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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其中蕴含着积极价值，即反省人类自身和反省人生获得幸福的内因作用，

对当今人类解决人生困惑仍具有积极的意蕴。本文从介绍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

思想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对当代中国青年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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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penhauer’s pessimistic philosophy of life, which contains positive value, namely, self-reflection 
on human beings and the internal function of life to obtain happiness, still has positive implica-
tions for today’s human beings to solve their life puzzl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Schopenhauer’s pessimistic philosophy and its basic contents, and analyzes the realistic signific-
ance of Schopenhauer’s pessimistic philosophy of life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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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1.1. 社会背景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上，法国的启蒙运动给欧洲大陆带来了资产阶级精神，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自身

的利益展开了革命斗争，同时也给欧洲人民带来流血与牺牲。在叔本华的祖国德国，资产阶级才刚刚起

步，自身力量还十分薄弱。在这样的前提下，德国的资产阶级还要与本国强大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因此

给德国的底层人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此时的德国社会充满着悲观的思想，社会矛盾空前激烈。这

些矛盾与冲突是悲观主义哲学能够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时也为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得以传播提供了社会

条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底层人民由于战乱，充满对现实生活不满的情绪，导致了他们迅速接受了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当时的德国正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危机，叔本华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利益至

上的弊端，即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所采取的手段过于激进。在叔本华看来，利益至上的思

想是人们屈服于意志的表现，必然会造成人生痛苦。这种消极的悲观的认识和感受同他从自我出发从自

我意志出发相结合，推动了叔本华形成悲观主义思想[1]。 

1.2. 思想背景 

尽管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充斥着战争与革命，但大体上比较和平，乐观主义占据着社会主流地位。

当时的人们相信现代科学会战胜疾病和贫穷，相信理性的自治将取代对权威的盲从，创造出一个人人平

等的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理性主义也随之发展到了极限，渐渐地，一些思想家哲学家发

现了理性主义的弊端，一是理性主义使人们一心追求科学与知识，却忽视了对人生意义的研究，对外部

世界的认识趋于表面化。二是理性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进步的基础，从而忽视了人类的道德修养。道德

若不能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发展，那么技术的发展就会推动战争的爆发。随着理性主义弊端的愈发明显，

非理性主义开始被中下层人们所接受。叔本华就是一位反理性主义者，他指出理性主义存在表面化、绝

对化和抽象化等弊端。同时指出认识建立在意志客体化的基础上，之后表象的世界及其所有形式相继产

生，认识随意志客体化程度不断加深。 

1.3. 家庭背景 

叔本华出生于德国但泽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叔本华因此自小与父母周游各国。虽然叔本华十分厌

恶商业活动，但对于父亲的安排却并未反抗也没有因此怀有怨恨之心，相反只有尊敬和感谢之情。在叔

本华十七岁时，父亲的去世给他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当时欧洲大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让叔本华看到

了底层人们的痛苦。叔本华的心中开始萌生了悲观主义的思想。1813 年，叔本华成功毕业于耶拿大学，

完成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19 年，叔本华的代表作《作

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成功出版。在这一时期，叔本华与母亲决裂，之后终身未娶。叔本华的家庭背景

和个人境遇塑造了他孤僻敏感的性格，这也是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产生的根源之一。 

2. 悲观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 

2.1. 意志本体论 

意志本体论就是指世界的本质是意志，意志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因此可以说意志本体论是叔本华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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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在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中存在两个基本命题，即“世界是我的表象”和“世

界是我的意志”。世界可以从意志和表象两个方面来区分，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一书中，叔

本华在最开始就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的观点，意思是“对于认识而存在着的一切，也就是全世界，

都只是同相关联的客体，直观者的直观；一句话，都只是表象。”[2]叔本华认为人认识世界取决于认识

的主体，这是从表象世界出发得出的结论。同时指出理性不能认识世界万物，只能从主体的个人中去寻

找答案。叔本华在思考意志客体化的过程中，发现意志客体化过程中不同级别之间总是不断地斗争，因

而推断出外部世界也充斥着斗争与失败。 
在对人生问题进行思考时，叔本华从认识主体即人的生命意志出发，得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意志

是导致人生痛苦的结论。叔本华在思考的过程中形成了唯意志论哲学思想体系，它是以意志和表象为基

础的并为其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形成奠定基础。在叔本华看来，对生命意志的肯定最终导致了人生痛苦。

对生命意志愈是肯定，他的人生也就愈加痛苦。从意志现象的最低到最高等阶段可以看出，即使达到目

标，意志也绝不会停止，因为意志没有最终目标或目的。因为人既是生命意志的主体也是欲望的主体，

人的欲望永远不乏得到满足，一个欲望得到满足就会有新的欲望产生，就这样永无尽期地持续下去，这

个过程无疑是痛苦的。世界由于人们的欲望成为一个大战场，随处可见血流成河的战争，还包括无形的

资源战争。且这种战争最后的结果多半会两败俱伤，然而人又无法舍弃自己对欲望的追求。因为人为了

满足自己的生命意志，会不断产生新的欲望，一种旧的欲望实现了，新的欲望便会立刻取而代之，人只

能在无穷的欲望中痛苦地生存下去。 

2.2. 痛苦与虚无 

生命意志是意志的本质，而生命意志最重要的表现是生存意志。个体的生存欲望如同黑洞一般，永

远探不到底。如果这些欲望得不到满足只会给个体带来无尽的痛苦。谋生存是生命意志最根本的目的，

但这种谋生存是出自本能的，最原始的欲望。不同个体之间，只要拥有意志，为了达成自己的意志就必

然要与其他个体展开斗争。叔本华认为这一斗争过程将会给这些个体带来痛苦，即为了实现个体意志将

经历的种种磨难。其中人作为意志客体化的最高级别，为了争夺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斗争将贯穿着人

类发展历史的始终。人类在生存的过程中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正是这种欲望人类社会才能不断发展进

步，同时这无穷的欲望也给人类带来了痛苦。造成这种痛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类无穷的欲望使

之处于痛苦之中。从最基础的生存需求到安全需求、精神需求等等，人类的欲求级别不断提高，人类永

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一过程无疑是痛苦的。二是外部资源的有限性驱使着人类去斗争。资源的有

限性制约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必然要对外部资源进行掠夺。为了掠夺有限的资源，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必然会爆发，从而导致人愈发痛苦。 
由于欲望的无穷性，即使一个欲望得到满足，新的欲望也将会促使你继续前行。在追求欲望的过程

中，人类总是不满现状，无法真正地感受到安全，容易陷入患得患失的境地中。在这一过程中，人不可

避免地会陷入虚无之中。人不断徘徊在不同的欲望之间，当一种欲望得到实现后，人并不会得到真正的

满足，即使满足也只是短暂的满足，并不能解决人的痛苦。同时，人的欲望是无穷的的，如果欲望消失

了，人就会陷入一种焦虑无聊的状态。因而人不可能没有任何欲望，否则就只是一具空壳，就会处于虚

无的境地。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指出“彻底取消意志也就是完全否定了人的欲求，则

所有那些现象，在客体性一定级别上无目标无休止的，这世界由之而存在，并存在于其中的那种不停的

熙熙攘攘和蝇营狗苟的都取消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3]在叔本华看来，世界的本质是

意志，意志消失了，表象世界也将不复存在了，人类作为主体也就只剩下一具空壳了。通过对意志进行

批判和否定，叔本华的虚无主义揭示了意志是造成人类痛苦的根源，从而指出只有自觉放弃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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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和欲望，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达到心灵的祥和。 

2.3. 意志的否定 

人生而痛苦，人生本就是一场悲剧，这是叔本华的观点。但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并不是完全消极的

思想，它不是纯粹的悲观主义思想。叔本华通过借鉴印度的哲学经典《奥义书》，同时指出解决人生痛

苦的途径。在《奥义书》一书中，提到可以运用“调息，制感，沉思，专注，思辨和入定”等手段使人

达到解脱。在他看来，生命之痛苦是对不可满足欲求的追求，唯有放弃欲求、否认生命意志才有可能摆

脱生命之痛苦。否定生命意志可以区分为暂时否定与绝对否定两种，从美学直观认识上脱离意志束缚而

使人精神上获得临时解脱就是短暂的否定，以禁欲方式让痛苦的生命获得了永恒的自由则是绝对的否定。 
人们可以在伟大的美学艺术中获得暂时的，短暂地放下自己的欲望和功利心，从精神上摆脱意志束

缚，感受宁静与祥和。悲剧作为戏剧的一种类型，主要通过再现人世间各种不幸的人生使人们感同身受。

在叔本华看来，悲剧是最高形式的艺术。在形式上，悲剧通过再现并夸大人性之恶以及人类的痛苦经历，

让人们在观看悲剧的过程中，忘却自我，产生对人生痛苦的悲伤感。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会成为无意志

的纯粹主体，不受意志的支配并暂时舍弃欲望，因而获得短暂的安慰。但使沉浸艺术之中并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痛苦，只是暂时的将人从意志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当人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仍要面临种种欲求，

所以痛苦只能暂时得到缓解。为了从根源上消灭生活中的痛苦，惟一的出路是彻底否定人类生命意志，

就是采取禁欲的办法。人能够通过否定意志，体验到痛苦与快乐、幸福与不幸之间的巨大落差，最终于

真正超越苦难的束缚。 
叔本华认为可以通过三种方法实现禁欲。首先要主动放弃性欲，性欲是最原始的欲求，是为了满足

繁衍后代的需求。人作为意志客体化的最高级别，主动放弃满足性欲是指在伦理方面禁欲，就是放弃意

志在新的生命体中得以延续的可能性。放弃生命的延续也就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当意志丧失了作为载

体的人，欲望也就没有了，最终痛苦也消失了；其次是甘于痛苦，自愿造成贫穷。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

所忍受的痛苦绝不是被迫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地忍受。在叔本华看来，只有当人一贫如洗时，

经受着生活磨砺，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减轻人世间的种种痛苦，获得心灵的平静。在人经受痛苦的折磨中，

意志得到否定，人也因此对种种欲望发自内心地感到厌恶。在这个阶段中，人们通过压制欲望避免被意

志所驱使，从而达到内心平和的超然状态；最后是死亡寂灭，特指绝食而死，这里所提到的绝食而死与

自杀绝不相同。自杀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这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当受到的痛苦超过人们承受范

围时，自杀就成为他们逃避痛苦的一种手段，这里的自杀反而满足了自己的欲求，肯定了意志。但在叔

本华的观点中，意志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只有否定生命意志才能从痛苦中解脱，绝食而死是对痛苦

人生的反抗，是绝不屈服于欲望的表现。对于如何绝食而死，叔本华提出可以通过斋戒绝食或者采取像

苦行僧修行那样的办法来达成。在痛苦中不断地磨砺自己以达成否定意志的目标，即使最终死亡也意味

着主动放弃肉体，使自己摆脱意志的控制。这样作为意志客体化的人也就成功摆脱了痛苦，心灵最终得

以平静。 

3. 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 

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对精神的需求也愈加强烈。在改革开

放的过程中，现代性的矛盾与冲突给当代青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冲击，以及社会中的种种思

潮通过网络影响着中国青年，这使悲观主义思想日益影响着中国青年的人生观[4]。所以叔本华的悲观主

义哲学对当代中国青年有着重要的哲学意蕴，值得我们研究思考。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启示中国青年可以通过提高艺术修养来控制自己的欲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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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同时面对的诱惑也愈来愈多。作为当代中国青年如何抵制诱惑，不

做金钱的奴隶是值得思考的。在叔本华看来，禁欲是解决痛苦的方法之一。但作为普通人，完全禁欲是

不可能的，毕竟人都有七情六欲，但我们可以通过欣赏艺术等途径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使自己能够

达到或短暂地达到一种高尚的境界。正如孟子同样提到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从中可以看出古代贤者是靠着极高的精神修养来抵御欲望的。在人生道路中，面对永无止境的欲望，要

时刻保持清醒，既不盲目自信，也不消极对待，要以生活中的痛苦来磨练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思想

境界。当然叔本华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我们要用辩证思想来看待，将其与当代社会的实际相结合，汲

取其思想的精华。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启示中国青年要反省自身，要居安思危。当时欧洲的主流思想仍是理性主义，

大多数人都相信现代科技会战胜疾病与贫穷。叔本华提出悲观主义思想时是带着极大的勇气和超强的意

志的[5]。他残酷地揭露人生的本质是痛苦，人类要学会自我反省，处理好欲望与需求的关系，从而明确

自己的人生价值所在。一方面，当代中国青年应该学会认识自己的欲望，在痛苦中磨练自己，正视自身

的局限性，从而达到心灵上的平静。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要平衡自身需求与欲望之间的关

系，放下盲目自大的欲望，才能将痛苦转化为幸福，将自己从而从悲剧的人生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也应该思考是否存在历史乐观主义，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西方防疫

的反面案例是否使我们开始骄傲自大。现在的中国正处于全面转型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存在很长时间，

处于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应当树立忧患意识，要看到愈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不能对一时之成就盲目自信。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启示中国青年要分清理想与欲望。叔本华指出欲望具有无穷性，即使一个欲

望得到满足，新的欲望也将会促使你继续前行。在这一过程中，人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虚无之中。中国青

年在追寻自己的理想时，很容易将理想与欲望混淆，从而陷入痛苦与虚无之中。在现实生活中，欲望与

理想很难分清，有时候它们近到只有一线之隔。虽然欲望只能给人们带来无止境的痛苦，但中国青年应

当明白经受痛苦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为了实现远大的、崇高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将所受

的痛苦转换为获得成果时的喜悦，心灵也就宁静祥和了。欲望是感性的、贪婪的，意味着实现欲望可以

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理想是理性的、积极的，实现理想的途径必须是合理的、合法的。在追求理想的

路途中，所有侵害他人利益的手段都是偏离理想道路的。正是受到野心与欲望的诱惑，人才会变得愈加

自私残忍。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正确区分感性的欲望与理性的理想，用合法合理的方式追求理想，实现人

生价值，人的心灵才会变得纯洁美好。 

4. 结语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并非完全消极的思想，其思想的产生代表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的思

考，其最终目的是让人们意识到无穷的欲望只会给人们带来痛苦，并对这一痛苦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

帮助人们摆脱欲望的束缚，超越痛苦的人生。对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我们应坚持唯物主义的

辩证思想，既看到其思想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思想本身带有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其悲

观主义思想中找到解决生活困境、抵御种种诱惑的积极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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