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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译本序　  《浮士德》是歌德毕生的大作，从二十五岁开始着手，到八十二岁完成，花了近六十年
的时间。
《浮士德》不仅是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巨著，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评论家把它和荷马的史诗、但丁
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并称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
马克思很爱读它，在著作中常常引用其中的诗句；列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在携带不多的书籍
之中，也没有忘记带一册德文本的《浮士德》。
这部巨著被译成各种文字，在西方国家之中，往往有十种以上不同的译本。
　  这部悲剧中的主人公浮士德，原来是十五六世纪德国的炼金术师，在传说中有二人，因为浮土德
的拉丁文写法Faustus含有&ldquo;幸福的&rdquo;之义，故为炼金术师和魔术师爱用作姓氏。
其一为约翰尼斯&middot;浮士德，生于斯瓦比亚的克纽特林根，住于威丁堡。
他潜心魔术，过流浪生活，借恶魔之助，在威尼斯想作空中飞行而坠落受伤。
另一人为盖奥尔克&middot;浮士德，他是一位占星家，在当时颇负盛名，但真正的古典学者却认为他
是一个江湖骗子。
他跟恶魔订约，结果落得悲惨的下场。
关于以上二人的传说，有各种说法，最后又被认为是同一人。
总之，历史上有过一个浮士德，而在传说中却把各种魔术奇谈都牵强附会地集中到他的身上了。
　  最初把浮士德传说编成通俗故事书的是约翰&middot;施皮斯，书名《魔术师浮士德博士传》，于一
五八七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这本书颇受读者欢迎，屡次再版，并且被译成外语。
其后一五八八年，杜平根大学学生又将浮士德故事改编成韵文出版，并且被译成英、法、荷兰文，流
传国外。
至一五九九年斯瓦比亚人魏德曼又加上古老的传说，编成三卷故事书出版。
一六七四年，纽伦堡的医师普菲采将此书重新改作后出版。
一七二五年又有一位化名基督教信徒的作者将此书改成缩写本出版。
这本小书颇为畅销。
青年时代的歌德可能从这本书接触到浮士德的传说。
而前述的普菲采的故事书，歌德在魏玛完成《浮士德》第一部时，则曾加以利用。
　  施皮斯的浮士德故事书被译成英语。
传到英国以后，英国剧作家马洛（1564-1593）根据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
于一五八八年出版，他把浮士德描写成为巨人式的人物，肯定知识是最伟大的力量，有了知识就能获
得财富，征服自然，实现社会理想。
过去对于浮士德这个人物，都把他当作是背叛天主的人而对他采取排斥的态度，到了马洛，才脱离教
会的偏见，对浮士德采取了肯定的态度。
马洛的戏剧于十七世纪初由英国的旅行剧团到德国各地巡回演出。
后来又由德国人改编成道地的德国戏，由旅行剧团往各地演出，同时也被改编成木偶戏。
　  马洛的戏剧虽然把浮士德提高到巨人的地位，但是关于浮士德的结果，还未能脱离通俗故事书的
窠臼，最后他的灵魂还是被恶魔劫往地狱。
直到莱辛，才提出了浮士德的拯救问题，在他的《文学书简》第十七编中，他指出把浮士德作为戏剧
的题材具有很大的价值，他自己也曾写了浮士德的剧本，在剧本的末尾，当恶魔正在高唱凯歌，要把
浮士德的灵魂攫去的刹那之间，由一位天使发出呼唤道：&ldquo;别高唱凯歌吧！
你并未取得对人类和知识的胜利。
因为天主把最高贵的冲动授予世人，并不是要让他们永远不幸。
你所看到的，你认为已经弄到手的，不过是一场幻梦而已。
&rdquo;可惜莱辛的这部作品没有写完，只留下几场，无从窥其全貌。
歌德可能知道莱辛的这种构思，从而获得启发。
　  浮士德传说对歌德创作这部悲剧的影响还应该追溯到他的幼年时代，他在法兰克福常看到演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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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故事的木偶戏和通俗戏，但那时的木偶戏和通俗戏，内容浅薄，充满滑稽戏的情趣。
等到歌德长大，进人大学求学，获得许多体验，才萌起加以改作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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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歌德的代表作，它根据十六世纪一民间传说创作而成，为诗体悲剧，是作者倾注了毕生心
血的鸿篇巨制。
它描写主人公浮士德一生探求真理的痛苦经历，反映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历史，揭示
了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科学与迷信两种势力的不断斗争。
歌德借助浮士德的抱负和追求，表达了他本人对人类未来的远大而美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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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l749～1832）， 德国著名诗人，欧洲启蒙运动后期最伟大的作家。
他生于法兰克福镇的一个富裕市民家庭，曾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法律，也曾短时期
当过律师，但主要志趣在文学创作方面，是德国“狂飙突进”的中坚，1775～1786年他为改良现实社
会，应聘到魏玛公国做官，但一事无成，他不但没战胜德国市民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
了他”（马克思）。
于是，1786年6月他化名前往意大利，专心研究自然科学，从事绘画和文学创作。
1788年回到魏玛后只任剧院监督， 政治上倾向保守，艺术上追求和谐、宁静的古典美。
1794年与席勒交往后，随着欧洲民主、民族运动的高涨和空想社会主义 思想的传播，他的思想和创作
也随之出现了新的飞跃，完成了《浮士德》等代表作。

歌德不仅善绘画，对自然科学有广泛研究，其创作囊括抒情诗、无韵体自由诗、组诗、长篇叙事诗、
牧童诗、历史诗、 历史剧、悲剧、诗剧、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教育小说、书信体小说和自传体诗歌
、散文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最著名的是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诗体哲理悲剧《浮士德》（1774～1831）和长
篇小说《威廉·麦斯特》（1775 ～1828）。
《少年维持之烦恼》写一个反对封建习俗，憎恶官僚贵族，跟鄙俗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在爱情上更
遭封建势力 摧残打击的少年维特愤而自杀的浪漫故事。
因反映了一代青年反封建的心声，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使歌德从此亨有世界声音。
《浮土德》取材于德国16世纪关于浮士德博士的传说，给以加工改造。
把浮士德写成一个不断追求、进取的理想人物； 把他的知识、爱情、政治、艺术、副业等五大发展阶
段，都写成以封建政体腐败、感悟古典美追求的幻灭和“理性王国”蓝图之虚妄为主体内容的悲剧阶
段；成为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先进人士不断探索、追求的艺术概括。
悲剧不但结构宏伟，色彩斑斓，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手法为一体，且让主要人物浮士德和魔
鬼靡菲斯特的整个思想言行都形成善与恶、行与情、成与败的辩证发展关系。
作品也因而跟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列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古典名著
，《威廉·迈斯特》分《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两部，内容写主人公走出家门寻求人生意义的故
事， 肯定实践的重要意义，认定人生的最高理想是以专业技能力社会造福。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即由郭沫若译成中文。
他的《浮士德》、《赫尔曼与窦绿苔》等作品现己有了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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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献诗
舞台序幕
天上序曲
悲剧　第一部
　第一场　夜
　第二场　城门外
　第三场　书斋
　第四场　书斋
　第五场　莱比锡奥艾尔巴赫地下酒室
　第六场　魔女的丹房
　第七场　街道
　第八场　傍晚
　第九场　散步路
　第十场　邻妇之家
　第十一场　街道
　第十二场　庭园
　第十三场　园亭
　第十四场　森林和山洞
　第十五场　格蕾辛的住房
　第十六场　玛尔太的庭园
　第十七场　井边
　第十八场　城墙里巷
　第十九场　夜
　第二十场　教堂
　第二十一场　瓦尔普吉斯之夜
　　瓦尔普吉斯之夜的梦或奥伯朗与蒂妲尼霞的金婚纪念插剧
　第二十二场　阴暗的日子
　　郊野
　第二十三场　夜
　　旷野
　第二十四场　牢狱
悲剧　第二部
　第一幕
　　第一场　幽雅的境地
　　第二场　皇帝的宫城
　　　金殿
　　　广阔的大厅
　　　御花园
　　　阴暗的走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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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去吧，你去另寻别的奴隶!诗人难道要把最高的权利，大自然赐予他的那种人权，为了你而粗
暴地弃置不问!他用什么感动人心?他用什么将四大驱遣?那不就是从胸中涌出而把世界摄回到他心中的
那种“和谐”?当大自然漫不经心地捻出无限的长线、绕上纺锤之时，当不调和的森罗万象发出厌烦嘈
杂的响声之时，是谁划分那种单调的流线，赋予生命，使它律动鲜明?谁把个别纳入整体的庄严，使它
奏出一种美妙的和音?谁使暴风雨体现热情的激发?谁使夕阳体现严肃的意想?谁把春季一切美丽的鲜花
撒在情侣经过的路上?谁把平淡无奇的青枝绿叶编成荣冠，奖励各种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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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浮士德》：译文名著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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