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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千零一夜》 中文又译作 《天方夜谭》。 相传在古代印

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 国王山鲁亚尔因为痛恨王后与人

私通， 就将王后杀死了。 此后， 国王怀着满腔仇恨， 每天娶一

少女， 第二天早晨就将其杀掉， 许多无辜女子惨遭杀害。 宰相

的女儿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女子， 自愿嫁给国王， 用每夜讲

故事的办法， 不断引起国王的兴趣， 她的故事讲了一千零一

夜， 不仅自己免遭杀戮， 而且把国王也感化了。
《一千零一夜》 包括了许多神话故事、 寓言、 童话、 婚姻

爱情故事、 航海冒险故事、 宫廷趣闻和名人轶事等等， 其中人

物形象有国王大臣、 王子公主、 富商僧侣、 庶民百姓、 三教九

流以及神魔精怪等， 简直具备了一切社会形象， 这些故事和形

象相互交织， 组成了中世纪复杂多样的阿拉伯帝国生活图景，
是阿拉伯和东方历史、 文化、 宗教、 语言、 艺术和民俗的

缩影。
《一千零一夜》 里的故事不是某个作家独创的， 也不是在

一时一地形成的， 而是中近东地区的广大市井艺人、 文人学士

经过几百年搜集、 提炼、 加工形成的， 是阿拉伯和波斯湾地区

各族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
《一千零一夜》 里的故事， 许多非常健康有益。 《渔夫和

魔鬼》、 《阿拉丁和神灯》、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辛巴达

航海记》、 《巴士拉银匠哈桑的故事》 和 《乌木马的故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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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了人类的智慧和勇气， 描写了善良的人们对邪恶势力不屈

不挠的精神， 塑造了奋发有为、 敢于进取的勇士形象， 赞扬了

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追求。 许多故事以辛辣的笔

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以及统治者的昏庸无道， 反映了人

民大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引起了不同时

代和不同地区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 因此这部民间故事集具有

永恒的魅力。
《一千零一夜》 以浪漫主义为主， 并把现实成分与幻想成

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学的艺术特征， 具有

绚丽的色彩、 奇妙的想象、 曲折的情节、 大胆的夸张、 环环紧

扣的结构， 使得故事充满了永远的生命力。 故事采用人民群众

的口头语言， 在故事中穿插了大量诗歌、 谚语， 非常适合阅读

和讲述。
《一千零一夜》 最初只限于口头讲述和流传， 经历了六七

个世纪后， 直到发明了印刷术， 才有文人把它搜集整理编辑成

书， 才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
《一千零一夜》 是世界各国人民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优秀文

学作品， 高尔基称之为民间口头文学创作中 “最壮丽的一座纪

念碑”， 对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千零一夜》 在十九世纪初就被翻译介绍到中国， 最早

是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辛巴达航海记》 等名篇， 以后

逐渐出现了许多翻译版本。
《一千零一夜》 卷帙浩繁， 故事庞杂， 我们在翻译出版此

著作时， 进行了按册基本归类排列， 使之尽量符合时代和社会

的发展需要， 尽量适合少年儿童的阅读， 也适合成年人欣赏。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阿卜杜拉和两条狗的故事 （１）………………………………

　 　 阿卜杜拉秘密的泄露 （３）………………………………

　 　 两条狗的秘密 （１６）………………………………………

　 　 两条黑狗得救 （６３）………………………………………

　 　 哥哥真心悔改 （７０）………………………………………

　 　 阿卜杜拉再次遇害 （７５）…………………………………

　 　 阿卜杜拉与未婚妻意外相逢 （８５）………………………

爱熊女郎 （９０）…………………………………………………

牧羊人与美女 （９７）……………………………………………

黄鼠狼和老鼠的故事 （１０３）…………………………………

渔夫和猴子 （１０６）……………………………………………

国王和王子的故事 （１１４）……………………………………

　 　 国王杰亚德和宰相希马斯 （１１４）………………………

　 　 猫和老鼠的故事 （１１８）…………………………………
１



　 　 修行者的故事 （１２４）……………………………………

　 　 水塘中鱼和蟹的故事 （１２９）……………………………

　 　 乌鸦和毒蛇的故事 （１３３）………………………………

　 　 狐狸和野驴的故事 （１３６）………………………………

　 　 暴君与流浪王子的故事 （１３９）…………………………

　 　 乌鸦的灾难 （１４３）………………………………………

　 　 耍蛇者和他妻子儿女的故事 （１４５）……………………

　 　 蜘蛛和暴风的故事 （１４９）………………………………

　 　 两个国王的故事 （１５７）…………………………………

　 　 瞎子、 瘫子和果园主人的故事 （１６０）…………………

　 　 猎人和狮子的故事 （１６７）………………………………

　 　 宰相和王子的对答 （１７３）………………………………

　 　 王子加冕登基 （１８８）……………………………………

　 　 渔人的故事 （１９７）………………………………………

　 　 小孩和匪徒的故事 （２０１）………………………………

　 　 男人和任性老婆的故事 （２０６）…………………………

　 　 商人和匪徒的故事 （２１０）………………………………

　 　 狐狸和狼的故事 （２１６）…………………………………

　 　 牧人和匪徒的故事 （２１９）………………………………

　 　 国王再次受骗 （２２１）……………………………………

　 　 国王实施毒辣计划 （２２４）………………………………
２



　 　 国王瓦尔德再次陷入困境 （２２７）………………………

　 　 松鸡和乌龟的故事 （２３１）………………………………

　 　 国王瓦尔德巧遇小希马斯 （２３５）………………………

　 　 国王求救于小孩 （２３９）…………………………………

　 　 国王瓦尔德给印地艾格萨国王的回信 （２４５）…………

　 　 国王瓦尔德任命小希马斯为宰相 （２５４）………………

　 　 国王瓦尔德的国家重新走上了繁荣之路 （２６１）………

旅行家与鲲鹏 （２６６）…………………………………………

公主与猴子 （２６８）……………………………………………

新郎新娘树 （２７１）……………………………………………

一条臭鱼 （２８０）………………………………………………

容易受骗的人 （２８４）…………………………………………

铜城的传说 （２８７）……………………………………………

山中牧羊人 （３１２）……………………………………………

刺猬与雉鸠 （３１６）……………………………………………

骗子的下场 （３２０）……………………………………………

３



阿卜杜拉和两条狗的故事

远古时候， 当时是哈里·发拉希德执政期间， 国家安

定， 人民富裕， 因此， 拉希德对国家大事颇为放心。 可是，

有一天， 他偶然查阅各地纳税的情况时， 发现在统计表中，

各地区的赋税已经上缴， 并存入了国库， 惟独巴士拉地区

仍然迟迟未缴。 于是， 他上朝时， 责问宰相贾法尔：

“全国各地区的赋税都已上缴， 存入了国库， 为什么巴

士拉地区直到现在还没有缴上来？”

宰相贾法尔见哈里发有些不高兴， 忙跪倒在地， 战战

兢兢地说道：

“启禀陛下， 也许是巴士拉地区发生了什么灾祸， 所以

地方官由于忙其他事情而把缴税的大事给忘了吧。”

听了宰相贾法尔的话， 国王更是愤怒不已， 冲着他大

声吼道：

“众所周知， 纳税的期限规定为二十天， 这个期限也不

算短， 巴士拉的地方官既不向国家纳税， 又不向上报告超

期未缴的理由， 这简直太是无法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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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贾法尔见哈里发动怒了， 吓得浑身发抖， 他心惊

胆战地说：

“请陛下息怒， 如果陛下允许， 臣马上派人到巴士拉去

探个究竟， 并且命令他们尽快把赋税缴齐。”

哈里发·拉希德说：

“好吧， 就依你的办， 你派伊斯哈格去全权办理此事

吧。 如果办不成的话， 我就要拿你试问！”

宰相贾法尔领旨， 退朝后马上赶回宰相府， 给巴土拉

省长写了一封信， 命人把伊斯哈格叫来， 将亲笔信交给他，

并对他说：

“我遵照哈里发的旨令， 派你到巴士拉去见省长阿卜杜

拉， 了解一下他未按时上缴今年地方赋税的原因。 你负责

在巴士拉检查验收当地应上缴的赋税， 并尽快把它送回京

城、 上交国库， 不得有任何差错！ 哈里发已经亲自检查过

全国各地纳税的情况， 查明各地应纳之税均已如数上缴，

惟独巴士拉地区至今还无动于衷， 国王为此十分担忧， 如

果你看到那里的税金尚未备齐的话， 就向阿卜杜拉省长打

听一下其中的原因， 回来后， 再向哈里发如实报告。”

伊斯哈格满口答应了下来， 说道： “您就放心吧， 我一

定尽力做好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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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拉秘密的泄露

宰相贾法尔还派五千人马陪同尹斯哈格一道远行。 伊

斯哈格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前往巴士拉去执行催收赋

税的任务， 他们马不停蹄、 昼夜赶路， 很快就顺利抵达了

巴士拉。 省长阿卜杜拉闻讯后， 立即率领省里的文武官员

大开城门， 迎接哈里发的特使。

彼此见面， 互相问好， 省长阿卜杜拉陪同特使伊斯哈

格来到了省政府， 并吩咐手下人好好地招待驻在城外帐篷

中的人马， 为他们送去了足够的粮草、 饮食。

在省长阿卜杜拉的陪同下， 伊斯哈格进入了省长办公

厅。 省长阿卜杜拉请伊斯哈格坐在首席上， 伊斯哈格谦让

了一番， 但盛情难却， 只好坐下。 省长阿卜杜拉坐在他旁

边， 其余省里的官员则按官职的大小分坐两侧， 彼此一番

寒暄之后， 省长阿卜杜拉便试探着问道：

“阁下不辞辛苦， 光临我们这个小地方， 一定有很重要

的事情吧？”

伊斯哈格也转入正题， 说道： “是的， 我此次到贵省

来， 确实是带有重大使命的， 我是奉国王拉希德之命来催

收应缴的赋税的。 哈里发已经知道此事， 再说按规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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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赋税的期限也已经超过了。”

省长阿卜杜拉说：

“原来如此， 都是我不好， 没有及时上缴国税， 结果让

阁下这样跋涉、 劳累！ 其实应该缴纳的赋税， 我已经准备

好了， 本打算明天启程交到京城国库去。 阁下既然已经大

驾光临， 那么， 不如这样吧， 您先休息一下， 在三天之内，

我保证将全部赋税送交给您， 也就是说， 到了第四天， 我

一定把应缴的税款如数送到您的面前， 决不会再拖延了，

也不会让您为难。 哈里发和阁下对我们的关怀、 恩情已经

做到仁至义尽了。 我要送给您一点薄礼， 以表我们的感激

之情。”

伊斯哈格放心了， 毫不在意地说：

“三天， 就三天吧。”

省长阿卜杜拉对伊斯哈格十分热情， 将他和他的亲信

们都安排在装饰高雅、 富丽堂皇的住所里。 他吩咐大摆宴

席， 盛情款待他们， 席上尽是当地出产的山珍海味， 特使

伊斯哈格及其亲信们无拘无束地大吃大喝起来， 他们尽情

地享受， 宾主都显得异常高兴。 他们品尝着美味佳肴， 吃

过了各种蔬菜， 又吃点心， 再喝咖啡、 果汁， 他们边吃边

喝边聊， 从古到今， 无所不谈， 直到半夜三更， 方才尽欢

而散。
４



省长阿卜杜拉吩咐仆人把一张嵌满黄金的极其精致华

丽的象牙床铺好， 让伊斯哈格睡在上面， 而他自己却睡在

象牙床旁边的一张普通的床上。

特使伊斯哈格享受着优厚的待遇， 晚餐吃多了， 心中

又有心事， 在床上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为了打发这漫长

的夜晚， 他索性背起诗词来， 反复推敲诗词的用词和韵味。

这个伊斯哈格是哈里发最喜欢、 最器重的人， 他经常陪伴

哈里发吃喝、 寻欢作乐。 他能言善辩， 擅长著文写诗、 编

排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 而且能逗得哈里发哈哈大笑。 因

此眼下他在床上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的时候， 也没忘了琢

磨诗词的格律。

他眯缝着眼睛， 一心在考虑用词造句组诗， 突然发现

睡在旁边床上的省长阿卜杜拉慢慢从床上爬起， 于是在暗

中密切注视着他的行动。 伊斯哈格发现这位省长大人起床

后先系紧腰带， 又打开衣柜， 从里面取出一根皮鞭， 然后

举着燃得正旺的蜡烛， 轻轻地走出了卧室。 他以为特使伊

斯哈格昼夜兼程， 又吃饱喝足， 此时一定睡得正香， 说不

定还在做梦呢。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伊斯哈格恰恰没有

睡着， 而且正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伊斯哈格见阿卜杜拉半夜三更起床， 走出卧室， 心中

疑虑重重， 他暗自思忖： “这个省长阿卜杜拉深夜里不好好

５



睡觉， 拿着皮鞭出去干什么呢？ 是不是白日里他的哪个部

下违背了他的命令， 当着我的面不便发作， 现在趁我睡着，

出去惩罚他呢？ 这事儿倒有些稀奇， 我得悄悄跟着他， 看

看他今晚究竟要干什么。”

伊斯哈格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 从床上爬了起来， 也

走出卧室。 为了不让阿卜杜拉发现他在后面跟着， 便与他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而且把脚步放得很轻。 他跟着跟着，

最后发现阿卜杜拉取出钥匙， 打开一间贮藏室， 从里面拿

出一托盘饮食， 其中有四碗饭菜和一罐水。

他端着这一大托盘饮食往前走， 来到了一个宽大的屋

子里， 进去后又掩上门。 伊斯哈格对阿卜杜拉的举止更觉

得奇怪， 便走上前去， 眯起眼睛从门缝往里瞅， 发现里面

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厅， 内部摆设都很考究， 堪称一流。

大厅正中摆着一张镀金的象牙床， 闪闪发光。 奇怪的是在

这张名贵的象牙床上， 竟卧着两条狗！ 这两条狗都用金链

子拴着。

阿卜杜拉把食物放到象牙床上， 然后把自己的衣袖卷

得高高的， 伸手解开一条狗脖子上的金链子， 用手使劲按

着狗头， 几乎把狗头按到地板上了。 那条狗趴在他面前，

低着头， 两眼盯着阿卜杜拉， 那情形就好像是在向他求饶

似的， 还不时发出轻吠声。 接着， 阿卜杜拉抽出绳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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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狗捆绑起来， 然后把它按倒在地上， 举起皮鞭， 咬紧牙

关， 狠狠地抽打着狗。

他把鞭子举得高高的， 抡开了， 一鞭一鞭地打下去，

发出 “啪、 啪、 啪” 的声响。 那狗被抽打得 “嗷嗷” 直叫，

拼命地挣扎， 卷曲着身子， 来回躲藏。 可是， 阿卜杜拉却

对狗没有丝毫的同情心， 继续不停地抽打。 那狗的惨叫声

越来越微弱， 直到失去了知觉， 阿卜杜拉这才把它拖起来，

拴到原来的地方。

阿卜杜拉折磨完第一条狗， 又转向第二条狗， 像对待

第一条狗那样也折磨了它一番， 直把它打得死去活来。 伊

斯哈格不知道阿卜杜拉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两条狗。 然而，

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 阿卜杜拉没命地抽打完这两条狗，

却又掏出手帕， 为两条狗擦鼻涕、 眼泪， 还用柔和的声音

对它们说：

“请你们谅解我， 这并不是我自己愿意这么做的， 你们

应该想到， 我目前的处境有多么困难！ 相信吧， 也许安拉

会把你们俩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帮你们找到一条没有痛苦、

没有伤痛、 充满欢乐和幸福的出路！”

说完， 阿卜杜拉跪在地上， 为两条狗祈祷了一番。 然

后， 他又把两条狗脖子上的金链子一一解开， 把盛满饮食

的托盘放在狗跟前， 让狗吃喝， 还不时地亲手喂它们。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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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作， 犹如一位慈祥的母亲在给自己心爱的孩子喂食。

两条狗吃饱、 喝足了， 阿卜杜拉又用手帕为它们擦干净嘴

巴。 然后， 他又收拾好盛饮食的大托盘， 举着蜡烛， 向两

条狗告辞。

一直站在门外的伊斯哈格， 屏住呼吸， 透过门缝， 仔

仔细细地看着阿卜杜拉那令人费解的举动、 喃喃的自言自

语， 感到无比的惊讶。 他见阿卜杜拉收拾好东西， 要离开

大厅了， 便急忙转身， 快步奔回了卧室， 躺到床上一动也

不动， 装成睡得很香的样子， 不过， 他仍眯缝着眼， 在暗

里窥视着阿卜杜拉， 看到阿卜杜拉蹑手蹑脚地回到了卧室，

轻轻地打开衣柜， 把皮鞭照原样放在了柜中， 把柜门关好，

然后脱下衣服， 若无其事地睡了。

伊斯哈格更加睡不着了， 他满腹疑虑， 怎么也想不明

白， 这个阿卜杜拉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两条狗又是怎么回

事儿？ 他无法找到答案， 反而怀疑自己患了夜游症， 不知

自己是在梦中， 还是处身于神话世界？ 这件事实在是太离

奇了， 连做梦都难以梦到的， 他越想越清醒， 以至于一夜

都没合眼。 他想， 这件稀奇古怪的事情， 问也不好问， 想

也想不明白， 只好藏在心里算了。 一直熬到天亮， 他和阿

卜杜拉同时起床， 互道早安， 彼此若无其事地一块儿做晨

祷， 一同吃早餐， 一起到省府去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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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夜里， 伊斯哈格又发现阿卜杜拉半夜三更起床，

像第一天夜里那样， 去折磨那两条狗， 抽打完后， 又用手

帕给它们擦鼻涕、 眼泪， 还给它们饮食吃。 伊斯哈格跟在

他身后， 仔细观察着， 发现阿卜杜拉的举动， 与第一天夜

里一模一样。 到了第三天夜里， 阿卜杜拉又重复着前两天

的举动， 伊斯哈格对这件事的好奇感越来越强了。

伊斯哈格在巴士拉省城耐心地过了三天， 被当作上宾

款待， 每天都吃美味佳肴， 倒也逍遥自在。 到了第四天，

阿卜杜拉果然按原先约定的那样， 把赋税如数交给了他，

并十分亲热地与他告别。 伊斯哈格完成了钦差大臣的任务，

心中自然十分高兴。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和阿卜杜拉

告别后， 便带着赋税动身启程， 赶回了巴格达。

回到了京城， 伊斯哈格不敢怠慢， 即刻进入王宫， 向

哈里发·拉希德汇报情况， 说道：

“启禀陛下， 其实巴士拉省长早已收齐了赋税， 正要启

程来京缴税， 如果我晚一天启程的话， 那我和他们就会在

路上相遇了。 陛下， 臣此次巴士拉之行， 无意中发现了一

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是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 不知陛下有

无兴趣听一听？”

哈里发·拉希德见巴士拉省的赋税也缴齐了， 心中高

兴， 便随口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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