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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谈话录》

精彩短评

1、年少时看，少不更事，食如嚼蜡。
2、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
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剧作家、诗人、思想家。 他于1749年8月28日出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
福，是个得到自觉的灵。 歌德除了诗歌、戏剧、小说之外，在文艺理论、哲学、历史学、造型设计等
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歌德是德国民族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
的先进水平，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歌德，可以说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超一流作家
。 他常在其戏剧、小说、书信里常常插入形式短小、含意隽永的小诗，歌德从八岁写第一首诗开始，
到死前十几天写最后一首诗为止，一生所写的长短诗作，总共有二千五百多篇，对别的诗人来说，这
数量就要孜孜矻矻一辈子去伏案疾书了。  海涅曾举出世界文坛上的三巨头，他把莎士比亚誉为戏剧
的巨头，而抒情诗的巨头则是歌德。2005年11月，德国电视二台投票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歌德名列
其中。  
　　    《浮士德》（Faust）是德国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倾毕生心血所完成的史
诗性的巨著，共历时六十年，它是歌德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概括，是歌德最主要的代表作。世界文
学巨著《浮士德》被认为是德语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同时也是最经常被引用的作品，这部长达一万
二千一百一十一行的诗剧，内容复杂，结构庞大，构思宏伟，风格多变，融现实主义与浪温主义于一
炉，将真实的描写与奔放的想象、当代的生活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杂揉一处，时庄时谐、有讽有颂、形
式多样、色彩斑驳，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歌德的《浮士德》在文学史上，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但
丁的《神曲》具有同等地位。《浮士德》既可作为研究人生的经典著作，亦是极佳的休闲读物。 
　　      众所周知，歌德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杰出的思想家；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
他还是一个科学研究者，而且涉猎的学科很多：他从事研究的有动植物形态学、解剖学、颜色学、光
学、矿物学、地质学等，并在个别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如他在1784年发现了人的颚间骨。
然而更少有人知道，歌德还是一位画家，更准确地说，是一位有相当造诣的风景画家。歌德的天性极
其活跃，他的求知欲非常强盛；他把他的精神触觉伸向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他要占有映照人类内心
世界和观察、认识外部世界的所有手段。他的智慧、他的勤奋，他那深邃的目光、他那敏锐的感官，
以及他长达82个春秋的高寿，使他在不同领域里——首要是在文学创作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绘画艺术上，他以无比的执着，从童年直到老年，始终怀着浓烈的兴趣，并几乎一直热情地进行实
践，画了2700幅之多，这其中绝大多数是风景画，也包括他进行科学研究时所绘下的画图以及他对人
体进行的临摹等。
3、　　不小心买的是高中必读书目版本，里面时而出现的有关伟大诗人和庸俗小市民的提醒，让人
总觉得编撰者的用心有点奇怪。这个世界，定义本来坏的东西为坏，只是个不好也不坏的行为，但看
到事物中的好，挖掘这种好培养这种好扩大这种好的行为，是社会变得美好的希望。视野中看他人短
处的时候多了，难免占用了看他优点的地方。而且庸俗小市民的提法，也是恩格斯那个时代提出，到
底是什么含义，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时不时像标签样的贴到人身上，这种做法是不是太小气了点？
如果书中提示的一些做法都具有小市民的倾向，那么现在的人是不是更为高尚，我们看书的目的又何
在？
　　只有多与超出自己的人交流，个体才会不断地进步。发现优秀的作品为何优秀，伟大的事业如何
伟大，有如此眼光的人有可能将那些优秀伟大的品质吸收到自己的思想。开放的心态，善于发现的眼
睛，仔细思考的习惯，是把事情做好的最起码条件。把自己定义为二流，去攻击弱者来显示自己强大
，结果必定沦落为比二流还不如，譬若有些球类项目。与强者过招才能学到东西。
　　具体到做事情，这个世界上过去的现在的优秀人物已经证明了他们的优秀，在各种领域可以施展
的空间不是那么大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拿一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断涌现的新事物，不断变化
的社会，是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在平常生活中见不平常，发现引人入胜处，是诗人的本事，也是每
个行业人努力的目标。
　　而且，这个世界丰富多彩，有可能发现可以发力的方向极多。做到一定时候，会发觉一个人的精
力总归有限，与其做十件二流的事情，不如做一件极好的事情。发力集中才会有效果。不做则已要做
就做最好。那些推不过情面的敷衍事情，既浪费了精力也浪费了机会。如果他的努力能够带来一段时
间的好处，那付出的创造力就没有白费。如果能够极长的时间造福于社会，那就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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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谈话录》

。反过来，如果身前所谓的盛名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没落，更多的时候这种盛名值得怀疑。那些经过许
多世纪，仍然照耀着人们行为和思想的伟人，值得我们尊敬。
　　年轻的时候事情做过了才有可能去想。年纪大了，往往想多了而做的少了。保持思考和行为之间
的平衡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不管如何，有心去做才会出结果。
　　
4、　　    这本《歌德谈话录》据说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本全译本，但杨武能在他的节选本《谈话录》中
提到此书时，别有深意地在全译本这几个字上加上了双引号。因此，我疑心这并非是完全的“全译”
，并且，从书中可以经常看到艾克曼自己说，“昨天又去看了歌德”，但那天并无记录（或许艾氏也
非每次必记？）。但不管怎样，朱光潜的著名选本内容太少、且偏向于文艺、美学，而这个版本，则
是目前国内内容最为丰富的。
　　    虽然艾克曼自己交代过：“请大家注意，我所描述的只是我自己的歌德”。但研究者几乎一致
肯定其书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再加之文辞优美，其能风行天下，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之，这是了解晚
年歌德生活与思想的最佳读本。
　　    艾克曼在1823年才去了魏玛为歌德工作，歌德时年已七十有余，但很显然，歌德很喜欢并且信
任他，虽然让他做秘书，但实际将他当朋友。因此，书中的许多谈话，是那样的真挚而又深刻。我们
常常可以看到，在歌德大会群宾之后，当客人散尽，他还要请艾克曼留下来，两人单独交心。歌德最
深刻、最富教益的话，往往是在此时发出的。我常常掩卷长叹，那是一个个多么美好的黄昏与夜晚，
艾克曼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人。
　　    谈话中最最能引起我关注与感触的，是歌德关于人生、社会的思考，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实
在令人叹服。这位阅世已久的老人，能用只言片语指出他人性格的特征及其行为的目的；他对德国民
族弱点的自我反思，令人敬佩。——这是当下中国极端缺乏的。而他的世界眼光，特别是“世界文学
”观的提出，则表明，他地思维已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歌德虽然也能洞悉社会，但他的政治思想，
在我看来显然是过于一厢情愿的。
　　    在文艺的上探讨更多，但我最为关注的是，他向艾克曼介绍、评价自己的作品、以及他的写作
计划这一部分。我们从中看出《少年维特的烦恼》曾经受到那么多的指责，《亲和力》曾经那么不被
理解，而《浮士德》第二部的诞生过程则是那样的艰辛。每当此时，我总是莫名感动，要是这个巨人
放弃了其中的任何一部著作，这个世界将受到多大损失；要是艾克曼没有一直鼓励、催促《浮士德》
第二部的写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部厚重、广博而又深刻的巨著吗？
　　    歌德在科学上亦有重大贡献（最著名的是他发现了人类头盖骨上的孔洞），他应该也属于那个
时代最为杰出的博物学家。他的光学观点，与现代科学相去甚远。我要特别提到这点，是因为他那不
惧前贤、独辟蹊径的思维令我敬服：他对于颜色的形成，有一套完整的见解与逻辑体系。
　　    这部谈话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人和物，多的难以计数，比如，歌德那可爱、活泼的儿
媳，高贵优雅的魏玛高层；比如，与歌德一同远足、那欢唱的百灵鸟，避暑别墅边、刻有歌德与希勒
名字的橡树，游玩晚归途中、薄暮里的亘古不变的夕阳... ...
5、了解歌德思想的读物
6、我是在母校中苑路的路灯下看完了这本书。在我的心中有两个歌德，一个是少年歌德，一个是老
年歌德。。。。
7、　　临终时，歌德对身边的人说：“打开窗户，让更多的光进来!”歌德的伟大就像阳光，平凡而
切近，但又无处不在。他有穿越时空的预见性，宏大开阔的世界眼光，以及百科全书式的智慧，这样
的光辉照耀着时代。由于对法国大革命的怀疑和疏远的态度，歌德晚年曾是民主激进派攻击的对象，
也因此，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一度受到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冷遇，或许伟大的人物总是不能为时
人理解，不能被社所容纳，像被生所遗忘的卡夫卡和梵高，被当世所误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佩索阿
那。直到1848年革命失败后，歌德才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自此，其智慧一直长久普照着整个思想
界，恩格斯曾盛赞他为“真正的奥林匹亚神山上的宙斯”。可以说，爱克曼德的这本记载圣人谈话的
对话录是一本伟大的“圣书”。
　　
　　 
　　
　　挑剔的尼采把本书誉为用德文写出的最重要的散文。书中洋溢着歌德身上体现出的广博深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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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谈话录》

类文化积淀和人生睿智，他的谈话涉及文学、艺术、戏剧、建筑、美学、哲学、宗教、政治、社会、
人生以及科学等几乎当时的所有知识领域。作为作家，歌德在文学领域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是常人难
以企及的。他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以及评论，无一不称得上是世界文学史中的上乘之作，既有《
浮士德》、《伊菲格尼亚在陶里斯》、《塔索》这些以光辉人物传世堪比莎翁的戏剧，也有《威廉·
麦斯特》、《少年维特的烦恼》、《诗与真》这些颂扬人性、鞭挞软弱性格的与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创
作相呼应的成长小说，更让人们惊叹的是他自由出人一切格律与形式之间、几乎令所有翻译家为之搁
笔的鬼斧神工的抒情诗杰作，与海涅等人在时代中应和。此外，“他通晓拉丁、希腊、法国、英国等
国的主要文学作品，研究过波斯语诗集，晚年还试图了解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他对绘画、音乐、建
筑等艺术同样有过精辟的论述，还深研自然科学，涉及的领域包括岩石、云朵、色彩、植物、动物以
及人体解剖等。”[1]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对社会上的政治、经济活动都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和体力。
　　
　　傅守祥先生在他的《诗艺的伟大与复杂》中把《歌德谈话录》中论及文学与艺术的内容大致分为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艺术与自然、现实的关系，比如在1823年9月18日的谈话里，他说：“世界
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做诗的动因。但是写出来的必须全是应景即兴的
诗⋯⋯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这种务实的创作态度不仅贯彻于他个人的创作中，对今天我们
品读文学作品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第二是关于作家和时代的关系，他认为“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
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毋庸否认，这是19世纪现实主
义创作的最早呼声之一，文艺理论家皮萨列夫的《现实主义者》中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第三关于文
学想像和天才，歌德认为离开了想像的文学是不堪设想的。他在谈论对《浮世德》的创作时说“作为
诗人，我的方式并不是企图要体现某种抽象的东西。我把一些印象接受到内心里，而这些印象是感性
的、生动的、可喜爱的、丰富多彩的，正如我的活跃的想像力所提供我的那样。”艾略特的荒原就是
以同样的力度，同样的驰骋的想象力，集中表现了西方人面对现代文明濒临崩溃、希望颇为渺茫的困
境，以及精神极为空虚的生存状态。第四关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当时处于交锋的文学流派，
歌德在1829年4月2日的谈话中指出:“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这样看，《尼伯
龙根之歌》就和荷马史诗一样是古典的，因为这两部诗都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最近一些作品之所
以是浪漫的，并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病态、软弱。”适时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方兴未艾，晚年的歌德
似吸收新事物的灵犀似乎已经迟钝了。他对于德国的浪漫派虽不领教。但对西欧的浪漫主义却很感兴
趣，他早期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被许多理论界列为感伤主义之作，《浮世德》中的欧迪良的原型拜
伦，就被歌德赞美有加，认为他那“天生的诗才是无可比拟的”。第五是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他所
理解的“世界文学”是由各民族文学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而形成的，各民族对它都有所贡献、有所吸
收。这个观点至今影响着文学尤其时比较文学的研究。不仅用世界眼光把握文化的开放性，而且用世
界眼光预视全球地理文明的发展。他曾激情的赞叹：“民族文学在现在已算不了什么了，世界文学的
时代已快来临了。”此外，歌德虽然不是哲学家，但许多深刻而辩证的哲理融汇于他的创作和言谈中
。他告诫人们，要牢牢抓住每个瞬间，它们“是整个永恒世界的代表”他和加谬同样借用了希腊神话
中西西福斯推石上山的故事来形容他的苦境，而把他推入这种境地的势力“既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
自内部的”，在思想上和千年前希腊及百年后的存在主义遥相呼应。[2]
　　
　　诚然，歌德的论述是网络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如果细心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各种问题的答案。这
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智慧，无一遗漏的都散落于这部《歌德谈话录》中，在只言片语的聊天之间，
熠熠生辉。歌德借浮世德之口慨叹“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可以说是艺术创作的箴言，
他对爱克曼殷殷教诲“核心问题在于渴求真理，并且时刻准备接纳不期而遇的真理”、“人必须每天
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注脚了他对学理与人生的认识，与千年前在面
包里发现幸福人生的西塞罗异曲同工；对政治，他说“政治家的乌兰德吃光了诗人乌兰德”；对科学
，他指出“所有时代的科学家都有一种心向⋯⋯把它们作为内在的东西的预兆加以接受，这样就能通
过观察在一定的程度上掌握整体。”而书中更多的，是他对文学作品及宗教的看法，“浪漫派是病态
的”，“切莫抑制精神”，“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掌握和描写特殊乃是艺术的生命”⋯⋯
这些论断，至今看来都焕发着生机。对于歌德的创作，我们可以从《歌德谈话录》发现许多其中的奥
秘。如，当问及《浮士德》第一部何以比第二部更诱人时，他回答“第一部是从个人的某种昏暗状态
产生的，不过正是这种昏暗状态对人们具有诱惑力”；他自称《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像鹈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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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谈话录》

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诗体剧本《塔索》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能从中看
到自己生命的跳动。在谈论文化的传承时歌德幽默得譬喻“莎士比亚给我们的是用银盘装的金苹果。
我们通过学习他的作品得到了他的银盘，但我们装入银盘的只是土豆，这太糟糕了！”这些箴言在爱
克曼笔下娓娓道来，许多至今还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似乎就这样平易地解答了。[3]
　　
　　 
　　
　　在阅读《歌德谈话录》的过程中，歌德就像身边的一位长者，他安坐炉火旁，眼睛微微的迷着，
轻推眼睛，放下手中的书，对你谆谆教会。可能这些话语并不如尼采的哲学那样份疯狂的热烈或者爆
裂的深入，也没有克尔凯郭尔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人本身的解剖式研读，也不像萨特或者加缪
关注于存在驻足在哲学思辨的角度。歌德是贴近生活的，爱克曼所记录的也大都是我们很容易理解也
很容易接受的见解，这比他的文学作品更容易被我们理解，这是一种对生活判断力。而判断力，对于
对错善恶真假的判断力，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品质。
　　
　　歌德的智慧与学理之中有三种眼光，即：“人道的眼光、艺术的眼光、世界的眼光。”[4]这三种
光芒交相辉映，构成了这洋洋万字的智者之言。歌德的讣告中说，“直到最后一口气”他“仍是头脑
清醒，感情细腻。”“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而不是巴黎公民而存在。”伟人往往与时代互
为铸造，而歌德在生命的最后完成的这部啼血之作，正像他自己说的，是“赤诚、饱满的激情，掩盖
了沧桑、古老的遗憾。”将那伟大崇高的思想传递给全人类。“我将怀着一颗虔诚、尊敬的心灵去读
取那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结晶。或许寂寞和无助会紧紧的将我吞并；但我希望，我能站在人生的制高点
，去迎取我那真诚的期盼。”[5]
　　
　　 
　　
　　参考资料：
　　
　　《歌德谈话录（全译本）》 爱克曼 译林出版社，2002
　　
　　《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西方美学史(下卷) 歌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歌德谈话录：诗艺的伟大与复杂》傅守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第5卷第4期，2003
　　
　　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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