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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哲學與人生 

授課教師：傅佩榮教授 

第八講  荒謬之超越 

 

一、沙特（Sartre, 1905-1980） 

1. 在己（對象）與為己（意識主體）：空無性之必然。 

2. 存在先於本質：人成為神，又注定失敗。 

3. 自由無所限制，他人成為我的地獄。 

 

二、卡繆（Camus, 1913-1960） 

1. 與沙特之交往：人有無絕對自由？ 

2. 荒謬：人有理性而存在界不可理解（痛苦，死亡） 

3. 從荒謬引申出： 

（1） 我的反抗：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2） 我的自由：解除一切先天限制，創作契機。 

（3） 我的熱情：生命的量取代了質，為人類求幸福。 

4. 作品簡介 

（1） 異鄉人：現代人的荒謬感，失根，無意義，死亡。 

（2） 誤會：心中意念可能會扭曲人生，形成悲劇。 

（3） 西齊弗斯神話：探討自殺，並反對形體及思想上的自殺。 

（4） 瘟疫：人道主義的情懷。 

（5） 反抗者：反抗是荒謬之子，由此衍生新的形上學。 

（6） 放逐與王國：Solidaire 與 Solitaire，合群與孤單之間。 

 

三、結論：以荒謬為方法，重新思考及理解人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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