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叔本華：在充滿慾望的世界求生存 
 

醫技系四年級 游芯瑜同學 

 

叔本華哲學通常被視為悲觀主義的代表，但這種表面的理解或許掩

蓋了其思想的深層價值。當我們深入探索叔本華的哲學體系，會發現其中

蘊含著對真實的執著追求，以及對人類存在條件的深刻洞察。他的主要著

作《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提出了一個重要前提：在這被表象覆蓋的表

面世界之下，存在著一種可稱之為「真實」的本質。人類的終極目標應當

是探索這一真實，即使我們可能終其一生都無法完全觸及。這種對真實的

堅持追求，賦予了叔本華哲學一種潛在的樂觀色彩。 

 

在叔本華的哲學架構中，「表象」是一個核心概念。表象世界是指

我們通過感官和認知系統所感知到的世界。人類的感官和經驗就像是一組

觀測儀器，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誤差和干擾的影響。正如科學實驗中測量

單位的選擇會影響數據結果，我們的認知方式也會影響我們對世界的理

解。叔本華受康德哲學影響，認為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是在時間與空間的座

標系統中被建構出來的，因此本質上是主觀的，而非物自體的真實樣貌。 

 

叔本華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認識論限制：人類的知識總是受限於我們

的認知形式，我們永遠無法直接接觸到物自體。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是「我

的表象」，是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產物。這一觀點源自康德的先驗唯心

論，但叔本華將其發展為一套更為獨特的哲學體系。在這個表象世界中，

人類被困在自己的認知限制之內，永遠無法直接把握外部世界的本質。 

 

如果表象世界只是表面現象，那麼世界的本質是什麼？叔本華提

出，世界的本質是「意志」。這裡的意志不僅指人類的意願，而是指一種

普遍存在的形而上學力量，是推動宇宙運行的根本動力。意志可以被理解

為各種驅動力的總稱，包含了熵變、能量轉換、波粒作用等物理現象背後



的根本原理。用現代物理學的術語來說，這或許類似於量子作用的概念，

但正如物理學中大尺度物體仍遵循古典物理定律，叔本華的意志概念也具

有其特定的作用範圍和表現形式。 

 

叔本華將這種「意志」視為世界的第一原理，是一切表象背後的真

實存在。這種意志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它不受時空條件的限制，是永恆

且不可分割的。在他看來，意志不僅顯現在人類的欲望中，也表現在自然

界的各種現象中，從重力作用到生物繁衍，都是這一普遍意志的表現。這

種宇宙意志的存在，為叔本華的哲學提供了一個統一的形而上學基礎。 

 

而人類在此架構下又佔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人類的特殊之處在於

我們的身體既是表象的一部分，又是意志的直接體現。我們通過自己的身

體，能夠直接體驗到作為宇宙本質的意志，特別是表現為「生存意志」的

形式。這種生存意志驅使生命努力維持自身存在，抵抗熵增的趨勢，正如

物理學家薛丁格（深受叔本華影響）所闡述的，生命體現為一種負熵行

為。 

 

正是因為人類既是表象世界的觀察者，又是意志的直接體現者，我

們才能夠通過自身的體驗，獲得對世界本質的某種洞察。然而，這種特殊

地位也帶來了獨特的痛苦。叔本華認為，生命本質上就是痛苦的，因為生

存意志永不滿足，人的自由總是被生存意志所壓抑。人類終其一生都在追

逐各種欲望，而欲望的滿足只會帶來短暫的快樂，隨後又會產生新的欲望

和痛苦，使人成為意志的奴隸。 

 

對人類於痛苦的分析，他認為，痛苦是生命的本質特徵，而幸福只

是暫時的欲望滿足狀態。當我們的欲望得不到滿足時，我們感到痛苦；當

欲望得到滿足時，我們又會感到無聊，隨之而來的是新的欲望和新的痛

苦。這形成了一個永無止境的循環，讓人類永遠無法獲得持久的幸福。 

 

生命意志具有一種暴虐的特性。它驅使人類不斷追求生存和繁衍，

但這種追求本身並無更高目的。生命意志只是為了自身的延續而延續，這

使得人類的存在缺乏終極意義。我們被盲目的生存意志所驅使，追逐著表



象世界中虛假的價值，如名譽、財富和權力，而這些追逐只會帶來更多的

痛苦和失望。 

 

面對意志的暴政，人類是否還有獲得自由的可能？叔本華提出了

「意志的否定」作為一種解脫之道。正如諫山創所言：「魂的定義是，在

想要睡覺時選擇不睡覺，或者在飢餓時選擇不吃飯。對生命所需欲望的反

抗，我認為這也是自由的一種定義。」這種對生存意志的反抗，正是叔本

華所倡導的自由路徑。 

 

要獲得真正的自由，人必須超越個體意志，擺脫欲望的束縛。這種

「意志的否定」不是自殺（叔本華明確反對自殺，認為這是意志的另一種

肯定），而是一種精神上的超越，類似於佛教中的涅槃或基督教中的聖徒

生活。通過否定意志，人可以暫時擺脫痛苦，獲得一種寧靜的狀態。叔本

華提出了三種實現意志否定的途徑：禁欲、藝術欣賞（特別是音樂）以及

對他人的同情。 

 

藝術在叔本華哲學中佔有特殊地位。他認為，藝術能夠使人暫時脫

離意志的奴役，進入一種純粹的觀照狀態。在藝術欣賞中，人不再被個體

意志所驅使，而是成為「純粹的、無意志的認識主體」。尤其是音樂，叔

本華視之為最高形式的藝術，因為音樂直接表現意志本身，而不是意志的

表象。通過音樂，人類能夠最直接地接觸到世界的真實本質。 

 

同情或共苦也是一種超越個體意志的方式。當我們真正體會到他人

的痛苦，認識到所有生命本質上都是同一意志的表現時，我們就能夠超越

個體的界限，獲得一種道德上的洞見。這種同情不僅延伸到人類，也延伸

到所有生命形式，因此叔本華也強調對動物的同情。通過同情，人類可以

部分地擺脫個體意志的束縛，獲得一種倫理上的提升。 

 

深入分析叔本華的「意志否定」理論，我們會發現這並非一種簡單

的虛無主義或生活否定。叔本華所要否定的，主要是外部的虛假欲望，如

對名聲、財富的追求，這些虛假的外部價值才是真正使人痛苦的原因。同

時，叔本華的否定哲學實際上高度肯定「當下」的價值。他認為過去和未

來都是虛假的，只有當下是真實的，值得我們把握。 



這種對當下的重視，與其悲觀的人生觀形成了有趣的對比。叔本華

雖然認為生命充滿痛苦，但他並不主張完全放棄生活，而是提倡一種有智

慧的生活方式，在認識到生命本質的同時，盡可能減少痛苦，增加寧靜和

智慧。他的否定哲學實際上是一種對生命更深層次的肯定，是對更真實、

更有價值的生活方式的追求。 

 

在當代社會，叔本華對欲望和痛苦的分析顯得尤為相關。在消費主

義文化中，人們不斷被誘導產生新的欲望，陷入欲望滿足與新欲望產生的

惡性循環，正如叔本華所警告的那樣。 

 

區分真實與虛假的價值，避免被表象世界的虛假價值所迷惑，這是

叔本華哲學給我們的教導。在訊息過載和價值多元的現代社會，這種區分

能力變得越來越重要。同時，叔本華對藝術和同情的強調，也為現代人尋

找精神慰藉提供了重要啟示。通過藝術欣賞和對他人的同情，我們能夠暫

時超越狹隘的自我，獲得一種更廣闊的視野和更深刻的生命體驗。 

 

縱觀叔本華的哲學體系，我們可以發現，它本質上是一種對真實的

執著追求。在這被表象覆蓋的世界中，叔本華試圖引導人們尋找不變的真

實，避免迷失在「摩耶的迷紗」之中。雖然他認為生命充滿痛苦，欲望永

不滿足，但這種悲觀認識恰恰為一種更有深度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礎。 

 

正如文中所言，即使生存如此不堪又毫無意義，欲望永遠無法滿

足，但若這是為了來到此世一遭的代價，或許這依然是一筆划算的交易。

嘗試完全拋卻一切欲望的人，可能會發現自己失去了作為人的本質特性。

身為人類，我們註定會被某些事物所束縛，但在這些束縛中做出有意識的

選擇，或許正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自由。如文中所述：「若人終歸得為何所

縛，擇其所愛，心甘情願地戴上手鐐腳銬，何不也是種自由。」 

 

叔本華哲學的深刻之處，正在於它既揭示了人類存在的根本困境，

又為我們提供了在這困境中尋找意義和價值的可能路徑。通過理性認識生

命的本質，通過藝術和同情超越個體意志的局限，我們或許能夠在這看似

無意義的世界中，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意義，實現一種有深度的、審慎的生

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