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日谈》一书 ( 又称加列奥托王
子) 由此开始，共收故事一百篇，由七
位女士和三位先生分十天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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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序

1313 年乔万尼·薄伽丘( Giovanni Boccaccio) 出生在佛罗伦萨附
近的切塔尔多，具体日期不详。然而薄伽丘自己却在早期作品中称自
己出生在巴黎，是其父在巴黎经商时与法国某贵夫人的私生子，但无
法考证。现在普遍的看法是，他出生在切塔尔多，在佛罗伦萨度过了
童年。

薄伽丘自幼喜好文学，其父亲却希望他继承自己的事业。1328 年
他十五岁时，父亲将他送到那不勒斯一家钱庄去当学徒，后来发现他
不是那块料，六年后又让他改学宗教和法律。他对法律也不感兴趣，
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典文学，一心要在文学方面发展。这期间他开始
习作诗歌和小说，广泛接触那不勒斯的学者和文人，并出入当时那不
勒斯国王为文人举办的聚会，受益匪浅。

他在早期的作品中对这段悠闲的生活有所描述，例如他和据称是
那不勒斯国王的私生女马丽娅·达奎诺的艳遇，但都无法考证。

1340 年 27 岁那年，薄伽丘因为父亲的经济状况突然恶化，不得不
返回佛罗伦萨，先后又在意大利中部一些城市滞留了几年，直到 1349
年其父去世，才为接管父亲的产业在佛罗伦萨定居下来。

这段时间是薄伽丘创作的黄金时代，他先后写的小说有《菲洛柯
洛》( 1335—1340) 、《亚梅托的女神们》( 1341—1342 ) 和《菲娅美塔的
哀歌》( 1343—1345) ，长篇叙事诗《菲洛斯特拉托》( 1337—1338) 、《忒
修斯记》( 1339—1340) 、《爱情的幻影》( 1342—1343 ) 和《菲埃索莱仙
女的故事》( 1344—1346 ) 。这些作品，除《菲埃索莱仙女的故事》外，
虽然已经摆脱了薄伽丘早期作品的肤浅，渐渐显露出作者的创作才
华，但仍然没有完全避免他个人的感情经历或对古典文学的模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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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算是成熟的作品。
《菲埃索莱仙女的故事》是薄伽丘早期最成功的一部叙事长诗，采

用八行诗体写成。故事来源于一个有关菲埃索莱和佛罗伦萨两个城
市起源的民间传说:年轻英俊的牧民阿菲里科爱上了月亮女神的随从
仙女蔓索拉，想方设法接近她。但仙女畏惧月亮女神的训诫，处处躲
着他。阿菲里科无奈，乞求美神维纳斯的帮助。维纳斯教他巧扮仙
女，混入仙女群中，寻找机会与蔓索拉单独相会。当他们单独在一起
时，阿菲里科脱下伪装，美神维纳斯及时打开蔓索拉心中的爱情之门，
二人顿时陷入爱河之中。失掉贞操的蔓索拉惧怕月亮女神的惩罚，躲
得无影无踪; 阿菲里科苦寻无果，绝望地投河自尽。那条小河因此得
名“阿菲里科”。后来蔓索拉产下一男婴，将其丢弃在荒野荆棘丛中。
月亮女神发现蔓索拉的秘密后，将她变成蔓索拉河以示惩罚，但这二
条河的河水却汇集到一起，实现了他们二人生前的心愿。一位年老的
仙女找到蔓索拉的弃婴，给他取名叫普鲁内奥( 意思是“荆棘”) ，并将
其交给阿菲里科的父亲抚养成人。一天，巨神阿特朗泰来到这里，建
立了菲埃索莱城，听说这个爱情故事后，下令遣散仙女，强迫她们嫁给
牧民为妻，并任命普鲁内奥为该城的总管。从此阿菲里科的子孙们便
在这里繁衍生息。后来，罗马人占领并烧毁菲埃索莱城，他们就移居
到佛罗伦萨; 再后来，哥特人摧毁佛罗伦萨，他们回来重建了菲埃索
莱;最后又返回到佛罗伦萨，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菲埃索莱仙女的故事》表明薄伽丘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里再也看不到他受个人经历的局限和过分追求词语典雅的弊病，语
言优美，情节流畅。他那崭新的创作意图和丰富的想象力，不仅塑造
了一对爱情忠贞不二的青年男女的形象，而且热情地讴歌了父子之间
与母子之间的神圣情谊，更为重要的是为他接下来创作他的传世佳作
《十日谈》( 1351—1353) 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日谈》以 1348 年佛罗伦萨发生的那场可怕的瘟疫为背景: 城
内黑死病肆虐，闹得人心惶惶，真可谓是尸骨遍野，十室九空。一天，
七位温文尔雅的女士，最年长的二十八岁，最年轻的才十八岁，在教堂
做过弥撒后聚集到一起议论当时瘟疫的种种悲惨情形。最年长的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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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妮亚提议大家到郊外躲避瘟疫，过一段正直而愉快的生活，博得姐
妹们的一致赞同。这时三位英俊的男士走进教堂，他们和这几位女士
还是恋人或是亲戚关系，听了她们的想法也一致表示赞同。

他们一起来到郊外一所漂亮的别墅，安顿下来后立即聚集到一起
商讨消遣的办法。又是潘比妮亚提议，大家每天轮流坐庄担任首领，

负责安排当天的活动:白天玩赏风景、歌舞欢宴，傍晚的时候举行故事
会，大家轮流讲故事。他们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除周五和周六为祈
祷日，不举行故事会外，其他的十天里，每天每人讲一个故事，一共讲
了一百个故事。这就是《十日谈》这一书名的来源。
《十日谈》的故事，除第一天和第九天外，都有固定的范围。第二

天的故事范围是:一个人历尽磨难最后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第三天
的故事范围是:一个人依靠个人机智，最终获得梦寐以求的东西，或者
心爱的东西失而复得;第四天的故事范围是:悲惨的爱情故事;第五天
的故事范围是:有情人历尽磨难终成眷属;第六天的故事范围是:以机
敏的回答避免损失、危险或羞辱;第七天的范围是:妻子背叛丈夫的故
事;第八天的范围是:女人捉弄男人、男人捉弄女人或男人之间相互捉
弄的故事;第十天的范围是:一个人在爱情或其他方面的豪放行为。

每天的故事都有一个主题，那它们之间是如何衔接起来的呢? 是
靠每篇故事开头的那段评论:每个人开始讲自己的故事时，总要对前
面那个人讲的故事从道德的角度简单发表一下评论，为证明自己的观
点，接下来就讲自己的故事;有时则是通过简单的联想来完成这种连
接:受前面那个故事的某个细节、某件物品或者某个情景的启发，让要
讲故事的人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所以，那一百个故事虽然个个独立
成篇，但通过每日的主题和每篇故事开头的评论，就紧密地连接在一
起了。
《十日谈》这种框架结构，当然受了古罗马时期圣安布罗焦①写的

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著作《七日谈》的直接影响，也受到当时流行的一

① 圣安布罗焦( 333—397 ) ，古罗马天主教会的神甫和神学家，意大利米兰市的保
护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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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著作和观点( 如当时人们认为“一百”是个吉祥数字等) 的影响。有
人说它沿袭了《一千零一夜》的结构，那未免太牵强了。因为《一千零
一夜》在欧洲最早出现的法文译本于 1717 年才出版，薄伽丘当时不可
能读到它。至于口头传述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薄伽丘肯定有所耳
闻，事实上《十日谈》中有许多故事都提到了十字军东征和阿拉伯世
界。但从结构上来讲，薄伽丘当时的确开创了欧洲文学这种故事套故
事小说的先河，奠定了欧洲短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不久之后，意大
利国内就出现了许多模仿者; 国外也有，如英国作家乔叟 ( Geoffrey
Chaucer，1340—1400) 写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法国作家纳瓦尔
( Marguerite de Navarre，1492—1549 ) 写的《七日谈》，不论是从内容还
是从结构上，都是对薄伽丘《十日谈》的模仿。后来的著名作家，如英
国的莎士比亚和济慈，德国的莱辛和歌德，俄罗斯的普希金等，在他们
的创作中都从《十日谈》中汲取过创作素材。意大利当代著名电影导
演帕索利尼从《十日谈》中选取八个故事改编的电影《十日谈》，曾荣
获第二十一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说明薄伽丘的这一作品至今
仍然不失它的魅力。
《十日谈》的一百篇故事，取材十分广泛，有的来自古代和中世纪

的传说，有的来自当时流行的文艺作品或作者耳闻目睹的事件，如犹
太富商给萨拉丁讲述的三个戒指的故事( 见第一天第三个故事) 、对
1348 年佛罗伦萨瘟疫的记述( 见《十日谈》的引子) 和有关中国的一个
故事( 见第十天第三个故事) 。但这些故事的主题思想只有一个:人生
的经历。作者从第一天第一个故事揭露恰培莱托先生以欺骗手段蒙
混成圣恰培莱托，到第十天第十个故事称赞高尚而谦恭的农村姑娘格
里塞尔达为新圣母马利亚，这一百个故事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叙述一个
人一生可能遇到的种种境遇。所以意大利著名文学史家和评论家
德·桑克蒂斯①称《十日谈》是“人曲”，与但丁的《神曲》相对应。
《十日谈》中用了大量篇幅揭露基督教会，年轻的修士、修女，主事

① 德·桑克蒂斯( Francesco De Sanctis，1817—1883) ，意大利著名文学史家和文艺批
评家，主要著作有《意大利文学史》、《评论集》和《新评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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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甫，男、女修道院长，直至基督教会的上层( 教皇、红衣主教等) ，无不
成为薄伽丘揭露、讥讽的对象，例如他在第一天第二个故事里记述犹
太商人在罗马考察教廷时写道:“住在罗马的日子里，他从未告诉别人
为什么到罗马来，只是暗中留心观察教皇、红衣主教、其他主教及教廷
中其他人的生活与工作。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通过亲自观察和别人
介绍他发现，这些人自上而下全都是些寡廉鲜耻之辈，犯有贪色罪，甚
至违反天道沉溺男风，且无丝毫顾忌与羞耻之感，以致男盗女娼横行，
向教廷请求任何事情都需走他们的门路。他还了解到，这些人个个都
是酒囊饭袋，吃喝起来狼吞虎咽。他们不光像禽兽那样好色，而且还
像禽兽那样贪食。继续考察下去，他又发现他们个个贪得无厌、惜财
如命，甚至从事人命买卖，就连基督徒的性命、各种圣物和祭祀品都可
作价买卖，其规模之大非巴黎绸布店或其他商店能与之相比。他们给
贩卖圣物冠之以‘代理’，给贪图吃喝冠之以‘生存’，以这些词语来掩
盖其卑鄙的灵魂，仿佛天主也同我们一样，可以用动听的语言欺骗过
去。凡此种种，以及其他一些不便言明的事情，使这个宽容而谨慎的
商人感到非常失望。”经过一番考察，那犹太商人得出的结论是:“我觉
得天主应该惩罚那些人，一个不饶。告你说吧，如果我的观察准确无
误的话，那帮人中没有一个圣洁、虔诚、行善、为人楷模的教士。我觉
得他们个个好色、贪婪、奸诈，贪图吃喝，嫉妒成性，无恶不作，坏到不
能再坏的地步。大家十分崇拜的罗马，在我眼里却不是圣地，而是收
容一切妖魔的熔炉。”书中还有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无情地揭露那些
奸诈虚伪、道貌岸然的男、女修道院长，如第一天第四个故事、第三天
第一个故事和第八个故事，等等;揭露神甫、男女修士欺诈和不轨行为
的就更多了。

基督教公元前 1 世纪诞生于巴勒斯坦，先在当地后在罗马帝国境
内的奴隶和社会下层中传播，反映了社会下层的愿望，传教士和信徒
均受当局迫害。但是，当它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便变成了为
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教廷继续以罗马为首
府控制着意大利及西欧各地的宗教事务，在漫长的中世纪期间，与意
大利和欧洲各地的君主时而相互勾结，时而相互争斗，最后在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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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保持了一个小小的教皇国。首先是罗马教廷的上层，渐渐到
各教区的大主教、主教，都过上了奢侈淫逸的生活。昔日那个在社会
下层传播、受统治阶级迫害的教会再也不存在了，教士除了传教、修
行，个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变成了仅次于贵族的二等公民。这不仅
引起了广大信徒的不满，而且教士中不少志士仁人也自觉起来提倡俭
朴、回归耶稣基督那种清心寡欲、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传教生活，例
如来自阿西西的方济各神甫( Francesco d’Assisi，1181—1226) 及其追
随者，即后来著名的圣方济各修会，以及 16 世纪以马丁·路德为代表
的改革派等。薄伽丘生活的年代比方济各晚了两个世纪，目睹了教士
们的罪恶与劣迹，从一个代表着商业资本利益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
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揭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十日谈》中讲述最多的要数爱情故事，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爱情

观。薄伽丘生活的时代与但丁生活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城市
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他们对爱情的看法与
但丁时代对爱情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但丁在《神曲》
中歌颂的还是中世纪那种把爱情视为罪孽、宣扬禁欲主义的基督教式
的爱情观，那么薄伽丘却认为，爱是人的天性，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任何
方式回避它( 见《十日谈》第四天的小序) ，上到高贵的爵士、夫人，下
到农夫、村姑，甚至那些宣誓侍奉天主、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修女、教
士，无一幸免。薄伽丘站在商业资本的立场上慷慨陈词，宣称“我要在
这短暂的生命中追求我自己的欢乐”( 见《十日谈》第四天的小序) ，但
他并非主张“淫乱”，他所赞颂的恰恰是那种专一的、不考虑等级及财
富、建立在纯真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例如第四天第五个故事、第五天
第八个故事、第十天第十个故事等。如果说书中也有不少可以称之为
“淫乱”的情节，那多半是为了揭露基督教神职人员满口仁义道德、骨
子里却男盗女娼的丑恶嘴脸。在序言中他明确声明，读者应从这些故
事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借鉴这些故事认识到哪些事是应该避免的，
哪些事是可以尝试的”( 见原书序) 。
《十日谈》的第三大主题是歌颂人的智慧、抨击人的愚昧。这类主

题的故事散布在每一天的故事中，尤其是在第三天、第六天、第七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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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的故事中居多。薄伽丘的故事里，人的智慧有各种表现:聪明、
才智、机警、狡诈，等等，但它的表现形式却常常是言语: 一篇寓言、一
个故事、一句善意的讥讽或启迪，随机应变的应答，等等。而且智慧并
非社会上层的高官显贵们所独有，贫穷的下层人物同样能够具备;愚
钝并非贫穷的下层人所独有，高官显贵们也时而有之。例如，犹太商
人用三个戒指的寓言故事避开了萨拉丁给他设下的陷阱( 见第一天第
三个故事) ，塞浦路斯国王被一妇女讥笑后由懦弱变得勇敢( 见第一天
第九个故事) ，一位厨师以一句敏捷的回答逃脱了主人的惩罚( 见第六
天第四个故事) ，等等。商业资本的兴起，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要
表现出来。歌颂社会下层的智慧，抨击旧的社会上层的愚顽，恰恰适
应了这种需求。

然而，《十日谈》公开发表之后，在意大利给薄伽丘带来的却不是
荣誉而是迫害。其真正原因是他无情地揭露教会，暴露了教士生活的
阴暗面。簿伽丘虽然预见到这一点，在写作过程中已经为自己作过辩
解( 参见第四天的小引) ，但在教会和旧势力持续的连续围攻之下，最
后薄伽丘不得不改辕易辙，甚至想把《十日谈》付之一炬。

1350 年薄伽丘在佛罗伦萨结识了彼特拉克，二人一见如故，结为
好友。薄伽丘非常尊重彼特拉克，称其为“光辉的师长”。彼特拉克也
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正是在彼特拉克的影响下，薄伽丘开始研究古
典文化并用拉丁文进行写作。他的拉丁语著作也不少，但最值得一提
的是《异教诸神谱系》。

晚年他还倾心于对但丁著作的研究，写有《简论但丁》、《神曲注
释》。1375 年 12 月 21 日郁闷而死于故乡———佛罗伦萨郊区的切塔
尔多。

《十日谈》介绍到我国来，比起意大利的其他文学作品，时间相对
早一点: 1928 年之后就有一些故事被翻译出来并在一些杂志上发表，
但第一部全译本是由黄石、胡簪云从英文翻译的、由上海开明书店于
1936 年出版的《十日谈》，1989 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版; 1941 年闽逸由
英语翻译的《十日谈》，以《十日清谈》为书名，是另一个全译本，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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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世界书局出版; 解放后方平、王科一译自英语的全译本《十日谈》，
1958 年由上海新译文出版社出版;他们又于 1981 年出了个节译本，也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这两个本子在我国有数家出版社再版过多
次，影响较大。1994 年王永年翻译的《十日谈》，据称是从意大利文翻
译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钱鸿嘉等三人翻译的《十日谈》，是
我国真正从意大利语翻译的第一个全译本，1994 年由南京译林出版社
出版。这个《十日谈》版本，是我独自用了三年时间从意大利语直接翻
译的，2001 年曾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过，现在再把它呈现给读者，更
希望读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读薄伽丘这部不朽的著作。

肖天佑
2010 年 6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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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 言

怜悯遭受不幸的人，是做人的道德。既然人人应该如此，那些渴
望同情并且得到别人同情的人，更应该如此;如果说世上真有人需要
同情，得到安慰，深知此情可贵，那么我就算其中之一了。因为我自青
春年少直至今日深深眷恋着一位女子。明达的先生们后来听到这段
恋情，还夸奖我，称赞我，却不知这段高尚的爱情，使我忍受了多么巨
大的痛苦。这并非由于她残酷无情，而是因为我出身低微，内心隐隐
燃烧着一股难于控制的欲火。明知此事绝不可能如愿以偿，欲望在内
心里常常变成了惆怅。愁闷时，有位朋友常常给我以开导和劝慰，使
我坚信绝不能为此走上绝路。天主是万能的，他令万物遵循有始必有
终这一永世不变的法则，我的这段热恋，虽然不是任何人的意愿、规
劝，或者羞辱、威胁能够制止的，但时间的推移却使它逐渐淡漠了，在
我心灵里留下的仅有愉快的回忆。对那些在茫茫情海中航行又不愿
冒过多危险的人，爱神赏赐的礼物往往就是这种愉快的回忆。因此，
尽管爱情伴之以痛苦，痛苦过后我反而感到愉快。

我的痛苦虽然结束了，我并未忘记那些给我以安慰的人。他们对
我的关怀，我将永远铭记在心，至死不忘。在众多美德之中，我认为
“感激”是最值得提倡的，反过来说，“忘恩负义”是最应该谴责的。为
了表明自己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我决定，乘自己刚刚摆脱痛苦，能
够平心静气地述说这一切的时候，尽自己这点微薄的才学，写下这段
经历，供帮助过我的人消遣，并作为对他们的报答。如果他们由于知
情达理或者情场得意，无需这本书，那么对那些碰上类似情况的人，本
书也许多少会起到一点缓解作用。虽然本书不一定能给那些需要支
持与安慰的人多大的支持与安慰，但我仍然觉得应该把它献给那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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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本书的人。只有这样，本书才会显得有益、可贵。

无论是谁都不能否认，这本书更适合献给那些情丝绵绵的女人而
不是男人。女人们胆怯、害羞，将爱情的火焰隐藏在自己那娇柔的胸
怀之中。这隐藏着的情火比那公开表示出来的爱情更加强烈，过来人
和处于热恋中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另外，女人们还受到种种限制，诸
如父母、兄长和丈夫的意愿、情趣或训导。她们大部分时间是待在闺
房那块小小天地里，呆坐着无所事事，自觉不自觉地要胡思乱想，脑海
里涌现出来的不可能都是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假如这其中也有情
思，闹得她们愁眉不展，就需要有新的排遣，否则情思的忧愁是无法消
除的。再说，女人远不如男人能经受这种事。我们知道，男人恋爱起
来，不会这样行事。即使心里忧愁或思想沉闷，他有许多办法去排解。

只要他愿意，可以出去走走，供他听听看看的东西很多;他可以去打
鸟、打猎、钓鱼、骑马，也可以去赌博或经商。这些事不论哪一件，都能
使他得到消遣，使他部分或全部摆脱愁闷，至少能使他暂时摆脱愁闷，

然后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寻求安慰或减少痛苦。

我们知道，多愁善感的女子是没有这种力量的———命运之神对她
们可谓不公———，她们需要安慰。为帮助和安慰忍受相思之苦的妇
女———她们不比别的妇女，仅有针线、纺锤、纺车是不够的———，我打
算编一本小说集，收录一百篇短篇小说，或者说一百篇“寓言”、“训
言”、“野史”，怎么称呼都可以。这些故事都是在不久前瘟疫流行、尸
横遍野的那段时间，由一群作风正派的男女———一共三男七女———分
十天讲述的。故事以外还有几首歌曲，是那几位女士为了消遣而演唱
的。这些故事中，有叙述恋人们悲欢离合的，也有叙述古今中外惊险
奇曲事迹的。被情思缠绵的妇女们读着这些故事，可以从中得到消
遣，也许还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因为她们可以通过这些故事认
识到哪些事是应该避免的，哪些事是可以尝试的。我不相信恋爱会没
有痛苦。如果真能如此，那是天主的意愿，应该感谢爱神。是爱神解
救了我，并赋予我为天主和爱神效力的能力。



书书书

十 日 谈
1

译序 / 1

序言 / 1

第一天 / 1
《十日谈》的第一天由此开始。先是作者对这十位男女

聚集在一起讲故事的缘由作的说明，后是他们在潘比妮亚主
持下各自随意讲述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 15

契帕雷洛临死时以虚假的忏悔欺骗神甫。虽然他生前
无恶不作，死后却被看成圣人，被誉为“圣恰培莱托”。

第二个故事 / 26

一个名叫阿布拉姆的犹太人，听贾诺托·迪·西维尼的
劝告，来到罗马教廷，目睹了教士们的腐败生活，回到巴黎后
却改信基督教。

第三个故事 / 30

犹太人梅尔基赛德以三个戒指的故事，避免了萨拉丁借
口请他吃饭设下的陷阱。

第四个故事 / 33

一位年轻修士违反戒律，应该受到严厉惩罚，但他含蓄
地指责院长也犯了同一罪过，因此得以赦免。

第五个故事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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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费拉托侯爵夫人设母鸡宴招待法国国王，一句俏皮话
打消了国王的邪念。

第六个故事 / 39

一个老实人讲了一句笑话，使那些虚伪的神甫无言
以对。

第七个故事 / 42

贝尔加米诺讲了个关于法国诗人普里马索和克吕尼隐
修院院长的故事，令人钦佩地讥讽了德拉斯卡拉家族坎格朗
德新产生的吝啬行为。

第八个故事 / 46

圭利埃尔莫·波尔西艾雷用尖刻的话讥笑艾尔米诺·

德·格里马尔迪。

第九个故事 / 47

塞浦路斯国王被一妇女讥笑，由懦弱变为勇敢。

第十个故事 / 50

阿尔贝托大夫爱慕一女子，那女子想讥笑他，结果反被
他讥笑一番。

第二天 / 56
《十日谈》第一天到此为止，第二天由此开始。在菲罗美

娜主持下，大家讲述一个人历尽磨难最后得到意想不到结果
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 57

马尔特利诺假装跛腿被圣阿里戈治愈。他这一欺骗行
为被披露后，先遭毒打，还要判处绞刑，最后侥幸免于一死。

第二个故事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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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纳尔多·德斯蒂遭抢劫后来到圭利埃尔莫城堡，被一
位寡妇收留，第二天追回失物，安然返乡。

第三个故事 / 68
三兄弟挥霍无度，弄得倾家荡产。他们的侄子失意归

来，与一年轻院长结伴同行。这位年轻院长原是英国公主，
招他为驸马，并帮他叔父偿还债务，恢复他们自由。

第四个故事 / 75
兰多尔弗·鲁弗洛经商赔本，沦为海盗，后被热那亚人

抓获押上商船。商船沉没后，他抓住一个珍宝箱子逃生，在
科弗岛被一妇女救起，变成巨富返回故里。

第五个故事 / 80
安德雷乌乔从佩鲁贾到那不勒斯买马，一夜三次遇险三

次逃生，最后带着一枚红宝石戒指回到家乡。

第六个故事 / 91
贝里托拉夫人与两个儿子失散后，同一对小山羊生活了

一段时间，后来来到卢尼贾纳。她的一个儿子在那里做工，
与主人的女儿私通，被监禁。西西里岛发生反对查理国王的
政变，他们母子相认。大儿子娶了主人家的女儿，又找到了
弟弟，全家团圆。

第七个故事 / 102
巴比伦苏丹送自己的一个女儿与加博国王成亲，途中船

舶失事，四年里她经历许多波折，先后落到九个男人手里，辗
转到了许多地方，最后回到父王身边，又以处女身份嫁给加
博国王为妻。

第八个故事 / 118
安特卫普伯爵受诬陷被迫逃亡，把一儿一女留在英国不

同地方。十几年后，他偷偷回来看望他们，发现他们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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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后来他充当马夫跟着英军支援法国，冤情大白后又恢
复了爵位。

第九个故事 / 130

热那亚人贝尔纳博被安布罗焦洛蒙蔽，输了赌金，派人
杀害无辜的妻子。妻子死里逃生，女扮男装，在苏丹手下做
事。后来妻子发现骗子，把贝尔纳博招到亚厉山大，惩治了
骗子，恢复女装，带着许多金钱与丈夫一起回到热那亚。

第十个故事 / 141

摩纳哥的帕加尼诺劫走了里恰尔多法官的妻子。法官
打听到妻子的下落，去找帕加尼诺，二人成了朋友。帕加尼
诺同意由那女子自己决定去留问题，她却不愿跟法官回去。

等法官死后，她跟帕加尼诺做了夫妻。

第三天 / 150
《十日谈》第二天到此为止，第三天由此开始。大家在内

菲勒的主持下，讲述一个人依靠个人机智，最终得到梦寐以
求的东西或者心爱的东西失而复得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 153

兰波雷基奥的马塞托装成哑巴，在一女修道院里当园
丁。那里的修女争着要和他睡觉。

第二个故事 / 159

一个马夫与阿吉卢尔夫国王的妻子睡觉，被国王察觉。

国王没有声张，当时剪掉他一绺头发，便于以后处理，他则剪
掉同屋所有人的头发，逃脱了惩罚。

第三个故事 / 163

一位夫人看上一个青年，以忏悔为名哄骗神甫，诱使神
甫相信其贞洁并为其传递信息，促成其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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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故事 / 171

菲利切神甫指给普乔兄弟一种苦修成为圣人的方法。

普乔苦修时，菲利切神甫则乘机与其妻子寻欢作乐。

第五个故事 / 176

齐马把一匹俊马送给弗朗切斯科·维尔杰莱西，获准跟
他妻子谈一次话。她沉默不语，齐马替她作答。最后齐马的
那些答案都应验了。

第六个故事 / 181

里恰尔多·米努托洛爱上了菲利佩洛·西吉诺尔佛的
妻子，知道她醋意很重，就谎称菲利佩洛邀自己妻子去一澡
堂幽会，劝她前去赴约; 她去后发现跟自己睡觉的不是菲利
佩洛，而是里恰尔多。

第七个故事 / 188

特达尔多和情人赌气，离开佛罗伦萨，几年后扮作香客
回来，与原来的情人谈话，使她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并搭救她
那被指控杀死特达尔多而判处死刑的丈夫，又让她丈夫和自
己的兄弟和解，自己则和她暗中寻欢作乐。

第八个故事 / 203

费龙多服了一种药粉昏迷不醒，被当作死人埋葬。修道
院长和他妻子私通，把他从坟墓里挖出来关进地牢，让他以
为是进了炼狱。后来他妻子怀孕，院长让他复活抚养那
孩子。

第九个故事 / 212

吉莱塔·迪·内尔波纳治愈了法国国王的顽疾，请求把
贝尔特朗·迪·鲁西永伯爵赐给她做丈夫。伯爵勉强和她
完婚后，愤然离家前往佛罗伦萨，看上一位当地姑娘。吉莱
塔冒充那位姑娘和他睡觉，生下一对双生。伯爵从此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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