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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意大利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文艺复兴运动先驱之一乔凡尼·薄伽丘生于一三一三年，是佛罗伦
萨一个商人的私生子，母亲是法国人。
关于薄伽丘的出生地点，后世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法国巴黎，有的说是意大利的契尔塔多或佛罗伦萨
。
可以确定的是，作家的童年时代是在佛罗伦萨度过的。
　　作家生活的年代正值西方资产阶级兴起时期。
当时意大利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城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但因处于地中海和其他海上交通要冲，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航海、贸易、工商、金融、银行各业发展迅速，北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
、那不勒斯等城市经济尤为发达，居欧洲之冠。
作家的父亲薄伽丘·德·凯林诺作为实力雄厚的巴尔迪经济集团的代表被派驻那不勒斯，带了少年薄
伽丘同往，指望把他培养成商人。
但薄伽丘自幼喜欢读书，对商业活动不感兴趣，父亲便送他进那不勒斯大学学习法律和教会法典，历
时六年之久。
　　当时的那不勒斯国王罗贝托·德·安齐奥比较开明，除了封建贵族之外还结交了不少文人、学者
、商人、航海家等，薄伽丘跟随父亲经常出入国王宫廷，接触到一些杰出的诗人、神学家、天文学家
、法学家、神话学家，激发了研读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典籍的兴趣，并开始写作诗文。
　　薄伽丘的第一部长篇传奇《菲洛柯洛》写于一三三六年前后，它以西班牙宫廷为背景，叙说了一
对地位悬殊、信仰不同的青年男女历尽磨难，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带有自传性质，写作手法已相当
成熟。
　　《菲洛斯特拉托》（1335—1338）和《苔塞伊达》（1340—1341）是两部八行体的长诗，分别从维
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特洛伊传奇》中汲取素材，歌颂了现实生活的美好和爱情的欢乐，开意大
利骑士史诗和民间说唱文学的先河。
　　一三四。
年冬，薄伽丘的父亲在经济上遭到挫折，从那不勒斯返回佛罗伦萨，坚持要薄伽丘也回去从事他所不
感兴趣的商业活动。
佛罗伦萨当时经济情况不很稳定，政治斗争激烈，薄伽丘回佛罗伦萨后站在共和政体一边，反对封建
贵族制度，多次受共和政体的委任去意大利各城邦和法国等地处理外交事务。
一三五一年，他曾去帕多瓦邀请被放逐的彼特拉克回佛罗伦萨大学任教，两位卓越的意大利人文主义
诗人从此过往甚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薄伽丘回佛罗伦萨后，在写作《十日谈》前，曾有四部作品问世：《佛罗伦萨女神们的喜剧》
（1341—1342，后改名《亚梅托的女神们》），是一部牧歌式传奇，用散文体和三韵句交错写成，书
中七个仙女向青年牧人亚梅托叙说各自的爱情故事，结构上和《十日谈》有相似之处；《爱情的幻影
》（1342—1343）是一部长达五十歌的三韵句隐喻诗，赞颂纯洁的爱情，各行首词首字母能连成句子
；《菲亚梅塔的哀歌》（1343—1344），是一部散文体的传奇小说，女主人公用第一人称叙说了热恋
时的幸福，失恋时的痛苦，以及企图自杀的内心斗争，该书由于细腻的心理描写被誉为欧洲第一部心
理小说；《菲埃索勒的女神》（1344—1346），是一部长篇叙事诗，描写青年牧人阿弗里科和仙女曼
索拉相爱，遭到女神狄安娜惩罚的悲剧，一对恋人被罚变成两条小河，但最终在阿尔诺河相会结合。
这些作品虽然取材于古典神话，但充满对人世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抨击了禁欲主义，人物有
血有肉，呼之欲出，充满现实生活的激情。
　　薄伽丘最重要的作品《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写于一三四九至一三五三
年间，历时五年之久。
作品开头有个楔子，叙说一三四八年佛罗伦萨鼠疫流行，罹病丧生者不计其数，全城惨雾密布，十室
九空，一片凄苦恐慌。
有七女三男原本相识，商定离城避难。
他们带了几个仆人、使女和必需物品来到佛罗伦萨城外穆尼昂河畔的一座别墅，游玩宴乐，消磨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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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由轮流执政的女王或国王规定故事主题。
十人讲完故事后，由一人唱歌作为结束。
十天里他们一共讲了一百个故事，唱了十首诗歌。
除了第一天和第九天没有统一命题外，八天的故事分别在一个主题下展开，形成浑然一体的框架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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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日谈》（1348-1353）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作品开头有个序曲，叙述了在佛罗伦
萨瘟疫流行的背景下，十名青年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时所发生的事情。
十个青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共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
每篇故事长短不一，内容包罗万象，而人文主义思想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这部故事集有个楔子，叙述1348年佛罗伦萨瘟疫肆虐，三名男青年和7名少女在诺维拉教堂邂逅，一
起到乡村一所别墅避难，住了两个星期，他们除了玩赏风景，欢宴歌舞外，便是开故事会，在其中10
天的时间里，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由轮流执政的“女王”或“国王”规定故事主题，由一人吟歌作
为故事会的尾声。
10天里他们总共讲了100个故事，故名《十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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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
青年时代曾学习法律，后与那不勒斯王罗伯特宫廷的王公贵族和人文主义者多有接触，并潜心研读古
代文化典籍。
主要作品除《十日谈》外，还有传奇、史诗、叙事诗、十四行诗、短篇故事集和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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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原序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作者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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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天　　一　　秀外慧中的女士们，我一向认为你们生性都悲天悯人。
我知道，在你们看来这本书的开头未免沉重凄惨，教人想起前不久那场可怕的瘟疫，死亡狼藉、十室
九空的情形伤心惨目，耳闻目睹的人至今心有余悸，记忆犹新。
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在翻开本书之前就给吓退，以为阅读时会唏嘘不已、潸然泪下。
其实我这个悲惨的开头无非是旅行者面前的一座峻险荒凉的大山，山那边就是鸟语花香的平原。
翻山越岭固然劳累，一马平川却赏心悦目。
欢乐过头会带来苦恼，而这本书开头的悲痛也会变成欣喜。
经过短暂的愁苦（我说短暂是因为它只有几页），接踵而来的是甜美和欢快，这一点我事前作出许诺
，以免你们因我不预先交代而不耐心等待。
说真的，如果我能够问心无愧地领你们沿着一条不太崎岖的道路抵达我想带你们去的地点，我很乐意
那么做，但那条险路是你们将要读到的事件的铺垫，不追溯背景无法行文，我万不得已才写下我要写
的东西。
　　话说基督降世之后过了硕果累累的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出类拔萃的佛罗伦
萨，竟发生了一场要命的瘟疫。
不知是由于天体星辰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多行不义，天主大发雷霆，降罚于世人，那场瘟疫几年前
先在东方地区开始，夺去了无数生灵性命，然后毫不停留，以燎原之势向西方继续蔓延。
人们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诸如指派一批人清除城市的污秽垃圾，禁止病人进入市内，发布保持健康
的忠告，善男信女不止一次地组织宗教游行或其他活动，虔诚地祈求天主，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
总之，那年刚一交春，瘟疫严重的后果可怕而奇特地开始显露出来。
佛罗伦萨的瘟疫和东方不同。
在东方，病人鼻孔流血是必死无疑的症状。
在这里，疫病初起时，无论男女腹股沟或腋下先有肿痛，肿块大小像苹果或者鸡蛋，也有再小或再大
一些的。
一般人把这些肿块叫做脓肿。
不久之后，致命的脓肿在全身各个部位都可能出现，接着症状转为手臂、大腿或身体其他部位出现一
片片黑色或紫色斑点，有的大而分散，有的小而密集。
这些斑点和原发性的脓肿一样，是必死无疑的征兆。
医生的嘱咐和药物的作用似乎都拿它没有办法，或许因为这种病是不治之症，或许由于病因不明，没
有找到对症的药物（除了懂医道的人之外，原本毫无医药知识的男男女女也有许多偏方）。
在这　　种情况下，侥幸痊愈的人为数极少，大多数病人没有发热或其他情况，在出现上述症状的第
三天，或早或迟都会丧命。
那场瘟疫来势特别凶猛，健康人只要一接触病人就会传染上，仿佛干燥或涂过油的东西太靠近火焰就
会起燃。
更严重的是，且不说健康人同病人交谈或者接触会染上疫病、多半死亡，甚至只要碰到病人穿过的衣
服或者用过的物品也会罹病。
假如不是许多人和我本人亲眼目睹的话，我这番描述也许是难以置信的。
假如许多殷实可靠的人没有耳闻目睹的话，连我也不敢相信，更不用说形诸文字了。
我还要补充的是，那场疫病的传染力特别强，不但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即使人类之外的动物接触到病
人或者病死的人的物品也会传染上，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死去。
正如前文所说，有一天，我亲眼见到这么一件事：一个病死的穷人的破烂衣服给扔到马路上，有两头
猪过来用鼻子拱拱，习惯地用牙齿叼起，过不多久，就像吃了毒药一样抽搐起来，双双倒在那堆破衣
服上死了。
　　这些事情，以及许多相似的，甚至更糟的事情，在仍然健康的人中间引起许多疑虑恐惧，到头来
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个相当残忍的措施：尽量远离病人和他们的物品，认为这一来就可以保住健康。
不少人认为生活有节制，避免一切过分的行为就能没灾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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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三五结伴，躲在自己家里和没有病人的地方，远离尘嚣。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活得舒服些，有节制地享用美酒佳肴，凡事适可而止，不同任何人交谈，对外
面的死亡或疫病的情况不闻不问，借音乐和其他力所能及的娱乐打发时光。
另一些人想法不同，他们说只有开怀吃喝，自找快活，尽量满足自己的欲望，纵情玩笑，才是对付疫
病的灵丹妙方。
他们说到做到，尽力付诸实现，日以继夜地从一家酒店转到另一家，肆无忌惮地纵酒狂饮，兴之所至
，甚至闯进别人家里为所欲为。
这一点很容易就能做到，因为大家活一天算一天，仿佛明天不过日子了，自己的产业都置之不顾，许
多私人宅第似乎成了公共场所，外人口要高兴，可以随便进入把它当成自己的家。
他们横下一条心，飞扬姨扈，连病人见了他们也退避三舍。
　　我们的城市陷入如此深重的苦难和困扰，以至令人敬畏的法律和天条的权威开始土崩瓦解。
事实上，民政和神职执法人员和一般人一样，死的死，病的病，剩下的和家人一起闭户不出，根本不
能行使职权，因此人们无法可依，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除上述两种极端之外，还有不少人采取折衷的生活方式，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与世隔绝，也不像第二
种人那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而是根据自己的胃口吃饱喝足。
他们不是自我幽禁，而是手拿香花芳草或一些香料外出。
他们不时闻闻这些芳香的东西，认为香气能提神醒脑，又能解掉充斥空中的尸体、病人和药物的恶臭
。
有些人冷酷无情（仿佛那样比较保险），说是避开疾病是治病的最佳良药。
在这种意见的驱使下，他们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许多男女抛下城市、家宅、亲戚和财产，住到乡间
别人或自己的别墅，似乎认为天主为了惩罚作恶多端的人类而降下的瘟疫只能落到城墙之内的人们头
上，不会蔓延到别的地方，还认为谁都不应该蹲在城里，否则在劫难逃。
　　人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但不是所有的人统统死光，也不是个个都能保住性命。
事实是许多得病的人分散在各处，他们健康时是善于养生的榜样，得病之后遭到舍弃，孤零零地奄奄
待毙。
且不说大家相互回避，街坊邻居互不照应，即使亲戚之间也不相往来，或者难得探望。
瘟疫把大家吓坏了，以致兄弟、姐妹、叔侄甚至夫妻互相都不照顾。
最严重而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尽量不照顾看望儿女，仿佛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得病的男男女女数不胜数，他们别无他法，只得求助于为数极少的好心朋友，或者雇用贪心的仆人。
由于伺候病人的工作条件恶劣，尽管工资极高，仍不容易找到用人，即使找到，往往也是一些笨手笨
脚、从未干过这一行的男女。
这些用人干不了什么事，只会根据病人的要求递些东西或者给病人送终。
料理后事的差使常常得不偿失，挣了大钱而误了性命。
病人既然得不到街坊杀友的照顾，用人又那么难找，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做法，就是一个女人
不论以前多么文雅、俊俏、高贵，病倒后会毫无顾忌地招聘一个男用人，不管他年纪老少，并且只要
病情需要，会毫不害羞地像在另一个女人面前那样露出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
痊愈的妇女日后往往不如以前那么贞洁，也许和这种情况有关。
此外，许多病人如果得到照顾，也许能保住性命，但由于用人奇缺，结果死了。
加上疫病传染力特强，城里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死亡，这种情形听起来也骇人，更不用说亲眼看到了
。
因此，侥幸活下来的市民中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些和以前完全相反的习俗。
　　按照以前的风俗（今天也是这样），哪家有了丧事，亲戚和邻居家的妇女同死者的女眷聚在一起
，为死者恸哭，而男性邻居以及别的市民则在丧家门前同死者的男性亲属待在一起。
随后来的是教士，他们的级别要看死者的身份而定。
死者的灵柩由亲友们扛着，后面跟着手拿蜡烛吟唱着挽歌的送葬队伍，逶迤前往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
。
当疫情日趋严重时，这些规矩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给废除了，由新的规矩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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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临终时非但没有妇女围守床前，甚至没有任何人在场，能够赢得家属的真心悲痛和辛酸眼泪的人
少之又少。
相反的是，大多数活着的人尽情打闹嬉笑。
本来女人生性富于同情，如今为了自身健康，竞出奇地学会了那种风气。
护送尸体去教堂的邻人至多十来个。
抬灵柩的不是有地位、有名望的市民，而是一些花钱雇来专司埋葬的、称为掘墓人的市井之徒。
他们脚步匆匆，不把灵柩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一般只送到路程最近的教堂就了事。
他们背后跟着五六个教士，手拿蜡烛的很少，往往一支蜡烛都没有，也不费那份工夫一本正经地举行
安葬仪式，只在最凑手的空墓穴里放下灵柩就完事大吉。
下层社会以及许多中层阶级的人受的罪更大。
他们由于贫困，或者图个侥幸，大多守在家里，得病的每天成百上千，加上无人照看伺候，只有死路
一条。
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倒毙在路上，另一些人虽然死在家里，也只在尸体腐烂发出臭气时才被街坊发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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