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
文化价值核心

蒋承勇

内容提要恩格斯说歌德是既“伟大”又“渺小”的人，但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他同

时又是一个“完全的人”和“世俗的人”。歌德强调人的自然欲望的实现，关注并不断去体验世

俗生活。本文认为歌德追寻“完全的人”和“世俗的人”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表现自然天性、

实现自然欲望、获得人生最丰富体验的过程。浮士德身上无尽的自然欲望与生命意志、强烈的

个体意识和自我扩张意识、“满足于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以及在道德理想和理性精神制约下难

以消解的内心矛盾，是歌德自身文化性格之反映，也是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之表征。由此，

《浮士德》可称为欧洲近代人的《圣经》。

关键词歌德浮士德 自然欲望近代人文化价值

歌德的《浮士德》是近代西方文学史上

具有总结意义的经典之作。歌德用60年时间

吐其心志凝成此作，既借浮士德抒写了个人

的人生体验，又通过浮士德描述了欧洲近代

人的心路历程和文化价值核心，因此，《浮

士德》成了欧洲“近代人的圣经”。①然而，

欧洲“近代人”的文化价值核心又是什么

呢?这是一个有待深人阐释的重要问题。

一、歌德：“渺小"的“庸人"?

“完全的人"?“世俗的人"?

以往我们在评论歌德时，往往引用恩格

斯那段对歌德的著名论断：“在他心中经常

进行着天才的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

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

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

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

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

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

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②

恩格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指出了歌德身上

的“鄙俗气”和妥协性同他的阶级出身之

间的必然联系，也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指出

了歌德在政治上的软弱性、矛盾性和局限

性。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换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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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从文化史的眼光，从人摆脱宗教神性

的束缚而追寻自我解放和发展的角度看，歌

德身上的这种多重性、矛盾性又恰恰是他为

摆脱精神束缚，追求人生的多重体验，追求

自我人格全面发展，追求人性自由的必然结

果。歌德不是一个阶级论者，而只是一个人

性论者。这种人性论观念从文化史的发展角

度看，是文艺复兴式人的解放、个性自由思

想的延续与发展，体现着18世纪的理性启

蒙精神，因此，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进步

的和有积极意义的。笔者以为，恰恰是歌德

对人性的这种多重理解，对自我人格之全面

性的追求，显示了他在“人”的观念的理

解上对但丁、莎士比亚与卢梭等前辈作家的

超越。

歌德同时代诗人伟兰认为，歌德“是

人性中之至人，”还说，“歌德之所以常被

人误解，因为很少人能够有概念了解如此这

么一个人。”(墨)那么，何以是“人性中之至

人”呢?德国传记作家比学斯基解释说，

伟兰的“人性中之至人”指的是歌德“人

性之完全”；“歌德从一切的人性中皆禀赋

得一分，是人类之最人性的⋯⋯所以，曾经

接近过他的人都说，从未见过这样完全的

人。”@拿破仑也称歌德是“一个真正的

人”。⑨笔者觉得歌德之所以能成为人性发展

上的“完全的人”和“真正的人”，就是因

为他能够独立地依据他所理解的“人”和

人生题旨去生活，其间，既要挣脱宗教规范

的约束，也要摆脱世俗生活本身的束缚，体

验世俗生活的欢乐与悲苦，浸泡在庸俗乃至

“鄙俗”之中，据此体味多姿多彩的新的人

生体验：

歌德青年时期参与狂飙突进运动，狂热

地追求情感自由与个性解放。1775年歌德

脱离狂飙突进运动，在魏玛公国当上枢密院

顾问和部长，主管公国的文化教育、财政经

济、军事、林业，1782年又被任命为宰相。
．，J6．

1786年，歌德化名为画家缪勒来到意大利。

两年中，他遍游意大利名城，如佛罗伦萨、

威尼斯、那不勒斯、罗马等地，欣赏并钻研

古代罗马和文艺复兴时的艺术。也是在

1775年一1786年这10年魏玛的官场生活

中，歌德开始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对解剖

学、矿物学、骨学、光学、色彩学、植物

学、地球形成等都有广泛研究。根据这些研

究，日后他出版过《植物变态学》、《色彩

学》等自然科学著作。他在自然科学研究

中形成的进化论思想，曾使达尔文承认歌德

是他的学说的先驱。

歌德一生的文学创作长达六十余年，涉

及的艺术体裁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

传说、游记、文学与美学论文等多种形式，

凡所能运用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手段，他都一

一尝试，生活中所能表达的领域与内容，他

几乎也都予以表现了。

歌德15岁(1764年)时爱上了友人的

妹妹、比他年长的格莱卿；23岁(1772

年)爱上了夏绿蒂·布甫，并差点儿因失

恋而自杀；26岁(1775年)与法兰克福大

银行家的女儿李丽订婚，旋即结婚；27岁

(1776年)在魏玛公国与比他大七岁的宫中

女官斯泰因夫人相爱，他们的感情保持了十

多年之久；39岁(1788年)时与制花女工

维尔乌斯同居(于1805年补行婚礼)。除

了上述十分确定的情感生活之外，歌德还有

多次时间长短不一的爱情经历，直至晚年，

歌德仍在恋爱。

总之，歌德的一生，从外在的生活到内

在的思想、情感、心理的体验都是十分丰

富、复杂而完整的。歌德是按照自然原则而

不是按阶级纷争、社会革命的原则去面对并

投身生活的；他要让自然人性顺着生活的河

流去观赏两岸的风光，进而体验人性的欢乐

与悲苦，展示人性的方方面面。因此，歌德

的人格展现就显得无限丰富而自然。正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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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斯基所说，歌德的人生“从容自然的像

一朵花的展开，像种子成熟，树杆上升，绿

叶成盖”。⑨让人性如此自然地去展示，这是

怎样的一种人的自由观?显然，歌德是要让

自己，同时也是让人在一种既无宗教压抑、

又无阶级纷争的“自然”氛围中自由地展

示人性。因此，歌德在人生观上总是得不到

恩格斯的肯定也是必然的。因此，尽管歌德

像一个全能的文化巨人，恩格斯还是说：

“歌德过于全能，他是过于积极的性格，而

且是过于人世的，不能像席勒似的逃向康德

的理想去避免鄙陋⋯⋯他的气质，他的力

量，他的整个精神倾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

活”。④歌德很人世以至于媚俗，在此，恩格

斯对歌德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问题

是，歌德原来就没有想回避即便是“鄙陋”

的现实，因为他要追寻的是人性完整、丰满

而自由的人——一个世俗的人，而且他最终

也成了这样一个人。

歌德像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思想文化

“巨人”，不过，这个“巨人”除了在求知

的胸怀与气度，在拥有的思想与知识深广度

上与文艺复兴时的“巨人”相似之外，还

拥有文艺复兴“巨人”所不具备的秉性：

他更关注人的自然生命欲望的实现，更关注

世俗生活并且直接去体验世俗生活。而推动

他去永不满足地追求与体验的内在动力，就

是他那不可遏止的自然情感与生命欲望。歌

德追寻“完全的人”的过程，实质上就是

追求自然，表现自然天性，实现自然生命欲

望的过程。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

生命欲望，才能获得对人生的最丰富多样的

体验，才能成为“完全的人”和“真正的

人”。所以他一生都全身心地游历于纷繁扰

怀的世俗生活中，正如歌德少年时的友人雅

各比所说：“歌德是个被神魔占有的人，他

没有能够自由自主的行动。”㈤这里的“神

魔”即感性欲望，这里的“自由自主”即

理性意志。雅各比的话证明歌德是一个顺随

人的自然天性行事，向往个性自由的人。当

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歌德是一个欲望放纵

者，而是指他是一个有强烈的自然欲望，并

且不断去实现生命体验的人。在现实的环境

中，他又常常有理性与感性欲望之矛盾；因

而他追求生命欲望之幸福与欢乐的体验，始

终伴随着绝望与痛苦。对此，传记作家比学

斯基有十分深刻的分析：“只有像这样一个

个性结构的人在老年时可以说：他命中注定

连续地经历这样深刻的苦与乐，每一次皆几

乎可以致他以死命。”⑨另一位传记作家艾米

尔·路德维希也这样评析歌德的性格：“既

感情丰富又十分理智，既疯狂又智慧超群，

既凶恶阴险又幼稚天真，既过于自信又逆来

顺受。在他身上有多么错综复杂而又不可遏

止的情感!”凹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无论歌德是“完

全的人”、“世俗的人”、“渺小”的“庸

人”抑或其他，都与他不可遏止的自然欲

望分不开，因为正是这种自然欲求推动着歌

德并造就了他完全而复杂的人格，正是那张

扬人的生命意志和自然欲望的人文价值观

念，使歌德创造出了浮士德这一充满自然欲

望而又充满内在矛盾的欧洲“近代人”典

型。因此，如果说，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

·马洛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借浮士

德表达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知识欲望的时

代精神”@的话，那么，歌德则借浮士德表

达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充满扩张欲望的欧洲

社会的时代精神，其内涵相对要丰富复杂得

多。

二、浮士德与自然欲望

中世纪的夜，中世纪的书斋，年逾50

的饱学之士浮士德博士，在狭窄的书斋里长

期研究中世纪的“四大学科”：哲学、医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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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律和神学，可到头来却丝毫不见聪明

半点，产生了无尽的厌烦与苦闷，感觉到

“这么活下去啊连狗也不啃!”凹长时期地闭

门研究这种僵死的“学问”，不仅使研究者

远离活生生的自然的世界，而且，这种生活

似乎成了窒息自然生命的杀手。对此，浮士

德不禁自问：

为什么一种难言的痛楚

会把你所有的生机扼杀?

上帝创造生气勃勃的自然，原本让人类

生存其间；

可你却将它远离，来亲近烟雾、腐臭和

死尸骨架。⑩

可见，浮士德在书斋生活中感受到的焦虑与

苦闷，乃出自长期远离现实生活，出自生机

勃勃的生命本原的被压抑和自然欲望的不能

实现。早先，浮士德还以为自己是“神的

化身”，“与永恒的真理近在咫尺”，㈣现在，

他明白了原来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卑微，生

活是如此的无意义，从而顿觉生命欲望的无

法满足。此时，他想到了用服毒自杀来结束

这看似无意义的生活。浮士德之“渴望

死”，不是因为他万念俱灰，无欲无求，恰

恰相反，是因为他在意识到既有生活的无意

义时生命欲望的骤然觉醒与萌动，因为他依

然充满着对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的好奇与渴

望。继而他把死亡当作生命的新的旅程的开

始，他要在新的世界里实现自己对生命的新

的期盼：

我向往新岸，当新的一天来临。

一辆火焰车鼓着轻盈的羽翼，

朝我冉冉飞来!我已感到，

准备循着新的轨道冲入太空，

那儿的气氛清新，活动单纯。⑥

所以“渴望死”，是浮士德对新生活的

企盼，是对生命存在的不满足。

然而，正当浮士德义无反顾地决定走向

死亡、走向新的世界的时候，窗外传来了复

活节的钟声和天使们的美妙歌声。从天使的

歌声中带来的无疑是基督的旨意：只有历经

尘世的磨难，人们才可以沐浴圣恩，进入永

恒的彼岸世界。这当然只是基督教教义的一

种劝人忍耐的说教。对浮士德来说，这种听

起来像福音的说教并不能使他回心转意：

“我纵听见福音，却缺少虔信。”⑩让他放弃

死亡，依然执着于现世的是天使的歌声勾起

了他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在此，“童年

的情感”让浮士德弃死恋生，是耐人寻味

的。童年象征着人的原初阶段和生命的自然

本真状态。在歌德这里，这种自然本真状态

不是卢梭所说的“天赋良知”， “人性本

善”，而是无拘无束的自然欲望。这种自然

欲望是生命的本真状态，它驱动着人去不断

地追求满足，在追求中体验人生，创造人

生。所以，以“童年的情感”让浮士德放

弃自杀，表现了歌德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并

视其为人的生命本原的思想，又意味着歌德

肯定了人的感性世界的重要性。

浮土德从“城门前”熙熙攘攘的现实

生活中回到书斋后，一方面他的心“豁然

开朗”， “又开始渴望，渴望生命的溪流、

源泉!”@另一方面，他又“再无满足的快

感涌出胸膛”，“重又忍受焦渴”，④又产生

了“渴望死，痛恨生”@的念头。此时，最

终让浮士德放弃死亡念头的是靡非斯托，具

体说，是靡非斯托许给了满足他自然欲望的

承诺。靡非斯托知道浮士德胸中充满欲念，

便企图满足他的欲念从而使他沉湎于感性欲

望的享受中，且以此为赌注赢得浮士德的灵

魂。浮士德答应了靡非斯托的要求，并愿意

跟随他去实现种种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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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感官的深渊里，

去解燃烧的情欲的饥渴!④

当然，浮士德去实现自然欲望，并非仅仅为

了满足感官的享乐，而是在实现自然欲望的

过程中体验欢乐，同时也体验痛苦，在体验

欢乐与痛苦的双重过程中，感受生命的自

由、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实现人生的意义与

价值。浮士德说：

整个人类注定要承受的一切，

我都渴望在灵魂深处体验感觉，

用我的精神去攫取至高、至深，

在我的心上堆积全人类的苦乐，

把我的自我扩展成人类的自我，

哪tID最后也同样地失败、沦落。@

由此可见，在浮士德这里，感性世界是

人的本真世界，自然欲望是生命的起点和动

力，因此，人应该女llJL童般从自然生命的起

点开始，在自然欲望的推动下去感受与体验

生命的痛苦与欢乐，去实现完整的人生。这

就是浮士德既接纳儿童又接纳靡非斯托的根

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让浮士

德弃死恋生的真正内容是被基督教视为

“原恶”的人的自然欲望。生命不息、欲望

不止，承认自然欲望就是承认生命本身。由

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歌德的理解中，自然

欲望不管是向善还是向恶，都是人之生命的

本原，只有自然欲望的存在并不断地运动，

才构成了生命的运动，才有人的存在与生命

的意义。

三、浮士德与扩张的“自我"

既然自然原欲是人的生命本源，生命的

运动凭着自然原欲的力量来推动，那么，实

现自然原欲的过程，就是获得生命的欢乐与

痛苦的过程，更是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外现

与实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本身就成

了目的；每一个人就成了自主自在的独立个

体。这是《浮士德》中体现得相当分明的

近代人价值观念，这种观念与斯宾诺莎和康

德的理论有着密切联系。

海涅称歌德是“诗的斯宾诺莎”。歌德

自己也说：“与我思维方法全体以绝大影响

的思想家是斯宾诺莎⋯⋯就我所知者之中，

最与我之思想一致者，要数Spinozu(斯宾

诺莎)之《伦理学》罢。”固斯宾诺莎认为，

自然界是一切事物统一的基础，从而否定了

超自然的上帝的存在，而且还否定了上帝的

人格、天意天命、外在自由意志和意图对人

的作用。“斯宾诺莎的基本思想是将自由和

奴役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他的独特的自由

概念包含着思维力量的积极运用：一个自由

的人，就是一个积极的、自决的、思维着的

人，自由的范式就是由内在决定的意志导出

不言而喻的真理。”固斯宾诺莎解释说，自由

就在于“将(一个人的)所有欲望和反感

整合成为一种协调的行为方式，一种发展他

自身的理解力，一种发挥他的能动力量的行

为方式”。@所以，斯宾诺莎关于人的自由的

观念中，突出的是人的自主、自在和能动

性。

康德可谓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勇敢不懈

地进行探索的“浮士德”。正是他对人的内

心宇宙之复杂奥秘的倾心探索，深深地吸引

着歌德。对此，康德从未加以理会，歌德则

感言道：“康德从未注意到我，我却走着与

康德相似的道路”。固康德提出了“人是目

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他认为，“每个理

性人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c茧)人的自

由意志不是由外在规律决定的“他律”，而

是由道德意志自己来决定的“自律”。在他

看来，只是作为手段的人，是他人或自己内

外自然的奴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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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也就不会具有根本意义上的主体能动

性。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心甘情愿地作

他人和自然的奴隶，这就证明人终究是以人

本身作为目的的，他决不会放弃这一本质。

自觉理解到这一点的人就有了自我意识，也

才是按人的本性行动的人，才成其为人。受

康德思想的影响，歌德自己就是一个按人的

本性行动的人，他笔下的浮士德以自然欲望

的意志为推动力，更是一个按本性行动的

人。

对浮士德来说，他既不会按上帝的安

排、上帝的意志行事，也不会一味听从靡非

斯托的安排沉湎于感官享受，他是一个完全

独立的人，一个充满自我意识的人。他只在

乎现实的此岸世界，而无视超现实的彼岸世

界；既不相信上帝的拯救，也不担心地狱的

惩罚。他曾经说：

彼岸世界我不大在意，

先把这个世界砸烂，

随后才能有一个新的⋯⋯

在将来，在另一个世界，

人们是不是也爱也恨；

是不是也分上下尊卑，

对此我一点也不再感兴趣。④

因此，就近代西方文学中的人神关系而言，

浮士德身上表现了一种更充分的人的解放与

自由。他既不像哈姆莱特那样犹如一个刚刚

离开“上帝妈妈”的稚童，迷惘与恐惧地

彷徨于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也不像卢梭

笔下的圣普乐和朱莉，让充满神性的“美

德”捆住双脚。而是像一只挣脱囚笼腾空

而起的山鹰，俯瞰着世间的一切，贪婪地饱

览着人世之盛宴。他说：

让我们投身时间的洪流!

让我们卷入事件的漩涡!

·120·

任痛苦和享乐相互交替，

任成功与厌烦彼此混合，

真正的男子汉只能是

不断活动，不断拼搏。③

浮士德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去体验、永不

满足地去追逐生活的激流。他和魔鬼打赌与

其说要的是满足，不如说是意志的自由。一

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才会是永不满足的

人。

浮士德虽然是一个世俗主义者，然而，

由于他是在自然欲望驱动下凭生命之自由意

志去追求与体验现实生活，体验人类精神

的，所以，他的追求和行动，主观动机上通

常都无世俗功利意义上的远大目标，也无明

确道德意义上的造恶与制善的选择——尽管

靡非斯托帮助他总是为了引他造恶。因此，

浮士德纯粹是一个自我主义者。浮士德与玛

格莉特(又译甘泪卿)的爱情经历，完全

是他在爱欲驱动下的情欲体验与满足，而在

客观上却造成了无辜的玛格莉特的毁灭。他

到宫廷为皇帝服务，并非出自什么政治变

革、拯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是寻找一种

人类精神的体验。他为一个摇摇欲坠、毫无

正义可言的王朝服务，其行为本身亦无正义

与邪恶可言，于是就竭尽曲意奉行之能事，

尽量满足皇帝与大臣们的享乐欲望，沉湎于

纸醉金迷、声色犬马之中。这种宫廷生活的

享乐没使浮士德感到满足，却实现了他又一

种世俗欲望的体验。

移山填海，修造座座村落与片片良田的

事业生活，他说出了“你真美啊，请停留

一下”的满足之语，因而浮士德常常被人

们认为是为民造福，建立理想社会，从

“小我”走向“大我”乃至“无我”境界

的“英雄”式人物。其实，浮士德移山填

海的事业生活，依然是他从“小我”的角

度去体验世俗生活，领略人类精神所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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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选择。如果在他心目中有什么“大

我”，那也不过是他要体验的人类精神的方

方面面而已。因此，他由“小我”走向了

所谓的“大我”，那就是在永不满足的追求

中体验了世俗生活的各种感受，成了一个

“完全的人”和自由的人而已。所以，他的

“智慧的最后结论”是：

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者，

才配享受自由和生存。◎

这里的“自由”不是人在世俗权威面前的

人身自由，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意志

的自由，个体的人的精神独立与自主。拥有

这种“自由”的人，能够每天不满足地去

体验，同时也在永不满足地去开拓。显然，

这“智慧的结论”展现的是浮士德那无限

扩张着的自我意识。“自我”的扩张导致了

个体本位或个人主义，而这正体现了从传统

文明中觉醒过来的欧洲近代人的一种人格侧

面。

需要指出的是，个体本位或个人主义并

不等于利己主义。近代西方社会以个体为本

位，强调的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政治哲

学或社会哲学范畴的概念，它与集体主义相

对。道德范畴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对。

在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中，个人主

义或个体本位指每一个体都有独立的人格和

自由的意志，同时每一个体都应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社会的利益建立在个体利益的基础

之上(而非一味强调集体、国家而消融个

人)，且以个体利益为前提，是个体决定社

会而非社会决定个体。个体本位是西方政治

理论的逻辑起点，亦为它的终点。因此，个

体本位或个人主义与强调个人利益至上、自

私自利并不相同。浮士德的“自我”扩张，

是典型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或个人主义。而

作为文学形象，如此狂放地张扬个体本位、

放纵自我，在近代西方文学史上还是第一

个。因此可以说，歌德通过永不满足的浮士

德倾吐了欧洲近代人个性解放的心声，传达

了初露端倪的19世纪欧洲社会的时代精神。

这种个人主义以后又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

学中发扬光大。

四、神性和魔性的永恒矛盾

众所周知，浮士德的故事在西方传说中

由来已久。在中世纪后期最初的浮士德传说

中，浮士德为了得到世俗的快乐和权力，将

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在文艺复兴剧作

家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浮士

德在魔鬼的引导下，享受了24年纵情声色

的世俗生活，然后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可以

说，歌德之前的浮士德，都是耽于享乐而坠

人地狱的人物。说明人完全是受自然欲望支

配的，只满足于低层次的感官享受。歌德对

这一传说则反其意而用之。在他的笔下，浮

士德把灵魂抵押给魔鬼，利用魔鬼的力量体

验了人生的欢乐与悲伤，最后却被上帝拯

救，灵魂归于上帝，从而说明人有永不满足

的自然欲望，但人的本性决定了他最终不会

满足于暂时的享乐。在“天上的序幕”中，

上帝之所以敢于跟魔鬼打赌，是因为上帝相

信他创造的人不会背离自己神圣的本源和目

标；而魔鬼这“否定的精灵”则认为人会

满足于纯粹而有限的世俗享乐，从而背离自

己的本性。在诗剧的第二次赌赛中，浮士德

敢于同靡非斯托打赌，是因为他坚信魔鬼永

远不能使自己在理智上满足于暂时盼陕乐，

魔鬼的任何魔法都不会改变人的本性和目

标。浮士德最后的结局证明了他以及上帝的

看法是正确的。这说明，浮士德虽然以自然

欲望为动力不断去体验世俗生活和实现自

我，但他并非盲目地和麻木地受导于自然本

能，而是在受自然欲望之强力的推动的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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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接受理智的牵引。也正是这种理性意

识，使浮士德在每一次满足享乐后又沉浸于

痛苦的自责之中，在经过灵魂的激烈搏斗之

后，走出精神困境，进入新的境界。浮土德

本人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他心灵深处的

双重自我：

我的胸中，唉!藏着两个灵魂，

一个要与另一个各奔东西；

一个要沉溺于粗鄙的爱欲里，

用吸盘把尘世紧紧地抱住；

另一个却拼命地想挣脱凡尘，

飞升到崇高的净土。圆

浮士德要纵身于“新生活”，就是既“把尘

世紧紧地抱住”，又拼命地“挣脱凡尘”。

强烈的自然欲望往往使他易于接受魔鬼的诱

惑，不顾一切地追求尘世的享乐，甚至破

坏、造恶也在所不惜，他身上就时而显露出

魔性特征。但如上帝所说：“善良人在追求

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

浮士德之所以是“善良人”，是因为他作为

上帝的创造物，在拥有魔性的同时又拥有神

性，因而他总是在享受了凡尘的欢乐后飞升

而向更高的境界。神性与魔性构成了浮士德

心灵深处两股“各奔东西”的牵引力，也

播下了他永难排解的心灵冲突的种子。

这更高的境界是什么呢? “智慧的结

论”告诉我们，它就是“自由”。是既顺应

自然欲望又不丧失理性约束，这两者的和谐

统一，也即灵与肉、理性与原欲的统一，它

体现了人性的和谐，因而符合人的生命原

则，在终极意义上是对人的一种善。浮士德

最终认可了这样一种人生的最高目标，在感

到满足后灵魂归属于上帝。这说明上帝并不

要求人们只生活在宗教式的精神沙漠中，放

弃尘世去追寻彼岸世界，而是认可了灵肉统

一、世俗与信仰统一的世俗人生。但这个

“上帝”已不是原本基督教中的上帝了，而

是歌德心目中富有人性、世俗化了的近代人

的“上帝”。此外，剧中的“上帝”认可这

样一种和谐统一的自由人生，而这种人生本

身需要人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理智地把握好

灵与肉、理性与原欲的关系，因而这又是一

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正如康德所揭示的，人

的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二者处于永恒的

矛盾之中，道德的崇高永远是在扼制自然欲

望中实现的，因而，灵与肉、理性与原欲的

统一、人的完全而恒久的自由永远只是一种

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所以，浮士德满足于

这种自由的境界，实际上又意味着永远的不

满足，或者说，他“满足于永不满足”。因

为，从与魔鬼的赌赛来说，浮士德是一个胜

利者，这是一个喜剧，他因此而满足；而从

他的终极目标来看，浮士德依然处在永远无

法满足之中，他又是一个失败者，这是一个

悲剧，而这也就是人性的悖谬，人的永恒矛

盾。

五、结语

浮士德是一个在自然欲望推动下不断追

寻新的生活体验、不断追求生命价值、个体

本位和原欲型的人物形象，他复活了古希

腊、文艺复兴前期的世俗人本意识。学他那

永无止境的世俗化追求精神，体现了从信仰

时代的宗教阴影中走出来的近代欧洲人的精

神特质；他那扩张的自我和强烈的自由意

志，预示了个体本位、个人主义的近代欧洲

新价值观念的形成，预示了一个充满探索与

创造欲、充满自由精神与个体意识的时代的

来临。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浮士德》表述

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和人文观，还预告了一种

更为张扬个性、放纵自我的浪漫主义文学思

潮的即将来临。

不过，浮士德身上虽然涌动着古希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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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式的原欲型世俗人本意识，但他毕竟无

法完全涤净其精神血液中的希伯来一基督教

文化基因。因之，浮士德对世俗生活的追

求，并不一味地在自然原欲的驱动下走向原

欲放纵式的绝对“自由”，而是在理性意识

的牵引与制约下不断地向“善”的境界提

升。而在这个过程中，浮士德的内心深处也

就始终存在着原欲与理性、善与恶、灵与

肉、社会道德律令与自然欲求之问的矛盾冲

突，存在着“两个灵魂”的反向运动。他

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种矛盾双方的和谐统

一——自由的境界。因此，浮士德的个人追
求始终散发着浓厚的道德意识和理性精神，

这种道德意识与理性精神的文化血脉是与希

伯来一基督教人本传统相联结的。浮士德心

灵深处永难排解的善与恶的矛盾，正体现了

欧洲近代人在强调张扬自我、重视个体的生

命价值和创造性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人的道

德理想与理性精神的追寻。而肯定并顺应人

的自然欲望、追寻世俗生命价值的实现、个

体本位、崇尚自我，同时又身陷理性与原

欲、善与恶、灵与肉的永恒矛盾，构成了欧

洲“近代人”文化性格和价值核心的基本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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