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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本报记者 钟华
受访者：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恒达

记者：上世纪初尼采就被引进我国文学艺术
界和思想界，改革开放以后重新翻译出版尼采的
著作，至今 30 年畅销不衰，他为什么有如此大的
魅力？尼采的哲学对人类是否有永恒的意义？

杨恒达：尼采在 20 世纪初被引进到我国学
术界、思想界时就引起巨大反响，王国维、鲁迅等
学者都受其影响很深。随着人们对尼采研究的深
入，尼采思想中许多很深遂的东西被发掘出来，
影响了 20 世纪初以来的一大批杰出思想家，如
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博德里亚 、德勒兹 、保
罗·德曼、伽达默尔、詹姆逊等。

尼采著作在中国至今畅销不衰的原因，首先
在于他对传统的挑战和思考问题的独特角度。尼
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到我国读者的重新解读，
正好是我国大规模地开始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
识自己的传统的时代，这是一种深刻的反思，而
尼采对西方传统的反思对我国读者有很大的启
迪意义。此外，尼采思想中有不少与中国古代思
想契合的东西，比如尼采关于世界生成、超善恶
等的看法，同老子的思想十分相似，很容易引起
中国读者的兴趣。另外，尼采的思想不是用枯燥
的理论论证式的语言表述出来的，他的语言中充
满活力和激情，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中，用反讽、隐
喻、典故、强烈对照、象征等手段，表达出对人生
和世界的独特见解。由于尼采哲学的反传统思想
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观念，而且更多的是一种要求
不断从新的角度反思现存观点局限性的思维方
式，因而将对人类不断深化对世界的认识具有永
恒的意义。

记者：为什么现代青年人对尼采的兴趣尤其

浓厚，是什么吸引这些年轻
的心灵？是尼采的激情还是
否定、重新评价的革命性？或
是建立新的价值观？

杨恒达：年轻人由于求
知心切，总是希望尽快接受
新事物，但是却受到传统的
束缚。尼采向旧传统发起攻
击的声音是振聋发聩的，听
起来充满激情，这符合年轻
人的特点，他们对尼采由惊
讶而钦佩，由钦佩而崇敬。但
是，现代的年轻人都是既有
激情，又经过理性方法熏陶
的，他们不会仅仅出于激情
而毫无理由地崇敬一个被称
为非理性主义思想家的人。
其实，所谓尼采对理性的质
疑，并非是对理性本身的质
疑，而是对理性局限性的质
疑。尼采从超越人的局限性
的出发点出发，质疑理性的
局限性，是要继续推进理性
的完善；尼采对旧传统的反
思，是要使传统中的合理部
分得到更合理的解释。这本
身就是理性的深化。尼采的思想更鼓励人们立足
于变化的世界动态地来看问题，这样更符合年轻
人富有活力、思变好动的特点。

记者：鲁迅在 90 年前就亲自翻译过尼采的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而且受到尼采很
深的影响，鲁迅的好友刘半农曾赠一副对联“托
尼学说，魏晋文章”，那么鲁迅吸收 了哪些尼采的
思想精华？

杨恒达：鲁迅早在 1918 年就发表过尼采《查
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拉图斯特拉的序白”的
译文，称之为“察罗杜斯德罗序言”。关于鲁迅对尼
采思想精华的吸收，刘半农所赠对联“托尼学说，
魏晋文章”中几个字就足以说明问题。其中“托”字
指托尔斯泰。就尼采而言，刘半农将其和魏晋文章
联系起来用在鲁迅身上，是不无道理的。鲁迅认
为，刘勰之言“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
中的“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
所谓“师心”，是指以己心为师，不拘泥成规，有独
创精神；所谓“使气”，是指发抒才气。鲁迅还认为，

“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
旧说反对”。这些都恰好和尼采思想中的显著特点
相吻合，也正是关于鲁迅吸收了尼采思想精华的
一个说明。另外，尼采对鲁迅的影响甚至体现在一

些细节上。例如，鲁迅写过一篇散文叫 《影的告
别》。而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专门写到了

“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中，专门有一节叫“影子”。

记者：有哲学家说：“对于 20 世纪最具有革
命性意义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
而尼采的实际影响远甚于前两人。”实际情况是
怎样的？

杨恒达：作这样的比较可能不太合适。因为
他们各自的侧重面是不一样的，尼采更侧重于从
终极性哲学思考的角度考虑人的问题和真善美
的问题，并注重于文化批评。由于 20 世纪思想界
的文化转向，尼采的文化批评，尤其是他思想中
的后现代因素，包括对现代文化的批评，越来越
引起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思想家的重视和兴
趣。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实际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记者：尼采是如何进入您的翻译视野的？《查
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悲剧的诞生》以及《人性
的，太人性的》在尼采的思想体系中分别处于哪
个阶段？有什么样的不同意义？

杨恒达：我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德国留
学的时候，就听说国内出现尼采热，再加上我当
时在德国研究卡夫卡，尼采正是卡夫卡最推崇的

思想家，所以我也对尼采产生了兴趣。开始只是
想了解一下，但是越读就越被尼采看问题的深邃
眼光和独特角度所打动。后来我写了《尼采美学
思想》，在书写过程中对尼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但我认为尼采的著作包含了很深的文化底蕴，其
中主要有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德意志
民族文化等，他在语言上又很注意使用反讽、隐
喻、双关语及散文韵律的工整、对仗等，很难翻
译，所以我一开始根本没敢翻译他的著作。可是
几年后，我在社科院外文所的朋友李永平为漓江
出版社组织一套尼采文集的翻译，把其中最厚的
一本《人性的，太人性的》分给了我。朋友这么信
任我，我只能硬着头皮拿起来，但是翻译进度很
慢，别人的都翻译完了，要发稿了，可是我还差得
很远，于是只能放弃在漓江出版的打算。直到非
典期间，有那么两三个月成天呆在家里，倒是给
了我一个机会，完成了该书的主要部分。我从接
下该书到最后见到中文版的书，先后整整磨了 10
年时间。

早期的《悲剧的诞生》可以说是尼采的成名
作，充分显示了尼采在美学上的洞察力和学术眼
光，初露锋芒。《人性的，太人性的》是他中期的代
表作，虽然还没有提出“上帝死了”、“强力意志”、

“永恒复至”、“超人”等命题和思想，但已明确表达
了他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基督教文化传统、
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奠定了他日后思想发展的基
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很特殊的著
作，风格上、写作方法上和他的其他著作都不一
样，但是上述重要命题和思想都是在这部著作中
提出来的，它是连接尼采中期思想和后期思想的
一座桥梁。

记者：请谈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悲
剧的诞生》的翻译过程，作为两部有多个翻译版
本的尼采作品，“杨译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杨恒达：我觉得最难翻的是体现出东西方文
化差异的东西，比如我们中国人不了解的西方或
德国文化典故，很多是词典上查不到的，可是若
不“吃透”这些典故，翻译过来的文本就会显得很
没逻辑、很别扭。好在我有两个很有学问的德语
文化顾问：瑞士的罗世范博士和奥地利的雷立柏
博士。他们都在北京工作，德语是他们的母语。没
有他们的诚挚帮助，我的翻译是很难完成的。而
我译本的特点也可以完全从这个问题上说起，即
在两位专家的帮助下，力求从哲学的高度，对尼
采的文化底蕴、语言风格、言外之意和各种隐含
的典故作出比较准确的把握，并用相应的中文尽
量顺畅地表达出来，关键要把握尼采在措辞、用
典、文字游戏中所体现的内在逻辑，并在一些中
国读者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作一些简明的注解。

震撼人类心灵的激情与哲理

前一本最权威的疾病史著作出版于 员园园多年之前。现在 运藻灶灶藻贼澡云援
运蚤责造藻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再次荣获疾病史类著作之冠。

———《美国图书馆》

对每一个从事人类健康和医学研究的学者来说 ，《剑桥世界人类疾

病史》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参考著作⋯⋯该书以非凡的洞察力涵盖了生物

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流行病学等领域。
———《美国人类生物学杂志》

员远园多位学者组成的高效率团队，编写了 圆园园多个词条 ，囊括了人

类历史上不同地域疾病的丰富全景。引领这场对未知和疏漏的堡垒攻坚

的拿破仑式的人物，是一位具有全局视野的主编———运藻灶灶藻贼澡云援运蚤责造藻，

并且他得到了执行编辑、副编辑和助理编辑的 大力协助⋯⋯书中充满了

宝贵的创见。
———《地理学评论》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不仅是一部参考书，也是一部构建人类疾病

通史的引人入胜的跨学科文集。主编成功地以高度一致的主题与风格对

纷繁庞杂的历史和统计资料进行了梳理。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凡是参与人类疾病史研究以及对此有兴趣的个人及研究机构，都将

发现这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著作。运蚤责造藻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试图以多种视

角和大量切实的细节描绘人类疾病史的景象 ，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起点 ，

并勾勒出当代人对这一领域的认识。他们已达到了这些目的。
———《美国医学会杂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教育出版社 社址：上海市冠生园路 猿怨猿号 电话：园圆员原远源猿远苑怨苑园 传真：园圆员原远源苑园圆愿猿缘
发行部电话：园圆员原远源苑园源远员缘 读者服务部地址：上海市康健路 员园远号 邮编：圆园园圆猿缘 电话：园圆员原远源苑园园缘圆远 澡贼贼责押憎憎憎援泽泽贼藻援糟燥皂//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州立鲍灵格林大学 运藻灶灶藻贼澡云援运蚤责造藻教授主持的“剑

桥人类疾病的历史与地理项目”的研究成果。该项

目从 员怨愿缘年到 员怨怨园年，历时 远年，邀请了美、英、

法、德、澳、日等国 员远园多位医史学家、医学家、人类

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共同撰稿。撰稿者都是该领域

的著名专家和权威学者，代表了当代医学史与疾病

史研究的最高水准，也体现了医学史与疾病史研究

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趋势，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

史。它为医学领域的专家提供具有历史深度的疾病

演变图景，为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提供一个可理

解的疾病史，同时也可帮助后人从科学的、历史的

和社会的维度，了解我们当下对于健康和疾病的理

解。原著于 员怨怨猿年出版后，获得了学界广泛的好

评，并于 员怨怨源年、员怨怨缘年、员怨怨怨年、圆园园猿年多次再

版，成为医学史、科学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

献。它也是迄今为止医学史领域内容权威、丰富的

一部世界人类疾病史著作。

中文版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推出。北京大学

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庆教授主持翻译，北京大

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

院、大连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院校的数十位

专家学者参与译事。全书 圆圆园万字，兼具参考、检索

与收藏价值。圆园园苑年 员圆月出版。定价：圆远园援园园元。

《 》“十一五”国家
重点图书项目 中文版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尼采的著作对于我们当下来说很有意义遥

尼采哲学的出现有特定的思想史语境袁当时的
西方普遍出现了现代性的危机遥哈贝马斯有一
个著名的观点要要要野尼采是现代性的转折冶袁尼
采的思想代表了对现代性的最彻底尧最激进的
批判遥尼采也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的鼻祖袁而整个
20 世纪西方哲学都被称为后尼采主义哲学遥

从王国维时代到现在袁尼采的译作层出不
穷袁但是野两头热两头冷冶要要要关注尼采的早期
著作和晚期著作袁中期著作比较少遥杨恒达注意
到了这个问题袁他试图翻译出版尼采的全集袁他
翻译了尼采中期著作叶人性的袁太人性的曳袁这是
希望给读者一个完整的而不是片断的尼采遥

尼采的著作翻译起来有很大困难袁首先尼
采著作格言色彩太浓袁体系不像一般的学术著
作那样清晰遥尼采本人学识非常深厚袁他的著作
旁征博引尧微言大义袁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尧德
意志民族文化等有很深的研究袁这势必也就要
求译者对此有相当的了解遥其次要求译者的悟
性很高袁尼采是用很特殊的方式来写作袁概括性
极强袁跳跃性极强袁我将此比喻成音乐式的写
法袁所以译者要把握他野写作的旋律冶遥再次袁对
译者语言要求高袁包括德文水平和中文水平遥

我国很多学者在翻译尼采上作了尝试袁译
著也是各有特点遥但大部分译者是转译的渊从英
文译成汉文冤袁而杨恒达是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
的遥另外袁我认为学术翻译应该是专业翻译袁学
术翻译拒绝业余遥从这个角度来讲袁杨恒达是一
个专业的翻译者袁在尼采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袁他一直想集中精力作尼采的研究袁从目前的
译本来看他也很好地完成了他的工作遥

王炳金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第一部较为系统的

美学和哲学著作，这部著作充满了反潮流的气
息———跟传统割裂、对形而上的批判。《查拉图
斯特拉如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悲剧的
诞生》的思想，继承了他 对传统、对权威的批
判，也是尼采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尼采的作品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
文学性非常强，而且尼采并没有运用非常系统
化的写法 ———这可能也是他对抗传统的 一种
方式。杨恒达的译作首先在语言层面上非常到
位，有一些很好的处理，比如说在《查拉图斯特
拉如是说》的《论死亡说教者》中说到人们称呼
死亡说教者“黄颜色 ”或“黑颜色”，杨恒达 将

“让他们去死”译成“那就去赴黄泉”吧，很符合
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其次，他对关键性的概
念处理得很精细。再次，两本书中的注释作得
非常好，作注释有时会影响读者的阅 读，但这
两本书中的注释并不是大家都了解的内容，不
仅能辅助读者了解原著，而且有时还略有一些
评介，恰到好处。

总的来说这两本译著不仅忠实于原著，在
文风上又尽量考虑了中国读者的口味，能让人
很顺畅地读下去。 渊李芸采访整理冤

专家点评在中国，尼采可以说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哲学家；而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和思想界，尼采的魅力更是巨大，他的著作至今 30 年畅销不衰，他的思想曾影响王国维、鲁迅
等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恒达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德国留学时，就对尼采产生了兴趣，著有《尼采美学思想》一书。近日，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杨恒达翻译
的两部尼采的著作———其成名作《悲剧的诞生》、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杨恒达忠实、清新的翻译相信能为中国读者走近尼采、走近尼采的哲学架起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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