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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

内容概要

《大学生必读:浮士德》是大学生必读丛书中的一册，书中以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
员会指定书目为依据，收录了德国著名作家歌德先生的长篇小说《浮士德》。《浮士德》具有很强的
经典性及学术性，该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
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供不同专业的大
学生阅读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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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

书籍目录

献词
舞台序幕
天堂序曲
悲剧第一部
一 夜
二 城门口
三 书斋
四 书斋（二）
五 来比锡奥尔巴赫地下酒店
⋯⋯
第一部注释
悲剧第二部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第二部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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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

精彩短评

1、世态炎凉或缺！
2、我们是在五彩折光中领悟人生
3、浮士德是个有追求有上进心的普通男人。
4、又是本看过一半的书。。。未来的一项任务
5、是不是这一版我不记得了···不得不承认以我初二的智力和阅历来看，读懂实在是太难了··
····以至于现在都没有印象了
6、浮士德所体验到的 并非一出个人的悲剧 而是人类的喜剧 . 但往往 喜剧比悲剧更荒诞  .
7、坚挺着给看完了=皿=
8、心不静 看得想吐血 没看懂居然还做了十几张纸的读书笔记ORZ 这个应该要回锅
9、主要篇幅安排有问题，不够谐和，对照《生之欲》，前戏、冲突、觉醒三种不同的地方有着近似
的地位，都给了很细致的描述，而在这里，爱欲过了，当然爱欲和对“美”的追求还是不一样，更提
到了古典美和中世纪美的综合，然而感官享受、权利、财富、征服的力量都太单薄。这个框架上的缺
陷实在是大问题。除此之外，用典过多，让人看出歌德的修养实在是高，而不时的批判火本原说让我
呵呵，但是对于我而言，这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西方文化背景的人而言确实是一种灾难。最后，便是写
作方式的问题，我实在受不了诗歌！客观而言，浮士德的上升、探寻之路我并不觉得令人信服，还是
篇幅太短，这是最终的问题。奥，对了，整体流程，先是1感官享受（类似生之欲）、2年轻3爱、性4
为王效力，财富5美（海伦）6军事勇武7征服自然，力量8充实的努力。满足就结束。
10、看完了上集，没有心思看下集了，呜呜
11、还特地有注释，解释了很多中西文化差而造成理解困难的地方。很不错！
12、考虑要不要读德语版
13、女人，酒，如果魔鬼给我这些，我就做它的奴隶
14、很想去学德语然后读一下原版。。。。
15、想体会的很深刻很难
16、和恶魔做交易。我承认这书看得很艰难啊!不过看完了~
17、绿源译的东西除了注释多久没啥好处了，换了董问樵译本以后神清气爽
18、正在读⋯⋯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是这个版本。可能我学识浅薄不了解西方一些常识，又没有读过圣
经，所以读起来蛮吃力的，里面很多梗一直看注解还是看不懂。经典之作不敢姑妄评之，尽量用心读
好了。
19、不太喜欢这个版本。谁能推荐个好一点的？
20、翻译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翻译诗歌类的东西总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读这篇巨著是又敬又
畏，又喜又恶：敬巨著的宏大构思，畏它的艰深难懂，总有些句子闪现出来让人欢喜，而大篇幅脱离
主线角色的唱词不知所云让人厌恶。总得来说，这次阅读经历并不愉快，也难说有什么收获，只是让
我感到自己的浅薄罢了。//回想一下，浮士德先是追求爱情未果，随后追求美也幻灭了，当他最终决
定为人类干一番事业在历史上留名，却又被人利用做了恶，老来被忧愁吹瞎了双眼，最后虽被上帝解
救，但这样的结尾于我没有丝毫安慰。悲戚不已！悲戚不已！我总认为人生无意义，要在无意义中找
到些意义，只有靠爱和美，否则只好靠欢愉冲淡忧愁，或靠事业的忙碌填补空虚——于浮士德一切都
落空，着实让我绝望。所以这当真是人类进取精神的赞歌？
21、这本书就是通过对话来揭示人性问题其实看下去的话是还可以就是有点点乏味而已
22、不是太明白。但思想的深度还是体会到了
23、无法欣赏
24、其实偶更喜欢弥尔顿的手笔
25、好像忘结局怎样了...
26、有时间了再把杨武能译本读一下相对照
27、难了
28、我还无法理解 这浮士德的悲剧
29、精深的著作，没太读懂
30、高二时期拿着白色书皮的厚重的浮士德，看起来没日没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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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

31、真的真的没看懂。。。
32、一半，没看完
33、我抓狂
34、病中重讀。
35、我真想看到这样一群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和自由的人民站成一堆！那时，我才可以对正在逝去的
瞬间说：“逗留一下吧，你是那么美！”我浮生的痕迹才不致在永劫中消退。
36、人类光荣。这个版本是散文风格的翻译，有机会再看看诗。
37、原版看不大下去，简化本看的
38、至今为止，心中最佳！
39、梦想家的故事，
40、绿原的译本实在不忍卒读⋯⋯注释过甚⋯⋯
41、永恒的女性 引我们飞升。      我的浮生的痕迹才不致在永劫中消退。

42、美啊你停留一下！
43、我为什么读这本来着的...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其实一点都不基嘛,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都没有什么感
情(误)...引经据典很多,有时间认真看看希腊神话好了...
44、哇噻~大爱靡菲斯托~“可爱”的恶魔~
45、如此美好，请你停一停
46、全写评论里了
47、难⋯也就只能看概况了⋯
48、“真美啊，请停下来吧！”    翻过的书里，最好的几本书之一
49、不好意思说自己看过
50、冒险才能利用机会  格言：风险越高，收益越大。你拥有的东西越多，力量就越大。想获胜必须了
解冒险的价值，而且必须有自己创造运气的远见。大胆筹划，小心实施。
51、人啊！
52、我怀疑这个版的翻译不是中文里最好的！有些生涩，有些流畅！
53、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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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人说不懂德文便无法读浮士德，我便从这不懂中，生出了一些不通的感慨，竟也写成了三四千字
的读后感。真是够惭愧的。不过歌德大神也不懂中文，汗颜也只是自个儿面壁而汗。令人晕眩和震撼
的《浮士德》《浮士德》实在是博大到令人晕眩的作品。第一部的故事相对单纯，尚可阅读思考，第
二部读来令人头昏脑胀，只能借助一些讲学作品来摸索理解。作为一个文科生，我都觉得我通过自己
的解读能把剧情捋一遍下来已经是胜利。正是因为人与人读书的感触不同，选取的情节也会有偏差。
于是我打算尝试一下，不靠任何已有的剧情梗概，而是自己把故事梳理出来，一边加入自己的感受，
也不愧对我为这书消得人憔悴的历程。剧情首先在天堂里拉开序幕。魔鬼靡菲斯特和上帝打赌，看他
是否能够引诱浮士德放弃那永无休止的高尚追求，使之灵魂堕落、被平凡琐事满足，“让他吃泥土吃
得津津有味”。上帝相信人的神圣性，于是同意魔鬼引诱他。（这样的设定令人想起旧约中的“约伯
之赌”，为达到证明人类神圣性的目的，上帝放任魔鬼行事，就好像对待约伯那样）。然后正剧开始
，青春不再的浮士德博士在夜晚的书斋中发着精神危机的牢骚，他想到自己大半辈子都埋头于故纸堆
中，虽曾鼓起入世的勇气、承担世间的苦乐，但几次努力都没成功。绝望的他中甚至想到了死，但适
时传来的复活节钟声又唤起了他生的意志，他来到野外看到庆祝节日的欢乐人群和欣欣向荣的大自然
，这些让他受到鼓舞，但仍不能摆脱精神危机。这一段戏中浮士德面对大自然所发的感慨令人印象深
刻，竟然同时夹杂着悲观又乐观的思绪，看到壮美的自然万象他心中涌动着“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自强不息、渴望上升。随后他坦承了自己纠结已久的矛盾，即在高贵理性和感官享受中的挣扎。于是
他一方面赞美造物的光荣，一方面又在不断地向瓦格纳抱怨着对传统学科的不满，以及平民的生存困
境。正是在这样的困惑中，靡菲斯特出现，他变成一条小狗跟随浮士德回到书斋，化为本相后他说自
己是“作恶与为善的力之一体”，浮士德向他诉说自己的痛苦，表示宁死也不愿再过这种无所作为的
生活。于是靡菲斯特与浮士德订约，靡菲斯特做浮士德的仆人，带他重新经历人生，满足他的一切欲
望与要求，帮助他“认识世界最本质的关联”；而浮士德一旦感到满足，说出“你真美呀，请停留一
下”，那他的生命则要终止，被“套上枷锁”，且灵魂归魔鬼所有，来生要做魔鬼的仆人。浮士德根
本不信来生，他毫不犹豫地与魔鬼定了契约。浮士德面在寻找不到生之意义时没有选择死亡，而是自
愿借助魔鬼的力量来完成自我认知与救赎——与恶相伴是得以启程去寻找善的前提，这种矛盾也体现
了人性的本质，在神魔互动、光暗相生之间，使得接下来的一切经历都有了特殊的魅力和含义。他们
来到一个酒窖，靡菲斯特用法术戏弄了酗酒的大学生们（这似乎是歌德对当时大学风气的一种讽刺）
。然后他们来到魔女之厨，浮士德在镜中看到海伦的影像，心醉神迷，他在饮下魔汤变为翩翩少年，
恢复了情欲。浮士德路遇格蕾琴，一见钟情，浮士德利用首饰和邻妇来引诱她，占有了她的肉体，堕
入情网的格蕾琴为了与浮士德幽会，失误中毒死了母亲，格蕾琴当兵的哥哥瓦伦廷知道了妹妹的丑事
，与浮士德决斗却被杀，死前公开指责妹妹的不贞。格蕾琴亲手溺死了她与浮士德的孩子，被囚入监
牢，判了死刑。此时浮士德跟随靡菲斯特去布罗肯山参加瓦普吉斯之夜的魔女盛会，狂欢淫荡的场面
没有使他丧失本性，当得知格蕾琴身陷囹圄时他立刻清醒过来要求去解救她。监狱中的格蕾琴已精神
崩溃，把浮士德当做是提她上刑场的刽子手，浮士德催促格蕾琴随他出狱，但笃信上帝、忏悔罪恶的
格蕾琴拒绝逃走。在天亮之前靡菲斯特拉走了悔恨痛苦的浮士德。在有关格蕾琴的桥段里，时常能感
觉到感觉歌德在强烈地回溯莎士比亚，比如在浮士德与瓦伦廷决斗的那场戏中，人物关系与《哈姆雷
特》如此相似——浮士德相当于哈姆雷特，瓦伦廷相当于雷欧提斯，格蕾琴相当于奥菲利娅；而为了
刻画欲望的魔力而特意描写的瓦普吉斯之夜，又显然带着《麦克白》和《仲夏夜之梦》的某些痕迹。
以上是浮士德第一部的大体情节，以浮士德与格蕾琴的恋爱故事为主线。阅读过程中我对格蕾琴这个
可爱而虔诚的小家碧玉形象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对于的她遭遇也十分同情。剧情中有许多刻画格蕾琴
的场面令人难以忘怀，比如她拒绝浮士德搭讪时的端庄自爱、对于自己是穷人就不该追逐浮华的清醒
认识、安慰邻妇时的善良乖巧、用扯花瓣的方法来占卜爱情的谦卑纯洁、对于浮士德不信上帝的担忧
、在圣母像前多次祈祷的虔诚、在狱中坚持悔罪拒不逃走的忠贞⋯⋯所有这些都展现了这个平民少女
羔羊般纯朴与美好的个性，令人对她的生活和命运抱以极大的关怀。她虽然思想简单、性格柔弱，在
与浮士德的对话中经常显得见识浅薄，但的确是个可爱可敬的女孩子；因此后文所述的她因为爱情而
毒死母亲、未婚先孕、哥哥被杀、溺婴，最终入狱发疯的悲剧，读来经常令我心下闷闷——这样的郁
闷比读《哈姆雷特》时看到奥菲利娅这个同样纯善无辜的女子发疯溺死的悲剧时更加深刻。有对于弱
女子悲惨命运的哀怜，甚至是对浪荡子浮士德勾引少女的怨恨。但这一段戏并不能只当做一个爱情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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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

剧来看，否则就失掉了在全剧开头那两个赌约的意义。须知与格蕾琴的恋爱当是浮士德永不满足人生
中的一段经历，虽然在这段经历中他没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既害死了无辜的格蕾琴，又让自己的心
灵在结尾时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望与痛苦；但这一切悲剧段落都在他的人生游记中被书写下来，成为
日后证明自己完成自我认知的人生任务的重要标记。在全剧的末尾，这个被伤害的、曾经“堕落”的
少女以浑身洒满花瓣的圣女形象出现在饱经沧桑的浮士德眼前，我读到这里时感动极了，那一瞬是全
剧救赎主题的闪现和升华。从这一点上来想，我也能够理解年轻而放荡的浮士德为何要不顾一切地引
诱一个无辜的平民姑娘，这无关乎道德，而是他在同意拿生命与魔鬼作交换之后，遵循自己欲望前进
的一种体现。如果从格蕾琴个人悲剧的角度上看，浮士德无疑是个罪人；但如果从浮士德经历人生的
角度来看，格蕾琴的意义却不止是一个被他爱恋并伤害的少女那么简单，她可以作为浮士德悲剧不断
却仍自强不息的生命历程中一个纯洁的符号而存在。她象征着一个以爱情为题的悲剧阶段，这与其他
知识悲剧、事业悲剧等共同构成着浮士德蹒跚跋涉的自我认知过程。因此拼命勾引格蕾琴的浮士德就
无所谓对错善恶，他一开始就承认了自己的欲望和矛盾，并愿意承担它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
个更高的目的，也就是镌刻在古老的德尔菲神庙上那句名言：认识你自己。而这个古老的命题自从被
提出就一直折磨着思考者的心灵。在哈姆雷特的时代，人因会思考而痛苦；浮士德同样因为思考自己
生命的价值而感到痛苦，但他的可敬之处在于他永远承认自己的空虚和局限、自己真实的欲望，他虽
然与魔鬼为伍，他的眼睛却始终注视着自己永不停止跳动的清白内心——这也是《浮士德》带给我的
最大震撼。人啊人，因为不甘于在愚昧和空虚中虚度生命，为获救赎、求得灵魂的满足与安定，竟必
须要付出与魔鬼为伍的代价，让心灵一次次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被抛弃在毫无希望的荒原，而最终
却连回望自己那一身伤痕的机会也没有，何其悲凉！想到这一点我几乎绝望。但须知人的高贵性也就
在这里，即使注定要经历一场场悲剧，因为心里坚信着“凡自强不息者，终会得到拯救”这个信条，
相信头顶上有上帝的双眼在注视着这一切，就不惧怕与魔鬼相伴，在黑暗中一路走来。这个“一路走
来”的经历比旅途终点在何方更为重要，人要把这路勇敢地完整地走下来，因为这是知道自身终有一
死的人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的唯一方式。而全书开头的赌约模式是避免浮士德的经历成为一出彻头彻
尾悲剧的唯一前提，正是因为有着上帝之眼在作见证，浮士德所经历的种种悲剧才变得有意义，有被
救赎的希望。这让我立刻联想到《红楼梦》的开头：一僧一道来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答应带着
“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顽石到红尘中走一遭——如果与《浮士德》相较，这便是上帝与魔鬼的那一层
赌约；而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的还泪之约，又与浮士德和魔鬼的那场约定相对应。正因如此，也使得
《红楼梦》中的俗世悲欢故事同样成为了一种经历和昭示，它也就不仅作为单纯的爱情悲剧和家族兴
亡史而传世。写至此，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浮士德和贾宝玉作为拥有理
想的肉体人身而存在，一生总难遂愿；而大荒中有石俨然，字迹历历。
2、一、关于“浮士德精神”的形而上的符号在讨论到“浮士德精神”的绝大多数时候，无论是国内
流传的《浮士德》的大多版本的序言，还是国内有关西方文学史乃至德国文学史的教材，包括现今几
乎“全能”的几个诸如baidu和google几个主流网站里的相关词条，都默契到可以称得上是和谐统一地
用那几个相同的形容词和短语来给它定义，“永不满足”“勇往直前”“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追求
真理”等等诸如此类。当然也不排除在有的书面或者网页百科上对此还有除以上一些词汇外的关于“
浮士德精神”的补充，比如它所象征的一些消极方面。但总的来看，不难发现，从中国人开始接受西
方现代文学教育那时候起，“浮士德精神”作为所谓“永不满足”“勇往直前”“不断完善自我”“
不断追求真理”的符号已经深入人心。比如我，从小学时候一本名人名言录上看到的关于歌德的语录
，到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老师口里提及的“浮士德”，它们无非都是在往我刚好留白的意识里强行录入
一个“积极进取”“永不满足”的形象。直到此刻在受挫与失望中纠结地读完“真正”的《浮士德》
，我的潜意识才终于从那个被统一了的意识的压抑下裸身奔出来，“浮士德精神”真的如“官方解释
”那般工整并单纯麽？首先感谢我的世界文学史老师，她的客观态度以及独立于官方教育的解说给了
我这个自我思考“浮士德精神”的机会。否则基于以往被灌输的那个“浮士德精神”，我想从现阶段
至很长的一个将来我都不会产生去读《浮士德》原著的意识。我知道一直以来教育之所以作为教育其
实只是因为它扶持统治阶层的功能的存在，不可否认它是一个工具，个人的永远小于社会的。我们从
很早以前就被教育要以辩证的观点看问题，如今却在一个被符号化了的“浮士德精神”面前停滞了几
百年而被动地陷进了形而上。恰恰是因为把“浮士德精神”片面地定义为诸如“永不满足”“勇往直
前”“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追求真理”灌输于全民，是对辅佐统治阶层有利的一个经验。这无疑阻
碍了辩证的思考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那个原著里的极为复杂的浮士德精神被剪切了一小块下来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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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部。“浮士德精神”在现代人的观念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前孤立并静止的符号。这违背了我们最
初被教育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那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浮士德精神？不，这当然不是唯一的，歌德原著
里的那个浮士德精神也不该被定义为几个特定的词汇永不改变。全面的，而并非那个几个词汇就可以
孤立地概括；与时俱进的，而并非永远都只有那一个唯一的符号。浮士德精神作为特定时期的精神产
物，放到不同的时代里，在不同时代的人的理解里必定是不尽相同的。我想，理解浮士德精神不但需
要把它了解全面，还需要把这精神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联系起来，这才能算得上是客观的不孤立的
辩证的理解。二、浮士德在悲剧中的抉择与浮士德精神从《浮士德》的悲剧结构上看，五个悲剧象征
的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总的悲剧，缺一不可，因此各个悲剧间的关系是并列的。而这象征的五个
方面刚好构成了人生大致的五个方面，由此来看，《浮士德》所传达的是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悲剧。而
浮士德作为悲剧主人公所象征的是全人类，浮士德精神也就象征了全人类的精神，这是一个极为复杂
的体系，不仅仅只是所谓的“积极进取”“永不满足”。书斋生活象征知识的悲剧。歌德生活的年代
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一生跨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而他就是一个充满着狂飙突进
运动反叛精神的人。浮士德沉在知识海洋的底部意识到这是一场悲剧，而他选择的是冲破这些深重教
条的束缚走出去。在文艺复兴过后，欧洲社会一直奉行理性至上的理念，歌德处在新型资产阶级兴起
的启蒙时代，在此对“理性至上”中的“理性”进行了一个离经叛道似的颠覆。他对“理性”有了革
命性的认识，即“自然理性”，自然在这里也是自由的意思，于是浮士德选择了甩脱旧理性奔向新理
性。把“理性”的中心由封闭的人类自我转向外面的世界与自然正是启蒙时期所提倡的“新理性”。
浮士德冲破了已经陈旧的沦为教条束缚的毫无现实意义的旧理性，为自己选择一个新的生活，他认识
到了知识如果不能用以造福于人反而封锁人内心使人痛苦的话那知识也就不是知识，还不如没有知识
。这种“入世”和反叛的态度让我想到一个半世纪后法国的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萨特也提出过“没
有行动的理想等于没有理想”，这与浮士德对于没有现实意义的知识的否定是一样的。萨特的“介入
”观念也和浮士德在知识悲剧中选择的冲出书斋是相似的。还有最核心的一点，浮士德从牢笼一样囚
禁了自己大半辈子的书斋毅然出走选择了外面的世界和事业，是一种冲破束缚的自由自主的人生态度
，这与后来萨特提出的“人应该为自己做出选择，应该自主地对自己的生活全权负责”相照应。在我
看来，浮士德精神在知识悲剧中的体现，是一种反叛，一种现世责任感，也是一种革命。浮士德与格
雷琴的爱情悲剧并非传统的爱情悲剧里的“不能终成眷属”，浮士德的爱情是复杂并荒唐的。也许在
歌德看来，爱情不只是“爱情”，因为爱情作为欲望的载体，必定要遭遇与理智和良知的撞击，而这
些冲突偏偏与生俱来无可幸免。那么人类千百年来在这二者择其一中是如何选择的？浮士德在这二元
对立的冲突中做出的又是怎样的选择？浮士德象征的全人类，在经历了“爱情使人丧失理智”的一系
列冲动恶果后最终还是忍痛割爱地离开了精神已经崩溃的爱人格雷琴。在爱情中浮士德所丧失的不只
是理智，歌德在这里用了一个最坏的后果——丧失道德。可以看出歌德对于爱情具有毁灭一样深重的
力量是承认的，因为爱欲出于人类本能；而歌德给浮士德的最后出路却并非同爱人共死，而是绝望过
后给了他另一种生活。这里可以看出，歌德在承认本能欲望强大的同时，也主张爱情并非人生的全部
，人终究还是要从爱情中走出来进行下一段旅程。爱情之所以为悲剧，是因为它从存在的那一刻起就
注定与理性和良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问题在于浮士德在爱情悲剧里究竟有没有主动做出选择？
我想事没有，当发于本性的爱情力量上演到最高潮，它自然而然的压过了理智，这并非浮士德也并非
一般人类以理性的思考能做出的选择，因为理性已隐没在本能与欲望的后面。而爱情故事的结局诞生
后爱情的恶果开出罪恶的花之后，浮士德被迫与爱人分离，这也并非悲痛欲绝的浮士德本人的自主选
择，因为在悲痛达到极致时人的理性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爱情丧失，新生活渐渐显出痕迹，这
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半个世纪后弗洛伊德所谓“人的潜意识与意识的矛盾必将在发展中完成自我
的顺应”。人生有很多事情都不是只依靠理性就可以解决的，一如爱情，一如悲剧。面对知识悲剧浮
士德可以自主的选择丢弃，但在面对爱情悲剧时浮士德无从以理性做出选择，因为人类本能里的一些
东西太过坚硬，而命运无从逃离。这里看来，歌德的悲剧思想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不可知论”
。这是前面提到的萨特和存在主义所没有继承的东西。那么浮士德精神在爱情悲剧里究竟有没有体现
？如果有，是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在重创之后的重振旗鼓？如果没有，是不是只因为浮士德所代表的
全人类在爱情面前显露出了人性中以良知沦陷为代价的对欲望的沉迷？在我看来，浮士德在爱情悲剧
的经历中其实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精神，那便是“在场感”，既是所谓“活在当下”。我知道“在
场感”一词于多数人而言的陌生，它的意义最初在嬉皮士年代最初被，如今作为一种创作理念贯穿于
中国70后先锋诗人的诗歌。或许在歌德塑造浮士德的当时，这种“在场”的精神并不十分明显地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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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浮士德身上，但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从浮士德的爱情观里读到了这种“活在当下”的责任感。既
是关注于此时此地，在未知的生活面前，每一秒都该坚决地被经历，而不应赋予繁琐的后果与痛苦的
思索来束缚它的存在，这一秒很快就会过去，不容等待，于是经历便是意义。深陷于爱情中的浮士德
从来不会用这一秒的时间去思索下一秒的事，因为他懂得对“此时此地”负责，因为他在不计后果地
全身心投入于“存在”，经历并赋予它意义，毫不虚无。他经历了爱情与悔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
财富，就算坏的后果，这亦是人生的一种担当。如果说人生注定是悲剧一场，那么此刻我们该做的也
就是在这一秒快乐，因为下一秒很可能就不能再快乐了。或许这多少有一点“享乐主义”，但在歌德
那个被所谓“理性”的教条和封建束缚了的年代，还有在今天这个XXXXXXXX(这里先不冒着被和谐
的危险做讨论，这不是重点)的年代，真实的“存在感”确确实实是反对虚无主义和与社会中浮华伪善
实际毫无追求的人群对立的武器。因为“存在”亦是一种责任。浮士德的政治悲剧象征的是歌德魏玛
十年的宫廷生活，在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受挫后浮士德选择了追求古典艺术来作为辅佐明君不顺的逃避
。以唯美的艺术来作为艰辛复杂的政治失望后的出口是否是个积极的选择？一个人在踌躇满志满腔热
血投入于事业过后最终获得力不从心的沮丧与抑郁，于是承认政治是个鱼目混杂且难以应对的战场。
于是浮士德和中国古代的抑郁文人一样选择了以沉浸唯美艺术来忘记现世的纷乱，就像忘记一场无可
投医的疾病。这却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软弱的体现。可是古典美偏偏也是个悲剧
。企图通过艺术和美育来改造社会的梦想最终会幻灭。这是歌德对空中楼阁般的古典美的反思，这是
歌德对艺术的意义与社会存在之间关系的思索。古希腊的艺术因为其脱离现实的神秘而被盲目的人群
一味的追求与膜拜，而真正的艺术难道就是这古典式的被束之高阁的一次逃避？不是这样，浮士德的
古典悲剧告诉我们，艺术不该与现实脱离，艺术除了审美功能外还该具有社会功能，这样的艺术才能
成为人类精神的美的产物。时代永远在交替从不停息，艺术亦需要革命，而并非形而上的“古典至上
”，在时代的洪流中应运而生印刻着时代烙印的艺术才是真正对人类有精神意义的艺术。另一方面，
在关于“自由”这一文艺复兴起一直被极度崇拜的中心，浮士德亦在古典的悲剧的历程中体味到了它
的无力。以人为中心的自由不该被毫无限制地扩大膨胀，还有许多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前提作为限
制。而浮士德的人物性格也由刚开始的激进反叛渐渐转变成了和睦理智。歌德在这里对片面追求古典
美的否定态度与后来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必定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而浮士德在经历了古典悲剧之
后走向了自然走向了哲学，这无疑又与后来的萨特存在主义中“介入”的观点相契合，萨特还提出过
“一个文学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的观点，而歌德在提早了一个半世纪就已经对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有
了深刻的思索。而另一方面关于“自由”的辩证思考却是一个半世纪后的萨特也没能做到的。那么这
个从政治到艺术再到哲学的过程中浮士德身上贯穿着怎样的精神？没错，这首先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
思想者的永不停步的探索精神。另一方面，我想，浮士德精神在这里亦显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责任感
，这是一种深沉的时代精神。歌德的一生横跨了两个世纪，时代总在不断的改革里被重建被更替，一
个伟大的艺术家也必须深切的基于现实而进行对推动时代发展有积极影响的创作，这才是艺术家的职
责，这才是艺术的重要本质。进入到哲学阶段的浮士德，整个人的精神状况以及思想境界必定会焕然
一新。在艺术和美育幻灭的古典悲剧过后浮士德进入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也是最深刻的哲学阶段。此时
的浮士德俨然一个站在高处的悲伤的智者，不再凭着热血与激情闯荡人间，他变得冷静肃穆且带着悲
天悯人的气质。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失败到精神教育改良的无力，浮士德开始把目光投向切实的自
然与物质改良，或许只有自然哲学才能造福人类。晚期的歌德在哲学领域的游历是的他对人，对人与
世界有了更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受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影响，歌德把一些新的理念赋予在了浮士德
的思想与行动中。因此，从追求古典美时期开始，在浮士德身上，我们还能读到一种理性的辩证的思
维方式。从激情万丈的叛逆到深刻理性的智者，这是浮士德在悲剧中的成长历程，而客观的、无私的
从历史和全人类角度来改造社会，辩证的思维方式无疑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事业的悲剧，浮士德
精神却会延续。哲学是一门痛苦的学科，并且这痛苦关乎于全人类，然而它却是伟大到永不止步的。
因此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成为泡影的悲剧也是必然，乌托邦陨落，浮士德死亡，然而最终他的灵魂
还是被上帝带走，因为哲学不会陨落，浮士德精神不会消亡。浮士德的五个悲剧也告一段落了，而歌
德给了这个人生的悲剧一个光明的尾巴，是希望的象征，亦是不可知论的象征。毕竟，浮士德精神告
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问题，于是希望亦是一种不可知。或许这是属于歌德的独特的悲剧美学，不简单
等同于鲁迅所说“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在歌德的悲剧里，一切都是辩证的，建造与瓦解，重
生后再毁灭，悲剧如哲学一般在历史的冗长河流里艰辛流淌，不止不息。三、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与
浮士德精神或许这才是我们最该思考的。浮士德精神最终把我们引向了“时代”这个问题的风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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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浮士德精神必该随着时代特征的演变而有所发展，基于历史而在辩证中与时俱进地理解它才能
与这精神相匹配。出生于两个十年交替间的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问题们积压到一个点就成了弊病，
身体的亚健康可以通过调整来得以恢复，遗憾的是时代的亚健康总要到并发成一个全新的病种甚至瘟
疫才会被人关注和介入。这是一个规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人群的疾病推动了时代的发展，时代
以疾病得以被关怀和革命性的推翻病根为转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时代的重建以一群时代边缘上的重
症患者为牺牲品。于是疾病的症状爆发成了颠覆旧日的导火索，无论如何，疾病时关键。歌德一生横
跨的时代被重建过很多从，当然不是每一次重建都能抵达疾病被毁坏的革新目的。对于文学家的创作
来说，真正伟大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小说人物必定是一个身负全人类普遍患难又载着某种医生一般的先
锋精神去自我抗击病痛的时代病症患者。在我看来，浮士德的形象，是一个病态世界的身心健康者，
同时又是一个盛世中央的病医生。时代的精神诞生于时代的难题，这于穿着春风和煦的皮肤的二十一
世纪尤为重要。因为我们这个年代最致命的难题在于看不见难题忽略难题和隐没难题。自我感知是治
疗的第一步，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如果连病人自己都感觉不到疾病的存在或者存在于哪里，这也许
才是真正无可救药的绝症。否认疾病，拒绝治疗，和自杀没有区别。面对难题意味着在和谐静止的蒙
蔽下看到了疾病。浮士德带着他满身的漏洞百出来到二十一世纪，浮士德精神在这里是什么？我想，
最该成为核心的一点，正是他作为人，身上那些漏洞百出的症状，是梅菲斯特在他体内晕出的淤痕。
那些丑陋的不可见人的缺憾和邪恶的疤痕，是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类不可缺少的符号。到了今天，浮
士德精神在于浮士德难题的曝光。二十一世纪的浮士德精神之所以称之为“精神”，是因为它提出了
浮士德难题。关于存在与意义，关于欲望本能与良知道德，关于潜意识与理性，关于自我个性与社会
洪流，关于反抗与贡献，关于艺术审美与政治介入，关于自由与环境，关于人类发展与自然界规律，
关于理想的构建与现实的荒诞。歌德以历史的客观态度提出了这些浮士德的人类的难题，尽管他在使
用辩证法试图阐述它们的时候总是无可奈何的流淌出个人的悲观气息。我想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于歌
德身上的体现。但至少我们从中学会了一点，就是这些难题的永远不可消除，因为它们随时代的演变
永远有着不同的变化中的应对方法与解决答案。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该如何面对这些难题？我们是否
有足够清醒的痛觉去揭开这些沉积已久的时代创伤？我们是否有足够浮士德式的激情与反抗精神去为
自己而战？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处在一个足够浮士德式的的无论好坏都足够纯粹的环境里？We are the
middle children of history, with no purpose or place. 　　 We have no great war, or great depression. The great
war is a spiritual war. The great depression is our lives. We were raised by television to believe that we'd be
millionaires and movie gods and rock 　　 stars – but we won't. And we're earning that fact. And we're very, very
pissed-off. 这是当时让我惊心动魄了太久的电影《搏击俱乐部》里的台词，它如雷贯耳的砸出了我们这
个时代的轮廓以及我们看不见形状的病痛与危机。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我
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与经济大恐慌。我们的战争只是精神之战，我们的恐慌只是我们自己。我们从小看
电视被灌输我们以后会成为百万富翁、电影巨星和摇滚偶像，可是我们没有。于是我们渐渐接受了这
个现实。于是我们非常，非常愤怒。游离于动荡时期并自由占有梅菲斯特的浮士德博士无法体会几个
世纪后二十一世纪青少年的“和谐”时代，他不会清楚能够站在边缘清晰的浮士德难题里为自己做选
择是个多麽纯真又抽象的权力，于我们，于这群在和谐安定的蒙昧中被屏蔽了多少危及症状的二十一
世纪的亚健康青少年。我们在《浮士德》过后被一种叫做羡慕的姿态撞醒，可笑地发现时代已经演变
了几个百年，这是个医生们都失业了的年代，因为被灌输了一种叫做“健康”的疾病，这是看不见的
疾病。如果你要问我浮士德精神对于我自己有什么意义，意义？这个词我听起来都觉得荒诞，好比对
于一个没有意识的植物人，你问他什么叫痛觉。这个“无痛”“无问题”的时代里，我们读萨特，感
到没有本质的存在状态所产生的一片空虚荒芜的恶心。我们看电影，看到《Fight Club》以搏击来提示
自己尚未麻木，看到《Trainspotting》以搞砸一切来鞭策自己。浮士德精神的意义对于我就是浮士德难
题，就是露了脸的梅菲斯特所制造的一系列trouble.浮士德博士不会明白，在一个梅菲斯特被藏了起来
于是一切难题都被化学的假象隐匿了的人间，能够为自己做选择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因为难题的条件
，矛盾的另一方不见了，我们没有“病痛”，我们不需要记住“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道理，我们安
然享受“和谐”，我们可以做吃等死。浮士德博士，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您所没有经历的二十一世纪
。您看，连上小学的孩子都统一地被官方付了身，知道投生于社会贡献就必须牺牲自我个性，如此这
般和谐的大好社会还会让您有机会触发当时的敏锐的反思与热情自由的辩证态度麽？您在个人觉醒的
热情里可以选择政治，我们有得选择麽？您看，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
，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了，传统断裂了，个人主体性丧失了，以电脑网络为载体的虚幻空间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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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如此这般fashion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还能让您记起当时您所沉浸的那个文学艺术麽？您在
了解到政治从来无力时可以选择艺术，我们选择什么？您看，我们从小被教育全民信仰XXX主义，老
师告诉我们与之违背的任何理论任何哲学都是“不正确的”“要反对的”。高中时期我们被教育要批
判唯心主义，于是到了今天我们能真正做到客观地完整地了解那个您所崇尚的黑格尔麽？最终您选择
了哲学，最初已经有人帮我们选择好了，固定的不可改变的全民信仰，有没有让您想到您那个被冲击
了的被统治阶级当做工具的宗教意识？您看，真是好笑，我们的二十一世纪又退回到了您那个时代之
前，进步来进步去终究还是落后了。您是否有感觉您在看一出喜剧？ 您的时代动乱，到最后您发现了
悲剧。二十一世纪和谐，在最初我们就被告知喜剧。我们的戏剧艺术概论课老师告诉我们，喜剧比悲
剧更荒诞。2009.04 杭州微信公众号：imayuan
3、终于，这本厚厚的《浮世德》翻到了最后一页，和浮世德一起经历的这段路途，也终于随着浮世
德的升天而到达了终点。读完全书，很是混沌，对于哲学及历史的不够熟悉使得原应有的享受荡然无
存。理解不够，只能从浮世德的个人发展谈起。浮世德永远是不安于现状的，对生活永远没有满足。
这是他最大的困惑，而解决之道也就是不安于现状。在与梅菲斯特签契约时，浮世德就坚定地表态：
“如果我对某一瞬间说：停一停吧！你真美丽！那时就给我套上枷锁，那时我也情愿毁灭！那时就让
丧钟敲响，让你的职务就此告终，让始终停止，指针垂降，让我的一生就此断送！”浮世德在魔鬼梅
菲斯特的帮助下不断地发展着自我。相信如果没有梅菲斯特的诡计中止了浮世德的追求，他会一直不
安于现状，无法满足的发展下去。从文艺复兴开始，人们对于人——这一个体的思索就没有间断过，
而个体自身的成长这一命题，也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在独白之中时常跳出
复仇者的身份，考虑人世问题，体现出一个完整的人。而在他不断思索的同时，出现了新的理想、新
的困难，使得他的复仇行动一次次地拖延。他的逃避性格，使得其思想和行为难以一致，在使他痛苦
之余，也使得他的个人成长最终停留在了精神层面。可以说在他的自我成长历程中，有的只是自省。
而塞万提斯塑造的堂吉柯德，个人自身成长在行动上体现。这个老骑士无论受到怎样的障碍，都有着
这样的一个信念：追求完美的，追求理想的。在这样的不断追求中，他的自我不断得到提升，不断得
到加固。与哈姆雷特相较，虽然堂吉柯德的行动过于荒谬，但是他已经从自我审视上升到自我征战的
高度，真正的迈出了自我成长的第一步。而浮世德，已经从纯粹的内省或是纯粹的征战的层面跃入自
我发展的高度。在不断地成长中，他从未停止过自省，而在自省之后，又即刻投身到行动中去：从他
先前的追求知识，遇见魔鬼之后追寻爱情，追求权力，追求美，到最后达到个人发展的高潮——超越
了仅为个体的利益服务，达到了通过自己的无私努力，为人民造福，以及与大自然对抗，沧海桑田变
换的宏大理想。“只有那些每天去夺取自由和生活的人，才能把自由和生活享用。”浮士德的身上有
的成长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人类的自我成长的历程在浮世德这里达到了一个巅峰。“我要
纵身跳进时代的奔波，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车轮；苦痛、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男儿的事业
原本要昼夜不停。”从哈姆雷特，到浮士德，到现在，人的成长历程仍在继续着⋯⋯Ps:《浮世德》包
罗万象，其中歌德给我们呈现了当时德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浮世德相比，我更加偏向于对梅菲
斯特的解读。虽名为“浮士德”，但主角应是梅菲斯特。哥德带着梅菲斯特的面具说话，对社会的针
砭时弊，对哲学的思索，星星点点散落其中。这样使得这个魔鬼更加接近人类，更加真实。人物形象
也是最丰满的。无奈背景知识不够，时时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读，还要继续⋯⋯
4、..在这本貌似以&quot;希腊式神化&quot;般的故事.那个在书里面走了N个章节,只为证明自己沉沦的
男人.他在一个个看似机遇其为陷阱的片段中彷徨过.选择过.幻想过..作者用他的一生尖锐的反应出了自
己内心对现实的的悲抗..而更可能.&lt;腐蚀.德&gt;.才是本为&lt;浮士德&gt;的真相..吧.
5、“一度我也曾英俊像个少年，但那时我生涩的诗脆弱不堪，我的诗神也很苍老，现在我已苍老且
患风湿，形体不值一顾，但我的缪思却年轻起来了，我甚至相信，她永恒地向青春的岁月前进像，使
维登堡灵视所见的那些天使一样。——叶芝”看过了《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是在我大一时，看的是
歌德25岁时的作品。现在看了《浮士德》，那是在我大三时，看的是歌德59岁（第一部），83岁（第
二部）时的作品。作为第一部我在阅读时升起只恨不懂原文的作品，我很难给予这部作品更高的评价
。按照前言中所述，“理想的一本应当在帮助堵住比较接近原著的真谛之后，是他得鱼而忘笙，对原
著产生一窥全豹的渴望。”这大约是我第一次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产生这种感觉。甚至在阅读过程
中我发现自己不必去摘引一些心有戚戚的文字，因为全文都是那样精彩。但这并不表明这部作品就没
有瑕疵。首先的问题是用典太多，以至于对于对希腊神话都几乎一无所知的我来说，想读懂那些诗样
语言背后的寓意实在有些困难，这影响了我对这部著作的理解。更算是未能坚持一气读完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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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词人中我爱极辛弃疾，但遇到通篇砌典时也只能徒呼奈何。其次则是译本的事。以后我要想着
不去看什么“大学生必读”，哪怕是人民文学的译本也是一样！什么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啊！！！坑爹
呢啊！！！最讨厌神马价值观一类的主观教导了！！！有木有啊！！！解释一下概念就解释啊！！！
加上阶级教育有毛用啊！！！搞毛啊！！！最后是书本身的瑕疵。还是不够完整啊。第一幕自成体系
。第二幕虽然将故事深化了许多，但完整度明显不足。第三幕（海伦）是原来写得放入暂且不提，第
四幕实在有些可惜，感觉笔力不足，幸而第五幕是之前就写就的，一下子将《浮》一书提升到了至高
的境界。倘天假年，再给歌德老先生以十年时间，那时的《浮》一书，必定能让异国读者亦能手不释
卷一气读完吧。由这本所谓“欧洲四大名著”中的最后完成之作，我不由想起了相应的一本写作时间
相差不大的巨著，成书于1784年的《红楼梦》。正是这种对比令我唏嘘。同为悲剧，却给读者以截然
不同的感受。我有时甚至在想，《红楼》就这样截然而止，也是种很好的结局了。连“二木头”都还
活着，虽然很苦。钗黛还在等着宝哥哥，湘云还在梦着嫁入卫家。所有的美梦还没醒，尽管有些敏感
的人已经写着诔词。如果真要把一切结局都赤裸裸地摊开，等到钗在奁内待时飞，等到质本洁来还洁
去，等到云散高唐水涸湘江，等到红颜枯骨，等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时，那一份悲凉又是怎样让人难
过。还不如就这样吧，把最后的悲剧留白，给人心一点温慰的遐想空间。就像有的时候我希望《哈利
波特》到第五本就结束，这样哈利和赫敏还能有着一点点小小的暧昧。此时相望不相闻。而不是我们
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我发觉自己已经记不起
《混血王子》和《死亡圣器》的大半剧情，也不想再去看。好吧，回归正题，《浮士德》也是悲剧啊
。个人的生活碰壁了，格蕾琴崩坏了。大世界更是悲剧得一塌糊涂，入仕反成弄臣，追求海伦终也是
海伦已随那清风去，化成了一片白云，最后填海也终如精卫，被忧愁吹瞎了双眼，在错觉中死去。可
为何读着却是能让嘴角挂上微笑呢？特别是那句“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有一种令人情不自禁
读出来的力量。仿佛“给我更多的灯吧！”，全不似《红楼梦》中那种眼睁睁看着韶华远逝的无力与
虚无。圈子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刚刚咆哮过的屁话上。十八世纪末的清朝，是所谓“康乾盛世”的
回光返照。老迈的贾家已经负担不起过往的荣耀，庚吃卯粮，糊裱匠勉强修饰。十九世纪初的欧洲，
是拿破仑的时代，是神圣同盟最后的回光返照。用雨果在伏尔泰墓前的讲话：“既然黑夜出自王座，
就让光明从坟墓里出来！”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社会如此，文坛亦如此。读到了，去翻看历史，那
个时代真得令人振奋。歌德，席勒，拜伦，雪莱，贝多芬，康德，黑格尔，高斯，拉普拉斯，拿破仑
⋯⋯一片星空闪耀，不由神往啊。有点理解“青藤门下牛马走”的感觉了。于是也真得难怪魏玛古典
时代会走向希腊，难怪浮士德要溯柏涅俄斯河而上去寻找海伦而梅菲斯特却随河而下，难怪浮士德想
征服海波。确实有一团火烧在那个时代欧洲人的心中啊！从少年的维特，到成年的浮士德，那是一个
冬天的童话！是衷心信仰着“凡人不断努力，我们才能济度”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
一个最坏的时代。”过往的一切易于盖棺定论，如今呢？狂飙过了头，怀疑否定一切之后，当下的时
代是什么？物理学的大发现过去了，互联网的普及过去了。下一个科技的突破点在哪里？生物学，还
是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国家组成了，世界大战打过了，全球化和恐怖主义出现了，下一个世界趋势
是什么？是进一步地更完整地融合，还是在各种壁垒阻碍下分开？欧洲的哲学与诗歌，美国垮掉的一
代，《哈利波特》的全球化流行，下一种文化是什么？需要在速食文化中保持深刻吗？还是这本身其
实是个伪命题。再看《浮士德》时，大三的我，这个时代的我，并不很激动。感受着热情的同时，我
在怀疑着热情的破坏力。可若当下怀疑太多的我去学习去拾取这样一份激情呢？也许会是件好事吧
。Ps.所谓“浮士德难题”，在阅读中反而没有什么太深的感受。善恶本就共生嘛。是说因为看过《庄
子》的原因？（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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