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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说过，不提到歌德，就写不成一部世界文学史；同时，不读《浮士德》，也难以理解歌德所以是
歌德。
这位德国大文豪，连同他的这部杰作，在德国文化传统中早被认为是“无可比拟的”；即使在欧洲灿
烂文化的巍峨殿堂里，也只有中世纪的但丁和他的《神曲》，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
足以与之相提并论，共同享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盛誉。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最后一位“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
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
他一生著作等身，一部较完备的全集(如“苏菲版”)竞达一百四十三卷，《浮士德》则是他倾注毕生
心血写成的、从头到尾共计一万二千一百一十行的一部宏篇巨著。
从一七七三到一七七五年他动手写出了《浮士德片断》；一七九七年在席勒的鼓舞下重写《浮士德》
，经过十载增删披阅，于一八。
八年完成了第一部；到一八三一年即逝世前一年写完第二部，全书前后历时约六十年。
歌德的《浮士德》根据德国一个炼金术士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古老传说，反其意而用
之，演示了广阔、深邃而崇高的人生内容，为人类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唱了一出迄今响彻人寰的凯歌
。
在第一部正文前面，还有一幕提纲挈领的“天堂序曲”，为全剧的主题思想奠定了基调。
    在“天堂序曲”中，与《旧约·创世记》的说法相反，天主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念，不再认
为他们是来自尘土复归于尘土的平凡生物，而肯定他们是永远向上进取、即使在迷津中不断犯错误也
终会达到清明境界的圣徒。
魔鬼梅菲斯特于是同天主打赌，请求允许他下凡，去把浮士德引诱到为他安排的满足、怠惰和堕落的
道路上来。
天主微笑着答应了，原来他为了磨砺人类，激发其不断努力，宁愿让梅菲斯特作为恶的化身下凡，与
浮士德的善的本性形成对照，实际上作为浮士德的自我完善过程所不可缺的一个方面，去共同表演一
出有声有色又可歌可泣的严肃游戏艰险人生的悲喜剧。
    第一部是写浮士德在中世纪书斋里冥思苦想，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成果，绝望之余准备饮毒自尽；
复活节的钟声使他记起了天真的童年，认识到使人得救的不是灰色的理论，而是常青的生活经验，于
是他放下毒杯，决心重新生活下去。
“否定的精灵”梅菲斯特出现了按照在天堂和天主的打赌，在浮士德以灵魂作抵押的前提下，把他引
入了五光十色的生活经验的世界，期待他对一个美好的瞬间发出流连忘返的赞叹；另方面，和天主的
预见相吻合，浮士德对自己孜孜不息的进取本性充满自信，并向魔鬼发出了决不沉湎逸乐、决不苟且
偷安、决不停止奋斗的坚决誓言，于是开始了诱惑和反诱惑的庄严斗争。
但是，第一部还只是一个“小世界”，其中只有一个相当完整的主人公与少女格蕾琴相爱并陷她于苦
难与毁灭的爱情悲剧。
这个悲剧不仅表现在格蕾琴的市民身分和浮士德借以化装遨游的“贵族”身分的矛盾上，更在于后者
的性格发展使前者被遗弃的悲剧结局必不可免。
    第二部则写到浮士德进入以政治、经济、社会内容为主的“大世界”之后的种种经历，其中包括他
的几次重大的追求和幻灭：一次是追求功名利禄，却落得与皇帝的弄臣为伍；另一次是追求以古典美
人海伦为象征的理想美，结果让海伦化轻烟而散；最后，他重新振作起来，试图筑堤拦海，追求实现
为人类造福的事业理想——不幸已届百岁高龄，被“忧愁”吹瞎了眼睛，听见魔鬼派遣死灵们为他掘
墓时铁锹的铿锵声，竞认为大堤即将筑成，他的事业即将实现——就在这个幸福的预感中，他对正在
逝去的瞬间发出了“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
”的赞叹，随即在与魔鬼所订契约的魔力的支配下颓然倒地。
然而，经过天使们的拯救和超度，浮士德的灵魂并没有落入魔鬼之手，幕布在一阵神秘的合唱声中徐
徐降落。
    《浮士德》在作者笔下是以“悲剧”的名称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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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者认为，本剧的悲剧意义可由主人公一生经历的上述几次追求和幻灭来验证：首先，他作为
学者，皓首穷经而一无所获，是为知识悲剧；其次，他对于格蕾琴，爱之实则害之，是为爱情悲剧；
第三，长久侍奉统治者决非他的志趣所在，是为政治悲剧；第四，海伦的消亡证明美亦不足恃，是为
美的悲剧；最后，得以兑现的不是他为人类造福的雄心壮志，而是向魔鬼抵押灵魂的契约，是为事业
悲剧。
然而，尽管如此，浮士德一生从没有满足于或屈服于个人渺小的物质享受，并且是带着自己将进一步
为人类造福的信念倒下的；而魔鬼同浮士德所订的契约虽然兑现，他却丧失了应得的赌注，眼见浮士
德的灵魂在天使们的护卫下进入了天界。
因此，梅菲斯特在这场赌赛中不能说是胜利者，而所谓“悲剧”的概念在这里也不能按照通常的内涵
来理解。
    人们有理由说，《浮士德》绝不是一个讽刺世人为欢乐、财富、权势等等出卖灵魂的浅薄寓言。
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契约并不是灵魂和物质利益的简单交换，而是人类不断奋发进取的精神向以梅菲
斯特为代表的怀疑与否定的挑战。
事实上，在浮士德身上亦即在人类身上，始终有两个灵魂在斗争——可以说，梅菲斯特就在浮士德本
人身上，二者的斗争始终贯穿着一股躁动不安的向绝对真理追根究底的精神力量，不断抵抗着梅菲斯
特陷人于满足、怠惰和堕落的种种诱惑。
然而，对于人类而言，完善境界永远不可及。
浮士德临终所欢呼的那“最崇高的一刹那”，也不是作者暗示的人生的目标之所在。
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恰在于一种自强不息的创造性的生活本身，一种不断进步的道路或过程本
身。
一个人只要追求一个高尚的目标，并在追求过程中又把每个实际步骤当作目标加以追求，他就值得享
受并一定能够获得最广义的报偿。
正是这点人生观拯救了浮士德，帮助他击败了梅菲斯特的一再挑战，从而使他的“悲剧”赋有鲜明的
乐观主义的性质。
    《浮士德》的这层深远的寓意，在十九世纪回答了有关人生理想和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因此是十
分动人的。
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严酷的考验和旷世的幻灭，一些知识分子对行动和进步产生了怀疑，
《浮士德》的和解结局已不再那样富于魅力了。
虽然如此，歌德关于两个灵魂的斗争的寓言并没有丧失其固有的积极意义，只是对于现代人类而言，
这种斗争不再是在尘世的物质欲望和天界的精神圣洁之间进行，而是在否定善的追求和创造的一部分
人的犬儒主义和进行善的追求和创造的另一部人的奉献精神之间进行。
当代现实生活的变化和发展将会证明：歌德的这部杰作仍不失为鼓舞现代人类向前迈进的伟大神话之
一。
    对于一般读者，《浮士德》不是读一两遍就能透彻理解的。
除了内容上博大精深，包括哲学、神学、神话学、文学、音乐等多方面的知识外，更有形式上的错综
复杂，其中有抒情的、写景的、叙事的、说理的种种不同因素，有希腊式悲剧、中世纪神秘剧、巴洛
克寓言剧、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假面剧、意大利的行会剧以及英国舞台的新手法、现代活报剧等等—
—这些五花八门的体裁几乎采用了每一种已知的西方格律，如第一部的双行押韵体、自由体、颂诗体
、合唱体，第二部更添加了八行体、三行隔句押韵体、三音格诗体等，不一而足。
这样就给译者提出了一个难题：应当怎样来译《浮士德》这部韵体格律严谨的世界名著呢？
是以相应的工整的格律形式来译，还是以忠实而流畅的散文形式来译呢？
    据管见所及，《浮士德》的英译本不下二十余种，其中以格律形式翻译的，当推贝阿德·泰勒(1825
—1878)的译本最为著称，而由小泉八云(1850—1904)列人“伟大译品”、却被贝阿德·泰勒讥为“将
音乐译成语言”的亚伯拉罕·海沃德(180l—1884)的译本，则是同类尝试中的佼佼者。
这两个译本各有所长，而真正向不懂德语的英语读者普及《浮士德》的，却不能不数后一种，可惜它
只有第一部，这或许与该译者首先作为英国作家对原著的看法有关。
中译本应当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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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至今没有信心作出明确的回答。
不过，试图通过与原文相去甚远的文字，复现原有的陌生的格律，企望在艺术上与原著并驾齐驱：多
次严肃的实践已经证明，似乎是徒劳的。
因为任何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离不开它借以形成自身的文字，而对原著的艺术性的欣赏，老实说，除非
事先学习原文，通过任何译文都未必能得到多少助益。
那么，退而求其次，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原著的本事、情节和思想意蕴，大部分叙事的和说理的内容未
尝不可译成散文，虽然一些抒情的内容也没有理由不去译成诗歌。
基于这点浅见，拙译除了按照有关内容的需要，保持一小部分韵体外，便大胆地以散文形式为主，同
时在散文译文中还尽可能自然地押了一些韵——其目的不在于争取什么艺术效果，仍然是设法让形式
为内容服务，试图帮助读者通过稍微流畅一点的阅读，增进对于原著稍微深刻一点的理解。
至于客观效果如何，自应由广大读者来评断。
    理想的译本应当在帮助读者比较接近原著的真谛之后，使他得鱼而忘筌，对原著产生一窥全豹的渴
望：这本是歌德本人为文学翻译所定的标准或界限，即所谓“翻译是媒婆”，她只让你恍惚见识一下
原著不可重复的风采而已。
就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一体并存而言，《浮士德》在中国，要从“媒婆”为她所披的面纱后面露出真容
来，恐怕仍有待于几代翻译家的努力，这是一场真正的接力赛。
以往中译本的译者如周学普、郭沫若、梁宗岱、董问樵、钱春绮等先生都是劳绩卓著的，后学借鉴了
先行者的甘苦，并从他们的实践经验得到了鼓舞。
拙译如能参加奔向《浮士德》真谛的这场“接力赛”，最后为得鱼忘筌的我国读者所抛弃，译者将觉
得十分荣幸。
    在我决心动手翻译这部巨著之前，胡风先生曾经为此多次对我加以勉励；冯至先生的研究成果加深
了我对这部巨著的认识，缩短了我实现这个决心的准备阶段：这里我向二位在天之灵致以崇高的敬意
。
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德国雷克拉姆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的原著版本，参考了钱春绮先生的中译本，贝
阿德·泰勒的英译本及其注释，以及特奥多尔·弗里德里希教授和洛塔尔·沙伊特豪尔博士合著的《
浮士德诠释》，译者在此一并志谢。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浮士德>>

内容概要

　　《浮士德》是德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诗人歌德的名作。
浮士德为了寻求新生活，和魔鬼梅非斯托签约，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而魔鬼要满足浮士德的一
切要求。
如果有一天浮士德认为自己得到了满足，那么他的灵魂就将归魔鬼所有。
于是梅非斯托使用魔法，让浮士德有了一番奇特的经历，他尝过了爱情的欢乐与辛酸，在治理国家中
显过身手，在沙场上立过奇功，又想在一片沙滩上建立起人间乐园⋯⋯就在他沉醉在对美好未来的憧
憬中时，他不由地说，那时自己将得到满足。
这样，魔鬼就将收去他灵魂，就在这时，天使赶来，挽救了浮士德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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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歌德 译者：绿原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1749－1832)是一位罕见的文学奇才。
诗剧《浮士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威廉·迈斯特*是其主要代表作。
     他的不朽巨著《浮士德》，在西方文学中至今惟有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与之比肩
，《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倾倒无数少男少女，200余年盛名不衰。
拜伦曾尊奉他为“欧洲文学无可争辩的君主”。
歌德诗歌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形式的丰富与完美，堪称无与伦比。
他的语言精练，优美，极富表现力，又具独创性。
歌德的抒情诗是一座思想与艺术的金矿，吸引世世代代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去探访，去采掘。
绿原（1922一），原名刘仁甫，生于湖北黄陂。
诗人，翻译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前副总编辑。
193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先后出版《童话》《人之诗》《绿原自选诗》《寻芳草集》《半九
别集》《绿原文集》等多种；译作有（（浮士德））（（里尔克诗选》《叔本华散文选》《德国的浪
漫派》《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爱德华三世?两位贵亲戚））等。
诗歌创作获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译著（（浮士德》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
翻译彩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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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献词舞台序幕天堂序曲悲剧第一部夜城门口书斋书斋(二)来比锡奥尔巴赫地下酒店女巫的丹房街道黄
昏散步小径邻妇之家街道(二)花园园中小屋森林和洞窟格蕾琴的闺房玛尔特的花园水井边城墙角夜(
二)大教堂瓦尔普吉斯之夜瓦尔普吉斯之夜的梦或奥白朗和蒂坦尼亚的金婚。
插曲阴天原野夜开阔的原野地牢第一部注释悲剧第二部第一幕宜人的佳境皇帝的行宫金銮宝殿四通八
达的厅堂御苑阴暗的走廊灯火通明的大厅骑士厅第二幕高拱顶、狭隘的哥特式书斋实验室古典的瓦尔
普吉斯之夜法尔萨洛斯旷野珀涅俄斯河上游珀涅俄斯河下游珀涅俄斯河上游爱琴海的岩石海湾第三幕
斯巴达的墨涅拉斯宫殿前城堡的内院第四幕高山山麓小丘伪帝的营帐第五幕开阔地带宫殿深夜午夜宫
中宽广的前厅埋葬山谷第二部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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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人说过，不提到歌德，就写不成一部世界文学史；同时，不读《浮士德》，也难以理解歌德所以是
歌德。
这位德国大文豪，连同他的这部杰作，在德国文化传统中早被认为是“无可比拟的”；即使在欧洲灿
烂文化的巍峨殿堂里，也只有中世纪的但丁和他的《神曲》，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
足以与之相提并论，共同享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盛誉。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最后一位“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
，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
他一生著作等身，一部较完备的全集（如“苏菲版”）竞达一百四十三卷，《浮士德》则是他倾注毕
生心血写成的、从头到尾共计一万二千一百一十行的一部宏篇巨著。
从一七七三到一七七五年他动手写出了《浮士德片断》；一七九七年在席勒的鼓舞下重写《浮士德》
，经过十载增删披阅，于一八。
八年完成了第一部；到一八三一年即逝世前一年写完第二部，全书前后历时约六十年。
歌德的《浮士德》根据德国一个炼金术士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古老传说，反其意而用
之，演示了广阔、深邃而崇高的人生内容，为人类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唱了一出迄今响彻人寰的凯歌
。
在第一部正文前面，还有一幕提纲挈领的“天堂序曲”，为全剧的主题思想奠定了基调。
在“天堂序曲”中，与《旧约·创世记》的说法相反，天主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念，不再认为
他们是来自尘土复归于尘土的平凡生物，而肯定他们是永远向上进取、即使在迷津中不断犯错误也终
会达到清明境界的圣徒。
魔鬼梅菲斯特于是同天主打赌，请求允许他下凡，去把浮士德引诱到为他安排的满足、怠惰和堕落的
道路上来。
天主微笑着答应了，原来他为了磨砺人类，激发其不断努力，宁愿让梅菲斯特作为恶的化身下凡，与
浮士德的善的本性形成对照，实际上作为浮士德的自我完善过程所不可缺的一个方面，去共同表演一
出有声有色又可歌可泣的严肃游戏艰险人生的悲喜剧。
第一部是写浮士德在中世纪书斋里冥思苦想，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成果，绝望之余准备饮毒自尽；复
活节的钟声使他记起了天真的童年，认识到使人得救的不是灰色的理论，而是常青的生活经验，于是
他放下毒杯，决心重新生活下去。
“否定的精灵”梅菲斯特出现了按照在天堂和天主的打赌，在浮士德以灵魂作抵押的前提下，把他引
入了五光十色的生活经验的世界，期待他对一个美好的瞬间发出流连忘返的赞叹；另方面，和天主的
预见相吻合，浮士德对自己孜孜不息的进取本性充满自信，并向魔鬼发出了决不沉湎逸乐、决不苟且
偷安、决不停止奋斗的坚决誓言，于是开始了诱惑和反诱惑的庄严斗争。
但是，第一部还只是一个“小世界”，其中只有一个相当完整的主人公与少女格蕾琴相爱并陷她于苦
难与毁灭的爱情悲剧。
这个悲剧不仅表现在格蕾琴的市民身分和浮士德借以化装遨游的“贵族”身分的矛盾上，更在于后者
的性格发展使前者被遗弃的悲剧结局必不可免。
第二部则写到浮士德进入以政治、经济、社会内容为主的“大世界”之后的种种经历，其中包括他的
几次重大的追求和幻灭：一次是追求功名利禄，却落得与皇帝的弄臣为伍；另一次是追求以古典美人
海伦为象征的理想美，结果让海伦化轻烟而散；最后，他重新振作起来，试图筑堤拦海，追求实现为
人类造福的事业理想——不幸已届百岁高龄，被“忧愁”吹瞎了眼睛，听见魔鬼派遣死灵们为他掘墓
时铁锹的铿锵声，竞认为大堤即将筑成，他的事业即将实现——就在这个幸福的预感中，他对正在逝
去的瞬间发出了“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
”的赞叹，随即在与魔鬼所订契约的魔力的支配下颓然倒地。
然而，经过天使们的拯救和超度，浮士德的灵魂并没有落入魔鬼之手，幕布在一阵神秘的合唱声中徐
徐降落。
《浮士德》在作者笔下是以“悲剧”的名称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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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者认为，本剧的悲剧意义可由主人公一生经历的上述几次追求和幻灭来验证：首先，他作为
学者，皓首穷经而一无所获，是为知识悲剧；其次，他对于格蕾琴，爱之实则害之，是为爱情悲剧；
第三，长久侍奉统治者决非他的志趣所在，是为政治悲剧；第四，海伦的消亡证明美亦不足恃，是为
美的悲剧；最后，得以兑现的不是他为人类造福的雄心壮志，而是向魔鬼抵押灵魂的契约，是为事业
悲剧。
然而，尽管如此，浮士德一生从没有满足于或屈服于个人渺小的物质享受，并且是带着自己将进一步
为人类造福的信念倒下的；而魔鬼同浮士德所订的契约虽然兑现，他却丧失了应得的赌注，眼见浮士
德的灵魂在天使们的护卫下进入了天界。
因此，梅菲斯特在这场赌赛中不能说是胜利者，而所谓“悲剧”的概念在这里也不能按照通常的内涵
来理解。
人们有理由说，《浮士德》绝不是一个讽刺世人为欢乐、财富、权势等等出卖灵魂的浅薄寓言。
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契约并不是灵魂和物质利益的简单交换，而是人类不断奋发进取的精神向以梅菲
斯特为代表的怀疑与否定的挑战。
事实上，在浮士德身上亦即在人类身上，始终有两个灵魂在斗争——可以说，梅菲斯特就在浮士德本
人身上，二者的斗争始终贯穿着一股躁动不安的向绝对真理追根究底的精神力量，不断抵抗着梅菲斯
特陷人于满足、怠惰和堕落的种种诱惑。
然而，对于人类而言，完善境界永远不可及。
浮士德临终所欢呼的那“最崇高的一刹那”，也不是作者暗示的人生的目标之所在。
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恰在于一种自强不息的创造性的生活本身，一种不断进步的道路或过程本
身。
一个人只要追求一个高尚的目标，并在追求过程中又把每个实际步骤当作目标加以追求，他就值得享
受并一定能够获得最广义的报偿。
正是这点人生观拯救了浮士德，帮助他击败了梅菲斯特的一再挑战，从而使他的“悲剧”赋有鲜明的
乐观主义的性质。
《浮士德》的这层深远的寓意，在十九世纪回答了有关人生理想和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因此是十分
动人的。
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严酷的考验和旷世的幻灭，一些知识分子对行动和进步产生了怀疑，
《浮士德》的和解结局已不再那样富于魅力了。
虽然如此，歌德关于两个灵魂的斗争的寓言并没有丧失其固有的积极意义，只是对于现代人类而言，
这种斗争不再是在尘世的物质欲望和天界的精神圣洁之间进行，而是在否定善的追求和创造的一部分
人的犬儒主义和进行善的追求和创造的另一部人的奉献精神之间进行。
当代现实生活的变化和发展将会证明：歌德的这部杰作仍不失为鼓舞现代人类向前迈进的伟大神话之
一。
对于一般读者，《浮士德》不是读一两遍就能透彻理解的。
除了内容上博大精深，包括哲学、神学、神话学、文学、音乐等多方面的知识外，更有形式上的错综
复杂，其中有抒情的、写景的、叙事的、说理的种种不同因素，有希腊式悲剧、中世纪神秘剧、巴洛
克寓言剧、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假面剧、意大利的行会剧以及英国舞台的新手法、现代活报剧等等—
—这些五花八门的体裁几乎采用了每一种已知的西方格律，如第一部的双行押韵体、自由体、颂诗体
、合唱体，第二部更添加了八行体、三行隔句押韵体、三音格诗体等，不一而足。
这样就给译者提出了一个难题：应当怎样来译《浮士德》这部韵体格律严谨的世界名著呢？
是以相应的工整的格律形式来译，还是以忠实而流畅的散文形式来译呢？
据管见所及，《浮士德》的英译本不下二十余种，其中以格律形式翻译的，当推贝阿德·泰勒（1825
—1878）的译本最为著称，而由小泉八云（1850—1904）列人“伟大译品”、却被贝阿德·泰勒讥为
“将音乐译成语言”的亚伯拉罕·海沃德（180l—1884）的译本，则是同类尝试中的佼佼者。
这两个译本各有所长，而真正向不懂德语的英语读者普及《浮士德》的，却不能不数后一种，可惜它
只有第一部，这或许与该译者首先作为英国作家对原著的看法有关。
中译本应当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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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至今没有信心作出明确的回答。
不过，试图通过与原文相去甚远的文字，复现原有的陌生的格律，企望在艺术上与原著并驾齐驱：多
次严肃的实践已经证明，似乎是徒劳的。
因为任何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离不开它借以形成自身的文字，而对原著的艺术性的欣赏，老实说，除非
事先学习原文，通过任何译文都未必能得到多少助益。
那么，退而求其次，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原著的本事、情节和思想意蕴，大部分叙事的和说理的内容未
尝不可译成散文，虽然一些抒情的内容也没有理由不去译成诗歌。
基于这点浅见，拙译除了按照有关内容的需要，保持一小部分韵体外，便大胆地以散文形式为主，同
时在散文译文中还尽可能自然地押了一些韵——其目的不在于争取什么艺术效果，仍然是设法让形式
为内容服务，试图帮助读者通过稍微流畅一点的阅读，增进对于原著稍微深刻一点的理解。
至于客观效果如何，自应由广大读者来评断。
理想的译本应当在帮助读者比较接近原著的真谛之后，使他得鱼而忘筌，对原著产生一窥全豹的渴望
：这本是歌德本人为文学翻译所定的标准或界限，即所谓“翻译是媒婆”，她只让你恍惚见识一下原
著不可重复的风采而已。
就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一体并存而言，《浮士德》在中国，要从“媒婆”为她所披的面纱后面露出真容
来，恐怕仍有待于几代翻译家的努力，这是一场真正的接力赛。
以往中译本的译者如周学普、郭沫若、梁宗岱、董问樵、钱春绮等先生都是劳绩卓著的，后学借鉴了
先行者的甘苦，并从他们的实践经验得到了鼓舞。
拙译如能参加奔向《浮士德》真谛的这场“接力赛”，最后为得鱼忘筌的我国读者所抛弃，译者将觉
得十分荣幸。
在我决心动手翻译这部巨著之前，胡风先生曾经为此多次对我加以勉励；冯至先生的研究成果加深了
我对这部巨著的认识，缩短了我实现这个决心的准备阶段：这里我向二位在天之灵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德国雷克拉姆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的原著版本，参考了钱春绮先生的中译本，贝
阿德·泰勒的英译本及其注释，以及特奥多尔·弗里德里希教授和洛塔尔·沙伊特豪尔博士合著的《
浮士德诠释》，译者在此一并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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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浮士德》是德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诗人歌德的名作。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浮士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