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不同的文化传承 

 

1842～1860 年间，通过两次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中国被迫签订了以《南京

条约》和《北京条约》为标志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形成了束缚中国进步发展

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正是这个不平等条约体系，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5 年的《马关条约》和 1901 年的《辛丑条约》，

把中国完全地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因此引发了中国民主爱国者的愤

怒，从而发动的多次革命。可以说，在近代中国 109 年的历史中，由中国的革

命政党推动的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

展进步的主旋律。这些革命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谋求民族独立；反对

封建主义专制，以谋求国家的民主进步。  
[1]

 反帝反封建，成了近代中国历史

发展的基本主题。《家》在思想上便传承了这个历史发展主题，将高公馆这个

封建家庭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代表来写，从中反映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旧中

国的整个社会动态与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反映出时代发展的本质规律。发

生在高公馆老一代与新一代之间、老制度与新思想之间、主仆之间，以及封建

家庭内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

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封建专制主义

的法则。   

巴金在《家》中塑造了众多人物：有专横，衰老的高老太爷，荒淫残忍的

“孔教头”冯乐山，腐化堕落的五老爷克定，善良却柔中有刚，敢以死与封建

专制相抗的鸣凤，温顺驯良却抑郁的梅芬，善良厚道的瑞珏，以及受新潮思

想、向往自由平等的觉慧、觉民、琴、许倩如等青年觉悟者和叛逆者等多达 70 

 

                                                        
[1]

   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2006 年 0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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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右，而且所写的事件也多，如学生罢课、梅与觉新的婚姻悲剧、鸣凤之

死、觉民逃婚、瑞珏惨死、觉慧出走等等。    

在作品中，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的代表。他的专制、冷酷酿成了一桩桩悲

剧的发生。看到了自己的儿辈荒淫无度，为了维持、发展“四世同堂”的封建

大家庭，他临终前不得不对孙辈表现出了慈祥、富有人情味的一面企图挽救即

将崩溃的封建旧家庭。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将崩溃时期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人

物，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觉新是一个接受过五四新思潮冲击但处于“长房长孙”的位置上的人，他

接受了封建家庭的正统思想，常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但也对封建家庭的

腐败不满，因此形成了明显的矛盾性格：在旧家庭中是个暮气沉沉的大少爷；

在觉慧、觉民等年轻人在一起时，又是一个渴望新生活的青年。他的性格善良

却又懦弱，他认为反抗是徒然。以致在“五四”新思潮中，他选择了“无抵抗

主义”和“作揖主义”，这样复杂矛盾的性格造就了他悲剧的一生。 

觉慧是受“五四”思想冲击的新生民主力量，大胆、幼稚是他性格的主要

特征。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同情下层人，主张人格平等，与丫

头鸣凤恋爱；反对觉新的“作揖主义”，鄙视克安、克定荒淫无耻的生活，追

求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反对封建迷信。他 后选择了离家出走展现出了他坚

定的民主信念及反抗的彻底性。 

文中还塑造了许多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其中琴与许如倩都是受新思潮所

影响的觉悟者形象。琴是富家小姐，亦生长在一个封建礼教家庭。但琴并没有

完全屈服于封建礼教，她甚至看清了千百年中国女子所走的血路，一种渴望正

义的感情在琴体内发生了，“牺牲，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了幸福呢？”她

了解了鸣凤的悲剧，领悟了梅和瑞珏的哀伤；她明白了不能企盼别人，应该自

己拯救自己！琴和鸣凤一样看到了“宿命”，但她唾弃这个“宿命”！“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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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那条路。我要做一个人，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我不走那条路，我要走

新的路，我要走新的路”。她和觉民为了爱情，为了理想，对封建婚姻制度坚

持反抗，终于争取了自己的幸福。许倩如同样出生于富家，是个大胆有个性的

新女性，小时母亲去世，父亲对她的宽容，使她毫无顾忌的去追求民主自由。

她时常与有思想青年一起，携助办《黎明时报》，发表进步言论，带头剪去长

头发，并鼓励女生剪头发。 

如此多的人物与复杂的情节，巴金采用了单纯明快地讲故事方式，每个故

事都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但又与其它片段紧紧相连，环环相扣又互相牵

制，以不同事件为线索，以事件中的场面串连故事，巧妙地把作品中的各种人

物、各种矛盾纠葛，同新老两代矛盾冲突这条主线索交织成一体，围绕作品的

反封建的主题思想，有条不紊地展开叙述。巴金在讲述的过程中把个人主观的

爱恨与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挚浓烈的情感构成了真实感人的生活画面，使

读者在领略人物性格时，似乎看到觉慧就是作者的本人；在故事的悲剧与新一

代青年的反抗斗争中，让读者体会到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示出当时反封建运动

的广泛影响。 

然而《向前看》在结构上却与《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家》塑造了众多

的人物形象，而《向前看》主要的形象只有三人，加上次要的人物也不过七、

八个人。《家》是以简单明快、环环相扣的讲故事方式进行叙事，《向前看》虽

然也有叙事，情节却没有《家》的复杂，而且运用了大量的议论和说明来进行

描写。追根到底，还是两国的当代社会政治文化对文学史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了。     

十九世纪中叶，两大邻国缅甸与中国在英国的侵略下均以一败涂地结束，

使泰国上层统治集团深为震惊，领悟到古老的泰国，不能再原封不动地按古老

的方式统治下去了。拉玛三世去世后，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权贵拥戴蒙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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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号称拉玛四世。从拉玛四世开始，贵族内部便开始推倡学习西方文化，并

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蒙固去世后，他的儿子朱拉隆功成为五世王。以朱拉隆功

为代表的以王室成员为核心的、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素质的强有力的领导集

团对泰国的政治、行政体制进行了一次以西方行政体制为蓝本时代潮流改革，

并开始建立平民学校，向欧洲各国派遣留学生。十九世纪末，拉玛五世继位

后，开始对内政、体制进行改革。他兴办现代教育，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

出版泰文和外文报刊，自己也出访欧洲，因此，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不断涌进了

泰国。拉玛六世时期(1910- 1925)，赴欧洲留学的泰国学生带回了许多新思

想。西方文化与文学作品的大量涌入，使泰国文学在内容、形式和创作方法上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2 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的前夕，泰国文坛上便出现了一批倾向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的青年作家。他们受西方作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等人的

影响，努力打破传统的旧形式，摒弃以王公贵族的生活为题材的传统，直接取

材于生活，着重反映现实，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泰国社会新思想与旧思想、新一

代与老一代、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表达自己明确的思想倾向与

政治理想。《向前看》便是传承了这一时代主题。因此，便造成了《向前看》与

《家》展示的不同之处。西巫拉帕运用了大量的议论和说明，从不同角度反映

了泰国社会日益尖锐的矛盾，把自身明确的民主思想倾向表达得淋漓尽致。 

作者用议论和对比说明，通过来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詹铊的眼睛来反映

1932 年政变之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在詹铊原来生活的农村世界里，人们

过着谦虚谨慎俭朴的生活，靠自己的力量生产日常所需，人们能够享用自己参

与创造的东西；他们之间没有竞争，没有欺压和破坏，也不存在诡诈狡猾，玩

弄计谋之事，更没有主人和奴隶、性别之间的欺凌压迫。尽管如此，他们仍逃

避不了天灾人祸，在环境与统治者的压迫下过着艰难困窘的生活。“他们无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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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大自然，或从大自然奴隶状态中自我解放出来。畏惧之心在他们的思想中根

深蒂固。正是这种对冥冥之中的力量屈服的心理，使他们害怕那些他们认为是

比自己有权力、文明和聪明的人。” 所以，
[1]
 “ 他们的生活所反映的是下

贱、落后和愚蠢。这是命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如果他们想

获得较好的生活或像文明的京城人那样舒适方便地生活，唯一的途径是通过行

善积德。”可是“天堂”里，人们不是靠自己劳动来取得日常所需，尽管东西样

样具全，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甚至有些人连自己的劳动也得不到报酬；

在公馆里，主人们出入扈从簇拥，不用劳动而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表面冠冕

堂皇，讲求优良风尚，但内部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按照常情，人们获得

爱或憎，是根源于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个规律对于来到大厦之后的詹铊却行不

通，因为他并无过失，未给人造成麻烦，然而，却无端遭到某些人的憎恶。”奴

仆们在封建等级观念的毒害下竟暗分等级，彼此嫉妒欺压，相互陷害。从这一

系列的议论描写，把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与封建等级制度的丑陋面目作为对

比，写出了劳动人民与贵族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对封建等级制度的腐朽提出抨

击。  

   “这种巨大的变革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地，并以汹涌澎湃、排山倒海之

势，涌进了亚洲和非洲，唤醒了那些翘首遥望着变革浪潮的世人”，面对新革命

的到来与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在新思想的冲击下，新一代和老一代产生了不

同的分歧。沉迷于泰国古老的封建信念中的老一代，  
[2]
 “ 认为人生的苦乐

皆由天地神明安排，不是人力能够随意改变的”，仍然奢望封建统治者的神威定

能将他们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另一部分守旧的人也“认为眼前产生的，固然是

天命所使然，但依靠那些历代相传、统治暹罗已经好几代人的国王和王公贵族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52 页          
[2]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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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威，定能同紧紧地攫住他们受苦受难的生命的锐利之爪作斗争，并且在不

久的将来战胜它”；而新一代则“不愿接受这种古老的信念，通过对形势的研究

和对新思想的学习，通过发生在他们周围的种种事实观察，通过对他们亲眼见

到的和从书本上所获知的事物的比较，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并开始“对统治着

自己的的官僚政府的统治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并认为理应有变革。政变发生

后，各阶层人物表现出了不同的情绪：旧势力惶恐不安，幻想着革命得到镇

压，奢望他们的荣华富贵能一往如旧的延伸下去；豪商巨富们则趋炎附势，等

待着从中获利的机会；贫苦大众从政变党揭露官僚政府的黑暗中看到了新生活

的光明，并对民主充满了信仰和期望；资产阶级分子则热情地投向到新运动的

浪潮中去，为泰国光明的未来奋斗。 

政变后不久，新政党内部出现了必然的分歧：“用民主制度来代替君主专

政的人民党政府，成立了新的国家机器以后，努力使这个新机器按照爱国的良

好愿望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对革命的理想缺乏坚定的信念，缺乏为实现

革命的目的而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措施，这种爱国的良好愿望便逐渐减弱下去；

加上在当权的宝座上坐久了以后，一种自私的、为个人的前途、名利和地位打

算的思想就在这个党的一部分人的心里滋长起来，逐渐把原有的爱国思想排挤

了出去。另外，由于已经对势力集团进行了一次镇压，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

阻碍它为所欲为了，于是政府便愈来愈滥用权力，并且终于进行了一次对所谓

政府的敌人的大逮捕”这一系列的说明，把政变后军人独裁政府的丑恶面目揭

露得彻底无遗。 

    作者通过大量的议论说明，通过对比与讲述客观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

面，反对专制独裁，要求自由民主，把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劳动人民对民主

的渴望展示出来。作品的亮点集中在了“民主”这个概念上，进一步体现出了

作家自身明确坚定的民主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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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表现手法的不同 

 

许多人都认为，巴金写《家》的时候模仿了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本

人也有所认同，虽然巴金先生自己曾经说过，他受左拉、屠格涅夫等西方作家

的影响很大，但在表现手法上，《家》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特色，擅长叙述，

突出注重情节，通过故事情节表现人物。巴金将人物形象置身于特定的背景

中，故事讲得生动、深挚，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展示个性色彩，

与《红楼梦》可以说是同出一辙。  

《家》除了描写学生运动和兵变作为背景外，主要讲了三个青年的恋爱故

事，把三个故事编织起来，进行巧妙的穿插，使全篇藕断丝连地发展下去，构

成特有的风格。作者非常善于描写人物的语言动作，以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

心世界，进而展示人物个性。 

书中在提到觉慧与鸣凤的爱情时，有觉慧爬上树帮鸣凤折梅花这一段情

景。鸣凤“在下面叫：‘三少爷，当心点，当心点！’”，当觉慧折完梅花，鸣凤

“忽然注意到他把衣服披在身上，并不穿好它，便关心地说：‘你快把衣服穿

好，等一会儿会着凉的。’”当她转身时走时，觉慧叫了一声，“她转过身，站住

了，带笑地问：‘你喊我做什么?’她看见他不说话，只顾含笑地望着她，便又

掉转身子向前走了。”觉慧又喊了她几声，“她又站住，掉转过身子依旧那一句

话：‘做什么？’” 从“当心” “一会儿会着凉”这两句话来看，可以看出鸣

凤内心对觉慧有着浓厚的感情，她连续转了三次身，重复地问“你喊我做什

么？”更能看出她渴望觉慧的爱，但她的内心还是在犹豫不决地挣扎，以至于

做出“冷淡”的样子说出“你是少爷，我是丫头，我怎么敢跟你多说话”这样

的话来。面对着爱情，鸣凤简单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把她渴望爱情却又

有作为奴仆所俱有的强烈的自卑心理表现得惟妙惟肖，又把她纯洁、软弱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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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真实地表现了出来。     

觉慧在书中是一个热血的封建“叛徒”形象，在闹学潮事件中，他听说士

兵打学生后， 
[1]

  “ 不由自主地掉转身，回头跟着张惠如走。他浑身发热，

咬着嘴唇皮，等候张惠如讲话。”  
[2]

  “ 他用手按住胸膛，他觉得怒火直往上

冒，他的胸膛好像快要炸裂似的。”在督军府前，他  
[3]

 “ 也在人丛中拼命地

拍掌。雨点不停地落在他的未戴帽子的头上，把他的头发打湿了。他不时用手

护着眼睛，或者用手腕遮住前额，但是他的眼睛仍然看不清楚旁边同学们的脸

部表情。他看得见兵士们的刺刀，看得见督军署门前的两个大灯笼。他看见广

场上无数黑压压的人头在动。他没法压下他的愤怒。他只想大声叫一阵，他觉

得自己快要憋得透不过气来了。”从“掉转身”“咬着嘴皮”“按”“冒”这一系

列动作，可以看出觉慧对士兵打学生这种不民主行为的愤怒与投身民主活动的

热情，由此体现出他正直无畏的性格特点。他直言鼓励觉民对抗高老太爷包办

婚姻的命令，敢于理直气壮地嘲讽高公馆里的“捉鬼”事件，从他坚定的神情

与愤怒的语气中，再一次展现了他叛逆而正直的个性。  

而谈到觉新的矛盾性格，在文中一开始就能体现出来了。面对着自己的婚

姻大事，
[4]

  当父亲让他定亲时，“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

想。他只是点头，表示顺从父亲的话。可是后来他回到自已的房里，关上门倒

在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为了他的破灭了的幻梦而哭。”  
[5]

 “他绝望地痛

哭，他关上门，他用铺盖蒙着头痛哭。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他忍受了，

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怨言。可是在心里他却为着自己痛哭，为着他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50 页       
[2]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51 页 
[3]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54 页 
[4]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31 页 
[5]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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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爱的少女痛哭。”可在新思潮的影响下， 
[1]

  “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

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以及后来上海、南京两地六月初大罢市的新

闻。 
[2]

 “……每天晚上，他和两个兄弟轮流地读着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

肯轻易放过。他们有时候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到的各种问题。” 
[3]

  “他依旧

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  
[4]

 “觉慧说到那期《新青年》

杂志少时，他不在意的答应了一句‘我已经对陈老板嘱咐过了，要他每次新书

寄到，无论如何先给我留一本。’”从觉新关心新报刊的行为、唯唯诺诺的又充

满哀怨的动作言语中，能够看出他是受新思想启发对现实有极大的不满，却受

旧思想所束缚而无力挣脱，他内心的苦闷与矛盾，便他的复杂的双重性格真实

而形象展示出来。 

     除此之外，在塑造梅、瑞玉等人物时，也非常注重用相应的动作与表情描

写来刻画人物的个性。面对悲剧性的婚姻，梅的一举一动，一哭一笑全都是充

满了忧伤，使梅多愁善感的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瑞珏的温柔体贴

与善解人意的言语举动中，可以看以她贤淑乖巧的性格，但在面对困难时的愁

容也看出她与梅、鸣凤有所相似的软弱个性。 

巴金把这些人物放置于特定的故事背景中，通过动作语言的细致描写，流

露出真挚浓烈的情感，充满了爱和憎的主观激情，把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得生

动贴切，把各自不同的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不同于《家》

的是，《向前看》吸收了西方小说的特点，以大段细腻的白描来表现主人公丰

富而又奔腾的内心世界，突出了人物的主观感受和精神探索，展示个性色彩。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36 页 
[2]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37 页 
[3]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37 页    
[4]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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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在描写詹铊初次上学校的情景，“从离开叻察他尼公馆坐上汽车起，

詹铊·农粦令的心就七上八下地跳动着，他拘束地坐在司机的身旁，两手交叉

放在膝盖上，看上去像是坐在褐色奥贝乐牌汽车后座上的那个眉目清秀肤色白

嫩的学生带的玩偶”“玩偶第一次挪动身子，但双手还是交叉放在膝盖上。”

“听到变速器声或看见车向前飞驰时，他又坐得笔直，心比原先跳得更厉害。

当他看见前面那上端尖锐的粉红色铁栅时，脸色都吓白了。”这一段描写，不

加修饰地把詹铊初次坐上车上学校的情形勾勒了出来，从他的神情和动作，层

面上是刻画了一个农村的苦孩子初次接触大世界那种恐慌、不安的心理，实际

上也反映出了他作为“乌鸦”所具有的那种朴实又带有“安分守己”的性格特

征。在写到尼塔反驳鲁吉勒的祖先是英雄后，鲁吉勒发怒正要对尼塔动手，

“同学们都吓得惊惶失措，担心尼塔会的脑袋会被撞破。但是，正在鲁吉勒想

这样做的时候，詹铊用力挥动左手的粗厚手掌，顶住了鲁吉勒的脸。这个当运

动员的男孩咆哮着，向詹铊狠狠扑过去，好像一只中弹的猛虎。但是，猛虎还

没有扑住他的食物，詹铊的右拳又在鲁吉勒的脸上敲了一下。只见这只猛虎打

了个趔趄，便倒了下去，仰靠在桌子上，一动也不能动了。詹铊没想到他的拳

头有那么大的力气。但是，即使是他估计得不对，他也清楚地知道，他的拳头

的力量产生于他对自己的好友的安全的关怀，保护朋友朋友远比保护自己重

要，所以拳头打出去才格外有力。”从作品的开头可以看出詹铊平时是一个朴

实又“安份守已”的人，但后来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而毫不犹豫地向当运动员

的鲁吉勒挥动了拳头。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他是为了保护朋友的安全，但实际

上他从内心里认为尼塔所说的对他来说都是事实，是真理，他的挥拳 终是为

了保护事实与真理而显得格外有力。这又把他勇敢、正义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

致。在作品中，詹铊是一个矛盾体，他热爱真理渴望自由，但由于受到封建思

想的影响，又一直受着权贵的庇护，所以对封建制度有着敬畏的情感，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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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思想与旧制度的许多时候，他的内心都是犹豫不决的。但在自身的生活

体验与学习中，加上朋友、老师的引导下，他认识到了民主的重要性与必然

性， 终坚定的走向了追求民族自由的道路。 

另外，作品写到阿诚在报导外国新闻工作时，通过阿诚对国际形势的关

心，对人类生命的重视和真理的执着，并不向权势低头，把他内心对和平的热

爱与对社会的忧虑细腻地呈现出来。“听到纳粹头子把脚踩到奥地利国土上，

他的心和奥地利人一样感到痛楚。虽然他非常热爱和平，他也还是认为英国和

法国对邪恶势力的妥协，承认纳粹头子对一个无辜国家的掠夺，是一种非常可

耻的行为。一九三九年三月，纳粹匪徒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占领了捷克全部领

土，这时他内心的痛苦不下于每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纳粹头子的背信弃义，

加上两个强国没有履行自己对捷克国家的独立所作出的保证，使他对所有列强

政治家的道德品质都失去了信任；而听到那些纳粹豺狼 后像一群寡廉鲜耻的

赤裸裸的强盗像闯进邻居家那样侵入满目波兰国土的时候，他的心也几乎同时

要碎了”，这一段描写，写出了阿诚内心对不人道的痛恨与对受侵略的人们的

深切同情，从对外国国情的关注与关心，进一步表现出了他善良、正直、坚毅

的性格，刻画得形象逼真。 

文中还提到了詹铊曾深爱过的芭琅，尽管芭琅也爱着詹铊，但在詹铊向她

表白后，她却拒绝了詹铊，理由是她憎恨乡下的生活，“不管是好是歹，死也

要死在曼谷这个地方。”并以“女人靠的是丈夫，好歹就看年轻时”作为她的

人生哲理。后来再与詹铊相遇时，“芭琅谈到她和她的少爷同居的一年里，生

活是过得那么的惬意。瓦拉查给她租了一座相当舒适的房子，让她过着太太般

的生活，给她雇了一个女仆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仆。她唯一的任务就是尽力服

侍他，让他快乐。自己也感到幸福，她完全沉醉于这种新的生活之中。她对这

位来自农村的朋友说，她过着这样的生活，自己感觉到就像在天堂里一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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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天堂般的生活只过了一年而已。”作者则通过芭琅过着贵族情人生活

的描写来揭露她内心深处对贫穷的恐惧与对贵族生活的崇拜与向往，把在封建

等级制度的毒害下的芭琅对农村生活的悲观失意与爱慕虚荣的性格彻底地展示

在读者面前。 

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大段的白描，有意识地在角色和读者之间制造感觉上的

距离，使读者用探讨、批判的态度去看作品中的人物。没有浓墨重彩，也没有

华丽的陪衬，朴实简练的语言，把人物各种内心活动与思想矛盾真实地在读者

的印象中形成一幅清晰的画面，从而展现人物多姿多彩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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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家》与《向前看》的比较基础 
 

第一节   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通过第一章比较《家》与《向前看》的类似点，我们可以发现，《家》与

《向前看》所诞生时的社会背景非常之相似，它们都产生于两国内忧外患的时

期，都面临政府内部腐败无能的统治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剥削，从而迎

来历史转折性的改革时期。 

清朝末期，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塌了中国清政府闭关自守的门户，由于清政

府的无能与懦弱，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统治，也使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腐

朽暴露无遗。抵御外侮成了当时中国变革的启动因素，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

法，再到辛亥革命，由开始的社会改良激变为社会革命，使变法图强、革旧自

新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旋律。到了五四时期，这一主题更为突出显著。五四运动

高举着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及其文化思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从而

推进了中国的旧民主向新民主阶段发展。而同一时期的泰国，在西方帝国主义

炮轰的威胁下，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向西方列强打开紧闭的门户，并成为帝国

主义掠夺泰国的社会支柱。泰国虽然名义保住了独立的地位，但在经济上却沦

为了半殖民社会。泰国的封建官僚在局势的威迫下，开始对内政、体制进行改

革。他们兴办现代教育，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出版泰文和外文报刊，并经

常出访欧洲，因此，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不断涌进了泰国，民主主义开始在泰国

传播。到了二十世纪初，在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压迫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

下，泰国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对局势的控制无能为力。封建君主专制的腐朽日趋

暴露，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的逐渐成熟，引发了一九三二年的“六、二

四”政变，促使泰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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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泰两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放眼亚洲各国，当时的亚洲社会正面临着近代

历史上 重要的转折期。自 19 世纪中叶起，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西

方资本主义列强加剧侵略扩张，开始直接占领亚非拉地区，亚洲遭到的殖民灾

难更为严重，许多国家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但也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的民

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迅速地渗入亚洲各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亚洲许

多国家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独立运动，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摆脱民族危

机，发展资本主义，并由此发起了各自的改革运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亚洲各国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然

而，帝国主义和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矛

盾，是这个时期亚洲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要想争取民族独立，改变殖民地的

地位，只有冲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与压迫，发展西方资本主义道

路，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才能达到民主改革的目的。在这样的历史条

件下，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担起领导各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任，他们勇敢、坚

定地与旧权威发起斗争，从而引起了亚洲民族民主运动高涨。其中包括印度民

族解放运动、伊朗和土耳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朝鲜的人民的

反日斗争；菲律宾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越南、朝鲜、印尼也掀起了民族解

放运动的高潮。 
[1]
 列宁 1913 年 5 月 7 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里称之为

“亚洲的觉醒”,对这场新的革命风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二十世纪初的亚洲革

命风暴标志着亚洲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各个国家所发生的变革都是正在

蓬勃发展的整个亚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亚洲各国人民在被压迫、

被侵略后勇敢地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武器，向着帝国主义、东方专制主义进行英

勇的对抗。 

 

                                                        
[1]

  刘长青，亚洲觉醒的内容与特点，［J］，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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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不同的历史使命 

 

 尽管中泰两国在同时期内存在着相似的社会背景，但从第二章的比较中，

我们可以看出作品的主题思想、结构与表现手法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一个是

为了反映中国封建社会黑暗的过去，从而鼓励人们走出封建的桎梏；一个是为

了展现泰国民主光明的未来，从而鼓励人们共同为民主作出努力。追根到底，

正是由于两国的作家背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才导致有此差异。 

 清朝末期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击下，清军节节败退。这使中国资

产阶级分子认清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腐朽，下定了以暴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

决心。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孙中山建立兴中会，打着“民主与共和”的口号发动

了辛亥革命，反对君主立宪制，坚决彻底推翻了两千多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

国。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普遍为清帝退位大喜过望，以为民主制度就此确

立。但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其封建思想文化根深蒂固。辛亥革命

后，保皇势力沉渣泛起，讨阀袁军失败，二次复辟闹剧，大小军阀纷争，都表

明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可能导向民主政治制度，旧民主革命由此到了穷

途末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在西方近

代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五四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到了反帝反封建的

重要性，打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掀起了五四新民主运动热潮。五四运动

提倡“民主与科学”， 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提倡

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在中国封建传

统文化中，根本没有民主与科学的一席之地，这便与西方国家的现代文化形成

了巨大的落差。正是这种落差，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与封建政治的日趋腐

败，更使中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轰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这种历史条

件下，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封建专制政权，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是革命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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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因此反封建的旗帜更突出。这一点在《家》与《向前看》的差异中我

们已经初步提起过。五四是呼唤民主的政治运动，也是推进新文化的运动，五

四青年必然担起反对封建专政的政治与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使命，为适合中国

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因此在诞生于五四时期的《家》锋芒

都集中指向了反帝反封建这一点上。 

而不同于中国的是，到 20 世纪 30 年代，暹罗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

义发展，在国内形成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以国王和

王族为首的封建贵族统治集团表示出不满，要求改变专横、专制的统治方式，

甚至有的党派受到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思想影响，号召在暹罗推翻君主制，建

立民主共和国。 但一九三二年政变后，由于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都是属于剥削

阶级，它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因此

封建因素仍保留了许多。另外，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以新的剥削制度来代替旧的

剥削制度，夺取政权就代表革命的结束，而不可能做到彻底消灭一切旧制度。

正因为如此，泰国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成为现实，在《向前看》中反应出以下几

点： 
[1]
 一、生存权尚未获得保障：泰国国内存在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富

不均问题，泰国农村地区大部分下层人民仍在贫困和灾难中挣扎。在这种情况

下，贫困的下层民众根本没有能力主动参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二、教育水平偏

低：泰国教育水平的偏低，使不具备相当文化水平的普通民众不能确切地理解

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更无法透彻地了解当前的民主政治体制赋予自身的民主政

治权利，以及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如何通过行政或司法的途径寻求有效保护，将

其拒之民主政治的门外。三、传统道德文化的束缚：尽管泰国在政变后成立了

君主立宪制，但其传统社会结构仍保留至今，传统道德文化更是仍盛行于世。 

 

                                                        
[1]

  周方治，泰国民主政治：现状与问题，［J］，当代亚太，200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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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传统道德文化内涵可以借用其“国家、国王、宗教”神圣立国三原则来 

概括，而这三者却全都是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传播的严重障碍。前两者与民主的

抵触不言而喻，至于宗教则是佛教理论如“前世业报轮回”等仍与民主思想的

“平等”相违背，佛教要求的克己忍让以修来世的消极处世观又与民主思想倡

导的积极进取、适者生存的积极处世观相冲突。在这场传统道德文化占绝对优

势的斗争中，使泰国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传播举步维艰。因此，“资产阶级革

命的客观历史任务”仍落在青年一代的身上，积极投身人民民主运动便成了时

代赋予泰国新青年的历史使命，这在《向前看》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以上扩展开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的亚洲多国间由于文化结构不同，国

情社会不同，导致出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的不同，因此也造成了巴金在写

《家》与西巫拉帕写《向前看》所表现出来的差异。 

 

 

第三节  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的对比研究，我们看到中泰两国存在的相似与差异，使中泰文

化交流成为了可能。 

  
[1]
 首先，两国人民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具有许多共通之

处，并互相渗透，相互影响着。由于中泰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移居

泰国的华人非常之多，并带着华人文化融入了泰国文化之中，保持着尊敬长

者、尊崇祖先、庆祝华人节日等传统。同时泰国文化也对中国东南地区产生了

不小的影响，小乘佛教就是通过泰国传入云南部分地区的，云南傣族的佛塔与 

泰国的佛塔是一脉相承；云南傣族人民的“泼水节”与泰国人民的“宋干节” 

  

                                                        
[1]

   孔淑红，中泰社会文化关系［J］，东南亚研究，199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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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一辙。由此可见，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两国关系中内容丰富的一页。 

其次，泰中两国在发展现代科技与教育、文化各方面都面临着相似的局

面，尽管两国在这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但仍存在着基础薄弱，

教育水平偏低，缺乏高素质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赶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

脚步等问题，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交流，有利于共同研究并解决所面临的

这些困难。 

另外，在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文化交流方面及经济、贸易方面，中泰

两国人民都在进行大量的工作，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合作，并将这种

规模不断扩大，使中泰两国在文化、经济、教育合作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前

景。 

重要的是，中泰两国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很相近，近代的中泰两

国都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强国，而是处于相对落后的弱国地位。中国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便逐渐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一直受到强国的掠夺

和分割，而实际上泰国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二战以后，两国分别踏上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目标和起点都很一致。两国都

是从落后的农业国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目标都是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

化、现代化。在国际、国内事务中，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语言。

尽管两国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文化传承有所不同，但悠久的交往历史积淀

下来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境况和面临的挑战，通过两国文化交流，给两国的

相互合作、互相借鉴展开了广阔的前景。 

综上所述，本文以为，通过《家》与《向前看》的比较研究，既可以让泰

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中国人民在上个世纪为反封建付出的努力，也可以让中国人

民认识泰国人民在上个世纪为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所作出的不屈不挠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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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进一步促进中泰文化之间的交流，使两国人民增进彼此之间的认识与友

谊，谱写出中泰友好关系史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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