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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l 《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德國哲學家阿圖爾‧叔本華
(1788-1860) 的主要著作，甚至可以說是作者一生著作之
精華。

l 叔本華年僅 30 歲的時候，1818 年出版本著作第一卷，無
人問津。

l 然後在 1840 年，依照原著，增加內容，出版第二卷，也
依然乏人注意。

l 但是，這並沒有阻止叔本華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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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華的哲學

l 叔本華的哲學既明確又複雜。

l 他很明確地否認經驗中的生活世界，而且他認為經驗中的
內容儲存在我們的意識之中。但是，意識中的一切，都是
配合「先於經驗認知的條件」(如時間，空間以及因果定律) 
所生成的表徵。 

l 他也很複雜，因為他知道，對於求真的人而言，一定要走
上這一條既否定認知，又要肯定認知的道路。

3



表面上的認知

l 意識中的表徵並不真實，是表面上的認知，是虛幻的。為
什麼叔本華如此明確地否認意識與經驗呢？

l 因為意識中的一切，不是從意志出發的。 
l 不從意志出發，則無以為真。為什麼？

l 人作為求真的動物，若以不真實為本，註定人生的虛假。
一生的努力，其結果是空，這不是苦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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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表面

l 叔本華思想中的複雜性，來自他明確地否定意識，經驗與
表徵開始，而他稱這個虛假的一切，為現象。

l 表徵指的是表象，而表象只是冰山表面的一角。底層是真
的，但因為我們的認知能力虛假，所以無法穿透表面，到
達底層。

l 我們只知道表面上的內容，但不知道要如何理解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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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趨力

l 我們可以感覺到意志的真實性，因為它是一個存在的趨力
，但所有我們意識中認知、方法、形式，皆與理解意志無
關。

l 那麼要如何解釋這個無法理解的意志呢？

l 人欲求真，只要知道獲得真實的方向，就會義無反顧地追
求真實。這就是意志！

l 現在方向來了，理解意志，可以從現象，表徵，與意識的
內在本質下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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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內在本質

l 我們目前唯一的方向就是從這個脈絡中，探尋意志的內在
本質。

l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意志在叔本華哲學中佔據了一個非常
特殊的地位，是一個又真實又神秘的字眼。

l 意志的內在本質為何？為什麼這個內在本質卻不是眾多表
徵之間可以顯現的呢？

l 叔本華說，我們不滿意於表徵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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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內容

l 表徵讓經驗成立，其內容是個人感覺加時間，空間以及因
果定律，這些先於經驗的認知條件。

l 但是這些先於經驗的認知條件，反而阻止我們真實認知表
徵。為什麼？因為它們本身不是經驗可以理解的。

l 那麼，叔本華問，這個世界除了表徵之外，還有值得認識
的事物的話，那麼它們到底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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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法認知中獲得認知

l 我們知道，我們不可能，從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去認知這
內在本質是什麼，但是依照我們認知的方法，我們只能夠
得到一些印象與名稱，卻無法認識內在本質。

l 我們就像是一個站在城堡前，卻找不到門口的人一樣。

l 很多人認為叔本華所談到的內在本質，就是康德所說的「
自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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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本質超越經驗

l 所以問題在於，因為內在本質超越經驗，所以人無從認知
。

l 然而，叔本華卻認為，雖然我們無法認知，意志的內在本
質，但我們仍可以知道這個無法知道的部分。

l 叔本華不是矛盾嗎？他既是悲觀主義者，又是一個樂觀主
義者。

l 其實將悲觀與樂觀綜合起來，叔本華是一個懷疑主義者。

10



意志與意欲

l 先說明「意志」這個名詞，有人將此名詞翻譯為「意欲」
；

l 「意欲」比較符合叔本華原意，因為「意欲」就是生存的
欲望。

l 所有生物，包含人動物、植物等，都以生存為主。

l 蘇本華在《意志與表象世界》裡的內容，是要延續康德在
《純粹理性批判》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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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世界與「自在之物」

l 康德的思想很清晰，就是現象世界與「自在之物」的二分
原則。

l 什麼是「現象」？什麼是「自在之物」？

l 「現象」就是，我們在意識中能夠看的到的事物。當然這
還是很抽象，但如果你用自己為例，你現在認知的一切，
譬如你想要的，你想要做的，你期待的，你討厭的，都是
你「意識」中生成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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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

l 沒有「意識」，你是渾然無知的。
l 有「意識」，你以為你什麼都能夠認知。
l 問題是，「意識中的一切」，要懷疑嗎？
l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l 因為我們意識中的內容，經不起懷疑。
l 這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因為我們生活中認知的一切，均
來自於意識。

l 透過意識，我們才認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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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的問題」

l 首先「意識中的內容」經不起因果懷疑。
l 其次，意識中的內容，缺乏終極目的。

l 最後，「意識中的內容」讓我们很辛苦，甚至悲慘。
l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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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懷疑

l 為什麼「意識中的內容」經不起因果懷疑？

l 因為我們一直以為，事件的發生有其原因，而我們面對的
，就是其結果。

l 我們對於所有的現象，例如「我餓了」。然後，你會問「
為什麼餓了」？

l 我說：「早上沒吃早餐」！
l 你再問：「為什麼沒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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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終極目的

l 你會一直不停地問「為什麼」！
l 其次，「意識中的內容」，缺乏終極目的。

l 為什麼？
l 因為我跟本不知為什麼「要」這麼作。

l 例如，我想要把書教好。
l 但是，「把書教好」目的是什麼？
l 沒有人可以說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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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

l 最後，沒有因果解釋的原因，缺乏終極目的的意志，是什
麼結果？

l 就是悲慘！
l 為什麼？

l 因為作白功，且一輩子都在「意識」中作白功，下場就是
會覺得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生活沒有目標與目的，一
生都處在變動之中，沒有真實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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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地活著

l 那麼，什麼是「不做白功」？真實地活著呢？
l 答案是不可能，因為我們不可能脫離意識而活著。

l 人可以透過經驗，認知世界，這似乎是再簡單不過了，但
如果仔細分析這個認知的過程就會發覺，這過程其實有非
常多部分並不是屬於我們的經驗，甚至超越了我們的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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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與世界的本質不同

l 我們在世界中看到的現象與世界的本質不同。

l 例如說，空間與時間使得我們的經驗成為可以認知外在世
界的前提；因為沒有哪一經驗不是在發生在某個特定的地
點以及一個時間裡。

l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發生過的事件，馬上就變成記憶中的
一部分，而記憶既是沒有時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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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關係

l 另外，因果關係也是經驗能夠認知外在世界的重要條件，
因為認知對象，例如事件的發生，總有個先後次序。

l 這個次序按照「有因才有果」的架構發生，因為事件不可
能沒因沒果地發生。

l 問題是，因果關係是我們基於眼前的認知所賦予的。沒有
什麼因果是絕對的因果，可以解釋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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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時空與因果？

l 這些時空條件與因果關係本身，不是我們在經驗中可以感
覺到的。

l 這是什麼意思呢？

l 這是說，在生命的經驗之中，我們能感受因果與時空的存
在，至於它們是否真的存在，我們其實是不知道的。

l 因果與時空的存在，只是我們日場生活中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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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能相信

l 我們不能透過經驗，解釋什麼是時間，空間，也不知道為
什麼事件有因果關係，甚至我們根本無知於因果規律與時
空條件。

l 我們無法理解時間與空間的概念，只是「相信」經驗必然
發生於時空之中。

l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事件一定按照因果次序發生，因為我
們沒有辦法證明「因果」這個信念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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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中的一切

l 意識中的一切，是我們在各種先於經驗的認知條件 (包括時
間、空間，與因果律) 下所建構的表象，稱為現象。

l 我們往往都誤以為認知的一切，就是真實的世界，其實它
們都是建構的現象。

l 現象世界只是事物表象，來自認知主體，也就是我們人，
並不是由事物本身之「自在之物」所組成的。

23



「自在之物」是不是「物」？

l 實際上，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在之物」是不是「物」？
l 因為「自在之物」的一切都是不可知的。

l 我們只知道，「自在之物」是所有認知事物的內在本質，
無法透過時空條件認知，也不是因果的，是非意識的，甚
至沒有任何能夠被認知的可能。

l 我們不知道「自在之物」為何，只知道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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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之物」的誤解

l 很重要的是，「自在之物」與透過經驗建構的表象無關。

l 叔本華認為，「自在之物」是重點，但對於它的誤解，認
為自在之物是探討的重點，卻是所有哲學問題的起源。

l 我們以為世界可以透過經驗，將所有發生的事件，當成連
續一連串因果相連的事件，並經由意識掌握認知。然而，
事實上意識中的認知，卻是枉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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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

l 然而，認知所掌握的，是現象，是概念，是建構的，不是
真實的。

l 在表象之外的「自在之物」卻是最真實的，因為它的存在
沒有任何人為的部分；人為的建構，就不會是真實的。

l 問題是，我們一直以為代表客觀事實的表象才是真實的，
從而依戀這不真實的表象，導致我們活在虛假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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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與自在之物二分論

l 叔本華對於康德的「現象與自在之物二分論」要求至為嚴
格。

l 他認為，人的意志就是「自在之物」(其實就是生存的欲望)
，它是最真實的。

l 從當代一個很流行的名詞講，叔本華的哲學企圖「解構」
所有西方哲學長期以來，認為意識中的一切才是哲學討論
的範圍。

l 這開創了一個當代哲學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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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哲學

l 他的哲學就是將哲學長期所建構的結果，當成幻覺，甚至
是人所面對一切悲慘與痛苦的來源，就是對於虛假信以為
真。

l 叔本華認為，表象就是意識的認知世界。

l 在這個世界中最明顯的部分就是「個體化」，因為在「自
在之物」中去除人為建構的結果，就是一個無法區分的整
體，而人為建構的目的，就是將這個整體透過個體化的方
式，拆成一連串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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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是一個整體

l 我們習慣於透過「分離」的方式，將意志追求現實的想法
，理解成一個個獨立的事件，並且將理解的結果，當作是
意識的部份。

l 事實上，意志是一個整體，它包含了一切，是不可分離的
。

l 意志並不屬於意識，也沒有個體化的可能，因為我們不知
道要拿什麼區分、建構、認知這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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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的人

l 意識中包含我們以因果關係加以區別的認知，但這是我們
針對於表象所做的區分。

l 事實上，生命中沒有因果，沒有目的，而用理性呈現表象
的這個世界，並不真實。

l 這雖然是我們認知的部分，但這一切卻缺乏真實，因為我
們建構出各式各樣的現象，卻沒能從真實出發去理解這個
世界。

l 這對於「求真」的人而言，太慘了。

30



意志的力量具有四種特徵：

l 第一、它的力量是統一的，沒有生理與心理的區分，從小
草之長大到人的向善驅力，都是同一種力量；

l 第二、意志的力量絕對勝過意識的力量；

l 第三，意志力量的發揮沒有原因，沒有背景，沒有緣由，
沒有目的；

l 第四、意志的展現，沒有出生與滅亡，任何改變與移動都
是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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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是統一的力量

l 第一、意志，是最根本的動力，是求生的意欲，更是最根
本的感覺。

l 它是所有存在的真實原因，人只是其中之一，事實上包含
植物與動物，或是說一切生物都具有為持存在的欲望的趨
力，沒有生理與心理的區分，從小草之長大到人的向善驅
力，都是同一種力量；

l 意志像是正義的概念一樣，是統一的，不可區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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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勝過意識

l 第二、意志的力量絕對勝過意識的力量；
l 延續上面一點就可以知道為什麼意志一定勝過意識。

l 意識永遠只是個人意識，連雙胞胎都會有兩種意識，也因
為這個緣故，所以意識就是對於意志的分裂，產生個體化
的結果。

l 意識的存在，因為是屬於個人的，所以不會是真實的，而
意志是絕對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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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發揮沒有原因

l 第三，意志力量的發揮沒有原因，沒有背景，沒有緣由，
沒有目的；

l 意志的力量就是生存的趨力，不屬於經驗，也不是意識，
又無法個體化的結果。

l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會有生存的力量，也沒有任
何的背景知識瞭解它。

l 意志沒有任何的原因，甚至意志的存在都是沒有目的的；
所有的生物體就是這麼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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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展現

l 第四、意志的展現，沒有出生與滅亡，任何改變與移動都
是幻覺。

l 因為意志是一個整體，我們不知道哪裡來的，也不知道怎
麼結束，只知道他會持續下去。所有的生物體都不例外。

l 任何透過經驗所想象的個體化結果，都與意志一點關係都
沒有。覺得我們能夠改變意志，其實都是一種想象的結果
。

l 所以也就叫做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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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世界

l 我們需要體會意識中的一切都是幻覺，而這個經由幻覺所
構成的世界，就是個虛假世界。

l 這說起來非常諷刺，因為我們一直認定生活世界才是真實
的世界，而萬萬沒有想到，這個世界居然是我們透過想象
力所建構出來的信念世界。

l 叔本華哲學的重點在於說明，人的真實世界，其實是意志
所展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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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華意志的三層意義

意志有三層意義：
l 首先、所謂人的自然世界就是展現欲望 (意志) 的結果；
l 其次、展現欲望的結果並非世界本身 (「自在之物」)；
l 最後、活在虛假世界的結果，必然是苦難。所以我們可以
說，苦難之來源就是那貪心的意志，也就是我們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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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欲望

l 首先、所謂人的自然世界就是展現欲望 (意志) 的結果；
l 我們為什麼要建構自己的自然世界呢？因為我們想要實現
改變世界的欲望，而這個欲望就是一直在我們身上的驅力
。

l 我們一直以為如此建構世界，就會得到幸福世界，但是這
裡所強調的幸福並不是真實的。所以展現欲望的結果，得
到的卻是一個建構出來的假象。

38



建構的世界不是真實世界

l 其次、展現意志的結果並非世界本身 (「自在之物」)；
l 世界的建構來自於個人的自由，每一個人對於這個世界應
該如何建構都會有不同的想法，並且稱呼這種不同的想法
叫做自由的意志，而實際上的話呢，這一切建構的過程都
非常茫然，因為意志是統一的，是不可分的，最重要的是
，它不是屬於意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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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虛假世界是苦難

l 第三、活在虛假世界的結果，必然是苦難。所以我們可以
說，苦難之來源就是那貪心的意志，也就是我們的欲望。

l 人是求真的動物，一旦你欲求的東西得到之後，基於沒有
目的的原因，你不是想要追求更多？

l 這就是活在虛無之中，而追求欲望之滿足，得到的結果卻
是一場空，那麼這個人生不就是一個很苦難的人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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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

l 叔本華的觀點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呢？

l 沒錯，叔本華對於欲望與苦難的解釋，像極了我們比較熟
悉的佛教思想。

l 的確，佛教思想中對於個人欲望所導致無窮無盡的苦難，
很像叔本華所講的。

l 這裡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把意識中的幻覺當成真實的結果
，對於開創了一個人生來講，就是苦難。這一句話，非常
符合佛教思想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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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l 追求生命的意志，實現各式各樣的欲望，結果是一場空。

l 叔本華認為，反省才能通透人生，冥想才能超越苦難，禁
欲才能避免悲慘，否則終身無法逃脫自己為自己所添加的
傷害。

l 叔本華有一個非常悲觀的想法，因為他認為，即使眼前的
苦難可以因為暫時之愉悅而取代，但苦難總是會反撲而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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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

l 人生之苦來自於因個人產生的欲望，而這是需空的。這就
是人一生的寫照；「人生即苦難」是執迷不悟的結果。

l 不過，千萬不要認為叔本華的思想就是悲觀主義，因為他
的哲學主要方向就是，我們要如何超越這個苦難的人生？

l 如何能夠更真實地認識到事物的本質？
l 這個超越不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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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經驗

l 對於叔本華來講，美學的思考可以讓我們更好的認識事物
本質，因為當我們沉浸在美的經驗中，個人的感覺完全從
欲望的追求中掙脫出來，成為一個純粹的，沒有透過意志
認知的主體。

l 換句話說，在美學經驗中，我們暫時脫離追求生命欲望的
苦難，離開了意識中那種分離的認知，獲得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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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是直接的

l 美感是直接的感覺，沒有鼓動或是抑制欲望的「超越理念
」。

l 正像人道主義一般，它是超越個人經驗的，也是整體的，
統一的，真實的。

l 這也是為什麼，當我們聽到別人受到苦難或是面對屠殺的
時候，會有同情的感覺，事實上我們對於遭遇苦難的人完
全不認得。然而，原因是，這些訊息很直接地告訴我們，
它們很醜陋，醜到無字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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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感覺

l 這種感覺的心理是互相的，是強烈的，是統一的，是整體
的。

l 這種「不願意見他人受苦難」的感覺就是不好的！

l 反過來講，好的感覺就是美的、好的，而且這種感覺非常
強烈，也很自然。

l 這不是很奇怪嗎？對於不認識的人，我們們很自然地會有
強烈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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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l 世界本身是一個整體，不能夠被個人意志區分為屬於這個
人或是屬於那個人的世界。

l 人若是想要消除苦難，就是要理解這個道理，拒絕所有伴
隨意志而生的虛幻欲望。如果不超越個人生命，反而因意
志的展現而活，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幻覺。

l 自私自利的人生，在現實世界中沒問題，但若是與整體價
值相比較，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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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德國觀念論的批判

l 叔本華對於德國觀念論的批判與他對於康德思想的理解息
息相關。

l 康德告訴我們，變幻莫測的現象是我們所僅有的認知，但
固定不變的「自在之物」，卻是我們不可知的，是超越經
驗世界的。然而以黑格爾為首的德國觀念論哲學家認為，
「自在之物」與現象之間可以由概念連接。把概念建立成
一個完整的系統，我們就可以理解「自在之物」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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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與「梗」

l 叔本華認為，活在現象中的虛無與悲慘還不是最嚴重的，
更嚴重的是在康德的思想中，出現了像菲希特、謝林、黑
格爾，這種獨斷哲學家。

l 這些自詡為「哲學家」的人認為，現象與「自在之物」之
間的關係，就像是，「蓮花被拖起來的梗」，透過「蓮花
」。可以理解「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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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斷哲學家的問題

l 這些獨斷哲學家認為，透過概念，可以理解現象。實際上
，這是一個錯誤的比喻。

l 蓮花與梗之間沒有任何的連接，它們的關連是理解范圍之
外的。

l 叔本華認為，這是現代哲學中最嚴重的問題。因為他們不
了解哲學的目的，而以為獨自建構的系統可以深入事物的
內在本質。實際上，這依然是傳統中，以建構哲學系統的
方式理解事物之內在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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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如何產生認知

l 獨斷哲學家認為，先驗的直觀進入意識的時候，受到悟性
的理解。

l 悟性以形式產生規律，而理性以概念產生認知。這個認知
就是聯繫「蓮花」與「梗」的關係。

l 叔本華認為，「獨斷哲學家」會認為，想要了解蓮花是什
麼，就要透過概念理解「梗」(「自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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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與底層

l 然而，叔本華堅持，現象與「自在之物」的絕對區別，認
為「獨斷哲學家」的想法是錯誤。

l 我們所認識的這個世界，只是對我們的認識而存在，因此
就只是在表象的層面，從來不存在這表象之外。

l 現在解決問題的方向是，針對於這個表象底下的內在事物
的本質進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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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非因果關係

l 這裡所談論的是意志行為與身體行動之間的關係，並非因
果關係。

l 如果這兩者為原因和結果，那他們的關連就不會像實際情
形那樣無法理解。

l 因果關係的解釋，在美的經驗當中，沒有用，因為我們的
感覺沒有辦法分離，所以針對於美的經驗就沒有辦法把「
這個經驗」單獨提出來，讓獨立的標准做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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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意識

l 從因果解釋產生的結果，是認知下的回答。我們生活當中
，都是透過這些讓解釋成為可能的條件來理解，而理解的
過程發生「個體化」、「斷裂化」，以及「事件化」的結
果。

l 在這情況下，我們很自然地，也很有理由地把理解轉換到
意識當中去了。

l 這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以至於我們視若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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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與性愛

l 叔本華對於死亡的反省以及對於性愛的理論。

l 叔本華特別處理這兩個題目的主要目的在於展示，意志必
然整體地持續存在，而在欲望面前，理性與明智會失去作
用，微不足道。

l 死亡與性愛兩者，皆不怎麼受到意識管控，主要原因是，
它們都非常真實，沒有個體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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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的價值

l 死亡對所有人的感覺而言是痛苦的，但這痛苦的感覺到底
是什麼，卻怎麼也說不清楚，甚至無法表達。

l 當我們面對一個朋友死亡的時候，只感覺到這個朋友是絕
對消失了，然而這個感覺是錯誤的，因為沒有哪一粒灰塵
，或是哪一顆原子會真正的消失。

l 錯誤發生的原因是，我們一直相信，活著的價值勝過死亡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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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

l 正是因為這種「失去」的感覺，讓我們覺得自殺不對，活
的比較好，同時所有的人都名正言順的認為，我們應該維
持生命。

l 既然要維持生命，那就追求生生不息吧！

l 這個具有三方面的意義：一、這展現意志的趨力；二、這
展現我們活著就應該熱愛生命；三、這裡所談的，就像是
「未知生焉知死」這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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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愛

l 對於叔本華而言，「生生不息」就是性慾的目的，更是生
理的本能，也是每一個人透過性慾，能夠體會意志的內在
本質。

l 只是叔本華是一個很直接看待性慾的人，他承認有愛情，
但是在繁衍種族的前提下，不重要。

l 偉大的浪漫愛情，各種浪漫傳說，都是為繁延後代存在的
，跟人那講求因果的邏輯認知一點關係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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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本質的意志

l 綜合這三點來看，性愛在世界、生存，與個人，三者都是
最本質的意欲。

l 事實上也是如此，所有生命的功能都是為了延長生命，而
性愛是最重要的，因為延續種族就是延長生命。

l 叔本華更直接地說，生殖器官就是意志的焦點，不同於以
知識思想為主的大腦；即使大腦本身也是追求生命意志的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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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趨力

l 因此性的趨力是，追求生命意志中最完整的展示。

l 叔本華不否認，朝向某人所展現的性愛，在生命中具有強
大的力量，甚至是負面的力量，導致造對心靈上的打擾，
工作的妨礙，影響了談判中的政客，研究中的學者，也包
含了哲學家的思考等等。

l 無論如何，性欲力量之大，時常不受個人控制，而且性愛
無所不在，到處闖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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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愛情？

l 性愛對於叔本華而言，具有雙重意義，屬於個人的生命展
現，同時也是性愛對象展現愛意的理想化。

l 叔本華深具演化思維，認為在性愛的過程中，表面上的愛
，不管有多羅曼蒂克，都是幻覺。

l 對於叔本華而言，浪漫的愛情，實際上講的是強烈的性欲
，在展現過程中，這個就是意志所呈現的真正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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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力之核心價值

l 他認為，人的「自在之物」，就是意志，是盲目的，是無
意識的，是一種存在於自然之中的趨力，追求繁衍後代。

l 他認為意志是自然的力量，以不同程度來表現在所有事物
上。

l 但是性慾所主導的驅力是最強烈的，因為它涉及到最根本
的力量，也就是說每一個人，包含整體人類，通通都會感
覺到，這個趨力是人倫社會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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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評價叔本華

對於叔本華影響所做的評價，分為三點：

l 第一，叔本華的哲學，不算是古典哲學家，而是當代哲學
家。

l 古典哲學家與當代哲學家最大的區別是，古典哲學家，以
概念架構之建立，討論意識中的生活世界。

l 當代哲學家則著重於解構「意識中生活世界的建構」，認
為哲學可以呈現事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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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評價叔本華

l 第二,、叔本華是少數西方正統哲學家中提到印度思想與佛
教思想，受到關注。

l 叔本華在他的哲學中，引用了許多佛教的思想，而我們把
這些思想放在懷疑論的脈絡之下，凸顯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地方，就是在整個哲學發展的歷程中，有很多懷疑的地方
，其目的在於能夠以更深沉的方式，凸顯事物的內在本質
，而且這是事物中相對而言是最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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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評價叔本華

l 第三, 叔本華是的解構哲學，影響當代重要的哲學家，例如
尼采，弗洛伊德以及馬克思。這三位哲學家雖然題目也不
一樣，但他們受到叔本華影響的原因，在於他們強調，我
們生活的現象世界其實只是一個需要更進一步發掘它的底
層結構的地方。

l 尼采的系譜學，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馬克思的歷史唯
物論，都顯現現象底下有一個重要的底層結構，需要被發
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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