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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其名著《坎特伯里
故事集》於英國文學界佔了頗重要的地位，其呈現了該時代語言中最

優美的部分並反映出中古精

神及其衰退。喬叟亦將詩的文

體引介入英國文學界，可說是

英詩的始祖之一。由於年代久

遠，喬叟的生平可說是眾所紛

紜，大致上知道他生於西元一

三四○年，父親是個富有的倫

敦酒商。根據文獻顯示，喬叟

的父親在經濟上有援助艾德

華三世，這可能就是為什麼喬

叟在十七歲就展開宮廷生活

的原因。

二年後，喬叟在法國探查軍事

時因遭法軍而被補入獄。後來

艾德華三世將喬叟贖了回來，

讓他在皇宮中擔任侍從的職

位。在其後的數年，喬叟遍遊了義大利、法國、與歐洲數國。在他的有

生之年中，他管理了數個官方郵局，除了一三八六年到一三八九年—

這段期間喬叟暫時地失寵了，在經濟上喬叟遭遇了危機。一三八九年

時他才得以回到宮廷，重返安穩的生活，直到一四○○年逝世為止。

在喬叟的生長年代，歐洲文學界正展開一起新的運動，正處於即

將改頭換面之際。中古時代—黑暗時代即將告一段落，文藝復興的曙

光正悄悄浮現。幾個歐洲著名的文學家出現在這個時代如薄伽丘

(Boccaccio)，用義大利散文體寫成其名著《十日談》(Decameron, 
1353)。佩脫拉克(Petrarch)，文學史學家稱他為第一位現代詩體的偉大

作家。法沙(Froissard)，法國散文體之父(1350)…等等。歐洲開始追尋
希臘羅馬高度文明的榮光，欲用此驅散過去野蠻世紀的黑暗。

整個歐洲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產生了極大的變動。文學地位漸

漸地被提升。在英國，喬叟可說是最有先見之明的人，他感受到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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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股巨大文學旋風，並將之引入英國，為後世開先河，引領英國文學

至偉大的境界。

在喬叟時代的英國社會，人們看世界的方式都滿類似的，擁有一

樣的信仰。英國的人們相信所有的事情背後都有一個解釋，都可以從

上天的角度來解釋，即使有些解釋滿不容易理解的。正因相信一切皆

因上天所致，他們對於世界有著一種安全感，沒有疑惑，沒有不確定，

相信一切都是照著上天的計畫進行。因此在喬叟的《坎特伯里故事

集》中，所有的諷喻背後都以大家共同不變的信仰為基礎—像是階級

與教會制度(該時代人們認為階級是上天安排的)。舉例來說，在故事
集中有個農夫，他絕不會想要成為一個騎士或貴族。打從心裡他就認

定生為農夫就是死為農夫，對他而言這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了。他頂

多會想到的就是多買些馬兒或多買些土地，而不會去想到要不要改變

階級。

在喬叟的《坎特伯里故事集》中，階級劃分地十分清楚。第一個故

事就是騎士所講的故事，因為他是這次朝聖旅行的說故事者中階級最

高的。身為貴族，處於階級中的高位，有責任宣揚德行，保持社會階級

的穩定性，並應要求自身成為其他階級跟隨的道德榜樣。當然，除了

世俗階級外(像是貴族、平民等都算)，還有所謂的教會階級，然而在教

會階級內存在著極大的衝突，那就是「正規」神職人員與「(修道)院外」
神職人員的衝突。前者像是修道士、修女等。後者則像是售贖罪券者等

在故事集中，喬叟藉售贖罪券者所講的

故事與修道士所講的故事激烈互諷中揭

露教會神職人員的衝突。

所謂的正規神職人員，在英國當時

可說是惡名昭彰，腐化至極。修道院照

理說應該是出世的，不入世俗化、且安

貧的。但是，在喬叟時代的修道院奢華

的程度竟不亞於該時代的城堡的花費。

從喬叟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修道士把應

拿來救濟貧民的錢據為已用，中飽私囊。

據說如喬叟的住處附近就有數家修道院，

他可能因此看盡了當時修道院的醜態。

但奇怪的是，即使人們知道修道院

的貪污情形，他們仍然繼續拿錢給修道

士與售贖罪券者。只因人們寧可信其有

而不確信其無，仍相信即使神職人員有貪污的情形，但只要有給錢，

就有可能上天堂或減少個幾千年待在地獄的刑期。從這裡我們可發現

階級的觀念在當時有多麼根深柢固，不管該售贖罪券者人格有多低，



只要他是屬於神職階級，就有贖罪的能力在。

喬叟的鉅作《坎特伯里故事集》大部份是用英雄雙行體(heroic 
couplets)寫成，什麼是英雄雙行體呢？簡單來說，就是一組組兩個各
十個音節且行尾押韻的句子所組成。而故事集開始的季節是在春天，

充滿著生命力。喬叟用許多春天的意像，例如「四月的陣雨」、「打破三

月的乾旱」、「叫醒了穀物」等等…。把充滿新生意味的春天表達的淋

漓盡致。接著喬叟將場景帶到了熙熙攘攘的世俗人間，揭示春天是個

朝聖的好時節。喬叟開始形容朝聖人們的模樣，非常真實地，從服裝、

靴子、聲調、帽子…等等做極細緻的描述。大致上描述了二十九個人

的模樣，地點在塔巴客棧，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朝聖。朝

聖目的地就是位於坎特伯里的大教堂中的湯瑪斯-亞-貝其聖陵。這群
朝聖者可說各形各色都有：像是騎士、窮牧師、修女、修道士、售贖罪

券者、商人、廚師、農夫、牛津學者、醫生、律師、雜貨商、客棧老板、磨

坊主人、侍從、船員…等等。

在用過晚餐後，客棧老板建議大家一起作伴去朝聖。為了增加旅

途的樂趣，每個人在去與返的路程中都得各講兩個故事。誰講的故事

最好，誰就可以贏得回程時一頓豐富的晚餐。大家都同意了。隔天他

們大家就啟程向南前進，亦開始講故事的旅程。第一個故事是騎士講

的，主要內容：兩個底比斯騎士(帕拉蒙與亞賽特)，他們是堂兄弟的關
係，被雅典公爵希瑟斯抓住囚禁於監牢。希瑟斯的小姑愛蜜莉習慣在

高塔旁的花園散步，離囚禁兩位騎士的監牢不遠。由於這兩位身居牢

獄的騎士常常可以看到美麗的愛蜜莉，於是都漸漸愛上了她。因為亞

賽特與希瑟斯家族有段舊誼，所他就先被釋放了。獲釋後，亞賽特改

用假名偷偷地待在希瑟斯公爵的廚房裡工作，以增加看到愛蜜莉的機

會。而帕拉蒙則在七年後逃獄。他遇到了亞賽特，約定好隔天全副武

裝決鬥。後來，希瑟斯阻止他們的決鬥，跟他們說如果要決鬥就等明

年的騎士比武大會。到了騎士比武大會時，雙方開始一場精彩的激戰。

後來，帕拉蒙奮戰落敗。亞賽特得勝了，然而卻意外地從馬上落下，傷

重不治。大家以希臘史詩英雄式的葬禮安葬了亞賽特。數年過去了，

希瑟斯勸愛蜜莉接受帕拉蒙做她的丈夫。

第二個故事是磨坊主人講的故事，風格跟正經八百的騎士故事完

全不同。磨坊主人微帶醉意地開始講他的故事：從前有個富有的牛津

木匠，他有提供住宿及膳食的服務。其中有一個寄膳者是個窮學生尼

可拉斯。木匠新娶了一位美麗的年輕女子，名叫愛麗森，很擔心她會

紅杏出牆。果不其然，尼可拉斯趁其不備，向愛麗森求愛，她也接受了。

另一個城中來的花花公子，名叫亞布沙隆也來追求這可人的愛麗森，

但是她比較喜歡的是尼可拉斯。尼可拉斯想了個法子哄騙木匠，好讓

自己有機會跟愛麗森共度良宵。他設法讓木匠相信如挪亞大洪水般的



災難將再次席捲大地。木匠急急忙忙地跑到閣樓，把地板挖了個洞，

並吊起一個大木桶將之裝滿補給品，以備大水來時逃生用。當木匠在

準備逃生時，尼可拉斯與愛麗森就趁機偷情。而木匠準備完逃生的設

施後，因為非常疲憊，倒頭就睡在閣樓上。接近天亮時，亞布沙隆偷偷

跑來愛麗森的住所，懇求愛麗森讓他親一下他才肯走。愛麗森煩不勝

煩，索性將臀部伸至窗口，讓亞布沙隆誤親尊臀。亞布沙隆發現自己

被愚弄了，誓言報仇。於是他帶著塊熱鐵再到愛麗森的窗前索吻。因

為之的愚弄太有趣太順利了，尼可拉斯要求換他愚弄亞布沙隆。他亦

將其臀部伸至窗口，不料，被那塊熱鐵燙的正著。於是尼可拉斯痛的

狂叫：「水！水！」這狂叫聲驚醒了木匠，以為大水真的來了。他馬上

跳進了大木桶中，砍斷繩子，直接從閣樓掉到一樓。尼可拉斯持續狂

叫奔跑至街上，鄰居都笑他們瘋了。由於《坎特伯里故事集》裡故事眾

多，因此僅介紹其中兩個。有興趣的話可以讀讀這本書。欣賞一下喬

叟寫實的手筆，一窺中世紀晚期的眾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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