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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hopenhauer’s view of pain has three meanings that are world view, philosophy and sense of 
worth. Treating the will as noumenon also expresses a view of philosophy; the will of life marks 
“man is what it is”, showing the endless impulse of desire, and it specifies the nature of human’s 
pain; thereby it inevitably falls into nothingness. Schopenhauer expressed the positive signific-
ance of pain to life clearly, and exposed the mechanism of “borning to die”; pain is an effective an-
tidote of optimism, and the pain itself has no value. But life made the pain worthwhile, and the 
value of pain is to stimulate new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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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叔本华痛苦观具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重意蕴。以意志作本体说明世界亦表达了一种哲学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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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意志标示着人是其所是，表现为无休无止的意欲冲动，规定了人的痛苦本质，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虚

无。叔本华鲜明地表达了痛苦对人生的积极意义，揭明了“向死而生”机理；痛苦是乐观主义的一幅有

效解毒剂，痛苦本身并无价值，而是生命使痛苦有价值，痛苦的价值在于激发出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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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西方哲学史上叔本华开创了唯意志主义哲学，基于意志拱点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痛苦，阐述了自

我独特的痛苦观，表达了对生命本质的看法。其中，意志对人而言表现为生命意志，具有盲目冲动力的

生命意志规定了生存意欲，生存意欲无论实现与否皆展现了生命的痛苦本质。痛苦导致人生虚无，但也

具有极其强烈的人生肯定性。一方面，叔本华痛苦观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悖谬性；另一方面，叔本华痛

苦观具有片面的深刻性，蕴涵真知灼见。在一个价值虚无主义的处境中痛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视的，

我们能从中领受能何种教义呢？本文拟就叔本华痛苦观进行探讨。 

2. 叔本华痛苦观的形而上学根基 

关于叔本华痛苦观的形而上学根基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柏拉图、贝克莱、笛卡尔、康德以及印度

佛教。 
巴门尼德开启了欧洲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实体思维方式，区分了意见之路和真理之路：意见指从感性

出发认识事物，其对象是处于时空中游移不居、生灭变化、具体杂多的现象，对它们的认识只是浅薄、

散漫、虚假的意见。在巴氏看来必定有一个支撑现象不变、永恒、唯一、圆满、真实的存在，存在是只

有依靠抽象思维才能把握到的超越时空的逻辑存在，或曰“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1]，对它

的认识才是真理。这种本质与现象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对后世哲学影响深远，主宰西方哲学史长达两千

多年之久。柏拉图继承了这一思维方式，将世界划分为日常世界和决定日常世界的真实世界即理念世界，

日常世界作为感性经验世界不过是真实世界被阳光照射后投到洞壁上的影子，只有对作为日常世界“原

型”的永恒的理念世界的把握才具真理性。近代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题，第一次明确了“心物

平行”的二元论世界观。贝克莱认为一切都是知觉的创造者(相当于佛教的“万法唯识”)，主观思维决定

认识对象。据此，康德划分了现象世界和物自体(自在之物)世界，物自体世界决定和不依赖于现象世界，

但他对物自体世界采取了不可知论态度。 
叔本华哲学作为康德体系的改制品，认为康德的现象世界亦即表象世界，物自体世界即意志世界。

物自体完全可以被主体所认识，既然通过主体认识就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物自体与意志相关联，从而意

志是世界的立法者亦即物自体自身，正如我们用眼睛看世界而眼睛却无法看到自己，在意志之后没有什

么可以再追溯的了。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意志之为本体——“世界是我的意志”([2], p. 3)；由微而显，万

事万物不过是意志在各个级别上客体化的结果——“世界是我的表象”([2], p. 2)。对于人而言意志表现

为生命意志，每个人都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生命与痛苦同在。对此，叔本华痛苦观深受古印度吠檀多派

哲学思想影响，佛教理论划分了摩耶世界和梵天世界，摩耶世界是虚幻世界，梵天世界为真实世界，人

由于欲望驱驭在摩耶世界没有任何幸福可言，欲望是产生一切错误和痛苦的根源(集谛)，人生充满痛苦(苦
谛)，消除欲望才可消除痛苦(灭谛)，而消除痛苦的方法就是“八正道”(道谛)。由此，叔本华认为：“由

意志产生意欲，由意欲产生动机，由动机产生活动”([3], p. 80)，意欲本性即无休无止地盲目冲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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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态：一是延长自己的生命，一是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意欲得到实现使人获得满足，但因意欲本

性匮乏满足之后转瞬即逝，一个意欲实现了紧接着就产生下一个意欲，如此衍生不息，无法餍足，人在

意欲支配下相续于痛苦之中，意欲不能实现直接就是痛苦。 

3. 生命本质即痛苦 

“生命本质上即是痛苦”，“人的本质无法逃离痛苦的掌心”([4], pp. 58-59)。佛教认为，人之一生

生老病死无不贯穿着痛苦，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为人生三大悲剧。与此相关，叔本华认为，匮乏、

操劳、烦恼成为人终其一生的命运，似乎人一生下来命运就已经为之准备好了疾病、伤残、贫困、孤独、

挫折、疯狂、耻辱、悲愤、忧思，因为人有思维，忧虑、恐惧、痛苦也就真正地出现了，生活就是一再

重复的没完没了的痛苦，每个个体都要遭受独一无二的痛苦实验。 
霍布斯说：“在人的本性中，我们发现发生争执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竞争，第二猜疑，第三荣誉。

竞争使人求利，猜疑使人求安，荣誉使人求名”[5]。同样，在叔本华看来人因雄心、荣誉和耻辱而痛苦，

生活即在进行着一场角斗和苦役。由于生存意欲策动，生命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维持生命。谋生使人倍感

艰辛地劳作，“第一项工作是取得某种物质，第二项工作则是忘却他的所得”([6], p. 6)。穷人因贫穷而

焦虑，富人因富裕而空虚，即便拥有了趸足之财也不能免除生存乏阙，富裕的生活条件已经变成了一种

惩罚，因为他们陷入了无聊的魔掌；由于生存意欲策动，生命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如何抵御无聊。“无聊

就像一旁虎视眈眈的猛兽，伺机而动、随时扑向每一衣食无忧之人”([7], pp. 406-407)。在其根性上需求

和匮乏背后就是无聊，一切皆为空无，假如生活本身有肯定的价值和真实的内容，那就无法产生无聊。

本质而言每个生命意志既独特又自私自利，人与人打交道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为站稳脚跟每个人

都要谨防被他人陷害又要算计他人，夫妻反目、兄弟相残、骨肉分离、人心日下、世道浇漓……比比皆

拾，“人对人是狼”(霍布斯)、“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这个世界只是地狱——在这里，人类既是被

折磨者，同时又是折磨别人的魔鬼”([7], p. 393)，“人类相互间都成了恶魔”([4], p. 182)。“世界的存在

并非可喜，毋宁是可悲的”([4], p. 181)，这个凄惨世界就是由一连串的痛苦桥段组成的悲剧，人生即是

一大宗苦难的集合，除了苦难还是苦难，事无永驻，痛苦却贯穿终身，“这个世界就是烦恼、痛苦的生

物相互吞食以图苟延残喘的斗争场所，是数千种动物以及猛兽的活坟墓”，人生“除了悲剧和闹剧之外，

竟再也找不出其他东西了”([4], p. 186)！大部分人的生命悲惨而短暂，人生除了承受痛苦根本没有翻盘

的可能。痛苦之极就是死亡，死亡如影随形地逼近每个人并不期而至，“我们就像是放荡的父亲生下的

孽种：来到这一世上的时候已是背负着罪债；正是因为我们必须不断地偿还这一欠债，我们的存在才变

得如此凄惨，死亡也才成为我们的结局”([7], pp. 397-398)。每次还债即如交出金钱后都要收到一张死亡

收据。死亡是任何人无法避免的必然性，秦皇求仙长生、彭祖寿数八百、天山童姥不死不过传说，即使

现代医学勘定出所有基因图谱也无法阻止人与死神照面，一个人的一生总的说来就是被希望愚弄后一头

扎入死亡的怀里，这种令人撕心裂肺的痛苦一脚将人踢进虚无。 

4. 痛苦导致虚无 

莎士比亚诘问：“存在还是不存在？”在叔本华看来存在还不如不存在，“人生是一种迷误”([6], p. 6)，
“‘生存的意志’的最后的终结是‘虚无’”([6], p. 8)。 

尽管生存意志将自己不断客观化、通过生育续种肯定自身但最终难逃一死，人一生下来就已经预约

了死亡，死亡是所有人共同的版本，人生意味着不断地去完成痛苦定额，最后等待被执行死刑，生活没

有任何积极意义与价值，“把生活视为幻灭是最精确的看法，所有一切都清楚无误地指示着这一点”([7], 
p. 409)。赫拉克利特说“无物常驻一切皆流”，万事万物都在不停息地循环和变化，没有固定不变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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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确定的存在，人并非自在之物而只是现象，其一切努力都要受到阻碍，“生活总得来说就是幻灭，

不，应该说是骗局才对；或者更清楚地说：生活有着某种扑朔迷离的特质”([7], p. 392)。曾经存在的现

在已经不再，现在与过去的关系恰如有和无的关系，未来的还未到来亦是不存在，唯有现在存在才是可

以感觉到的存在，最好策略莫过于享受现在，“享受现时此刻并使之成为生命中的目标就是最大的智慧，

因为只有现实此刻才是唯一真实的，其他一切都只是我们的想法和念头而已。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把

这种做法视为最大的愚蠢，因为接下来的一刻不再存在、像梦一样完全消失无踪的东西，永远不值得严

肃、认真地努力争取”([7], p. 403)。如此，叔本华将人生彻底虚无化，无论过去、未来还是现在都是荒

芜，“‘现在’通常是不满，‘未来’是未可预卜，‘过去’则已无可挽回”([4], p. 188)。“我们生存的

立足点除了不断消逝的现时以外，别无其他。这样，我们生存的形式从根本上说就是持续的运动，我们

总是梦寐以求的安宁是不可能的”([7], p. 403)。“幸福原是一种迷妄，最后终归一场空”([4], p. 187)。每

个人都被痛苦和死亡筹划着，幸福只是生活的假象，伏尔泰就认为“幸福不过是一场梦，不幸才是真实

的”，与幸福相比苦难在世界上占据绝对优势，生活只是在细节上间或有喜剧性质。叔本华说：“世界

上产生痛苦的事，原本比制造的快乐要多”([3], p. 28)，所有的传记都是一部“苦恼史”，是大小灾难的

记录。 
不少人虚妄地认为，当自己遭受不幸时最有效的慰藉是看一看比我们更加不幸的其他人，“但普遍

的不幸是一个规律”[8]，“时间使一切事物在我们手上划入虚无之中并失去一切真正价值”([9], p. 21)。 
不难看出，叔本华痛苦观是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的，难道痛苦真的没有价值吗？ 

5. 痛苦的人生肯定性 

虽然痛苦将人导入虚无，但是叔本华却认定幸福对人生具有消极价值，而痛苦对人生具有积极意义。

叔本华说：“我多次反复强调过的真理——舒适和幸福具有否定的性质，而痛苦则具有肯定的特性”([7], 
p. 382)。“大多数形而上学体系所宣扬的痛苦、不幸是否定之物的观点，其荒谬在我看来实在是无以复

加；其实，痛苦、不幸恰恰就是肯定的东西，是引起我们的感觉之物。而所谓好的东西，亦即所有的幸

福和满意，却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只是愿望的取消和痛苦的终止”([7], p. 382)。简言之，对于人生意

义而言快乐与幸福是消极的而痛苦则是积极的。 
传统西方哲学将人定位于理性存在，理性作为人性之光照亮人生，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只要

克制生命内部的各种欲望就可以达成任何理想。依叔本华视角，世界上最荒唐的莫过于这种乐观主义的

形而上学系统。十八世纪法国幸福主义伦理学认为人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趣乐避苦，受肉体感受性发动

人本能地知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在叔本华看来，所有幸福如同舞台布景皆为虚无缥缈之物，根本

没有什么真正幸福可言，幸福只是一种错觉，有多少希望也就有多少幻灭和失望。其一，享乐和幸福都

是消极的，对生命来说具有否定性质，因为生命本质即是痛苦，快乐和幸福的建立消解了痛苦也就消解

了生命本身；其二，享乐与幸福愈是增加人对生命的感受愈是减轻，日久成习就丧失痛感不以幸为幸了。

生活越是幸福就越是使生命缺失斗志走向孱弱，在一种乐不可支中忘乎所以，享乐使人肤浅。假定一切

都得到了满足，那么人将生不如死。孟子说“富岁，子弟多懒”，即表明人生活越是安逸就越是懒惰不

思进取，一味沉浸在所谓无忧无虑的享受中，毋宁说他在享福不如说他已经死了，是故，以一个人生活

的舒适度衡量他的幸福程度就是错上加错的事情。的确如此，连马尔库塞都揭示现代生活的幸福思维方

式造就了单向度的人，酿就了扁平化的精神。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痛苦作为人存在的严肃的标识及其内容特别值得认真对待，惟有痛苦才

能引起我们积极的感觉，“你越是明显地感觉万物的脆弱、空虚和梦幻，便越是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内在

生命的永恒”([9], pp. 72-73)。“确切地说，因为存在痛苦，人生应该更有意义”[10]。痛苦的价值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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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激发出了新的价值，在痛苦中人最接近一个真实的自我，痛苦作为人生绝对的因素吸引了人的全部注

意力催其深刻，有如牛虻噬血发人深省，痛定思痛使人明了人生真相以便寻找相应生存策略，痛苦使生

命获得鲜明质感而超越自身，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贤哲们所追求的不是享乐而是源于痛苦的自由。死亡

激发了哲学灵感，没有死亡也就没有真正的哲学，哲学提供了关于死亡恐怖观念的解毒剂。叔本华说：

“痛苦是天才灵感的泉源。假如在生活中处处都能随心所欲，过得舒坦，莎士比亚、歌德的诗剧又怎么

会诞生？柏拉图还会有哲学思想、康德还会有《纯粹理性批判》传世吗”([2], p. 11)？如果人生没有了痛

苦压力那也就陷入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没有了匮乏、艰难、挫折和厌倦人就会干

出蠢事，痛苦作为生命配额如压舱石般使舟船走出一条笔直和稳定的航线。如果痛苦是“恶”，恰是“恶”

推动了人生。其中死亡作为人生最大痛苦昭示着最深刻的肯定性，“对死亡的认识所带来的反省致使人

类获得形而上学的见解，并因此得到了一种安慰”([4], p. 190)。一方面，死亡作为乐观主义的解毒剂使

其大梦方醒；另一方面，死亡最终免除了人生痛苦，不死才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人必须等到生命行将

结束时，才可能透悟人生”([4], p. 176)。死亡组建了生存论的整体结构，叔本华初步表达了“向死而生”

原理。 

6. 余论：叔本华痛苦观检视与省思 

罗素认为：“叔本华的知命忍从主义不大前后一贯，也不大真诚”([11], p. 338)，其痛苦论“前后矛

盾而且有某种浅薄处”([11], p. 340)，而且他的人生实践总是知行不一。一方面，认定痛苦是人生的逻各

斯，人无逃脱和降服痛苦的可能；一方面，叔本华却向人说教寻取幸福智慧：一是，在艺术之路上暂且

忘却痛苦，一是在哲学之路上通过禁绝欲望根除痛苦。理性主义主张节制欲望，叔本华反对理性主义却

也主张节制欲望，从而落入了理性主义所设定的前提。如此，界域痛苦与幸福，既肯定意志本体永恒自

在又自行否定意志陷入吊诡。叔本华痛苦论被认为是悲观主义、禁欲主义、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 
其症结在于痛苦论的实体思维方式：首先，实体形而上学设定一个不证自明、永恒不变、始终如一

的存在，不啻为一个独断论的范本；其次，实体居留在非时间的超验领域，只能依靠主观思维才能把握，

有 N 个人就会有 N 种存在，或者根本没有存在，或者必然陷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神秘主义；再次，牵

强附会地解释从抽象存在外化为具体存在者属于非法跳跃，实质割裂了一与多、普遍与特殊、本质与现

象、超验与经验等的交互关系，导致“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叔本华以一个来路不

明的“意志”界说人生痛苦必定不靠谱，从而陷入“迷误”和“荒谬”也就在所难免。其实，寻找一个

不变的实体正如试图剥开卷心菜结果什么也没有。同时，叔本华以意志本体规定人生痛苦同伊壁鸠鲁论

述死亡与人无涉一样令人难以容忍，他提出必然有生有灭的“个体生命原理”，生命处于时空作为有限

之物是意志表象，属于生灭变化范畴，但生命意志作为自在之物永恒不灭，死亡“并不触犯生命意志”

[12]，所以人们没有必要恐惧死亡。然而，死亡并非孤立的个体事件，而是一个社会事实，人们从他死的

事实中获得关于死亡的意识和观念，因此也只有在社会关联中才可以理解死亡的意义和痛苦的价值，判

定痛苦的伦理价值不应以个人感受为准绳，而当以社会力量为准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忧他人之忧乐

他人之乐，为人民利益而痛痛得其所，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思考人在自然、社会中的位置，思考

什么是良好生活，在学者陈嘉映看来良好生活意味着“行之于途而应于心”，完整人生必定是过去、现

在和未来相统一的过程，也是生死相连的过程，“向死而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向生而生”，

因为生比死更为根本，克尔凯廓尔认为，我们必须向着活着活着，活着就要进行选择，在选择中承担责

任，在承担责任中创造价值。马克思颠覆了从抽象概念说明人的思辨形而上学，从现实人出发说明人，

所谓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而且还可以通过实证观察确定他们的生活过程。人的本质不是绝

对的实体而是绝对的变体，“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13]，你怎样实践你就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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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你实践了多少就有多少本质，其间交织着痛苦与快乐，痛苦作为发生的事件总是具体的，我们根

据痛苦所处的关系情境判定其道德价值。生活就是具有两张面孔的雅努斯，一张面孔哭，一张面孔笑。

罗素说：“从科学观点来看，乐观论和悲观论同样都是要不得的”，“信仰悲观论或信仰乐观论，不是理性

的问题而是气质的问题”([11], p. 339)。 
毋庸回避，叔本华痛苦论不乏激情睿智，至少表达了片面性真理，对于我们的当下生活具有深刻启

迪，从一定角度看主要是： 
第一，人生并非完美无缺。假定存在自足而完满，追求完美(即至善)成为理性主义的梦想，然而在全

部事实中找不到一个完美例证，它不过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僭妄症。受其影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

有一种隐秘渴望：尽善尽美、十全十美、完美无缺、花好月圆……一旦不完美就倍感遗憾和痛苦，落入

完美圈套，完美也就成了人生枷锁。所谓完美只存在于理想中，因而是非现实的，完美又总是相对的；

现实生活总不完美，不完美却是绝对的。过一种不完美生活意味着容忍了缺陷、容忍了错误、容忍了失

败、容忍了痛苦……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审慎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得的，在痛苦中沉思，在幸福中自

觉，良好生活在痛苦与幸福之间。 
第二，允许一种孤独的生活方式。有一种整体主义致思将人完全归结于社会存在，唯意志主义作为

对整体主义的一种反拨揭示了人的个体性，每个人都是一个孤本，独一无二，既不能复制，也不能被替

代。个体在社会中具有双刃性：在良好社会关系中个体可以获得自由空间并展现其才能；在毒化社会关

系中个体会处处受到桎梏与揶揄，劳神费心，遭际痛苦。这时从繁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抽身而出，“知

其不可而不为”，更有利自我沉淀、自我积蓄，在私人领域张扬个性，做回自己。独处获得了没有侵扰

的宁静，在宁静中厉行创造，有所为有所不为，亦“不失其所者久”，同时避免了无端烦恼，是为一种

生活策略。 
第三，学会接纳痛苦。莎士比亚说，事情没有好坏，就看你怎么看待。境由心造，情由心生。对于

痛苦人们有不同的纾解方式：老子提倡自苦为极，不以苦为苦，虽苦不苦；孔子乐见苦中求乐，富而不

淫，贫而不移，威而不屈；马克思认为斗争就是幸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痛苦是幸福的代价，幸福是

痛苦的补偿，生活总悲欣交集。苏格拉底为了信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饮鸩而死，普罗米修斯为给人间带

来光明甘愿忍受被钉在高加索山的痛苦，耶稣为拯救众生不惜牺牲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痛苦是道德

生活的组成部份。另外，学会忘记痛苦也不失一种生活智慧，忘记意味着让快乐情绪跟进，让时间这个

粉碎机将痛苦粉碎。 
“痛苦具有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活着而不遭受痛苦是不可能的”([10], p. 5)，痛苦参与了我们生活

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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