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歌德 著；杨武能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德 语 文 学 精 品

F U S H I D E

[德] 歌德　著

杨武能　译

浮
士德



策　　划	 黄立新　李亚南

责任编辑	 李亚南	 李淑云

整体设计	 邹小工		

责任印制	 唐	 茵	 周	 奇

责任校对	 贺		树等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防 盗 版

举报电话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35

字				数	 530千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019-9

定				价	 42.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301

浮士德
F U S H I D E

[德]歌德　著　杨武能　译

出版发行

(028) 86697071    86697083

(成都槐树街2号)

译者肖像插画　程丛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士德/（德）歌德著；杨武能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4

(德语文学精品·杨武能译文集)

ISBN	978-7-5411-3019-9

Ⅰ.浮…	Ⅱ.①歌…	②杨…	Ⅲ.诗剧-剧本-德国-

近代	Ⅳ.I51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	第064068号

根据德国Insel	Verlag	Goethe	Werke·Dritter	Band	译出



F
U

S
H

I
D

E

浮

士

德

总    

序

半个世纪的文学翻译生涯，译作先后得到北京人民文学、南京译林、桂

林漓江和北京燕山等诸多出版社青睐，直至享誉业界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前些

年一举推出《杨武能译文集》，使我成为了中国翻译史上还活跃于译坛更有

幸出版十卷以上个人大型译文集的第一位翻译工作者。为此，诚如译文集

总序所说，我真感谢上述大量出版我译著的出版社，真感谢各个时期给予我

教诲、帮助和关怀的师长、同道和亲友，真感谢确确实实应该称做“衣食父

母”的亿万读者！

可叹“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个可恶可恨的中国魔咒，也不幸而有幸

地，在在应验在了区区身上！不过到底出现了转机，“墙内”的出版家最终

还是嗅到了我，于是有了这套《杨译德语文学精品》。

顾名思义，这套书的着重点在“精”，不像《杨武能译文集》似的在大

在全，在系统性和学术性；而且精的不应只是选材——也就是只选收名著中

的名著、经典中的经典，只选收我本人最为广大读者喜爱和认可的译作，还

有设计、装帧、插图等等，也要力争做到精美。

还有一点不同于《杨武能译文集》，这套书准备陆续推出，计划两三年

《德语文学精品·杨武能译文集》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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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出齐。倒并非受出版社编辑力量和选题规划的限制，而是想减轻读者的经

济负担，并使其能够从容选购。

我毕生从事德语文学研究和译介，译作数量很多，尤感欣慰的是所译均

系德语文学的经典、杰作，译作广受读者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德语文学堪

称思想者的文学，丰富多彩、深邃、耐读又好看的文学，翻译它的经典、杰

作，翻译这些堪称世界文学瑰宝的作品，我如同经历了一次次精神远游——

空间与时间双重意义的远游，体验到了艺术创造的巨大乐趣。亲爱的读者，

我真诚地邀请你来共同完成这一艺术创造，来分享这一精神远游的无比快

乐！

这套书适当地加了导读、序跋、附录和图片，以提高读者阅读的兴味，

帮助读者更好地达到“远游”的目的。这套书的译者、编者力争把书出得尽

可能精美，并且有精益求精、不断改进的准备，因此十分欢迎广大读者和同

行专家提出批评和建议。对视译作如自己孩子的笔者而言，它们能受到同道

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特别是年青一代读者的喜爱，实在是莫大的荣幸、莫大的

快慰。

                                                                                          

                                                          2006年10月  于川大竹林村远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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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的诗剧《浮士

德》，是一部旷世不朽的巨著和杰作。它在问世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先在德

国、继而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引起了越来越大的重视，不仅一再被翻译成世

界各国的其他文字，每一个文化稍微发达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不止一种译本，

研究它的著作、论文也成千累万，汗牛充栋。①人们不断地从不同的角度，

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带着不同的审美眼光对《浮士德》进行观察；

而这部杰作呢，就如同一块硕大的水晶体，随角度、背景和审美眼光的变化

而变化，永远闪射着美丽迷人的异彩。正如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

究莎士比亚有“莎学”，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浮士德》也已形成文学领域里

的一门独立学科，被称为“浮学”。

像《浮士德》这样长久地保持着巨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经典作品，在德

语文学中真是绝无仅有，在世界文学中也屈指可数。它是马克思“最喜爱

的”一部德语文学著作，被他读得烂熟。马克思早年写过一部命运悲剧《兰

尼姆》（未完成），其主人公贝尔蒂尼就被认为是“《浮士德》里的魔鬼

代 译 序Da iYi    UX

说不完的《浮士德》

① 参见Hauptwerk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  verlegt  bei  Kindler,  s.  182-184。

代
译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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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非斯托裴勒司苍白无力但可辨认出来的翻版”①。他在自己的论著里还经

常引用《浮士德》，或者巧妙地借用书中形象，或者创造性地发挥书中的

思想。他特别欣赏糜非斯托冷峻尖刻的嘲讽，曾让这个魔鬼现身说法，帮助

揭示金钱、货币“带来邪恶堕落”和“助长异化现象”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

实。②列宁同样非常喜欢《浮士德》。他流亡国外时只带了两本文学书藉，

其中一本就是歌德的伟大诗剧。他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也经常读它。除去革

命导师，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如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也推崇

《浮士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称它为德国人“世俗的《圣经》”③，说

只要“带着它，一个人即使终生独居在孤岛上，也不愁缺少精神寄托……”

诚然，对于歌德的《浮士德》，近两百年来并非只有推崇和赞美。特别

是在歌德逝世后不久的19世纪上、中叶，特别是对诗剧的第二部，批评和贬

斥真不算少。甚至有些原本十分景仰老诗人的年轻一代作家如赫勃尔、默里

克、凯勒以及海涅等等，也不完全理解这部巨著，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

但是，时代的前进，研究的深入，渐渐消除了好心人的误解和反动势力（如

德国的纳粹“理论家”）的曲解，使《浮士德》像一座深深埋藏在地下的宝

藏，终于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珍视。

《浮士德》对后世作家们的影响，更非同一般。海涅、拜伦、普希金和

屠格涅夫等大诗人大作家，都写过类似题材或主题思想的诗剧；平庸之辈

的仿作更不计其数。到了20世纪，在《浮士德》启迪下写成的作品仍不断

出现，其中最著名的为卢那察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1918），高尔基

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法国杰出诗人瓦

雷里的戏剧片断《我的浮士德》（1940）以及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代表

作《浮士德博士》（1948）等等。在咱们中国，一提起《浮士德》，人们

自然会想起文学巨匠郭沫若，因为他不仅是这部世界名著的译者——俄译本

则出自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 ——而且本身的诗歌和戏剧创作也深

① 柏威拉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页。
② 柏威拉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4～106页。
③ 转引自海涅：《论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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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浮士德》的影响。① 

★

诗剧《浮士德》分上下两部，共计12111行，篇幅虽不算小，但毕竟有

限。相比之下，它的魅力和影响力，却几乎无穷。何以会如此，原因在哪

里？

原因首先在作品本身无比丰富、异常深邃、复杂而又多层面的思想内

涵，以至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读者，人人都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以至一代一代的研究者，对它总是说不完，道不尽。

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354～530）在其所著《基督教教

义》一书中，曾引用下面这首后来在中世纪广为传诵的小诗，来说明、归纳

《圣经》诠释工作的繁难和艰辛：

字面意义多明了，

寓言意义细分晓，

道德意义辨善恶，

神秘意义藏奥妙。

这个古老的四重意义说，今天仍受到西方现代阐释学的重视，对我们阅

读、理解和欣赏一些内涵丰富、深邃的文学作品，也确实不乏启迪、指导作

用。试想堪称经典的文学巨著，哪部不是多义的呢？

然而，要想诠释“世俗的《圣经》”——《浮士德》，仅有奥古斯丁的

四种意义说似乎已经不够，它有着更多更深的含义。

《浮士德》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异人”，一个永远不安于现状、永远自

① 关于欧洲文学受《浮士德》影响的详情，可参阅董问樵著《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
版社1987年版，第148～162页。

代
译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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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不息的德国男子的故事。他的一生痛苦曲折，但敢作敢为，豪迈悲壮。

《浮士德》让我们跟随主人公的足迹，时而人间，时而地府，时而天

国，时而从现实回到往古，再从往古又返归现实，并面向未来，一路上目睹

和经历了无数或黑暗凄惨、或壮丽恢弘、或神奔鬼突、或圣洁和谐的场面。

人生世相尽在眼前，七情六欲了然于心。《浮士德》真可谓是一面人生的宝

鉴，反映着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之间形形色色的没完没了的斗争。

人们常讲《浮士德》是对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三百年历史的总结，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在德国的民族形

式中加以艺术概括，并根据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展望人类社会的将

来”①。一句话，《浮士德》不仅仅是某个德国男子的故事，而是西欧一个

漫长而重要的历史时代的缩影。

《浮士德》是歌德的主要代表作，第一部问世于1808年，第二部问世于

1832年，为完成它前后总共花了60年的时间。歌德说过，他一生的创作只是

“一部巨大的自白的一个个片断”，《浮士德》无疑是这些“片断”中最典

型和最重要的一个。它不仅折射着歌德一生的主要经历，也是诗人兼哲人的

他对社会、人生和宇宙的大问题长期思考的结晶。这后一点更加重要，《浮

士德》因此成了一部富于哲理的智慧之书。书中到处都是意味深长的警句，

光彩照人的思想。从整体上看，它回答了哲学所关心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

诸如宇宙的形成、万物的起源、认识的性质、人生的意义，乃至人类发展的

未来等等。

《浮士德》与歌德本身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关系密切，但作品的主人

公并不等于作者，而是一种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新人的典型。所谓“浮士德

精神”，也可以讲是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体现。普希金曾将《浮士德》誉为

一部“现代生活的《伊利亚特》”②，郭沫若曾称《浮士德》是一部“时代

① 董问樵：《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② 《伊利亚特》相传为古希腊盲诗人荷马作的史诗。

6



F
U

S
H

I
D

E

浮

士

德

精神的发展史”①，都强调了歌德的诗剧在西欧思想文化史上一度所具有的

现实意义和现代意义。

不用全部，仅仅上述的几个方面乃至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就足以使《浮

士德》的思想内涵异乎寻常的丰富、复杂、深邃。也就无怪乎，诠释、研究

《浮士德》，会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书中的问题，诸如

什么是“浮士德精神”等等，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断做出富有新意的

解释。至于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文学中出现的大量以浮士德的故事为题材的

剧本、小说和诗歌，实质上同样是作家们企图作出自己新的解释的尝试。

★

使《浮士德》成为不朽杰作的不仅仅是内容，它十分独特的艺术形式同

样起了重要的作用。 换句话说，赋予《浮士德》无穷魅力的另一个因素，是

诗剧独特的艺术形式。它同样丰富多彩，复杂多变，而且与思想内涵有着水

乳交融一般不可分割的联系。可是正由于它独特、丰富而又复杂，在好些方

面就可能不合我们的欣赏习惯，同样会增加阅读和接受的困难。这儿只粗略

地说一说《浮士德》的艺术特点。

首先，《浮士德》是一部诗剧，同时具有戏剧和诗歌的特点。故事情节

和人物的思想、情感和个性，主要用对话、独白以及西欧传统戏剧的合唱

来表现；而所有的对话、独白和作用很多的合唱，又都以诗体写成，都像

诗歌一般的凝练、含蓄和富于暗示性。在这部巨著中，诗体和格律可谓多种

多样，并且随着人物、场景、时代的变化而相应改变，语言就显得格外的丰

富多彩。以体裁分，《浮士德》中既有古希腊无韵的自由体颂歌和哀歌，又

有古希腊悲剧的三音格诗，既有北欧古典的长短格无韵诗，又有浪漫主义的

短行诗乃至德国民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至于内容，或赞颂，或抒情，

或叙事，或喻理，或讽刺，或调侃，无所不备，应有尽有，简直令人目不暇
代
译
序

① 见郭沫若《浮士德简论》，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郭译《浮士德》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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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如此林林总总，变化有致，整个看来与我国的古典戏曲倒颇多相似之

处，只是质地完全不同罢了。

《浮士德》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历史的总结”，时间的跨度

极大，从德国中世纪即将结束的16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原

始积累和自由竞争时期，所应涵盖的历史事件和故事内容非常之多，一部作

品不管多么大的篇幅，都无法如编年史似的将它们一一述及。所以，诗剧的

剧情极富跳跃性，其间的省略和空白，都需要读者用想象，或者更确切地说

用自己原有的历史和文学知识来加以弥补，因此就不像读一般消遣性的通俗

小说那样愉快轻松，但却更堪玩味和咀嚼，读者可以体会到更多的参与、探

索、发现和驰骋想象力、思考力的乐趣。

最后，恐怕也最重要的是，《浮士德》内容深邃、复杂和多层面，既生

动具体地反映出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如对格利琴的悲惨遭遇的描写，对

德国宫廷生活的揭露，又充满天马行空的大胆而奇异的幻想，如写浮士德寻

找古希腊的美女海伦，与她结合和生子等等，而且在这些世相背后，还隐藏

着丰富的精神内容和深刻的哲学寓意。所以，诗剧使用的艺术手法与此相适

应，也不可能单纯和统一。总体上讲，《浮士德》的确如作者自称的那样是

一部悲剧，但不少场次又是喜剧、闹剧、寓言剧，等等。

人们常讲，《浮士德》在艺术手法上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

范。这是对的，但还不够。笔者认为，还必须大大地强调歌德对于象征这一

艺术手段普遍、大胆和天才的运用。

《浮士德》全剧终了时有一首总结性的《神秘的和歌》——

一切无常世相，

无非是个比方；

人生欠缺遗憾，

在此得到补偿；

无可名状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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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成为现实；

跟随永恒女性，

我等向上、向上。

无非是个比方！比方就是比喻，就起着象征的作用。这首“和歌”乍听

起来确实神秘，实际上却揭示了诗剧在艺术审美方面的主要奥秘：浮士德的

整个故事，无非是个比方或者说象征罢了。而深刻的比方和象征，通常都带

有无可名状、难以言喻和朦胧的性质。这就更加丰富了诗剧的“寓言意义”

和“神秘意义”。像上引“和歌”中的“永恒的女性”究竟象征什么的问

题，就很难作出完全明确的、肯定的解答。这样的问题，在《浮士德》中可

谓比比皆是，无可回避。

是的，《浮士德》的最重要的艺术特点，是大量地使用象征、典故和比

喻。这些象征、典故和比喻，还不局限于一词一语，一时一事，不仅仅涉

及人物原型、故事模式、文学意象或某一个局部的思想母题，而是贯穿全

书，几乎无所不在。甚至可以讲，整部诗剧，诗剧主人公浮士德博士的整个

故事，都是建构在象征、典故和比喻之上。拿人物来说，不只天主、糜非斯

托、海伦、欧福良、悭吝、忧愁等等虚拟的形象是象征，浮士德、瓦格纳、

格利琴以及皇帝宫中和战场上实存的各色人等同样如此。

众所周知，凡是文学作品中的象征、典故和比喻，无不包藏着深厚的民

族文化积淀。诗人歌德身为德国人，他的民族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其

来源一般讲主要有三个：一，日耳曼民族固有的文化；二，以《圣经》为主

要载体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三，经过意大利文艺复兴得以发扬光大的古希

腊罗马文化。在这一大前提下，《浮士德》中的象征、典故和比喻，同样都

植根于这三种对我们来说是异质的文化中间。它们要么取自德国的民间故事

或传说，如浮士德博士的故事和魔男魔女在瓦普几斯之夜的传说；要么取自

基督教的信仰及其经典，如诗剧开场时至关重要的两次赌赛就与《圣经·旧

约·约伯记》的两次赌赛有着渊源关系；要么取自古希腊罗马传说，例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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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说，欣赏接受《浮士德》这部巨著的困难，恐怕

主要也在理解把握书中层出不穷的象征、典故和比喻。

★

诗剧《浮士德》既有曲折、多变和动人的情节，又富于文化底蕴和哲理

思辨，因此不能视作一般揭示社会矛盾的戏剧——虽然它也揭示了若干突出

的社会矛盾。从总体上看，《浮士德》可以说是一部以诗体写成的、带有悲

剧色彩的象征剧或者寓意剧，是一部诗的哲学或者说哲学的诗。

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丰富、复杂、独特，使《浮士德》成了世界文苑

中一枝珍贵的奇葩，成了屈指可数的几部吸引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杰作。但

与此同时，对于广大读者，它也差不多成为一部难解的“天书”。普通的欧

洲人和德国人已经是如此，生活在另一个文化背景中的中国人更是。诗剧的

第一部有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作为情节核心，倒还容易阅读和理解；第

二部则大不一样，不只一般人读不下去，连郭沫若这样思想敏锐的诗人和学

者也是如此：他在1920年前后同样只能欣赏和翻译《浮士德》第一部，然后

又过去了26年，待到他的阅历、见识大大丰富了，思想更加成熟了，才自以

为能理解第二部的深刻含义，才下决心将它翻译出来。对于这种现象，歌德

自己作了如下的解释：

……第一部几乎纯粹是主观的。一切都产生于较狭隘的、更热

情的个人，这种人的半蒙昧状态，也许能讨人们喜爱。但第二部里

几乎完全没有主观的成分，所呈现的是一个更高尚、更宽广、更明

朗、更冷静的世界；谁要不曾奋斗求索过，有了些人生阅历，谁对

它就会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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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半途而废，置《浮士德》的第二部于不顾，虽然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要真正读懂它是难上加难。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始阅读前

做充分的思想准备，有进入深山探宝的地质工作者一般的正确态度。

现代阐释学（Hermeneutik）告诉我们，对一部作品的理解程度，主要

决定于阅读者本身的“先结构”，即所谓“先见”、“先知”、“先有”

等等。拿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决定于读者本身已有的文化修养、人生阅历

以及阅读欣赏的训练。读者的“先结构”离作者越近，阅读理解的障碍就越

少。这儿所说的理解，自然是广义的，多方面的，审美鉴赏也是一个重要方

面。至于我们的“先结构”，离生活在18、19世纪的德国大诗人和大思想家

歌德是遥远的。要想阅读欣赏他的毕生心血凝聚成的宏伟巨著《浮士德》，

我们别无他法，唯有尽量完善自身的“先结构”。具体地讲，我们必须对诗

剧中所涉及的时代、社会、民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乃至神话传说等等，

尽可能增加了解。

再者，要想读懂并且欣赏《浮士德》这部内涵无比丰富的“智慧之

书”，除了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一定的知识准备，还必须方法得当。最重要

的，似乎是应该遵照先易后难、由表及里这一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弄清楚

《浮士德》的“字面意义”即它的具体故事内容，然后再深入考虑其他方

面。当然，这儿所说的易也是相对而言，用诗剧形式写成的《浮士德》的

“字面意义”与其说多么明了，倒不如讲仍然颇为费解。下面先给诗剧的结

构、内容勾勒出一个轮廓，以方便读者找到深入堂奥的路径门道。

★

《浮士德》的故事内容并非全部出自诗人歌德的创造。早在16世纪以

前，德国就已流传着许多关于浮士德博士以及与他类似的奇人异士的传说。

这些传说不仅搜集整理成民间故事书大量出版，编成了木偶戏四处上演，

还引起歌德之前的一些杰出作家的注意。例如英国剧作家马洛（Christ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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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lowe）和德国启蒙思想家、作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等，都

曾写过以浮士德博士的传说为素材的剧本。歌德儿时就在市集上看过演浮士

德离奇经历的木偶戏，稍长又在父亲的藏书中读到有关的民间故事书，对那

位非凡的博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还不满20岁，歌德已决定改写浮士德

的故事，并开始构思和安排情节；但他最后完成这件工作，已是82岁高龄。

歌德把写诗剧《浮士德》视为自己的“主要事业”，为之倾注了全部的心

血。

再者，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也实有其人。在16世纪或更早一点的德国，

确曾出过一位浮士德博士。据传他是个很有能耐的炼金术士，为了获取知

识、权力和享受，竟然写血书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最后果真被魔鬼抓

进了地狱。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浮士德博士实在是个既神秘又可怕，然而却

极富吸引力的人物，所以关于他的民间传说才经久不衰。只不过真正发现他

的巨大意义和精神光彩的，是莱辛、歌德等一些本身就思想先进和具有反叛

精神的作家。因为，16世纪，尽管欧洲大陆上空已映照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

曙光，马丁· 路德已发动了影响全欧的宗教改革（1512），但是这些资产

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仍未能动摇德国顽固而强大的封建统治，社会仍处在

中世纪的黑暗蒙昧状态中。在当时的德国，敢于以非常的手段追求财富、知

识、权力和享受的浮士德，真算得上是一位思想先进的离经叛道者。具体地

讲，他所从事的炼金术，不是一种为获取财富而进行的原始科学实验么？他

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不是对宗教这一封建统治支柱的背叛和亵渎么？至于他

的冒险精神和义无反顾的勇气，更堪为创业初期的资产阶级的榜样。

也正因此，对于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和诗人歌德，传说中的

浮士德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这个人物暧昧神秘的形象特

别是最后下地狱的悲惨结局，却非常之不满，所以决定加以改写。经过他充

实和提高，故事也更加动人，更加富有深义。事实是，歌德的《浮士德》不

仅集前人之大成，而且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创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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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分为两部，第一部共计24场，分场不分幕；第二部则为5幕17

场。在第一部的剧情正式展开之前，我们还读到一段《献词》和两个序幕。

《献词》大约作于1797年歌德正式开始写《浮士德》第一部时。他当时48

岁，想到自己的“主要事业”屡作屡辍、完成无日，故旧挚友如赫尔德尔等

多已谢世，不禁感慨系之。《献词》可以说是作者下决心继续写《浮士德》

的抒怀和自励。

《献词》之后紧接着《舞台上的序幕》，也是歌德开始写第一部时加上

去的，与剧情本身完全没有关系。实际上，作者只是让三个登场人物即剧场

经理、剧作家和丑角，各自表明自己的戏剧观。有的研究者认为剧作家就是

作者歌德的代言人，看来并不正确。因为，三者的观点各有偏颇：经理只重

视上座率和票房价值，丑角只重视演出的娱悦作用，他们都主张尽量投观众

之所好，其他则在所不计；剧作家则刚好相反，强调的是表现自己的内心，

希望的是作品流芳后世，对眼前的现实和观众不屑一顾，颇有点“艺术至

上”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笔者以为，歌德写这个序幕只是让观众或

读者在进入诗剧主人公浮士德的奇异世界之前，先看看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

的实际社会风貌，体验体验在一个典型的德国露天剧场中的特殊气氛。实际

上，那儿本身就演出着一场人生活剧。只要细加品味，这《舞台上的序幕》

也并不枯燥。

至于下一个序幕即《天庭中的序幕》，就重要得多了。有人称它为全部

诗剧的总纲，应该说是一点不错的；它对故事或曰情节本身的的确确起到了

引导和框限的作用，并与全剧的结尾遥相呼应，是整个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

部分。它的中心内容是天上的主宰（天主）与魔鬼糜非斯托之间的一场争论

和赌赛，争论的对象则为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浮士德。他被他们视作世人的代

表：魔鬼认为他野心勃勃，好高骛远，永不知足，不会有好下场；天主则相

信浮士德在努力追求时即便难免有迷误，即便会暂时坠入魔道，但终将走上

正途。两者的看法大相径庭，于是便打赌，由糜非斯托去引诱浮士德，看看

他是否会放弃自己高尚的追求，弃善从恶，成为魔鬼的俘虏。天主之所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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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是因为他觉得有一个魔鬼在身旁作祟，反倒能刺激和推动贪图安逸的

世人不懈努力，起到相反相成的作用。

接着诗剧正式开场：对知识的追求已感厌倦和失望的老博士以灵魂和魔

鬼糜非斯托打赌，然后在魔鬼的帮助下回返青春，遨游“小世界”和“大世

界”，先后经历了对男女之爱，对宫廷中的权势财富，以及对以古希腊艺术

为代表的美的追求和享受，结果均未能获得心灵的满足。最后，在围海造田

这一征服自然和替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中，百岁高龄且双目失明的主人公终于

找到了“智慧的最后结论”，对眼前的一瞬说出魔鬼一直期待他说的那句决

定赌赛胜负的话，“你真美啊，请停一停！”然后心满意足地倒下死了。然

而他的灵魂，并没有如约定的那样被糜非斯托抓进地狱，而是由天使们护送

着上了天堂，因为“对于爱人之人，爱能指引道路”，因为“他永远奋发向

上”。于是，被称作悲剧的《浮士德》，有了一个光明、乐观的结尾。

就其故事内容，我们可以把《浮士德》简单地归纳为：一出悲剧，两个

赌赛，五种追求。我们在上边说了，浮士德博士被天主和魔鬼看做是世人或

者说人类的代表，事实上歌德也是这么看的，我们同样不妨这么看。以此为

出发点，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浮士德博士的五种追求——加上他在与魔鬼

打赌前对知识的追求——就象征着人生一个个不同的境界；而其中最有意义

和最崇高的追求和境界，即为投身于替大众谋幸福的事业。悲剧主人公获救

升天的乐观结尾，就象征天主也即作者歌德对于人类光明未来的预见。《浮

士德》的重大思想意义和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魅力，正在于这积极向上的、富

于人类精神的人生追求，正在于这高瞻远瞩和富有现实意义的对于人类未来

的预见。

笔者无意以太多的唠叨和先入之见，破坏读者的钻研与发现之乐，更何

况面对的本是说不尽的《浮士德》。因此，对这部诗剧的介绍也就只好挂一

漏万，在此打住。

德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尔说：“歌德的伟大始终是和他

的语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有的学者干脆讲，谁不懂德语，谁就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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