尼采的相同者永恒复返学说？海德格尔认为，尼采

在最后创作岁月里的努力，无非就是对柏拉图主义

的倒转，柏拉图那里超感性之物为衡量尺度的东西，

必须反过来，使超感性为感性之物效力。真实之物

就是感性之物［４］。海德格尔把尼采看作形而上学的

最后完成阶段，柏拉图与尼采一前一后，柏拉图谈彼

岸，尼采只相信此岸；柏拉图谈本体世界，尼采只相

信现象。海德格尔要走出欧洲的虚无主义，走出形

而上学的迷雾，海德格尔要走出柏拉图和尼采，海德

格尔怎样走出形而上学？

这里分析海德格尔的几段关于尼采的文字：

只有从权力意志出发才能够认识什么是相

同者的永恒复返，就此而言，权力意志就是相同

者的永恒复返的“前提”。因为相同者的永恒

复返实际上是权力意志的根源和本质，所以，权

力意志就能够被设定为对相同者的永恒复返之

本质的洞察的基础与起点。

存在者整体是权力意志；存在者整体是相

同者的永恒复返。存在之为存在者具有被尼采

规定为权力意志的那个东西的相念。存在者整

体作为在者以相同者永恒复返的方式存在。相

态之存在方式共属一体［４］。

海德格尔讲本体论差异，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

由于只限于现象谈问题，所以还处在谈存在者存在

的限度内，还没有思考存在的存在问题：前者讲本体

的现象，后者讲现象的本体。尼采从存在的现象本

身思考存在问题，实际上是存在者的生成、固持的问

题，思考的是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

尼采就是在这一种观念中延伸：

尼采关于时间的若干思考几乎没有超越传

统观念，而且变化无常，尼采没有看到时间问题

对于形而上学主导问题的展开所具有的意义，

因而也没有看到形而上学主导问题本身的更深

本源［４］。

尼采，存在者与生成者联结在一起：生成者

存在，乃是由于它在创造中存在着生成并且生

成着存在。但这样一种存在者生成却成为生成

者的存在者，亦即在已经变得固定的东西（作

为一个僵固者）向被固定者（作为具有解放作

用的美化）的不断生成中成为生成着的存在

者［４］。

海德格尔从本体论差异存在论现象学出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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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思考联系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关系：

“存在是什么？”的一个答案，巴门尼德，存

在者存在。首次为所有后来者，包括尼采在内，

确定了何谓“是”和“存在”。持存状态和在场

状态，即永恒的当前。另一个，赫拉克利特，存

在者生成。存在者在持续的生成中存在，在自

行展开对立的衰变中存在［４］。

海德格尔指出了形而上学的本质是存在者的存

在，巴门尼德的存在指：存在者存在，存在在外显中

抽身。存在者的持存状态和在场状态，即永恒的当

前，存在者保持了与存在的切近，存在者是存在的自

行绽开。赫拉克利特的存在者生成，存在者更加关

注生成的状态，存在还是持存到场。在海德格尔眼

中，两者并无本质差别，只不过赫拉克利特不是巴门

尼德那样是一个对“存在”的守候者。赫拉克利特

和巴门尼德，一个偏向现象，一个偏向本体，柏拉图

主义的两面性；海德格尔也不能离开存在者谈存在

问题，海德格尔只是要改变思考的方式，也就是说，

改变对存在者的思考方式可以找到更为本真的切近

存在之道路。

海德格尔指出，柏拉图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和巴

门尼德的学说，并且柏拉图将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

德对自然的非形而上学的理解僵化为形而上学的理

解，柏拉图建立了欧洲的形而上学本体和现象的二

元论传统，尼采哲学还是对柏拉图本体和现象二元

论的一个倒转，尼采仍旧陷入本体和现象的二元论

思维模式，尼采只是将现象和本体的二元论放在现

象界来谈，现象成为一种新的本体论，这种思路不脱

离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理路。

三、从谱系学角度看海德格尔对

尼采解读的偏颇

　　形而上学问题其实不是海德格尔真正面对的问

题，根本的问题是权力意志的价值设定问题，虚无主

义实际上是一个基督教问题，在这里海德格尔和尼

采不可能离开柏拉图和基督教再创造出一种全新的

价值形态。海德格尔对尼采提问的根本问题就是：

尼采在价值设定时没有清晰本真的向度，尼采只是

揭示了问题，但没有找到真正的道路。海德格尔这

个向度在哪里呢？尼采早就说过，德意志有２个故

乡，一个为希腊，一个为德国的乡土。海德格尔回到

荷尔德林，就是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尼采对德国乡

土的理解有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走向刚好与海德

格尔的方向相反。

１８７５年５月２４日，尼采给瓦格纳写信，庆祝瓦

格纳的生日，献给瓦格纳的是荷尔德林的诗《德意

志之歌》：“哦人们圣洁的心，哦祖国父亲！／像沉默

的大地母亲经受了一切。／为所有人无视，尽管，从

你深深的沃土／外乡人得到了他们最好的所有物！／

他们获得了你的思想，你的精神，／他们愉快地采摘

葡萄，他们也效仿／你蜿蜒穿越田塍和野地／无形的

葡萄藤！／／你高高的大地，最诚挚的造物！／爱的大

地！我的确属于你，／时常，我失魂落魄，我哭泣，你

总是一再／隐藏，否定，你内在的灵魂。／／仍旧，你隐

藏否定，你正在孕育一部快乐的作品，／你自己的见

证，孕育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惟一，如你自身，一个

形象／生于爱，善的，如你一样／／这是你的得罗斯，你

的奥林匹亚，／我们也许相会，所有人，在这个最崇高

的节日？／你子，怎样测度，不死的大地母亲，／是什

么，你已经为你的儿女长久贮藏？”尼采引用的是

《德意志之歌》的第１～１２行和结尾的第５３～６０行

诗句，Ｄｅｌｏｓ和Ｏｌｙｍｐｉａ尼采在这里指瓦格纳的拜罗

伊特，尼采在引用的诗后写道：“这是可怜的荷尔德

林，他说出了所有这些，他经历了比我更艰难的日

子，他说出了我们仅仅信任和将看到的一切。”［５］青

年尼采是沿着荷尔德林道路前行的浪漫主义者，可

以看到，尼采后来走向了欧洲化，荷尔德林成为尼采

精神谱系的一个谱系。海德格尔批判尼采就是说尼

采缺少了德国乡土的向度，尼采不是没有这个向度，

而正好把这个向度相对化了。也可以看到，在德意

志精神的内在性中，并不是只有乡土的内在性一个

维度，还有在新教虔敬主义中形成的信仰的先验主

体的内在性，这一个维度造成了德意志高贵的内省

精神，但并不扎根于一个具体的土地，而更多扎根于

德国的哥特式教堂，如巴赫、舒曼和谢林。

海德格尔强调时间与存在的关系，但时间是奠

基在生存感受之上的，时间无非就是存在状态，时间

这个概念包含的东西很少，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

六研究谈系词的范畴直观，现象学对生存状态的直

观描绘，海德格尔对存在和存在显现就是从系词的

范畴直观开始的，这里只能直观存在的显隐现象，并

不能直观到存在本身。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内时间意

识实际上是一个构造世界的结构。海德格尔在时间

意识中也预设了一个生存论的结构，这个结构的显

示过程就是时间，海德格尔把自己放在一个自我预

设好的结构之中来描述这个结构，一方面强调主体

被抛到这种状态中，另一方面又说主体不是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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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主体，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主体。海德格

尔的逻辑在一定意义上与黑格尔的逻辑比较相似，

这样的方式只有在取得更为丰富的精神形态的效果

时才是有意义的，这个与弗洛伊德先预设一个梦的

结构，再来描述这个结构，并声明梦是不可在意识中

得到分析的有近似的一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

间》描述的每一环节还是可以清晰看到的，海德格

尔把形而上学问题看得很重，这不是尼采的根本问

题。所以，海德格尔批判尼采，问题不在形而上学问

题、时间问题，时间如果是同质的量化的话，那么时

间就是空间；如果时间是质的差异，就是心灵的问

题，就是存在的价值问题，时间要奠基在这个上面。

海德格尔根本的重要性就是理解尼采的欧洲虚无主

义问题的重要性，这样海德格尔就成为诊断时代征

候的思想家。

四、结　语

　　可以看到，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关系实际上就是

精神空间拓展的开阔度问题，尼采几乎在欧洲精神

的每一个维度上拓展，所以尼采不是什么虚无主义

者，或者说这样的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丢掉一切外在

束缚、自由地去创造，是自由精神。尼采的精神世界

与海德格尔实际上完全不在一个兴趣方向上拓展。

其实只要看看希腊的史诗、神殿和雕塑，就可以知道

海德格尔对希腊的真正精神接受的是多么的少，希

腊精神体现的是一种性格尊严，海德格尔接受的希

腊精神多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海德格尔思想深度

有基督教提供灵感，但并不能说是在希腊意义上的

内在超越，希腊的问题是希腊太天然、丰富和深度，

的确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人的尊严基本符号还是非

常难以企及的永恒高峰。海德格尔对希腊实际上没

有多少真正接受，尼采在希腊的内部去实现超越，但

带有过重罗马的肉身，所以也令人感到担心，尼采毕

竟是尼采，极限上总是不会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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