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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xtensive Thai-Chinese literature in Thailand have a background of literary culture parallel. 

In additional to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blood culture of motherland intimately, there is also integrated 

with the cultural homeland of Thailand, making literature in China ha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uniquely specific to the different with other national literature. 

Article titled "The Story ofKhun-Luang"; writing of"~A" is a novel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draft construction {Chaozhou) overseas chinese in Thailand case studies are examples fuse culture 

-chinese intended to help future generations to use this literature for learn and analyze stories about 

overseas chinese in Thailand. 

This research , researcher study about combination of Thai-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Chinese 

novel "The story ofKhun-Luang" is a paraphase ofculture between Thai-Chinese using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studies to research fuse Thai-Chinese culture since the stud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The study of folk culture, civilization , Suntri linguistics science , etc. Insights into the main 

study of academic research. 

l. Research Thai-Chinese Culture in "The Story ofKhun-Luang" 

2. Research fuse between Thai-Chinese from "The Story ofKhun-Luang" 

3. Research writing style of"The Story ofKhun-Luang" 

The study has concluded: The overseas Chinese can coexist with local Thai people in Thailand 

and also success for entrepreneurship are no coincidence. Important things are the good 

qual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s traditional - caring and peace, perseverancehard work, dedication and 

grateful mind ; these are the Confucian dogma.Thailand local people caring Buddhist teachings, so that 

the hearts and minds ofthepeopl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 harmonious blend ofup to only keep the 

faith, by no stretch of the psychological exclusion.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ailand ; 

Traditional; Integration ; 

Thai-Chinese Culture ;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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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tle of the thesis is Analyzing different female image from the Works 

of Zeng Xin 

Zeng Xin's literary works include fictions and prose. In his prose, there are some 

works describing different female images. The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to analyze these 

different female images. 

These female images include traditional female and modem female. Zeng Xin 

describes these female images from different view of angle. These females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y are influenced by these culture. There is the 

three chapters in the thesis.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thesis analyzes different female image mainly;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thesis analyzes studies cultural mentality of these 

different women;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thesis dissects female consciousness from the works of 

Zing Xin, and further discusses and compares the consciousnesses of the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m women. 

Through analyzing these different female images we can see these female's 

thinking consciousness. The study of the thesis i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female 

literature, idiosyncrasy of mentality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m culture. 

Zeng Xin's these prose on female literature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 trait of multi-culture and character of mentality. 

In addition, through analyzing Zeng Xin's works, we also can see that the 

author's characteristic of writing, view of angle on literature and creation of realism. 

Key words: Female literature; 

Modem female; 

Multicultural Fusion; 

Zeng 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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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JttfA-'.;VJ!> Ufi~tYrtlV!11;:$.:En$®1±iBJt, 2006) , <·ftMfJO~ 't100~11']- ---utiBffi"AA~tt 
ff:aoo::tz:ttma» <$•~m:k••~n±iB::it . ~~)•.eM!;J.xrj::tz:ttma~mR1i~~ 
~1fffii: 

- .&.. .fHU~ -:k-•ti-JIJ ~ 

- .f. ~*·ti-JIJ ft-
- ,J,jf-?Ffr-~*•ti-JIJ~ 

- JJ •ti;iJ/,fti (il.J-:k-,ti-JIJ ~ 

~~1-. iI1i•~iB~7 E~jz:tl~~~~.l:jjz:ttmamiili:. wi~n~ifim:k•~~1JI1 <2001) 
~~~D±~Jt~Jt (iBE~::tz:tt~~~~.l:jjz:tt%amiili»'t1iB~7~'t100JJ\1.f\!Jt•~~~L. 
::tz:tt~~- -~tt~,ff::ff~--~~* ~~~~.q:iOO::tz:tt~~~Rn$~. ~~~~~•::tz: 
tt~1ftr~.~~::tz:tt1-17ffi~~•~~~. ~-~~~¼~~~mm~. ~~~~x~~*~~ 
xn~~~7::tz:ttoo•~· rj-=f~•~~. ~~oot1:••~~::it•~t1:~•rr7~~~@•. 

t11 7t~~, rn,c.,M::it-Z*> . .§!~ , li'P::k~ tili:&u. 2001 ~ i:&. m 56- 57 gr, 
t21 7t~ffi, <~,t:.•M:Jt-Z*> . .§!~ , IIl'P::k$til/:&U, 2001 ~/:&. m 145- 146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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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t%aB'-J�R��•&•��&•&-�&-�B-tili•&-�R�B'-1*fiR�;fflm

� if/:. B'-1 JiMf£/!.

< =) m3l:tt�i-R&X-ffl"ffi:B'-JlvfR 

m3l:tt�i-R&X-ffl"ffiB'-J�R-R�3l:ttJt�WfRB'-J-���B.tE3l:tt�i-RB'-J�RnOO±• 

�=�noo, -¾m3l:�•B'-13l:tt�mB'-1�R. =¾m�**B'-13l:tt�i-RB'-1�R. =¾m�£i:p 

A•B'-1:P:tt�iRB'-1*-tFr. 

J/iJL1¥8'-JwtR•&111 <ffiB-twix•"PB'-13l:tttt�im <a*::k:�.:EflfltHiJi±�x. 2008) .

Blc21t�;ffliittffl1!:,lTffi��B'-JA��Jnm� §i1J*B'-J�lftl» < ll!lJll:;k;:•��':hjl@!±iiJt, 2007) , 

<*��x��mcro<J ":P:tl:tHH" » <:t<uit::k:•�1Jti:ti:®l±�x. 2001) . «mit��fi$(11:£ 

B'-J�.@IJ;g,g;ffl��tJi::f » < i'41Jffi"VifiV11:;k;:•�Jtti!i®!±�x, 2001) , « "1ill!l" B-tM:P:11:*fi:�Ll 

:"@':iJH�W» (�ilI:;k;: • .:EJ?i®!±�x. 2006), <�IB�1lc21t�B'-13l:tt�tt�» < LlJ*::k:•��tt 

®!±�Jt. 2006) B'-JnffiB'-J�RW. 

i91J:ro:i�il1::k:•B'-J�i�� (2005) tEM>.B'-J�Jt Hlcti!i 1H�i:rB'-13l:tt�i.R&X-ffl"tU i:p, m3l:tt 

fFJ!S{-;tEi�ft<JJ( t!�i-,n�i£7 ti ca<.J-{i·fl;. :fil!l:tE�Jti:f:rttrtl:l, �lEit::fe 20 fil� 80 �f\::liHl-:P:tt�i,R. 

&2�fflB'-1:P:*8 • •  �§BR•tt•B'-Ja•a�. �3l:tt*•��B'-JmA•��filffB'-J��

•• ftX�m�3l:M•�-B'-Jm�Tffi-ffiB1Wl3l:ttJt•�-T-m��B'-J��-

*�B'-1*ifii-nffi*�T��ffi. �m��a¥Wtt•�-���; �-noo, �j,J}( tt�

-�••�•-�x-�•@M�A3(ttfilff, ff�3l: tt$m. •�-rnM�MWB'-1•�- *�

JL•�aT�tt� tt-�. Mm����ffl�m�. B��X*�-����� tt•��-#

•• �. ±•¾�rtm�m3l:tt��B'-1fiM�&�«i:p�Jn�MmdB'-1Jtftffi£B'-1■m. **• 

< =) m3l:tt%aB'-1Jtftr.Jff 

x•*£"PB'-13l:tt%a#�£-�W�B'-1ma. ��tE��tt•�B'-1��•3(tt���•� 

�f£J3tJtft, ��1:1;;�1¥11/fm. *it&fffiqi. -�-�Ji�B'-1�#��8'-J�lftl . .lnMnB'-Jma&&�l:!:l• 

m § �B'-Jxft�ta.;ffl,t,Ji�m . 

..ti4i!/ilim::k:q:Ax•1ma<HiM!l� c2004) tE-B'-1 «3l:tt%aB'-JJt1-t1lfll�» -JtcriAj,J, 3l:t:t:m 

����:t,: tt;;js:�, 'e::l!�t.tB'�-�'XftfZJm•. -# A1,J fr-Ji!it½��, £�«±:X.:'@':i.H%�iUZJB'-J 

AWa�:'@'::X.B'-J"*W��
n 

• •  Tffi, ��"*W;fflmmB'-J•ft", Affitttt�j,J3l:tt%aa¾ 

3l:tt;;jl:�. fflfflM:P:ttB'-1•WM�aA3l:tt-�. M�. � tt�a-BB�. ��-Md1,J-# 

••m•��m��. •�T�tt•m3l:ttB'-1ttm��wiM.

(Jtft*ij'
f

"fB'-13l:tt��-��:;k;:lliu/1?1�3l:tt1J,i)il:t�.fiJf�> (2008) JEWL'iUrfii111"�¼ 

��B'-JM±�Jt- ��JtM3l:tt±:X.B'-J���rr��B'-JJt;;jl:fW*, ��l:t�Jt•&Jtft.fiJf�B'-1* 

�aff .��-�-B'-13l:tt��B'-J�--�·••�B;fflJi�D:X.j,JfflB,#M$MW�Mm� 

&�r�B'-JJtq:�B'-JH•..t*m�&�ffiXMA�B'-JM����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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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M ~tt~*~jz:¥:t:t• a<JWF~ 
MM3Z:tt%ati<J,HJrWF~i:r•ifJfi-itJMJt•tt=&a<J,HJrWf~B~~&iU~tt~i*Mjz:ttJt• 

mrrWfRti<J~~. - noo~~tttt=•~jz:tt:it•. ~ttw~•w3Z:tt%a: ~-nffii£jz:tt~• 
~jz:tt~3Z:ttW~%W3Z:tt%#, ~Mjz:ttWfR~~w- #•~~a<J~~-*~~n•~i:rJt* 
~•*~*~~n•~••<tt~~••)w~••2M~•T~a<J~Jt <jz:tt•~~~tt•~ 
a<Jl1fiil--Ml!f "1!1J~a<Jjz:tt:i:3(Mw;» . 

~ 9r, LU *frfi m::x• a<J j[j~ :/.t C 2005) ~- a<J ~ Ji.: < tl-IB ~ * ~Ut a<J jz:tt• it•» i:p ffi W : 
9IB~*••tt=~i:roo•ft:it•~L-~~ttjz:tt.~a<J~•.•Mi:rOOjz:tta<JMa•~•wT 
•*~~-~jz:ttMa~mtJ<J••~•~L. ~~tt=•~w•~~- •tJ<J•~-@~m•n~" 
ft.ttm.A~--filff~~~a<J~a. ~~~~~•--~Jt~~M~ifJ~jz:tt~~La<J~f'F 
& -t A~~ nffii *~ ~fm fr J jz:tt~ tJ<J :1f ~. #-ut oo :14~ f n tJ<J jz: tt• fl-f- i:r oo 9=1 jz: M aJS:-t * if ::ll1: 

i:p I l;.L ffiii '8 f f]-lt El a<J ffl'ffi: ~ ~ 3( . 

< 1i) MfilJ'1-:it• i:r 3Z:tt%# a<JWF~ 
m3Z:tt%aa<JWFR#~~-f-i:rOO:it•~m:~. &~&~fil#Jt •. M~-~frfi~i:pJt*~• 

•~<•••~» 1~1•m5ML~•T<i:rnn:it•jz:tt@~1ta». ~:itmw~i:rnn:it• 
tl=&i:r.~9=1 .• jz:.W9=1.~•jz:tt.ttjz:WJS:•~~jz:tt~~~~-ff~.ffim-f-i:rOOjz:tt, 
Dnjz:tt~~-~fil~~. iS:M~--tEOOili&RT¢6Jt~~-tl<J:1F~. 

■ftrr:x•w•@~ffi~AA:it•i:r~½-~3Z:tt%amrrTWFR , •~JS:n~:iti:rmWjz:tt 
-~£-~AA:it•~m-f-Bn:it•tJ<Jm•~fil~-- -~AA~A:it•~~-:it•i:r~W•jz:tt: 
ffiLffi, 8-f-Elaffittffl~. -~- #*ftMft:i:S(a<J.~½M~---~Mtt=•mm*ffl©JS: 
•½•~jz:tt*••~EIBtJ<J••· •~~mm•~m~•~~tJ<J•m. ~~- •~m:it~¢~ 
3Z:tt%aa~-#a~ti<J•~~3(, titBm£~•ti<J~~~a•~n. 

•~mx•i:r~½-~jz:tt~•~tt••*£:ka<J~~.JS:•½•~jz:tt%a~WEl~tt~ 
-~~""f. JS:~i5l~ffi~AAR.•~ "~½~AA"-~- ~ ":kjt!i.£J:•--½£J:--~$JE" tJ<J• 
~ - i;.L&~•*AMjz:tttJ<Jm~~Wffl~. ~".jz:tt~•~~m~•~moo•m~i:rtJ<Jtt=m& 
~~ T tt=• ff]:J4~1Jf'Ft!t~HiiUti!Bff]~ L • -~:it~•~m:it•i:r ~ ~i'1=.~""f ~½-~jz:tt%a 
mrr•AtJ<J~~- *••~mmw~•••~•R~Jt~~•- *•ffl'mi;.L&mtt•~~~tJ<J• 
ffef'Fffl. 

~9r, i:rooi:r~~~*•~~~~ffi:rjz:tt:it•mrrT~~**· ~*TtttBa<J~Jt <fil~z 
~fi¢jz:tt~~lt•WFR». ~~~l;.L-~. ~~•*Mlt•:it•tJ<Jt!t~*Wf~jz:ttJt•. mw 
fflfijz:tt:it•¢~&•W*ti<J•M~~- 59D~i;.L&:it•ffl'm. 

<~)M~-~""fjz:tt%~a<J~~~3(a<JWf~ 
gg::lt!fili:;k:i:p~~:x~t.!i~ (uli::lt.nli:.A.il!'xlf~ffl.)) 1999 ~m 2 WLJ::&~7 <111lM~r::ktt%fG!.(:f(J 

tt•~.5(».~•~~u•~- -t~~~jz:~m•~tJ<J~•. &¾- -te-f-m~jz:tt~•tJ<J~a. 
~~""fa<Jjz:tt%a, A~~~ffl~a<JMn.i:r*:it•~La<J-~f'F-&3M:!4*W~~ffla<J§~ 
~ri'iJ,:}i;:~jz:ffA. iiHtti!BffJ~U•jt!i.&~~mttt~. ~~j~jf-:f±.~m~;;ts:J)AJc]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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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ff*~ttx•B<:JfflRB<:J•~~$~B<:J.mff£~fflRB~-A~m~tt%aM& 
•wa<:J~#~~B<:JX~- ~R- *•·~-~~-~~·$#~-B<:JmR. 

itxa<:JmRn~.±:•~m.1#~ff••,i:.,f1:£9'1:!Jl!-~~3z:·t1%al!rrx•L. ,t:.,RL~$~x 
~ LB<:l*ffiM~. *~*X~ff-B<:Jx•ff£, §M9'1~~*00ff*~ttx•B<:Jff£j£fi~-m 
R . 

• $1f •• ,t:.,~r~~~3Ct1%a, &•W~ff]~EIB<:l':Emffj;/:. ,t:.,R!JiHiL f'HJcx~. ~ 
-~*~:t±~~.5(. 

§ff~*~ttx•~mR¾$nffi~$-~B<:J.imrl•~§ft~ttx•mR~9'100~~~x 
•nmt11ttt~ x•:nm~-®tJt(5L, :fJi:ffJPJ ~tnum~ttx•a<:imR¾ bt•,rz:~•AB<:J. mm 
~ttx•B<:JmR~~~•9'1a9'1oox•~n:nx•:nm. m*•nx•B<:JmR, m•~x•B<:Jm 
R-~~~m•$x•~tt%aa<:JmR.~&~~x~ff~r~~~~tt%aa<:J~•m~~w~. 
-it~~~ffm:3f. 

*xam•$1f••~B<:J~tt%ai!rr*ffi~. •~T9'1*•~a3z:ttx•mR:nffiB<:i*ffi 
•~· n*~*•$x•~~2. ~**xa<:imR~~o~ttmRffl~*· TMff*B<:ix~~* 
~~Ha<J~a. ~m~~~~-@ffi~~~*~tt~~~B . 

am~ttx•ff£mrr•*LB<:l*ffi~mR:nffi,9'1*•~B<:J*x~~*ffW$.~®*x 
~~*•~-~~ff•&~•$x•:nm. mm**x*ffim~•~B<:J3i:ttx•ff£,&•~® 
m~. 3f ~mRB<:J•if~:iztff*Vr~•~. ffll¾HHr•~ffl"ffia<:J . itxmR~•~~i1J¥r .~a-=f: 

1. -Jt 1-6~1/'-X. ~ 'f"-:k-•t1.-Jfj ~ (t-J ~t,-tt$Jf;t.' 

2. tj-~ - 11 ~ ::r-~ J!#. ::r- M j: .ft "l -:fr a~ *•ti 113 ~ ~ tt.~77"{/f. 

3. ~it~ifj:~ 9' ~ •ti-ih ¼tj°*•tiifJ ~;jtij~ ~j:~4,t.?., . 

4. tj-;;f-M j:~*~r~::r-M* ~~~ -#~. #~j:~~~ AA~*~ 
tj-~t. 71' ~Jr. 

itxiitOOimtlM'f&,c.-~ff i:17:i*ffi ' ff A ff]~ftl.$x•ff•*~ ~A~H.£ffi' ~vi:a<Jx••~
**B<:i1:mOOm, -~~~B<:Jx~M~. ~®~-~~illa<:J~ffAffT 

---- 1tl!Jj:~a~4tA 

---- i }tj: 1ta~ 4Hi 

---- ~¼ ::r- M ~A~,.:.. m4t ~ 

~~~ . Mt',t:.,m~@~~~tt%t§l.a<J#li~i:p ' t!!&•W-$1f•(t,J-@~ff%: B, x•t1,l\1fl ' 

~&ffi~tt~. ffi~A1:a<J~~.±:5(~1f~~. 
*x~~¥rtt.±:•-~am•$x•9'1~tt%aa<:J~•mR:nffi. imrl~#~•m~•~~ 

@a~~x~w~ra<:J~tt%a. m&•w*B<:i~~~•B<:J%:2~Moox~B<:J•tt. ~&imrlff 
£*VY, mwnoox~~&Rm••~~••a~m~~B<:JmM, MW~fflWimrtx•ff£m• 
~W*B<:l~~~tt%aa<:Jtt~%:2.x~~~~&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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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J���ttma, �•ili•$x•*$��•*a<Jx�M�. •�•ra<J�ttm

al'!lEWtHJta<JilllHJ\l,f-ta<J. -1-1-1::z;!Ja<J�ttma, ww•� El a<Jfit1H1J,i:.,J;111MJ.v1. @M!.ffJW-

1-;Jt� R.i:mt¾WAW$�x�a<J1'f•. �#$�Jt�a<J1'ffl:, .iEtff &�iliM!.ffJ� El 7f �a<JHfi1:: 

m, A1::�)Jj;f1J,i:.,:r;111mz;1J. tE;ti:i,Q;Jt*, i-Q:x.i:�:5HJT.xtbt7JS: ®�ttma. MJ3U¾:5t;f'JTTtEM!. 

f fJ M .-tJifi & • ili i¥J tH1t ,1�!-!� J:iJG:E .. WA-t,� !� ilig. JS: ®� tt% at1: i ,i:., i¥J ft Jt * ¾AW -JE i¥J 1-t* tt 

;f!J:!11!-mtta<J. 

• ,i:.,ax * 1¥J�t1maM tHJt�ttiU:EJ\\f-t�tt, Wfft���--t-ri1i!Wi� � J¥J fna. t1:1tm�
ttm•*· AWf-t••lia<JW: «:RttlBJltl@)) *-1::1DT JL�ff�{f�. W�.t§HJa<J;&�rnJ:• 

a<J�fll%a; «�Il=ic» *-'i!::,JJ:t:�, ,i:.,r&�6!miW2mff/1¥J.:E::k�!ba<J��*•; �w «-t�:t: 

••»*•m••· @�moo•. ilA�Ma<J:t:�•1¥J1.v1ttma.

JS:®1tm�r1maw¾1::mt1:•oo a<J$��tt. t1:M!.ffJ1¥JM J:. w•�w:a<J *$tH'�. 1:arJM!.

filJ:iJGM!.fila<Jm•��"���#tt•. *�T**�a<J•a�oo•oo. @�#*$M�t1:•001t 

�Jt � i¥J m IJJ r ;ff� ff (ij\ijij > & ITTB!!;/JIJ �-Ii #1E E ft ;i4Uf, El CJ i¥J T � 0 * • X � i¥J Bil-tEM!. ff J i¥J 

���.-tW�T•-�a<J��;flJ�-. 

tE-��ttm•*· AW�•tta<JW«ffl•-�»*M••*••·a<J::k·1::�ffi. M!.::k� 

H�. -�-�mWc¾:!11!-ma<J�IJiJ� tt�ttma; t1: « :P*liJM!.a<J�JL>> * · W!'t!Jt� fll, 1Milrtff�a<J 

mma�ffi- tEJS:�&•�•�@�tt�.-t. Am�••�T•m•-tt•�tt���a<J��; tE 

«#•�•m»*M�T*Elffi®�a<J#.�®·· tEM!.M.-t•*&•T$�x�a<JBil-, ¾A 

ma<JMOO�tta<Jma. tEJS:®·��ttM_t, ��r&&••-��ttmAWa<JM/.vI: 

- 1<11-i�•ii:fu-Jh.t•ii

- -€1);Yr•ii:fu �$.•ii

•mi. �®� tt�*�•��Jt�**�•m•��� tt*•���¾. �m•���-1-

$�x�1¥JW•r. m�JS:®� ttmaxw�noo::it•1¥JM2, $�x�a<JMtt;flJ■il-���• 

a<J,i:.,:r;111M1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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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ltt~, ,c.,tt:t:it * JCtt%as<J5Htr, ft1fJ1:iJ ~~i1J•$::it•f!Em~ JCtt%a_t, 1=i * OOIJt~ 
tt::it•¾~~~~ms<J.1!1:9'100!.lt~tt::it•"P, ~*JCtts<J::it•~B~~. ~®~B&.Tf!E~ 
~m~~AAs<JA$JCtt%a.~®~ttm~ms<1tl•~~~¾~rM■~~s<1tl•~~zi:p , • 
¾~r~•-•s<1•~~mzr .• 1fJ~¾~Mf!E?~s<JMB~tts<1••~* · •¾NMrM* 
~~s<JM••tt; •m~¾f!E~~s<J•ffi4•*n•. a¾f!E•m1=i••·••1=iIJt~.•~1=i 
I~ s<J Sf m- i:p l:IM@ ~ * 1'L • 

••· "POOIJt~tt::it•~&i:ps<J~®~tt%a, •ms<J::it~~~~~ttam¾~B*m•• 
m~~s<1*- 1-~ns<1m~~ms<1&•.zm~f!Ei:pOOIJt~tt::it•~B*,~~A$~~s<J~tt 
*••~~ili*, ~Ei"POO~•m~m~TMs<J"POOtl•~~ffs<J. 

- ;.tfft-¼,ff-01et1\:tt4;--it:tt tl: ft-¼{f811t~ . 

-;.tfft-¼#61-ft~:fk,4;--~-fttl:ft-¼#61-ftA*. 

•$::it•~•s<JA~~.2m. t±•~m. B'it~mEi"POO~-¾~- ~a<]. ftMfJ~i:p!§.-~
@~i:p~M~tlftff~~mtt- •~~. @~rn~•~m~~~A~•~-~ill~T•~••~ 
$¾~mf!E.00s<J$1\lt1Ht. ftMfJ~rs<JA4m El-¾~~®$1\lt!f{t;;:kJ~. 

•ootl•£•~~tt$~~~-~. m•oo~{t;s<Jtl•. ~~s<J~~~A~s<JB-it~m~¾ 
ffi~~-s<J.f!E•oo&~~~tt•i:pootl••~$~*s<JMS~~~. ~&~~$~*s<1·*AA 
s<1IJttt~•s<1H~~~-m~~•$~•s<1~B*m&•s<1~•~*n¾f!E~#ffl~~~s<1tl• 
"P1:ms<J$lltlfW, ~&~-t-:!lf~i:pJJ.~1~m;g;,JH1<1~i¥€:P:tt. ~m:.1E~- 1~~~11=~~r~~ 

~m~s<J~a.m~. *$~~•oo~ms<J~m$ll~tt. #&~•*oo!l~tt::it•~&*mm 
~s<JA$~tt•~= Mfila~. ~m*~· lli~m•. ~*~•· ~~4•, w~A~.m~M 
• • ~A *MH~s<J-ffi4•~-ffi~Ms<Jiaft~i:p •••••• 

~~f!E,~s<JB::it"P, f!E~m~~s<J~tt*•~* = 

---- llti~:-tf 1t¾ilVl r 01#~t,i1J~ff-, if:$:~•~;r-:t 01:t<..~:ls-k01-1FJ ~. ~i~:-tf e.½g 
r « ~ » tf' ,,r4~ ~ 01 ~11~{-t, :¼{:~;r-~t#-J!il# Jt ~)jt~~ 01 ~-«1J ±•ti 01-1FJ ~ -

---- llti~:-tf T 14-g r « fH~ ± ± 01 Elic.» tf' ~ *~~! 01-1'-•ti;f-cr-'--:-tf P-i.&.Mr;it01-k•ti-1FJ 

~; ~~**tJtgr«*•~»tf't~~~#ilil~~. ~~*~*~.A~ 
~~•. ~~?t~~81~~*~-1FJ~. 

--- llti~:-tf .#Jit-g r «*;f!;.z-iJk» tf' 01~ti!#~{tP..4HtJt~))t).h.~. 4tJ!il,J, ft!- Ffl"

m..~•tt01~~. :&.ra~A-f~*)J.t01~t.ft. ±·ti-1fJ ~; ~i~:-tf J .f ,A, .#J~:t ,t£. «~ 
*»tMM~61~~~~. ~~~M~~01.f♦•-~~~;r-~01-k~?~I~ 
:It 61-1F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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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alf-Chinese and half-Thai writers have published outstand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prose. Si Ma Gong is one of them who have written some interesting and well-known prose. 

His major works consist of《meng yu xia b)》 1994 、 《mei jiang xiao xia lu》1990 、 《Taiguo

suo tan》1990 、 《Renyao guchuan》1998 and 《Ming yue shui zhong Jai》2005 His most famous work 

is the last two books. 

This thesis emphasizes intensely on prose in his last two books, which are 《皿ng yue shui zhong 

Jai》and 《ren yao·gu chuan》by selecting chapters which are outstanding in the art of using psychology, 

classic poets, and .analyzing the aesthetics of prose and local culture.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I) Local culture in Si Ma Gong's prose, 2) Characteristic and existence in Si Ma Gong's prose, 3) 

Imagery in Si Ma Gong's prose 

After doing in-depth study and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Si Ma Gong's prose attract 

readers because of the combination and unification between Thai and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knowledge , intellect , philosophy , and colorful imagery.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Loc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 and existence,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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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司马攻，原名马君楚。 祖籍广东潮阳，1933年出生千泰国，少年时曾回中国读中学， 接

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 司马攻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他的创作生涯。 当时他到世

界各地去旅游，各国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触发了他敏感多情的心， 从而燃起了他的

创作欲望。 他写的游记和特写，发表在台湾和香港的文艺刊物上，并一度被香港某旅

行杂志聘为特约撰稿人。 同时，他也在泰国的华文报刊上发表小说、 散文和评论。 可

惜在1974年因故搁笔，直到80年代中期才重新投入创作。 他的创作才华、 博闻强记

与勤奋执着，很快使他成为泰华文坛上一位令人瞩目的作家。

司马攻的创作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散文创作、 杂文创作、 小小说创作。 而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司马攻虽然有多付笔墨，但奠定了他在泰华文坛的重要位

置的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 “ (I]

80年代末，他先后与友人合作出版了散文集《轻风吹在溜江上》、 《尽在不言中》，

而后又出版了个人散文集《明月水中来》及《司马攻散文选》。 这些文章因立意高

远、 构思不俗，文字洗练多姿而富千个性特色，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者和

评论家的关注。 时任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方思若先生，在第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

主讲泰华文学时，认为80年代泰华文坛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 “ 令人兴奋 ＂ 的丰收，其

中特别指出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等著作，“艺术成就可达国际华文文学的水平 ”[

2]。 而张国培教授在《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中》也对其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 说 “

他的散文作品构思精良， 内涵深邃， 格调清雅， 令人回味无穷， 在泰华文坛可谓首

屈 一指， 无论数量和质证都居领先地位。 ” [3] 

结论

本文主要从司马攻的两本散文集《明月水中来》和《人妖·古船》选取了大批的作品作为分

析蓝本。 基本涉及了司马攻散文的各种题材， 在分析上也是从多角度和多层次入手， 对司马攻的

散文做了深入和全面的分析。

司马攻写杲状物皆有文化入其中， 这样使得描写对象增添了文化依托， 这样的作品丰厚、 耐

读而不府俗浅陋； 司马攻抒发思乡怀旧的情感时， 或在泰国的语境下写中国传统文化， 或在中国

[I]陈剑晖， 《司马攻散文论》

[2] 方思若， 《泰国华文文艺的回顾与前眙》， 《泰华文学》，第65页。
[3] 张国培， 《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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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境下写泰国风俗，使两种文化在文章中达到彼此互融；司马攻还有部分题材涉及佛教文化的，

又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从潮汕地区外迁泰国的华人，胸中所具有的 对佛的敬畏，对自身命运的思索，

和对众生的同情怜悯，使他的文章中 “ 东方的审美智怼与佛 家的哲学悄怀融于一体，以一种柔弱的

力扯和一腔温情倾注千字里行间。 ”

司马攻的散文由于作者的个人经历——早年从中国移民到泰国，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

成 年在泰国经商的起伏， 使其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中 年游历欧美各国，是心灵的放松和灵魂

的寻找。一而带呈现出几个特点：精神主体的独创性与心灵自由化，融入与表现本其的生命内

涵，禅宗式、哲思式的诗性智慧。

一，精神主体独创性是指司马攻散文 “ 敏感多情 （特别是乡情）” 、 “ 笔调温和“ , “ 化俗

为雅 ” ，这是司马攻散文的几个标签。心灵自由化指的是因为作者无所他求，只是纯粹的爱好，

又 不受政治、金钱的束缚，可以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二，表现本其的生命内涵，首先 “ 本真 ” 包括心灵的本兵、感情的本真和生命的本，真。这里

主要指散文 以表现生命本真为主题，关注生命体命运的特征。 笔者主要列举了《抗浪鱼》中 对抗

浪鱼拼搏精神的赞扬，和对人类利用这种精神来捕杀抗浪鱼的反思。另外还有作者的悼文，这些

文章都是作者发自内心，受珩强烈的情感驱动而写的，所 以是梨中体现他本真的文竞；而 且这些

悼文 对生命长度，生命轮回的思考都体现了深刻的生命内涵。

三，禅宗式、哲思式的诗性智愁。禅宗是中国传统诗性智慧的最典型的凝结，哲思则更多的

带有西方思辨哲学的特征，由千司马攻受到多种文化的熏陶，他可以同时做到二者兼有，这在他

的散文里并不鲜见。笔者列举了《兰姐》（讲述作者悟道 “ 凡事皆有例外 ” ，不要拘于刚性规则）、

《化得水仙开花来》 （讲述血缘，人缘，文学缘等 “缘 ” ，表现 “ 缘 ” 的玄妙和实在）说明其禅

宗智慧，列举了《鸽子的悲哀》 （鸽子名为 “和平鸽＂ ，却自身 平安不保，被人类贪食）、《花

环的梦》 （花环的各个环节都是情感的传递，花环不是花环， 而是爱、梦想 、 希望的凝结）说明

其哲思智慧。至此，我们完成了 对司马攻散文人格本体性的探讨。

司马攻散文中还有大拉的意象的 使用，这是散文诗歌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把司马攻散文

的美学特征分为三类： 一是托物寄兴，司马攻散文在这方面主要是通过写自己小时候经历过的事

物，如芒果树、水仙、石狮子等来寄托自己 对故乡的思念，和年龄拊长后对童年生活的怀恋。二

是暗示象征，司马攻散文在这方面主要通过 对 一些日常常见事物的描写，把它 们同一种情感产生

联系。 看见该事物，就能联想起一种情感。比如曾走过的 “ 石桥 ” ，留下的 “ 剪 ＂ ，还有女儿送

给自己的 ＂ 绒布小鸡 ” ，都有着象征的意味。三是中心结撰，司马攻散文在这方面主要是通过运

用简短精悍的语句， 使文章意味升华，比如看到人工的圣诞树， “我想起了我斻年时，我家门口

的那株桃花。 ” ，又如对陶罐的描写， “古老的陶罐它本身是古老的友谊的凝结，它里面隐藏的

更多。＂

总之，在司马攻的散文里面，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他 对故乡的热爱， 对佛教文化的信仰， 以及

他无处不在的哲思式的智慧。并且，其散文重视使用 想象力，创造了许多精致多彩的意象，这 使

得他的文章读起来耳目 一新 ， 别具风格，在泰华文学界享有很戏的声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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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全面开放了华文教育， 也就必然出现了自 80 年代中

泰建交后， 泰华文学创作的高潮。而这个创作高潮一直延续到现在。

目前世界华文文学蓬勃发展， 泰华文学也必然随着世界华文文学前进的步伐， 大踏步地

向前迈进。

1975 年 7 月， 中泰建交， 泰华关系逐渐好转。 80 年代， 泰华文学步入历史最佳期。 大扯

华文报纸的面世， 给泰华作家一个崭新而广阔的创作园地。1986 年泰华作家协会（那时还称

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的创立， 标志着一个自觉的文学时代开始。

此时， 文学创作呈现一片繁荣呆象。 在百花争艳的泰华文学艺苑中， 有一朵奇葩傲然绽

放， 光华照人， 绚丽灿烂， 满园飘香。 她就是泰华散文。

泰华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不同， 中国大陆文学是于花竞放，百牁争流。而泰华文学 此时

的繁荣， 如果说主要是泰华文学散文创作的繁荣， 当不为过。 因为这一时期的泰华文坛， 只

有散文一枝独秀， 艳压群芳。

泰华散文之所以能够领袖泰华文坛， 当然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其中主要的有以下

几方面：

1政治局面的宽松。 泰中建交后 ， 政治局势回暖， 泰中关系由原来的暧昧变为明朗， 两

国关系逐步好转， 对泰华文学各方面的限制逐渐宽松， 于是散文创作也随之出现了 “ 治世之

音安以乐 ” 的转机。

2 ． 创作园地的建立。此时期各种华文报纸纷纷创刊、复刊，并增设文艺副刊专版，如《新

中原报》、 《中华日报》、 《泰商日报》。 使得泰华作家 “ 英雄用武有天地 ”

!

3 ． 作家队伍的壮大。 “ 泰华写作人协会 ” （现 “ 泰华作家协会 ” 的前身）成立， 既壮大

了泰华写作人队伍， 团结作家， 又能凝聚力狱， 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 弘扬中华文化。 此时

期， 老枝再发新绿， 新枝萌露嫩芽。 泰华散文创作队伍整齐壮大， 显示出强烈旺盛的创作欲

望和能力。

4 ． 征文大赛的举行。以 1983 年的散文征文大赛为起跑点， 泰华文坛就赛事不断。 参赛

作品形式多样，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其中各种题材、 体裁兼备， 形形色色， 包罗万象。 征

文作品如雪片飞来， 据不完全统计， 从 1981 年到 1990 年， 泰国的 7 家华文报纸的文艺副刊

上， 每周约刊登 20 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从 “ 愁无稿 ” 到 “ 稿无酬 ＂ （许多作家不要稿酬， 以

求作品问世）， 发生了天翻地毅的变化。

除了上述客观原因，泰华散文的繁荣与泰华散文作家的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泰华散

文作家群中 80％是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 过番 ＂ 的作家， 年纪都在中年以上了。什么原因使得

这些作家， 虽然年过半百， 却仍然 “ 壮心不已 ” 呢？这是一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依依不

舍的眷恋和追寻， 是一种无法割断的民族情结和血缘关系， 是一种游子思乡的寻根意识和对

回归故里的渴望。他们身处异国他乡， 有省极为强烈继承父辈祖先的责任感， 与此同时， 他

们又眼睁睁地看着华文日趋式微。 他们生活得也许舒服安逸， 但内心却为华文的后继无人而

隐隐作痛。 这样， 他们别无选择， 只有拿起笔来延续中华文化的香火！呕心沥血， 铁而不舍。

像这样用心血浇灌的散文怎能不感人肺腑， 怎能不万里飘香……。

透过这种文化现象，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无法斩断的 “根 ” 的意识。 正如司马攻在《泰华

散文集》序言中所说： “ 很多人说， 用华文在海外从事写作， 这恐怕是最末一代了！如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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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那我们这些用华文来从事写作的泰华作家，也都是
＇

末代作者
＇

。 我们不想要这个

头衔，更不想华文在海外其的有末代。 "(I)

正是面对芍年轻的一代日渐与华文隔膜这一严酷现实，老一辈华文作家才挥笔不辍，耕

耘不已。他们不会有
＂

廉颇老矣
”

的感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
“

烈士牲年
”

的拼搏！

除了上述原因外，散文文学体式的自身优势也不容忽视。散文自由自在， 可长可短，虚

实相间，叙述、 议论、 抒情并存． 泰华作家们亦商亦文， 商文齐舞， 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写去

读。对散文情有独钟也就是顺理成竞的邓情了。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泰华散文，此时的散文是最好的，无论数批、 质证都大大超越了以往

任何一个时期。其标志是： 首先，此时的一些散文作品具有了较高的思想境界；其次，在散

文创作艺术上，风格各异，呈现出不同的创作个性，达到相当的水准。

从文学的发展和继承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泰华散文，可以清楚地看到，此时的散文从选材、

谋篇布局、 抒情方式、 营造意境到迅词造句，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色彩和情调。

据不完全统计，此间出版的散文集达到了20多本，远远超过其他文渠。 这些散文梊是：

梦莉的《烟湖更添一段愁》： 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 《涓江消夏录》、 《泰国琐谈》、

《梦余暇笔》；姚宗伟的《瓦罐里开的花》、 《东游随笔》、 《欧游见闻录》；年腊梅的《常

春藤》、 《泰华写作人剪影》；陈博文的《雨声絮语》；史青的《北游鳞爪》。还有一些文

梨或独作或合作，如《轻风吹在沿江上》、 《尽在不言中》、 《琴与花朵》、 《椰风蕉雨》、

《森林升起炊烟》等。其中，《明月水中来》、 《烟湖更添一段愁》在海内外产生巨大的影

响，是泰华散文的骄傲和自杂。

I“司马功： 《司马功文找》， 厦门： 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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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泰华文学已经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 几经风雨， 儿度风霜。 今天已经是春花满园。 而

泰华散文则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经过泰华文坛新老作家的顽强坚持与不懈努力， 这朵奇

葩如今开放的更加辉煌绚丽！

司马攻的散文作品在泰华文坛享有盛脊。 无论在数凡和质量上都居领先地位。 其散文作

品， 思想深刻， 寓意宽广， 具有丰宫的思想内涵和较高的文学价值。 内容涉及对家乡的思念，

对异国风光的拧恋， 极富情趣和理性， 尤其散文语言， 深刻、 含菩、 简洁、 容智、 幽默， 呈

现出独特的语言特征。

80年代中期复出的司马攻， 可谓
“

词源倒流三峡水， 笔阵独扫千人军
”

， 如果不是读他

的自序， 很难相信那些脸炙人口的杂文和炉火纯背的散文， 竞是他小试牛刀之作。 他的散文

创作， 一如既往地保持着
“

无竞胜有章
”

的自然和创新， 同时发挥他博学多才的优势， 把渊

博精深的修养和积累丰富的知识， 融会贯通地渗透到散文作品中去。 纵观司马攻的散文作品，

现在的作品较之前期， 显然是 “ 更上层楼 ” 。 无论哪一种体裁的作品， 都穿插珩许多铁闻趣

谈， 旁征博引， 信手拈来， 精好妙喻， 左右逄源， 且融合得天衣无缝， 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

的文学情趣和形象魅力。

本来， 笔不磨必钝， 何以司马攻搁笔多年复出后却笔力雄健， 大气磅碍呢？因素固然是

多方面的， 但就其具体人来说， 除了思想水平和文字功夫之外， 最关键的是他善于博采厚积、

勤学多思， 且能持之以恒。 从《人生半世灯》 一 文， 我们可符知 ， 他九岁开始勤读 ， 而且立

愿要把先父遗下给他的几大橱书读完。 博览群书成为司马攻成功的奠基石。

司马攻散文创作的最大成就， 应该是他的散文语言。 而他的散文语言梊中吸取中国古典

文学、 现当代文学的语言特色和营养， 并加以解读和创新，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既

然散文是一种侧亚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和内心境界的文体， 那么， 从语言到表现手法， 都应

该具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都应该象司马攻那样去身体力行， 使自己的语言能像行云流水那

样自然流畅。

在探讨散文语言的同时， 也应该看到， 虚假是散文的大敌， 雕饰和造作也会断送散文。

今天， 整个社会生活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以及他们的精神需求， 都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元

化了， 作家的思维脉络也要随之起伏多变， 文学语言和表现手法更应该丰窃多彩。

泰华散文已经取得了令人著目的成绩， 但泰华文坛作家老化、 后继无人的现状仍然令人

担忧。 中国的散文创作， 单一化、 模式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仍然影响芍泰华散文创作， 成

为一 种无形的
“

网
”

。 鲜有人做
“

破网之斗
”

！很多传统观念， 至今还是统治者。 例如
“

形

散神不散
”

之说。 其实， 形散神聚只是散文大河中的 一个支流， 把散文写成
”

形聚神聚
”

,

想也无妨， 也许会有更好的收效。 至千， 撒的开， 收得拢， 甚至写成
“

形散神散
”

， 又有何

不可呢？无论什么形式， 做到
“

如行云流水， 初无定质， 但常行千所当行， 常止千所不可不

止
”

就好。 应该记住： 因循守旧终腐叶， 标新立异是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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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攻与曾心的散文作品比较研究

THE THEORY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OSE OF SIMA GONG AND ZENG XIN 

Pattarath ida Lohavichitranont 

（陈明利）

中文摘要

所谓泰华文学是指生活在泰国的华人、 华侨作家使用
“

汉语
“

创作的文学作品。 泰华文

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分支， 也是泰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司马攻与曾心两位作家生千

不同的国家， 但都是以散文闻名千海内外的作家。 然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艺术个性又很

不相同。 他们的散文一直没有离开对人的关注，无论是抒写亲情的散文，或是这些晚年的忆人

之作， 都能通过一两件小事寥寥儿笔便勾勒出人物的音容笑貌。

本文主要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 司马攻与曾心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主要从历史文化背

崇方面， 对两人各自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 散文中的文化主题比较。 从自然景物、 乡土文

化和宗教文化三个方面， 对两人的散文作品的文化主题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 司马攻与曾

心散文语言风格比较。 先分别就两人的散文语言风格进行了剖析， 然后， 对两人的语言风格

进行了比照。 第四部分是结论。 由千两人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 在散文主题表达上， 在围绕

着自然景物、 乡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表达上， 表示出不同的文学特点， 体现了中泰两种文化

的交汇与融合。 在散文的语言风格上有汉字分析和对照， 他们写作的语言特色。 我们看到，

无论是司马攻还是曾心， 其散文语言虽有不同， 各有特色， 但在他们的作品中都体现出与中

国传统文化有着割舍不开的渊源关系。

本论文对司马攻与曾心的作品进行了分析比较， 找出了他们的异同之处， 。 两位作者都

是华人， 在泰国落地生根。 他们在泰国做了十多年的生意。 虽然他们工作时间很忙， 但是他

们都用工作之余创作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 繁荣和促进了泰华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 司马攻 曾心 散文 文化主题 语言风格 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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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alled peaceful China literature is refers to the life in Thailand's Chinese people, the 

overseas Chinese writer to use the literary work which "Chinese_" creates. The peaceful Chinese 

literature is the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branch, is also a Thai literature constituent. Although, Sima 

Gong and Zeng Xin both was born in separate country, but they are well-known by the prose in 

everywhere writers. However, they treat the life the manner and the artistic individuality are very not 

also same, also vigorously avoids regarding reality social life. Their prose had not left to person's 

attention, regardless of being expresses in writing the dear ones the prose, perhaps these old ages 

recalled that work person, can then outline character's voice and face smiling face through 1-2 minor 

matter very few several. 

This article is mainly divided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Sima Gong and once heart's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context. Ma呐y from the hjstory cultural context aspect, respectively has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to two people; The second part: In prose cultural subject comparison. From the natural 

scenery, local cultural and the religious culture three aspects, have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to two 

person of prose work's cultural subject; The third part: Sima Gong compared with once the heart prose 

language style. Has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separately first on two person of prose language style, then, 

has carried on to two people according. The fourth part is a conclusion. 1n brief, two person of cultur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小fferent, in the prose subject expression, was revolving the natural scenery, 

the local culture and the religious culture carries on has dispersed cultural the expression. Has 

manifested during the Chinese-Thai two state two culture connection brilliant color. In the prose 

language style, through to both respective analysis and the comparison, we saw that regardless of were 

Siam attacks or once the heart, although its prose language had the difference, the expressio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but has with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shears the origin relations which the shed did not 

open. 

In conclusion, this thesis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article written by two famous novelists, Si Ma 

Gong and Zeng Xin, and highlights the outstand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s 皿grant Chinese 

who have settled in Thailand for the past 20 odd years, they still found the time to put their thoughts 

into written words despite the demands of running a business that dominates the江time. The splendid 

literatures they have been able to create will be available for the enjoyment of many more generations 

to come. 

Key word: Sima Gong; Zeng Xin; Prose; Cultural subject; Language style; Quit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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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研究历史

泰华文学是指生活在泰国的华人、 华侨作家使用 “ 汉语 “ 创作的文学作品。 泰华文学

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分支， 也是泰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

据泰国教育部统计， 泰国 6300

多万人口中，有华人血统的泰国公民共计 1200 多万， 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由千泰

国本土佛教弘扬仁义慈爱、 和谐社会，所以至今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不分泰中民族。自从华

人移居泰国后，中华文化就在泰国社会扎根并与泰国文化相融合。而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泰华文学也呈现出两种文化相融合的特征。中泰两国人民的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泰华

文学也在中泰两国交往中波折起伏，它的发展大体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本世纪

以来，在中国 “ 五四
”

运动影响 下， 当时在泰国的华人知识分子大多来自中国，他们并没有

将自身融入泰国社会， 而是更多地受到中国政治风云的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泰华文学进入

繁荣期。 第二阶段：到了 1939 年末至二次大战结束前的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由于前有泰

国军人政府的亲日排华政策，整个泰华文坛是沉寂萧瑟的。第三阶段： 二战结束后， 泰华文

学进入了复苏期。 50 年代期间泰华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

这一期间泰华文学在反映客体和表现内容方面所产生的一种新的蜕变，也即是从以前的那种

以反映故国家园生活为主的 ＂ 侨民文学” 模式， 向以当地泰华现实生活为主要描写表现内容

方面的变化。第四阶段：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期，泰国政府对华政策又发生了重大的逆变，

泰华文学再次陷入了困境。 第五阶段： 80 年代以后 ， 由于泰国政局放宽了， 因此对中国大

陆文学界、 学术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注重， 泰华文学才其正踏上复苏发展的坦途。

泰华新文学滥觞千 20 世纪 20 年代， 至今已有 80 年的历史。 50 年代和 80 年代以间

又受到多次的摧残与扼杀， 从现状来看，进行华文文学创作的主要作家还是 20 世纪 20、 30

年代左右出生的人。90 年代以来泰华报纸有 《新中原报》、 《新半岛》、 《星暹日报》、

《世界日报》、 《亚洲日报》、 《中华日报》共 6 份。 《星暹日报》的文艺副刊中，至少有

三分之二的版面用于转载中国武侠言情小说，诸如金庸的《碧血剑》、古龙的《烧花洗剑录》、

《天涯明月刀》，蓝少芬《霸道多情郎》，常欢《温柔藏在傲情里》等；第二类则是现代通

俗言情小说如舒海柔《今生的新娘》、 深雪《樱桃街的故事》等；另 一类极为引入注目的

要数历史小说或中国名人传及历史典故，如二月河的 《雍正皇帝》、 《毛泽东传》、 《慈禧

全传》、 《朱自清传》、 《东坡肉》等；另外也有少数具有地方特色的潮剧如《桃花姐与痴

情伯》，方言诗歌《正月正头咀好话》24 句，及华侨史考。 总的说来， 真正的泰华文学创

作却屈指可数。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些从事泰华文化事业者的焦虑与担忧与其为弘扬中华文化

传统的用心良苦与呕心沥血。

作为泰华文学创作主要阵地的 《泰华文学》状况略显乐观， 但其中的作品已经变得不

是那么纯粹，泰华作家仍为其创作主体，但中国内地及香港作家的作品也为数不少，还有一

(I)上海侨务网络 “ 泰国老报人坚持经营华文报纸 ” 2001 年3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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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译作。这些特征的出现形成了泰华文学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化景观，特别是新一代泰华作

家的出现，也给泰华文学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活力，但其产位之少与规模之零散也是显而易见

的。 对于泰华新文学在泰国文学格局中的 地位问题，目前泰华文坛有三种观点：其一，泰华新

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分支；其二，泰华新文学是泰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三， 泰华新文学

兼有以上两种特征。

二、 研究现状

目前对司马攻和曾心的文学作品评论的文竞主要有： 黄发有的《向往丰富－泰国华

文作家司马攻散文简论》。 胡凌芝的《散广、深邃、高雅一�认为

有的作者因散文而成
“

家
”

，也有的竞可以说成了散文
“

专业户
”

，简直就没有不写散文的作

家。 洪林的《泰华文学 40 年概论》认为 20~30 年代前后的华文文学，经历了酝酿、 萌芽的

阶段，亦即从逐步兴起到蓬勃发展的阶段。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历程，都与华文教育、华文报刊

息息相关，因此，谈泰华文学，应该从源头谈起。

赵朕《
“

纵横诗笔见高情
”一论司马攻散文的文化意蕴》， 文竞认为， 司马攻少年

时代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定居泰国后 又得到泰国文化的熏染。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枭，既使他

对传统文化精神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屈感，又对泰国文化滋生了感情的融汇，因而他的作品
“

能

从一种历史跨度和人类文化视角去审视泰华社会的现实生活，即从一种历史时空、地域环境、

传统民俗中揭示人的生存景况和人生世相
”

， 从而构成了别具风采的文化意蕴和人文精神。

胡凌芝的《散广、 深邃、 高雅一司马攻散文格局之我见》： 他指出世界华文文学早已

形成独立的格局， 自立千世界文学之林。 以国家、 地区来划分， 又可划为儿大块。除中国大

陆、台港地区外，要数东南亚这一片最为活跃，成绩也最突出、最显著，其中散文的成就尤

为引人注目；有的作者因散文而成
“

家
”

，也有的竞可以说成了散文
“

专业户
”

，简直就没

有不写散文的作家。

李运芳的《华文文学评介一泰华作家曾心散文简评》认为曾心的散文是给人最深刻

的印象便是处处体现着一种 因追求和超越而得的快乐。追寻大自然之美也是曾心散文的另 一

个特点， 鲜明体现在他的游记散文中。

翁奕波在《论 曾 心》中认为中府之道是中国儒家人文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 ， 也是中

华传统文化最为亚要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修齐治平的

立身之本， 孔子的
“

君子中府， 小人反中府
”

思想， 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与治国安

邦之道。 曾心在他的作品集《大自然的儿子》自序中称
“

中府之道是正道
”

， 正体现了他具

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态度和文学创作的审美倾向。

韦爱莲的《泰国华文作家曾心散文之特点分析》文章指出曾心的散文都是从他的生活

经历出发， 以他的亲身体验记叙事物， 表达着他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其善美的追求。

从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 国内外对司马攻与曾心的散文进行比较研的论文还不够，

还缺分寸泰华作家文学作品之间深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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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eng Xin, the renowned contemporary writer of Thailand, ranks as one of the top writers 

among Chinese language writers in Thailand. Since he entered the literary circle, he has been active 

in writing and has now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He has published eleven work collections in 

all: Son of the Nature the essay & novel collection, Collection o/Zeng Xin, an essay collection My 

Heart Follows the Bells, the poetry anthology A Jar of Pickled Vegetables, Blue Eyes the collection 

of mini-novels, Selected Short Poems o/Zeng Xin, Pavilion the poetry anthology and a collec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Feel the Pulse/or Thailand's Chinese literature. Among these works, his writing 

of mini-novel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both Thai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of 

world. The thesis aims to discuss the unique artistic charm of Zeng Xin 's work from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namely, it will study themes as well as ideas in his writing; meanwhile, example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are applied so as to explore the really artistic charm of Zeng Xin 's mini-novel 

writing. 

Generally speaking, Zeng Xin's mini-novel writing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ailand's 

Chinese literature. These works are both heritages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artistic ble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ai indigenous culture. In Zeng Xin's mini-novels, his concern for 

Thailand's Chinese social reality and his perfect pursuit for content and form of mini-novel must not 

be neglected. He always selects the typical characters or things to present color, tone, face an� move 

of life itself, with the most simple and plain style as well as the dispassionate way. Such realistic 

pursuit for the selectivity for the artistic expressiveness well represents the unique artistic feature of 

Zeng Xin's mini-novel. 

Key words: writing materials, themes, emotion, style, artistic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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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耀华力〉〉与中华伦理探析

LITERARY ANALYSIS OF 
" EYA WRACH IN THE RA爪STORM"

WITH CHINESE ETIDCS AND CULTURE 

Somchai Pisalpatnakit 

（陈松）

中文摘要

中华伦理是中华民族梊体精神状态的体现， 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 井不断吸收夕闷足

文化伲房内容， 体现了一种包容、坚韧的民族品质。 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使得中华伦理的仁爱、 和谐、

诚信等特征深入中华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也产生过 深远影响。历史上的中泰交流

使得泰华社会的中华伦理特征鲜明。在此背景下， 泰华文学创作也体现了明显的中华伦理特点。本文就

是以长篇接龙体小说《风雨耀华力》为 文本，分析其蕴含的中华伦理特点，借以发现中泰文化的磨合与

相容。

论文的第一存， 首先通过分析中泰文化背枭及作家， 以及对九位作家的人生经历及人格特征解读，

我们消晰地石到中华文化在融入了泰华社会之后所形成的独特泰华文化特质，特别是中华伦理对泰华作

家在文学创作方面所带来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九位作家朴实的中华传统思想意识始终贯穿在整个G\

雨耀华力》的文本创作之中。

论文的第二兖， 重点论述了文本中所展现的亲情、 友情、 爱情。 九位作家在对三种情感的描写上

配合得相当默契刻画得相当细腻。文本素材源千生活，贴近其实生活，使读者读后产生犹如身临其境

回味无穷的感觉。三种情感的描写也充分折射出中华文化对泰华社会的深层影响，通过 对《风雨耀华力》

文本中众多人物形拟的塑造分析，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人物身上体现的中泰文化的伦理道德价值，这也是

本章和本论文的论述重点。

论文的第三竞， 通过分析文本的艺术创作手法， 九位作家在文本的内容构思、独特的方言和语言运

用、直白麟的手法、人物性格特点的郪造方面为我们展现了泰华作家在泰华文学创作上的铝旺吽寺

色。

关键词： 中泰文化 中华伦理 伦理道德观 磨合和相融 《风雨耀华力》

- 51 -





泰国华文文学与中泰比较文学研究

心 ，
'l.Jn介908

如叫'IJ1n呻如：：如1研um1UIn叩叮1示ul9mm1氐知11JOll1油：：夼mm伽IJ1?U1U如'IfU五咖

”“”和1知如01mm叩1皿1沺叩叩而1OUOfllmIJ1叩IJHmunum1Ull`3llfl”“9'If叮1n IIn：：顶”“'uou

叩叩叩11碍知lJIJ1U1U,r\J而1U酶碍的Ill'”1J IU叩1`"lJ IIa”“”u如畸沪fl加1n呻叩

,,.和1unfl'1和加mmuu叩叩叩山：：1”“如如如如IJ1n "函fl'l11J硒伽匐呻：：夼mm抖

d“Ha1f叶u”“」飞u1uf“fl1J,'YIU订lonanu对寸 111111百U行mwfl1，血寸uti计11{”“1U《1U1"Illfl”1J9,rnu,::ii'll,,,.1丹uiu1'YIU

寸行f19行',i寸
，

U ；J5n')1UI百u; 3'YIUlUW'llirl币un1,?nU1子钡U`',lJIIn:`'u,',IJ91nu?UU1UI,0J IU1'),1 

,,.munn而1q加 “1IIU1而1::l1ll'l11Jlfl111百的叫”“lJ伽II加和1的知硒扣钰伽1f面和Tunnunau

，己的13子叩”“IJ1,lUIIn：：如u＇”mu

邯计1 1Ill”“fu，占百1寸tJJmr"tJ叩1个订nu,::fui和加”“IJ1nu.3u un”;”“面u击如n贰困；而对31lmn')和1u

由：：I'11fl1'11IJ

邯和加1：：归IJ＇”1J和1u'”un”1JI知如订RJoon和1l“1J抑n如1叩如1础如如吓1IJ IIn如11J,m：：们,�

吨“'IJ on'11扣佃1＂如”：：1l,II订＂小，研哺邓”“1J `'”“1JIIn：：，扣”“1JOU”“q面，如'I“IJ·和
w ,. . ' ' w , u'11'11 3"llm1”“'u山：：nu111”l'fmln,，山：：nu11IIn”“1J1RRI百mn切1'l11

．．

 

a3

 

:n
 
1．订1.fl

 
如u'”1J,\1U和 呵 羲°'U了',U9U ． 忏n'”1J9,5U1 ” “ ' ” 而叩邯行1unnunaU IU1'”吓11Jna而1q如

- 53 -







泰国华文文学与中泰比较文学研究

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是泰国九位华裔业余作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集体创作

的。 这九位作家分别是：亦舍（倪长游），亦非（陈英常）， 笔匠（方思若）， 亚子（李庆

良）， 沈牧（沈逸文）， 李虹（许静华）， 白翎（李友忠）， 红缨（郑玉州）， 陈琼（吴继

岳）。

《风雨耀华力》问世的年代正是在国际政治大背朵中，中华民族备受打压，泰国华文文

学处千低谷，在创作与生存双重困境上痛苦挣扎的极为艰难时期。 因此《风雨耀华力》的问

世让泰华文学界为之一震，意义非凡， 也使广大的泰华社会文学爱好者和读者备受鼓舞，在

阴霾中又一次看到了泰华文学的希望和曙光。正是这部充满新鲜活力，具有中国潮汕特色又

夹带着泰国风土人情的长篇接龙体中文小说，向人们展示了华文文学在异域国土上仍然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九位出生身千社会中下层的业余作家在艰难的逆境中，对华文文学的

执著追求和镁而不舍的奋力发掘创作精神， 更让人们看到了泰华文学后继有人和光明的前

程。

《风雨耀华力》的创作素材取自于泰国华人聚居的最具华人特色的唐人街
＂

耀华力路
”

,

虽然这只是一条不足一公里的狭窄路面，但是它却包容了泰华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谓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这里有高楼林立的杂华洒店和商行，街面上则是一家挨一家令人眼花缭乱的大

金行和珠宝店，还有中文书店、 潮戏剧院、电影院，以及洋溢着中国本土风味的餐室、 茶楼

和神庙。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华文明古老生活习俗在异国落地生根，和夜总会、 酒吧、舞

厅等处于强势的西方现代文化并驾齐驱。而在同一条街上，热闹繁华的背后则是陋巷寒舍的

另 一幅景象， 衣衫槛楼流落街头的乞丐，招摇过市拉客的
“

野鸡
”

，肮脏的三流妓院，乌烟

萍气的赌场、 按摩院、 算命馆……三教九流汇聚于此。

《风雨耀华力》通过对两个华裔青年李俊和鸭脯，从泰国南部到首都曼谷闯荡谋生的曲

折艰难经历的描写，反映了泰华社会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以及风情万种的社会风貌，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泰华社会，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伦理在不同国度和民族圈子里的反应和

延伸。 《风雨耀华力》先是在连载于 《华风周报》的副刊上， 获得了读者热烈的反响， 吸引

了无数的读者。 当小说连载完后便很快地印刷出版，又一次地引起轰动效应，一时间成为泰

国最热销的华文书籍之一，深受泰国华文读者喜爱。 《风雨耀华力》被泰国文学界的同仁翻

译成泰文，同样受到了泰文读者的青眯，被改编成电影后更是轰动一时，观众场场爆满成为

当时的一大盛事。 泰国中文报纸评论说：
“

《风雨耀华力》 反映了华人在泰国的生活状况，

是泰京发展的一个缩影，华族移民在泰国融入了泰国社会的同时，又把华族身上所特有品质

加以保留并发扬光大，使得泰华社会的生活内容更加多姿多彩
[I)

勹书中有血有肉的众生相，

潮州方言和泰国本土语言的幽默风趣，向我们展示一幅六十年代泰华社会纷繁复杂充满中华

人文伦理的亲情， 爱情， 友情的真实画面。

[IJ （注释） ： 泰国＜星遥日报＞1964年，文娱版

- 56 -

Registra Registra
Pencil





Registra Registra
Highlight

Registra Registra
Highlight

Registra Registra
Pencil



泰国华文文学与中泰比较文学研究

泰华微型小说之研究

THE STUDY OF CHINESE MICRO-FICTION IN THAILAND 

Vanida Wongsantichon 

（袁玉仪）

中文摘要

在泰华文学中， 做型小说已渐渐成为创作的主流。 由于时代改变， 科技发达， 人们的

标准倾向求速求精，微型小说就是通过一个极短的生活悄节，或是一个生活截面，甚至有时

仅仅是生活中的一刹那透视出的生活本质。其最大的特点是：篇幅小、语言精、结构巧， 寓

意深。 这种文学体裁的社会信息扯远不及长、中、 短篇小说，但其社会作用与艺术功能，尤

其是
“

以微见著，以近知远，不拘一格， 尺水兴波
”

的艺术特色，就绝不是那些卷铁浩繁的

宏篇巨著所能替代的了。

在当代泰华文坛， 微型小说创作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它虽起步较晚， 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紧追世界华文侬型小说的步伐， 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 创建出

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天地。本文试图通过对泰华微型小说的研究，总结概括泰华微型小说的艺

术特色， 探讨泰华彶型小说的社会功用及其在泰华文学中的地位。

全文共为绪论、 正文、 结论三个部分。 正文部分分为三立。第一章， 从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传统思想对泰华小说的影响，探究泰华微型小说的艺术之源；第二竞，从传承性、现实

性、包容性三个方面论述泰华做型小说所独具的艺术特色：第三竞，探讨泰华微型小说的社

会功用及 在泰华文学中的地位。

关键词： 泰华微型小说；传承性；现实性；包容性；社会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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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icro-fiction gradual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ailand. It is also a major trend around the world. A major feature of micro-fiction is a concise, 

profound, short story of a small fraction of life defined with artistic communication. Although this 

kind of novel have social impacts no more than those from longer fictions, distinctive writing style 

and brief meaningful story is of incomparable quality. 

Although newly established in the 1990's, Chinese micro-fiction in Thailand remarkably 

paralleled this literatures global growth. The emerg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writers has 

created a unique art in its own literary world.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this thesis including introduction, content, and summary. The 

content sec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The impac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ncient fiction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ailand are discussed in chapter l .  The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ailand's 

Chinese micro-fiction written in traditional, realism, and assorted narratives are presented in chapter 

2. A comparison of several Chinese micro-fiction stories discussing social significance are in

chapter 3. 

Keywords: Chinese micro-fiction in Thailand, traditional, realism, diversity, soci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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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微型小说 ” 也有人称之为 “ 小小说 ” ， 千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 现已成为当代文学

艺苑中一枝独秀的奇葩。

微型小说虽微虽小， 却如大千世界， 丰富多彩， 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微型小说题材

广阔：有工业、 衣业、 军事、 外交、 教育；内容丰富：有情爱、 科幻、 伦理、 武侠、 匪盗、

平民；篇幅有限：短则不到百字， 长也不超过二千字：形式多样：叙述角度多变、 语言生动

活泼、 题材结构新颖， 人物对话鲜活、 开篇结尾多样、 幽默讽刺兼备；审美奇特：有悲剧、

喜剧、 寓言、 象征， 有大刀阔斧的， 也有细腻缠绵的。

微型小说和世界上任何事物 一样， 有自己的发展进程， 从幼芽破土， 到枝繁叶茂， 历

程 20 余年。

微型小说又名 “ 小小说 ” , “超短篇小说 ” , “一 分钟小说 ” , “ 掌篇小说 ” ,
“ 千字小说 “ , “ 一袋烟小说 “ ……。 [I] 过去它作为短篇小说的 一 个品种而存在， 后

来的发展使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其性质被界定为 ＂ 介千短篇小说和散文之 间

的一 种边缘性的现代 新兴文学体裁 ” 。

美国著名评论家罗伯特·奥弗法斯特曾下过这样一 个定义：微型小说必须高度
“ 浓缩 ” ， 富有戏剧性， 在 1500 字左右的篇幅中完整地包含 一篇普通短篇小说应有

的情节。 他的微型小说创作三原则是：立意新奇、 结构严密、 结尾惊奇。 [2]

微型小说可以从一 个点、 一 个画面、 一 个对比、 一 声赞叹、 一 瞬间之中， 去捕

捉 一 种智慧、 一 种美、 一 个耐人寻味的场景， 一 种新鲜的思想。

1993 年，首届 “ 春兰·世界微型小说大赛
”

的举办，推动了世界微型小说前进的步伐，

在世界华文文学界，掀起了微型小说的创作热潮。 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的连续举办， 给世界

微型小说创作送来春雨， 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能源。第一次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于 1994

年 11 月在新加坡举行后， 以后每两年一次， 分别在泰国曼谷、 马来西亚吉隆坡、 菲律宾马

尼拉、印尼万隆、汶莱斯里巴加湾等地共举行了六次，第七次于 2008 年 12 月 5 日在上海举

行。研讨会给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发展提供了 一个广阔的舞台，对促进各国各地区间的文化学

术的交流、 各国间的艺术创作、 华文教育的发展等方面都起到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于 1996 年 11 月 23 日在泰国曼谷举

行。 会议由泰华作家协会主办， 出席盛会的有 80 多名作家和学者， 分别来自中国大陆、 中

国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菲律宾、 印尼、 汶莱、 日本、 澳洲、 香港等 12 个国家

和地区。各国代表分别以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视角，对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作了深入全面的分

析和探讨。

引人注目的是， 会议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最早对微型小说这种新兴的现代小说文

体进行理论探讨的人， 并不是中国和东南亚一带的文学界。 早在 60 年代， 美国一位大学教

[I] 韩英： 《世界微型小说论文集名称－一微型小说》， 泰国： 泰华文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第 54 页。

[2) 渡边晴夫： 《世界微型小说论文集当代日中两国微型小说的发展及其特色》， 泰国： 泰华文学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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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就写有一本《小小说的写作与欣赏》的理论著作。 1967 年， 台湾学者丁树南翻译了全书，

在台湾的《联合报》上连载， 一年后又结集在台湾纯文学出版社出版， 并连印了20版。 台

湾作家姚朋受此影响也写了一部《小小说写作》。 德国作家 K.Doderer 早在 50 年代就 以博

士论文的方式探讨德国的微型小说，首次为这种文体的内在与形式作了定义，并区分了 “无

时间性理想型 ” 和 “ 三种时间及技术性种类 ” 的两大类别。20年后， 他又进一步归纳了这

种小说文体的四大特点：比一般小说短；没有开始；它的进行方式为直线型；它的结尾为开

放式， 且令人意想不到。

通过这次会议， 微型小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它的创作成为了东南亚一带华

文文学的主流，微型小说文体成为了整合世界华文文学恰当而有效的文学样式，微型小说成

为了世界华文作家进行交流、 对话、 切磋的艺术话题。

经过了十四、 五年的路程， “ 第七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 终千在去年底首次在

母语国一— 中国召开 ，这无论是对文学的发展，还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方面都具有特别积

极和重大的意义。微型小说这个新时代产生的文学样式， 在众多微型小说作家、评论家、编

辑与读者持续不断地爱护和努力下， 已经在浩渤的小说家族中萌芽、 发展， 直至日益壮大，

已经独树一帜， 为文坛所接受。 与会者高度评价了这几年微型小说的创作与发展， 一致认为

以微型小说创作为媒介，以理论研究为平台的这个世界华文做型小说研究会越来越成为真正

的世界性的华文创作与研究组织， 参加组织活动的会员遍布近30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中华

文学、 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远， 在国内和海外华入文坛里的凝聚力也会愈加强大。

在开幕式上， 主办方还向长期从事华文微型小说创作、 理论研究， 并在积极推广微型

小说这文体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德窝望觉的学者、作家曾江培（中国）、负孟文（新加坡）、

司马攻（泰国）和渡边睛夫教授（日本）颁发了 “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 ” 。

会议期间， 在会长郏宗培的主待下， 还召开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理事会， 原则

确认香港为下届研讨会的举办地，会议还重申要进一步加强华文微型小说创作与研究，拓展

研究会在海外，如南美、非洲等地的影响力，并举行不定期的理事会议和专题研讨会、 国际
笔会。 [I]

中国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发展的核心国家。 他们创办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杂志，

也设立了六个颇具规模的微型小说网络，成为研究与创作微型小说的中心。近年来， 又先后

在北京和南昌举办了 “ 微型小说的发展和趋势研讨会 ” 和 “ 全国微型小说理论研讨会 ” 。

与此同步的是， 世界上所有华文华语地区， 无一例外地掀起了创作、 研究、 探讨微型

小说的热潮。

新加坡 “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 ” 曾举办了一个 “ 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 ” ， 还出

版了一本《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和一套高素质的 “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丛书系列 ” ,

共 10 本。

印尼也举办了 “ 金鹰杯微型小说征文比赛 ” ， 收到了不少佳作结集出版。此外， 还和

香港获益出版社（东瑞主持）联合选编了一本《印华微型小说选二集》。

（“申微文· 《泰华文学·第七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上海顺利召开》， 泰国．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9年3月， 第88-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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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也积极主办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在各中学举办培训课程。除了彶型小说集子《做

脸》外，还推出《香港依型小说选》。

日本创立的 “ 日本彶型小说研究会“ 致力从事学术研究与翻译工作， 曾将

200 多篇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各国的彶型小说翻译成日文。行力推动的主要人物是渡边睛夫

和荒井茂夫两位教授。

加拿大学者黄俊雄把大批的中国作品译成英文， 千2004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小小说

选渠》。

泰国华文 （以下简称“ 泰华
”

)微型小说也有自己的发展历程、 创作特色和作家队伍，

井取得了辉煌成绩。

泰华的彶型小说创作， 起步于60年代， 当时称为 “ 掌篇
”

或 “ 彶型
”

小说， 由方思

若先生主编的《曼谷新闻》的文艺版 “ 曼谷公园
”

首次刊载。

70年代， 泰华报刊虽有彶型小说发表， 但因数扯有限， 形成不了气候。 直至80年代

末， 在泰华作协会长司马攻先生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和 泰华报纸文艺副刊的大力提倡推动

下，出现了第一次创作热潮。新中原报文艺副刊主编白翎先生在 “ 大众文艺 ＂ 版上辟出专栏，

连续出版九个小小说专辑，共有一 百多篇，同时还刊登海内外一些优秀微型小说和有关微型

小说的理论文1:t, 为泰华文坛所罕见，让泰国作家和广大读者开扩眼界、 增长知识、 引发兴

趣。其他华文报也跟珩源源不断发表微型小说。 一时间， 彶型小说的创作旋风拔地而起，大

有席卷淜南河之势。创作队伍也在迅速扩大，更多初试彶型小说写作的新人和欲在彶型小说

领域展露风采的其他文体的作家，开始步入这一行列，使依型小说创作， 丰姿依人，独领泰

华文坛风骚。[I)

1990年在泰华报纸的文艺副刊登出的这种文类仍称
“

小小说
” ， 到了 1995年泰华文

坛再度掀起小小说芯潮． 为了使泰华的小小说和世界各地区的这种文类的名称能够一致，山
“ 泰华作协

”

主办的 “ 第二届世界华文彶型小说研讨会
” 于1996年11月在曼谷举行，会上

将小小说之名改为 ＂ 彶型小说
”

。

为了配合这次微型小说研讨会， 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于 1996年7月出版了一本共收91

篇矿仗型小说的《泰华彶型小说织》， 并于1997年5月出版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文梨》，

刊出了34篇多姿多采的论文。

2004年1 2月份的《泰华文学》（第3 2期）为微型小说专铅，收彶型小说35篇。 2007

年1 2月份的《泰华文学》 （第44期）同样为微型小说专辑， 收《2007年泰华彶型小说征

文比赛》的得奖作品和优秀作品共 28篇。

泰华现有的微型小说作家，老、 中、 行不下四十人。就作品数批而言，1995年是丰 收

年，各华文报刊的文艺版发表彶型小说约400篇；就质证而言，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呈多元

化，创作校式出现传统的写实模式与现代主义模式的分流或交汇，犹如 “ 百花争艳，各竞风

流 ” ·

泰华微型小说有打自身的显冶特点。 1 ． 以微知者， 以近知远。 人物少， 情节简

单。 小而精， 彶而妙， 以少胜多 ， 以彶观反映宏观。 现实感强， 充满生活气息。 带有

(I]张国培： 《世界彶型小说论文梨·论泰华的彶型小说》，泰国：泰华文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IO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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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自古以来的微言大义的痕迹， 和寓言有相似之处。 如司马攻的《演员》。 2 ． 博采

众长， 不拘 一 格。广泛吸取其它文章和艺术体裁的长处。 在泰华微型小说中， 各种文

学题材皆可入书， 各种大胆尝试均有人用。 如司马攻的
“

百字小说
”

就是勇敢大胆的

尝试。3 ． 取材精确， 镜头小说。 微型小说写的是面上的 一点， 这个点是运动的展开，

好像影视中的
“

镜头 ” 。 一 般短篇小说中的倒叙和补叙， 在微型小说中变成了瞬间镜

头的描写和串连，以免冗长的叙述和说明。有 意识地淡化情节，类似千散文化的叙述，

如倪长游的《女佣出走》， 就用 一 封信的形式表述。 4 ． 写特殊点， 重情绪化。 微型小

说人物描写的特点是，写主要人物的性格的某 一面， 或写主要人物的情绪心态。 情绪

化的描写恰恰是微型小说的发展趋向。 如马凡的《放猫》。

结 语

经过80余年的发展，泰华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 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专长， 尤其是今天

的做型小说。

纵观泰华文学发展的历史， 不难从另 一个角度看到，泰华做型小说能够有今天的成功，

也是一路艰难。

泰华的文学作品，主要受到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受到三四十年

代老一辈中国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对当代的、新的优秀作品接触较少。造成这种现状的原

因是泰国的华文读者群大都是年龄较大的 “ 传统读者
”

。面对这样的读者群，作者的创作显

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值得庆幸的是，随看中国的进步， “ 华文
”

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泰华微型小说经过

30多年的艰苦的奋斗， 也终千有了自己的天地， 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泰华彼型小说始千30年前，当时主要是受香港文学的影响。50年代，偶见登载千泰国

华文报刊。 由千当时的局限，作者大都没有掌握微型小说的文体特征，只求篇幅短小，大部

份是将短篇浓缩，形如 “ 削足适履 ”

、
“ 西施效翌

＇＇

，既没有微型小说应有的神韵，又失去

了短篇小说原来的精彩。

70 年代， 少杂的微型小说陆续出现， 却因为作者自己也不能
“

辨其雌雄
”

， 不敢贸然

称之为微型小说。

直到1990年下半年，司马攻连续发表了30多篇依型小说，做了泰华做型小说创作的开

路先锋。 继而微型小说第一次大热起来。

1995 年泰华依型小说， 在各方面的激励下， 迎来了第二次热潮，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此时的泰华微型小说百花齐放、短小精悍、出人意料、 回味无穷、结构曲折， 富有新意，给

人以美的享受。 而且风格和内容呈多样化，有利于满足新时代人们多变、求速的要求。

泰华的第一本微型小说集，是司马攻的《演员》， 这个集子于1991年出版。 比 马来西

亚的第一本微型小说集《陈政欣的微型》晚了4年。 比新加坡蜇农政的微型小说集《伤舌》

晚了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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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泰华微型小说时，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思想对它的影响。主要在哲学理念、家庭理念、

宗教理念三方面。 由于这三方面的影响， 使得泰华微型小说创作呈现了多元化的繁荣景象。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 化的影响，又使得泰华微型小说创作呈现出明显的传承性、 现实性和

包容性。

应该关注的是，在泰华文学的繁荣中也潜伏着隐忧。司马攻在《危机中的生机》 一文中

指出：

泰国的华文文学最近几年来， 表面上似乎很繁荣， 但内在却有隐忧，

华文教有断层， 作者老化， 青年的作者寥寥无几． 加上商业社会的高度发

展， 纯文学作品的读者越来越少， 使泰华文学危机重重．（ I)

纵观泰华文学的历史，不难看到：泰华文学一直在困难的环境里屈曲成长，处于寒箱烈

日的时间多， 欣欣向荣的日子少。 司马攻的话， 切中要害。泰华文学之所以
“举步维艰

”

,

过着 “ 阴多晴少
”

的苦日子， 因为 “一多两少 ”

。
一多，是指泰国华文日报数怔多，且都有文艺副刊，是华文文学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目

前泰国有六家华文日报，辟有九个文艺副刊版， 每周出版二十八期， 约二十万字。 (2)这么广

阔的创作园地，是一种发展华文文学创作的广阔空间。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优势就变成

劣势：每周二十万字的容址， 需要一个庞大数字的创作狱来把它填满，而这些作品，又要保

持一定水准， 才能维持局面。 假如回应不了以上要求， 就必然是 “园地荒芜
”

了！

两少， 是指华文作者、 读者少。这是海外华文界共同面对的问题，泰华文学也不能幸

免。前文所述：泰华现有的微型小说作家，老中青不下四十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老

化问题日趋严重，知名的老年作家有些已经因年高体弱而辍笔了；中年作家偏少的状况，估

计在短期内也很难有所改善，他们的人数没有增长，年龄却增长，由中年作家变成老年作家；

青 年作家几乎没有。 这种作家队伍老化且后继无人的现状， 确实令人担忧。

但是， 微型小说是一种成熟的艺术创作， 它要求炼意、 炼字， 这样才能以极小的篇幅

容纳丰富的思想内容。优秀的依型小说往往是在作者有了相当阅历

之后， 再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情创作出来的。因此， 年高的文坛老将，在微型小说

创作上， 倒占优势， 成 为泰华微型小说创作中的 “中流砾柱
”

。

泰华文坛的老一辈作家，生活阅历丰富，传统文化根底深， 只要他们认其地投入彶型小

说创作，一定会撑起泰华文学一片新天地。如果加上中、行年作家的积极投入，泰华文学和

泰华微型小说一定会前途似锦！

[“司马攻： 《司马攻文梨·泰华文学的处境》， 厦门： 莺江出版社， 1998年版， 第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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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莉散文艺术论

THE REVIEW THEORY OF PROSE ARTS 

WRITTEN BY MENGLI 

Wipa Sae Ueng

（吴清容）

中文摘要

泰华文学女作家梦莉的《散文艺术论》， 具有艺术与人格的双重魅力。 文章揭示了

文学内部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渊源， 并从生活的艺术去追寻宏观文化的风格之美。 梦莉笔下

的散文风格凄美哀怨， 内容丰富多彩 ， 并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她凭借开阔的视野， 返

歌社会人性的普遍情感：爱情、 友情、 亲情和乡情。 梦莉的散文， 显示了泰华散文创作的

最高成就。梦莉散文有时如深夜里如泣如诉、 如怨如慕的箫声；有时又如清纯激越的小提

琴；时而又像气势磅嗨的管弦乐。 她有时就像一位纯情的少女， 在散文中倾诉着青春的苦

闷， 爱恋的温蓉。 从文学成就上说， 梦莉的散文艺术， 如盛放的鲜花一般点缀着泰华散文

百花坛的春天。 她的散文潇洒自如， 饱满清新， 并敢千直抒胸腮， 点绘世间情愤， 具有独

创性。梦莉对人生有着非常深刻的体验。她关注社会和时代， 掌握了较为厚实的生活素材，

同时又能深刻地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境遇所以她的散文作品获得多项殊荣。

现在，有不少文人和读者却偏爱给她加以 “ 文学主义 ” 的桂冠 。而梦莉是一 位独具特

色的散文家，不是由哪一种头衔所能全部包含的 。本篇论文侧重探讨梦莉的散文艺术论，

拟从其散文的心路踪迹，美学风貌和意象营造三方面深入探讨其散文的艺术成就。 而每个

女人都曾面临自己的性别深渊， 具有不断浪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如何将这种

情感恰当地表现出来， 是女作家散文写作的重要一笔。 论文尝试在散文艺术论的基础上渗

透作家的身世之感， 从心理层面探究其写作的动因和意义。

关键词：梦莉 散文 心路 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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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iew Theory of Prose Arts'',Written by MengLi,Thai-Chinese Women Writers , has 

the double charm of Art and Personality. Her articles reveal the apiritual World and the origin of 

thought ofliteratures, and pursue the style beauty of the macro-culture from the art ofliving. The 

Prose of MengLi is beautiful sad , colorful, contains profound philosophy of life. With a broader 

vision, it eulogizes humane society universal emotion , such as loves, friend ships and affections. 

The prose ofMengLi shows the most efforts of Thai-Chinese works. 

Now, a lot of readers laurel the prose ofMengLi "Literaturilism".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s 

opinion is that MengLi is a unique essayist; peoples can't give her a certain title. The article places 

extra emphasis on the "The review Theory Prose Arts "ofMengLi, prepares to discus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rose ofMengLi from the paycbological trace, the aesthetic style and the 

meaning creation. Every wonan the is faced to a art lot of gender 

problems, and how to express them in articles, is an important art of prose wriling. The article 

is attempt to discuss the writing motiv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in psychological. 

Key words : MengLi prose plan Artof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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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1 言

梦莉是泰华文学界的女文人之一，原名徐爱珍。她是
“

中华民族优秀之花
”

，也是
“

泰

华文坛女杰
”

，更是娇艳灿烂的
“

文化之花
＇

勹梦莉是华裔，祖籍澄海县东陇镇东陇乡。1939

年 10月7日， 出生于泰国三聘街。 三岁时， 随祖父母回故乡澄海东陇。 那时的中国大地已

经被日军踩踊多年。东陇虽然尚未全部沦陷，但也是发炭可危。在日寇已占领大半个澄海的

时期，县政府便迁至东陇。梦莉的父亲徐可栅在中国改名徐澄波，是一位有良心的华侨爱国

知识分子。母亲张巧兰， 是澄隆城乡人。其姨母张声玉，舅舅 张天峰， 二姨丈张福海都是早

期的共产党员，并在抗日战争中不幸遇难。正是这样严酷的战争环境，锻炼了她从小热爱祖

国、 关心社会和善良博爱的品格。 1937年
“ 七七事变

”

之后， 其父怀着强烈的抗战和爱国

之心，与众多华侨一起， 从事着抗日斗争的支援活动。不久， 父亲被当局驱逐出境， 重回家

乡。 当时望见东陇也即将沦陷时， 他不愿受到日寇奴役， 就从此离家抗日， 一去便无音讯。

家道也随之中落。

出生于异国他乡的梦莉， 回到家乡时年龄尚小。她一方面拥有着与童年伙伴相处的快

乐， 另 一方面，对家庭的故变也颇有感触。富庶的小康之家突然陷入困顿的境遇，使得梦莉

也很早就饱尝到人间的世态炎凉。 家族中部分长辈对其尤为不好， 母亲也不时就想到自杀。

她自己也曾经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但终千百尝艰辛之后，她凭借省自己的聪明机智，成功地

逃出虎穴。抗日战争胜利后，年仅十一岁的梦莉就回到了出生之地泰国，接受着泰国的文化

教育。中途曾回暨南大学深造，后来与蚁良顺结婚。蚁家是泰国有名的华侨家族， 祖籍也是

东里南畔洲。梦莉的丈夫是这个家族的后起之秀， 受过良好教育。现在是泰华航运公会理事

长，是平泰航运有限公司、蚁氏兄弟堆栈有限公司和曼谷航运两合公司等多家公司的理事长

兼总经理， 并是环球物产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梦莉和蚁良顺两人的结合， 可谓是珠联璧合。梦莉在相夫教子、 帮助丈夫料理商务之

余， 仍然钟情于文学写作。出身书香门第的她，在泰国曼谷又有过继续的深造，中英泰三国

文字的功底都十分出色。梦莉多用笔名从事散文创作， 散文集有《烟湖更添一段愁》和《月

光下砌座小塔》。与他人合作创作的散文集有《尽在不言中》和《轻风吹在渊江上》。她现

在出任泰华作协会副会长和泰国暨南大学常务理事等多个职务。 散文《临风

落涕悼英灵》和《在月光下砌座小塔》曾经获得中国征文大奖。其散文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

认可和喜爱。 秦牧曾这样评价梦莉的散文： 具有女性文学的特色感情细腻、 文笔委婉、 状

物写景时绘声绘影、 书写内心时如泣如诉、妮妮动人、独标一格。这些正是梦莉散文的艺术

特征所在。

在中国曾出现过这样的有趣的情况：在企业界，特别是座机械五金进口的相关行业人

员，熟知这位著名的女企业家徐爱珍，却不知道她也是泰华文学界知名的女作家梦莉。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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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爱好者中，此种情况正好相反。原因是她在文学界以梦莉这个笔名自由写作， 而在商场

上她又以英姿讽爽的徐爱珍出现。而事实上，知道内菇的人才 知晓她既是泰国文学圈的才女，

又是商业界的强人。蚁氏家族今日的成 就， 是和蚁良顺、 梦莉夫妻间共同的奋斗分不开的。

在商业圈中， 梦莉是打开中泰贸易关系的第 一人。 早在上世纪70年代， 当时中泰还未建立

正常的外交关系，她 就率先在国内开展贸易。她从中国进口齿轮，供应泰国渔民的生计。在

冒珩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危险时，梦莉敢于顶住压力，决定开拓中泰 市场。之后，在国际贸易

正常化的轨道中，她又善千抓住机遇， 为泰国渔民提供了紧缺的渔机具配件。在满足当地渔

民需求的同时， 她也为自己的公司拓展了市场，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梦莉以散文扬名泰华文学界。 最受读者喜爱的，是她的那些抒发个人情思的文f.t' 如

《圣诞情思》《烟湖更添一段愁》《故乡的云》《普陀山之行思如潮》《恨君不似江楼月》

《寒夜何逜迅》《人在天涯》《锦书紧系两颗心》《又是除夕夜》《云山远隔愁万缕》《相

逄犹如在梦中》《雾海晴天》《似水流年》《聚时欢乐情无限》和《漫长的期待》等。 其中

缠绵徘侧的爱、相思绵绵的情、欲说还休的愁以及绮丽的文笔， 可以称为
“

梦莉体
”

散文的

主要特征。 梦莉散文中的读者
“

你
”

可以是男的， 也可以是女的； 名字可以 为凌云、 文彬、

翰翔，也可以是莺莺或芳芳；环境 可以在西湖、机场，也可以在黄山、香山或溜南河。 其散

文的细节可能颇有虚构， 但是情感绝对真实。 作者写作的领域涉及其人生经历的林林总总。

早年的辗转流离的生活境遇和中年丰富充实的心灵世界， 都给予着其散文写作宽阔的领

域。梦莉将其爱情婚姻、 生活际遇、社会交际和人生时态通通纳入其散文写作的题材。这样

也就促成了其散文艺术风格的丰富多彩。

结 语

对梦莉的散文作品中包括专栏随笔的综合研究， 本篇论文看力探讨梦莉散文的心路踪

迹、美学风貌和散文的意象论。梦莉散文的心路踪迹包括：人生情感的脉络、爱与欲的苦闷、

心灵伤口的婖秪。散文美学的风貌包括： 观察细腻、 情感丰宫：古典底蕴、 现代情调：多重

美感、 几副笔墨。散文的意象论包括：散文意象类型和中国文学的意象传统。梦莉的散文折

射出抒情主体的人生经历。 她的散文的美学风貌兼具美学魅力与人格魅力。

从美学风格上来看，梦莉的伤感屈千阴柔之美，但又有 一些悲壮的成份。作品的风格与

人的风格，实际上这一切来自梦莉对生命意义的某种理解。无论是偏于柔美的寂寞、哀愁的

凄迷，还是偏千悲壮的苍凉和执看，都显得那么真实 而深切。古来万事东流水，对世事的悲

剧性体悟使她的伤感具有诗学和哲理的双重意蕴： “我痴痴地望着大浪滔滔东去。“那堪回

首话当年宵脊凋零，花期不遇，生活由于其不完美 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宿命的迨： “我并

不是不爱花，而似乎我与花无缘。
”

《人道洛阳花似锦》李白诗曰：
“

浮生如梦，为欢几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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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人决不能因为生命的短促而丧失追寻梦想的品质：年华逝水，冬去春来，曾经失落

的残梦，又在此刻重现……雨打不断风，风吹不断雨，一 阵猛烈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涓南

河上又射出光芒的异彩， 埋藏在河畔的种籽重新发芽。聚时欢乐别时愁，其实，伤感并不是

一种人人都能享受的东西， 她对千那些麻木的心灵来说是过千奢侈的。 只有善千咀嚼伤感，

寻到生命的 其谛，梦中美丽的花儿才会一 次一次地重新开放。透过梦莉散文中这些亦其亦梦

的别致意象，我们应该更好好地去领会她的底蕴，并且更深地理解这份丝缕般的伤感所属的

纯洁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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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代〉〉看泰国社会历史的演变
AN OBSERVA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THAI SOCIETY BASED ON THE NOVEL"SI PHAEN DIN" 

Suleeporn mokkaranurak 

（莫圣镁）

中文摘要

《四朝代》是克立·巴莫最孚盛名的作品， 通过一个贵族女子珀怡的一生展现了曼谷王

朝五世王到八世王(1 868-1 946) 。 儿十年间的社会生活。 小说写了发展在泰国的重大历史

事件， 呈宫的礼仪和习尚， 以及西方影响所导致的社会变迁．

本论文主要分析了作品中三个年龄相仿而不同身世，不同性格和不同的归宿，试图揭示

泰国社会的历史演变。

本论文从作者的家世、 生平和文学创作入手， 分析研究了《四朝代》所反映的历史背

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贵族家庭和宫廷的变化与演变，主要通过女主人公珀怡的人生经历，

探讨了作品与泰国社会历史演变的有机联系与深广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

从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所反映的皇朝， 国家、 政体对泰国社会

发展的影响， 特别是从作品中可见泰国社会发展中封建社会的解体，民主制度的兴起， 皇族

的衮落与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在千通过对《四朝代》中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揭示泰国四个朝代

的演变、以及这部文学作品与泰国社会历史演变的内在关系，探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

值。 通过分析， 我们可以行到《四朝代》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功是塑造了一批具有浓重时代色

彩的人物群象，写出了他们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环境中形成的性格，写出了他们不同的

命运和遭遇。

关键词： 宫廷生活；贵族家庭；历史演变；人生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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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vel "Si Phaendin"(Four Reigns) is an outstanding work and accomplishment of 

Professor Major General M.R. Kukrit Pramoj. He was a savant who was very talented and had 

邮mate knowledge. M.R. Kukrit Pramoj had the ability to create imaginative stories to illustrate 

Thai tradition, and culture effortlessly in his writing. In "Si Phaendin", the author had created 

many characters that have different roles and characteristics to reflect the way of life and times of 

people in those eras. 

"Si Phaedin" is a novel that has tremendous value to Thai society, since it provides intelligence, 

entertainment and knowledge about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customs. In addition, it presents the 

stories behind the sequences of changes in Thailand. It spans from the time that the West began 

spreading their influence on the country during the Reign of凡ng Rama V （凡ng Chulalongkorn) 

until the final period of King Rama VIII (Kmg Ananda Mahidol). In this novel, "Mae Phloi" is the 

leading character that leads the readers through the different scenes of Thailand during these four 

different reigns. 

Admittedly, "Si Phaendin" is the only novel that describes the details of Life in the Palace in 、

almost every aspect. It also narrates the most details of the inner zone of the Royal Palace in the 

past to Thai people of th.is generation. "Mae Phloi" has the role of a person that lived her lif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Palace.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 of the people of that generation were 

represented through this character's role very clearly and consistently. 

The story was delicately written with authenticity. The use of language in the dialog, 

personalities and costumes of all characters are very realistic. There is a meaningful comparison 

between two characters of the same age in the novel that play very distinct diverse roles. On one 

hand, "Mae Phloi" is a decent woman who always holds herself in the manner of a "proper Thai 

Lady" displaying virtue, loyalty, sincerity, compassion and dependability. She has pure affection 

for her husband, selfless love without jealousy. She treats all of her children with kindness and 

equality. Conversely ,  "Mae Choy" is completely opposite from "Mae Phloi" in both personality 

and thought. At the end, the novel portrays the very different final outcome for these two 

characters. "Mae Phloi" who dedicates herself to the benefit of her family, lives happily with her 

good husband in her warm family for the entirety of her life. In contrast, "Mae Choy" lives a 

solitary life from the beginning until the end. The moral is simply that one can have a great life or 

a terrible life, and that it all rests on the persons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choices. 

"Si Phaendin" is a novel that is applauded by scholars from numerous fields including 

litterateurs, historians and critics. In fact, it is fair to say that "Si Phaendin" is recognized by 

readers from all levels and backgrounds. It is a historical novel that has been translated to more 

than 5 languages. Even now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other novels that come close to the quality this 

novel possesses. "Si Phaendin" illustrates the beauty of Thai culture and their way of life through 

the art of literature. Even among foreign readers, it is widely accepted as an extraordinary Thai 

novel, and among Thailand's best. For the author, M.R. Kukrit Pramoj, this novel is considered his 

master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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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四朝代》是泰国当代著名作家克立·巴莫的代表作， 也是泰国文学界的一部很大影响

的作品。启自这部长编小说， 是要勾画出从曼谷王朝第五世皇至第八世皇时代。这一时期诸

多历史事件的背景详图， 在这一较长历史时间中， 泰国 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 事件及变革。这

些事件及变革，历史上均有记载，尽人皆知。但是，处千这些事件及变革中的生活和思想等

细节，历史并无记载。因为教养、习俗乃至社会生活的细节是人们形成观念的基础，规定着

他们在各种事件及变革面前做出这种或那种反应。如果我们对社会背景的细节有了相当的了

解， 我们就能对人们的某种思想， 某种情绪以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反应有更深刻的理解。相

反， 如果对 这些细节亳无了解， 我们将无法解释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委， 而且也不能理解。

《四朝代》除了给读者以艺术享受外，还能成为 一部资料汇集，向读者提供这一时期历

史背景的细节。 如果把重大历史事件比做 一幅泰国织锦， 《四朝代》能为锦上再添一花，使

它更加绚烂多彩。

《四朝代》获得全面成功， 引起广泛重视， 很快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 并摄制成电

视连续剧， 长 期占领电视屏幕；小说连续再版六次， 供不应求。《四朝代》在国 外也受到普

遍重视，成为 研究泰国现当代文学必读的重要作品，除文学成就外，作品中描写的宫廷 生活，

佛教文化、风土民情以及历史演变的各个细节同样受到重视，英国学者提出研究东方（尤其

东南亚）现 代史的学者不应忽视对《四朝代》的研究。美国文学评论家赫勃特、菲利普教授

撰文 评价克立·巴莫的《四朝代》说：是泰国当代最突出、最有成就的当 代泰国文学界中伟

大 作品[l] " 

此外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以及英国 和美国 上届大使亦以《四朝代》小说当学习泰文

的标准教材。泰国文学评论家蒙銮汶浪，台耶素婉说： “《四朝代》描写了泰国历史上君主

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这一 重要时代作品是用普通语言描写发生在泰国 的为 泰国 人所熟悉的

事情， 这本就是泰国文学史上由贵族垄断的宫廷文学红、 白供大众欣赏的平民文学过度的，

勇敢而又成功的赏试。 这部作品将作为文学史上的光辉里程碑， 永不失其研究价值。 [2]"

文艺评查敦拉耶探评论道：” 作品充分显示了驾驭语言的能力…以生动准确的性格语言，

加以环境气氛的有力烘托，复活了前一个时代的历史， 把读者带回到那个动乱的时代， 作品

给人以亲切感， 生动的形象紧紧抓住了读者。当《 四 朝代》初连载千《沙炎劝》日

报［3] 时， 对主人公珀怡一生中的痛苦与欢乐， 悲愁与幸福波动着读者的心弦， 颤动着读者
的感情。珀怡的不幸曾引出多少读者的同情泪，珀怡的 如意又唤起多少读者的自毫…多少人
关怀芍她的命运，在焦急地等待若第二天的报纸…当写到她怀孕时甚至有人通过报馆为她寄

送酸芒果。 [4]

[I] 引自《遥罗知识界》[C]l969.l第15页
(2] 《论文集》[C)l971年版
[3] 泰国惯列文学作品多先发表于报刊杂志视有销路者始汇辑成书
(4] 克立·巴莫《克 立研 究》[M] 197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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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中诸人物的研究可见人之所以能承担种种打击而能处之泰然， 无非是与其出生、

教养、 习俗、坏境及经验有相当关联的。本论文创新之外是由于目前泰国内学术界对于文学

研究疏千关注。本论文尝试以悲剧分析入手，通过文体细读的方式， 对《四朝代》小说创作

进行一 次综观全面式的系统化的探究，以填补国内学术界对其研究的空白．

结 语

《四朝代》作品语言生动， 文笔犀利人物形象各具特性栩栩如生。 作者芍力千环境描

写和气氛烘托，使作品情节生动， 亲切感人，作品最初以连载形式在日报发表时即引起广泛

亚视。 泰国文学评论家蒙汶浪台耶素婉说它
“

描写了泰国历史上由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

宪制这 一重要时代，而作品是用普通泰国人的语言，描写发生 在泰国的为泰国人所熟悉的事

情，这本身就是泰国文学史上由贵族垄断的宫廷文学向供大众欣赏的平民文学，过渡的勇敢

而又成功的尝试 ． ． 这部作品将作为文学史上的光辉里程碑，永不失其研究价值．．．．＂ （引

自《论文集》一 九七一年版）。 文艺评论家巴查 ． 敦拉耶探评论道：
“

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

驾驭语言的能力 ． ．．以生动准确的性格语言， 加之以环境气氛的有力烘托， 复活了 一个时代

的历史，把读者带回到那个动乱的时代 ． ． ． 作品给人以亲切感，生动的形象紧紧抓住了读者。

主人公（珀怡） 一生中的痛苦与欢乐， 悲愁与幸福拨动珩读者的心弦， 颤动珩读者的感情。

珀怡的不幸曾引出多少读者的同情泪， 珀怡的如意又唤起多少读者的自杂．．．多少人关怀着

她的命运。

《四朝代》获得全面成功， 引起广泛重视， 很快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 并摄制成电视

连续剧，长期占领电视屏幕。《四朝代》在国外也受到普遍重视，成为研究泰国现代文学必

读的重要作品。除文学成就外，作品中描写的宫廷生活、佛教文化、风土民情以及历史演进

的各个细节同样受到重视《四朝代》无疑是当代泰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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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华裔作家克立· 巴莫亲王的思想与创作研究

A RESEARCH STUDY OF M.R.KUKRIT PRAMOJ'S 

BIOGRARHY REGARDING 

THE SOURCE OF HIS CHINESE ANCESTRY AND 

HOW IT INFLUENCED HIS IDEOLOGY 

AND WRITING STYLE 

Praw it Rattanajerds iri

（李松泉）

中文摘要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泰国作家克立·巴莫亲王的思想与创作， 论文主要是研究了克

立·巴莫亲王的思想特点， 例如：政治思想 、 经济思想 、 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想， 具体分析克

立·巴莫亲王的长篇小说，散文和中国古典小说翻译等创作的写作动机。本论文的目的是为

了分研究探讨作者的思想和创作对泰外国社会的影响。

克立·巴莫亲王1911年4月20日出生在泰国中部信武里府的一 条停泊在泥南河岸的

船上，他有华人血统，其祖父是曼谷王朝第二世皇的儿子，曾祖母是曼谷王朝第二世呈的
“

昭

宗安帕
“ 王妃。 她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姓林家族， 自幼随父来泰。克立·巴莫亲王的父亲是泰

国第一任警察总监。 在曼谷王朝第五世皇时代， 他在曼谷
”

哇他那
“

学校和
“

玫瑰园中

校
”

读书读完中小学后他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他成绩优秀毕业后获学士位， 他在校期间

攻读了哲学，政治和经济学。回国后他担任财政部顾问兼秘书，曼谷商业银行总裁和法政大

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创办了《沙炎劝》
“

遥罗国
“

日报和 《沙炎劝周刊》等

刊物， 并且开始文学创作， 他几乎天天要为自己办的报刊

撰稿。 他的写作题材范围很广， 有长篇小说 、 散文 、 剧本 、 诗歌评论。他所写的政论文章，

短篇小说以辛辣，讽刺著称。他的诗歌也颇受欢迎。他被称为泰国格伦格律诗大师（格伦格

律诗是泰国诗体之一种）， 从十九世纪起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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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泰国诗坛上流行。 克立·巴莫亲王是泰国的当代文杂。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短

篇小说、 散文、 戏剧，诗歌评论和杂志等。著名的作品有《四朝代》，《红竹村》，《终

身总理曹操》等。 他是泰华现当代作家中伟大的作家之一。 同时克立· 巴莫亲王也是泰国

一位有声望的政治家， 他担任过议长部长 和国务院长等职。 1975 年 6 月克立· 巴莫亲王当

任泰国第十三位国务总理，他是二十世纪中一位为建立泰中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主要人物，他

曾经拜访过中国领袖毛泽东主席， 促成泰中建交。 他是中国人民一位真诚的好朋友。 公元

1988 年由千他特出的机智与才华泰皇御任他为陆军少将位和大学教授。

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论文以文本为参照， 适当地做出分类和归纳， 梳理出克立·巴莫

亲王的创作思想，注重他的作品研究。作品是反映作者创作思想的最忠实的镜子， 它能如实

反映作者的创作思想学识和心态等。在理论依据方面，本论文分析了克立·巴莫亲王的思想

与他的作品， 以及他对封建制度，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的分析与资本主义的看法，从研究结

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经济家，文化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位对中泰文

学界与政治变革有极大贡献的华裔人士。他的思想与创作是泰国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在泰国

现当代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思想；创作；家庭背景；文化政治；社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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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paper is to study the biography of Professor Major General 

Momrajawong (M.R.) Kukrit Pramoj in terms of his Chinese ancestry and his ideology in writing 

We will see how his background and ideals helped this famous intellect to create numerous 

outstanding works. This Thesis will explore M.R. Kukrit's perspective involving politics,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culture which are reflected in his novels, informal essays, articles and 

translated work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study how his literature and wisdom have 

benefited society in Thai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M.R. Kukrit was born on April 20, 1911, in a floating houseboat on the banks of the 

Chaopraya River in Singburi Province. M.R. Kukrit was the Great Grandson of King Rama II of 

the Chakri Dynasty (King Phra Phu甘aloetla) and Chao Chom Umpar. His Chinese descent came 

from his Great Grandmother, Chao Chom (the title for a sovereign's consort who was born of a 

commoner) Umphar. She was a Chinese Lady that was born in "Lim Klan", in the Fu Jian 

District of China. She was brought to Thai land by her father when she was a child. Later her 

Father presented her to the palace to perform as a classical dancer. 

M.R.. Kukr it's father was His Highness(Phra Worawong Ther Phra Ong Chao) Brigadier

General Prince Kamrop. This Prince was appointed to be the first Chief of Police in Thailand .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Rama V（灼ng Chulalongkom). When he was young, M.R. Kukr仆

attended the Wattana Wittaya Academy for his primary education and later attended the Suankularb 

Wittayalai School for his elementary education. Being a person from an aristocratic family, he 

traveled to England to study and obtain his Bachelor's Degree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PP.E.) at the Queen's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Here his scholarly aura started to 

shine and M.R. Kukrit obtained his Bachelors of Arts with Honors. He was the first Thai person to 

ever receive an Honorable Degree from the faculty at Oxford University. 

When he returned to Thailand M.R. Kukrit began his ftrst career as a secretary and 

consultant for the Revenue Department at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he 

established a daily and weekly newspaper which he called "Siamrath". Since than, M.R. Kukrit 

had adopted another role as a journalist. He wrote interesting articles every day to be published in 

his newspapers. His various kinds of writing included; articles, poems, non-fiction, novels, and 

translated Chinese novels (in English to Thai), informal essays, scripts for plays and reviews. His 

vivid reviews contained a sense of humor combined with fierce sarcasms regardless of the subject 

matter, either drama or politics. 

M.R. Kukrit's poems were so popular, he received an honorary title of "The Master of

Poetry who utilized the most accurate poetic prosody". Furthermore, be was regarded highly as a 

very skilled writer for the 19th century generation. He was named a "National Artist" for literature 

in 1985, and he received The Special Commemorative Prize ofThe Fukuoka Asian Culture Prizes in 

1990. In addition, M.R. Kukrit achieved the title of "Professor in Literature" from Thammasat 

University. Some of his famous novels included; "Si Phaendin" (Four Reigns-was translated to 

five languages), "Phai Daeng" (Red Bamboo) and "Jo Cho-Nayok Talordgarn" (Jo Cho-Forever 

Prime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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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well known for the role as the greatest author of this generation, M.R. Kukrit was 

also very successful in his political en devours. He was appointed to be a Senator,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ailand, Minister of many Ministries and eventually, M.R. Kuk.rit 

held the glorious title of Thailand 13th Prime Minister in June of 1975. During his political career, 

an important agenda of M.R. Kuk.rit was to re-establish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ailand and China. 

As proof that his political policy regarding China was successful, M.R. Kukrit was

.

given a 

remarkable opportunity to be a guest of China's most powerful Statesman, Mao Tse-Tung, the 

President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 in 1975. That event was a historical one because M.R. 

Kuk.rit was the very first Thai Prime Minister and the first Thai royal descendant to ever make a 

fonnal visitation to China. It was written in history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ranged an 

extraordinary welcome ceremony for him and his entourage. Because of this visit, the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re re-established and remain strong until present time. 

M.R. Kukrit was a royalist that was very dedicated to, and served the royal monarchy his

entire life. Because of this, and despite never having served in the Royal Thai M血ary, in 1988 he 

was given an honorary rank of"Major General" 

Method of research; this research will study M.R. Kukrit's famous literature in detail,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is concepts, thoughts, wisdoms and even some tunnoils caused by his writing.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analyze his thoughts regarding bureaucratic systems, democratic systems, 

socialist systems and capitalist systems which existed in his writing. M.R. Kukrit was a man of 

many talents, and proved himself to be a great politician, a successful writer, an expert in culture and 

economics as well as many other areas. His life was interesting for people of generations who wish 

to to learn from him and many regard him as their role model. Lastly and importantly, this research 

will specifically study his biography as a Thai scholar with Chinese ancestry, wh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ai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Key word : Ideology ; Writing ; Family background ; Political&Culture ; Society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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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立·巴莫的政治思想是推崇君主维护王室的，当曼谷王朝第八世皇驾崩时还落发为

僧限期三十天，以表哀悼。他的作品显示出他反对君主专制而拥护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 也

不满王室的封建宗法统治和一些奢华的封建习俗。

结 语

蒙拉差旺克立·巴莫亲王(1911-1995)是泰国现当代一位华裔著名作家、 经济家、 戏剧

家和文化家，他诞生千停泊在涓南河岸的一条船上，泰国中部信武里府，因武里县。他有华

人血统， 其曾祖父是曼谷王朝第二世皇的儿子， 曾祖母是曼谷王朝第二世皇的
“

昭宗安帕
＂

王妃， 她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姓林家族．

克立·巴莫亲王读完中学后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获学士位。 回

国后担任财政部顾问兼秘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创办了
“

沙炎劝日报
”

和
“

沙炎劝周刊
”

并且开始文学创作，他著名的作品有《四朝代》、 《红竹》、 《芸芸众生》和《终身总理村

操》等。 他还是个文化学家对泰国各种古典戏剧都感趣。1975年6蒙拉差旺克立、 巴莫亲

王担任泰国第十三位国务总理， 他是二十世纪中一位为建立泰中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主要人

物，也是中国人民一位其诚的好朋友，从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文化家和文学家，同时 也是一位对中泰文学界与政治变革有极大贡献的华裔人士，他的思想

与创作是泰国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在泰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后代人应向他

看齐的好榜样。 他的政治思想是一忠千皇赞成君主立宪治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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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不同特色的叛逆之歌

—巴金的《家》与西巫拉帕的《向前看》之比较研究

THE TWO TREASON SONG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Bajin's "Home" and
Sriburapha's "Look forward"

Nisachon. Mathachayanan

（李丽玲）

中文摘要

本文将以中泰两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两位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一一巴金与西巫

拉帕为代表 ， 对他们两部作品一《家》与《向前行》初步尝试进行比较研究 。 文

中这两位生千 同一时代， 处千不同国家却具有共同时代民族特色的两位作家， 其作品

都对社会及两国文学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 其中《家》与《向前看》在中泰现代

文学发展史前上更是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将运用平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第 一 竞将重点比较两本著作中的类似之处，

对两位作家本身的生活、 创作道路及其为民主道路所做出的奉献，《家》与《向前看》

中揭霓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和黑暗的共同主题，作品产生的深远影响和现实主义创作进

行分析。

第二竞将分析中泰两国国情及两国人民文化心理结构，从两位作家创作的社会时

代背泉、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分析造成两部巨著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同时对其文化、

历史、 政治等外部因素进行探讨；

笫三竞则从《家》与《向前吞》创作的相似与差异中分析 ， 旨在说明二十世纪后

整个亚洲所面临的共同社会问题以及亚洲国家之间文化结构的不同、国情的不同而导

致出的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的不同，从而使中泰文学交流成为一 种可能， 为中泰文化

交流作出进一 步的铺垫．

关键词： 封建叛逆之歌； 比较研究； 现实主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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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attempt a initial comparative study on BaJin's "Home" and Sriburapha's 

"Look Foiward", whose writers as the great representative of realism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Thail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 930s. The two great writers mentioned here,BaJin and Sriburapha, 

who homed in the same two times, wer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were common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Both of their works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social and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two countries. "Home" and "Look Foiward"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m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article will study on these two works in the way which is called "parallel research". The 

伍st chapter will focus on the similarities of the two great works that called "Home" and "Look 

Foiward". Meanwhile analyze the two greart writers'own life,their literary creation ways, the 

darkness of feudalism expoesed in the two works, the sense of far-reaching impact of the two works 

and realistics. 

The sencond chapter will analyze the situ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pepole's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 analyze the reasons why the two work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wo writers'socialic , historic and cutural background, meanwhile discuss its cultur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e third chapter will analyze comparatly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ome" and 

"Look Foiward"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ommon social problems which faced by the whole As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well as the historic task that should be accomplished is different due to 

different cultural structures and respective situations among Asia countries at that time. As above, 

the analisis study fmally become a possibilit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Key words : feudal treason song, a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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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将对中泰两国两部现实主义 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比较。作为一 个比较 文学的初

试者， 立足于两国文学的边缘上注视着两部文学作品之间在语言、 思想和感情等方面

的彼此渗透， 深感任重道远。

然而，无论是中 国文学还是中外及各国文学， 也无论是何种体裁的作品， 都必然

存在着众多的联系而又非常相似的情况。 本文提及的两位文学巨匠－�巴金和西巫拉

帕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新 一代青年作家代表，更是中泰两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的进步作家 。 在民主斗争中， 他们的作品充满了鲜明的爱与恨， 深刻地揭露了封建

制度的不合理与黑暗，有力地控诉和扞击面临崩溃的封建旧制度，把社会的真实面貌完整

地显现出来， 他们英勇无畏地与旧势力对抗的精神，对新一代青年起看激励与鼓舞的作用。

本文将运用平行研究方法，初步探索两位作家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类似的闪光

点 与不同的独特之处。 但中泰文学的比较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泰国， 都处千基础起

步阶段， 研究成果还很少， 视觉也不开阔， 加上有关泰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也比较少，

致使在研究方面有 一 定的困难。因此，本文计划通过对文本的细读， 对两部在中泰现

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 著作展开全面系统分析研究，对作品的主题， 形象进入深

入剖析。 但要想更广泛、 深入、 全方位的对中泰文学进行比较分析， 还有待进一 步进

行探究。

通过本文的比较研究， 旨在使读者了解在同 一 时期， 不问的文化背泵下， 不同国

家出现的作家作品中必然趋势的文学艺术特色，为促进中泰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发展作

一尝试， 为中泰两国促进文化交 流做出进一步 的探索。

结 论

自古以来，中泰两国就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关系历史久远，两国人民亦有深

厚的传统友好感情，中国的古典小说曾被翻译成泰文传入泰国。但在中国建国以前，中国几

乎连一本泰国文学作品都没有翻译过，中泰文学交流比较亦处千起步阶段。本文将对中泰两

位现实主义作家的两部著作初步进行比较研究，重点研究《家》与《向前看》的各种内在因

素与外部影响， 旨在探索巴金与西巫拉帕两位文学巨匠在 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上的独特魅力，

使读者从同一时期下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出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了解

其相似与差异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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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让

中国人民认识泰国人民在上个世纪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所作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当时相同的历史时期中，亚洲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及作品都出现了很多相似之处。巴金

与西巫拉帕都同在时代使命的要求下，背负起行年一代对社会的责任，积极传播新思想，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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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投身于社会进步活动，并把自身的经历、内心的热情与自己的文学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使 作品成为促进社会进步无形的力朵。因此， 他们都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和泰国发

生的重大事件为背景，以现实生活为根据，各自写出了在两国现实主义新文学中占有重要地

位的长篇小说一 《家》和 《向前看》。这两篇小说都是在亚洲革命风暴下中泰两国的社会

缩影， 在某些程度上来说， 是当时整个中泰社会的代表。

在 这以前的中泰两国，都经历了长久的封建统治时期，但在新时代的潮流的影响下，封

建统治者已经 无法控制社会形势，封建制度的弊端开始在人民面前暴露无遗．西方新思想的

传入，使新一代青年迅速觉醒并热情地投身于进步运动中，这些在两部 作品中都有体现出来，

而且这两部作品都具有浓厚的反封建意识及激烈的反抗精神， 使其成为作品最相似的亮点。

但从外部的社会文化 背景来看，中泰两国人民有着不同的文化传承及文化心理结构，造成了

《家》 与《向前看》两部著作间的不同。

中国 “ 五四 ” 期间，巴金从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中接受的是反压迫、争取自由民主的思

想。他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特色， 通过《家》里封建大家庭内部对青年 一代的束缚及

内部矛盾来展示封建制度的腐败，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来展示反封建运动的广泛影响，进

行反封建的启蒙和呼唤，从而带动新 一代青年冲破封建秷楛，进 而投身新民主运动。而由千

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不断涌进了泰国， 西巫拉帕 这批泰国现实主义作家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

重在描写内心世界，刻画了一批胸怀大志，敢千冲破黑暗，向看光明的未来前进的泰国青年
一代在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运动中的风姿，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阶层对未

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朝气蓬勃的情绪， 从而反映群众心声， 唤起人们的觉醒。

本文认为正因为《家》与《向前看》 这两部作品中存在的相似 与差异， 成就了中泰文化

的进 一步交流。使读者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后整个亚洲所面临的共同社会问题，及亚洲人民为

了解决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也反映了亚洲多国间由千文化结构、国情的不同 而导致出需要完
成的历史使命的不同。

基于中泰文学的比较研究在国内 外都处于基础起步阶段，巴金的《家》与西巫拉帕的《向

前看》之比较更是处千空白状态， 因此，对 这两部现实主义作品的进一步探索还有待深入尝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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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吹梦〉〉看泰中文化的差异及融合

Looking at the difference but coherent 

Thai- Chinese culture from 

"Letter from Thailand " 

S iriwan Chaya-ngammongkol 

（吴诗婉）

中文摘要

本文借用文化比较学理论，对小说《南风吹梦》中展现出来的泰中两国的风土人情进行

分析，通过分析对两国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和礼俗，但又不

可避免地会产生学习、效仿或影响。这就是不同民族风土人情的交流与交融，也是不同国家

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的论述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 描述《南风吹梦》 的创作起源及主要内容。 从作者的创作过程看， 《南风吹梦》

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具有强烈的真实性。作品中描绘出的各种文化现象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于

现实社会之中。

二、 重点分析作品中呈现出的泰中文化理念的差异

冲突、互动与包容。泰国和中国都各自具有深厚的母体文化， 但都不会，也不能拒绝外族文

化。 从主人公曾璇有的心理、 心态及观念变化， 我们分析了两国文化的差异与互动。

三、对小说展现出的风土人情，包括节庆习俗、社会生活习惯人生礼俗等等做了归纳，

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泰中两国风俗习惯的差异与相同相似之处。由此可以看出两个国家两个

民族之间的文化理念随着国际交往的加速发展， 交融与和谐将成为一种趋势。

四、 本文将小说的主人公及其家庭作为切入点， 剖析了旅泰华人的心路历程。泰国华

人，特别是其中的华侨， 虽然保留着祖籍国的文化， 但自觉或不自觉地， 主动或被动地接受

了居住国的文化形式与理念。 这正是华人在他国生存繁衍发展的根本所在。

我们的结论是，民族文化的差异是存在的，然而民族文化的同化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

趋势。

关键词： 南风吹梦； 泰中文化观念 差异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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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was compiled on the basis of comparing cultural issues between Thai and Chinese 

which co皿oted in the Thai famous novel named "Letters from Thailand". After went through the 

in-depth researching proces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every single country has its own unique way of 

living which later on become the origin of a distinguished tradition of that so-called society. 

Imitations as well as cultural conflicts can take place when each tradition gathered around intended 

to interchange their cultures with others. However, at the end of the road, this process can 

surprisingly melts all different cultures together. 

The thesis composes of the many interesting topics that have meticulously been interpreted 

from these following sources: 

I.) The story and background of "Letters from Thailand", a classic Thai novel written by 

"Botun". She wrote it in a manner of long descriptive story which apparently described many forms 

of cultures that actually existed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2.) The strong differences bet\veen Thai and Chinese culture that later can became one 

because ofa natural adaptation of human which is one of the human basic skills for Jiving in 

energetic changing circumstances. Every country has some senses of durable and unique culture; 

nevertheless, it cannot object others that uncontrollably flown into its country. In this novel, Tan 

Suan Au had shown many of his inner feelings through his action which is a result of his inborn 

culture that overwhelms his thoughts. 

3.) Many trad巾ons and rituals that presented in this novel for example the celebration, way of 

living and prominent cultural rituals can tell what are the different between Thai and Chinese culture. 

Moreover the cultural trend and the concord of the two countries can be seen from the story also. 

4) This thesis analyzed Tan Suan Au's lifestyle and his way ofth王g. He was a Chinese man

who came to live his life in Thailand. Most Chinese who were in Thailand usually stood still for their 

initial cultur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would absorb the tradition of Thais and made themselves 

perfectly blended with local people no matter with or without their consent. All of these facts of 

adaptation made Chinese could live happily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o conclude, the differences among each unique culture cannot be avoided as certain as that the 

accord of race or simply called the cultural blend must be faced. 

Keyword : Letter from Thailand ; Thai - Chinese culture; Difference but coh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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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文化， 作为人类精神创造的重要产物，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文化的建构存在形形色色

的差异，而各文化体本身又包括历史文化、思想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不同层面，从而在总体上

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多重性。中国文化和泰国文化也不例外， 文化的多样性就必然形

成泰中两国文化的差异， 这种差异又会因为观察的视角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区别。

随着历史上官方的文化交流和民间的华侨华人所带来的文化，泰中文化的变异与融合也

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然而， 泰中文化交融的具体情况如何？旅泰华人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和

心路历程？20世纪60年代由泰国作家牡丹创作的书信体长篇小说《南风吹梦》， 可以说是

一个形象生动的缩影。 基于这个原因， 笔者认为有必要就《南风吹梦》中展现出来的， 诸如

节庆习俗、社会 习俗、人生礼俗、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等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比较其中所反映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以及变化，找出它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从而在更深

的层次上认识文化的多样性、跨国性、历史性， 分析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阶段、不同

阶级所产生的变异、 特点、 同化与异化。

这有利于我们了解和吸收不同国家的文化精粹，特别是融合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丰富多

彩的中华文化， 促进泰中两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以及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健康发展。

结 语

综上所述， 作者在小说《南风吹梦》中， 通过主人公曾璇有在泰国谋生、拼搏、 奋斗的

生活经历， 展现了一幅幅泰国风土人情的美丽画卷，让我们看到了以曾璇有为代表的旅泰华

侨们在现实生活中既保待中国的优良传统，又吸收泰国的文化精粹的心路历程。同时，也让

我们通过对这些旅泰华侨的心路历程中所展现的泰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各种现象进行了比

较， 看到了泰中文化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她们之间的影响与互动，使我们有机会从更深的层次

上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跨国性、历史性以及各种文化现象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时

期、不同阶级中间的表现形式， 以及文化所特有的渗透性、兼容性促进母体文化的变异和母

体文化与异族文化的同化过程，让我们在小说主人公的身上行到了民族文化的同化是一个必

然的发展趋势， 从而得出文化同化是伴随庥擦、 碰撞、认同、 融合而进行的。

这种同化虽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不断递进的过程，但却有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

然性。认识了这一理论原理， 就能帮助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有意识、有区别地利用异

国文化的文化精粹， 特别是借鉴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的优秀成分，从而

在促进泰中两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泰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等方面贡献我们的微簿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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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情与爱锁心

—《金锁记》与《画中情思》中悲剧女性形象的比较分析

THE EMOTION LOCKED BY GOLD 
AND THE HEART LOCKED BY LOV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gedy feminine image in 
zhang ailing's jin suo ji and sriburapha's behind the painting

San icha Tatsanasawangkoon 
（郑睿）

中文摘录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张爱玲与泰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作家西巫拉帕（古腊·赛巴立的笔

名），分别在《金锁记》和《画中情思》中塑造了曹七巧和吉拉蒂这两个不同的悲剧女性形

象。女性形象在不同作家笔下有不同的展示。在众多女性形象中成功地描写悲剧女性形象的

作品，往往更能打动读者，更能深入地揭示造成这些悲剧的社会环境，家庭影响，传统道德

思想，身份地位以及人物性格等对作品中悲剧女性的多重影响因素。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成功地打造了曹七巧这个悲剧性的中国女性形象。她是一个出

身低微，婚姻不幸，情感暧昧，从无爱 而婚，借婚求财，到嫉妒其爱，心理变态， 被金银财

宝锁住心灵的女性，最后在无爱中残度晚年，以悲剧的 一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在《画中情思》中，西巫拉帕用抒情的手法刻画了吉拉蒂这个泰国悲剧女性的形象。

与曹七巧不同的是她生活中缺少的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其正的爱情和婚姻。她没有像凹七

巧那样在无爱中 被金银锁住了爱，被扭曲的生活锁住了女性生活中的愉悦，而是在贵族式的

生活中封闭了自我，被贵族生活锁住了对爱的大胆追求，被封建礼教的鸟巢锁住了飞向自由

和其爱的蓝天。最终在只有自己爱的人，却没有得到被爱的凄风悲雨中离开了人间。

本论文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比较分析这两部作品，揭示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的背烘下，在封建

礼教，传统思想和旧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和影响下，所造成的作品中两个不同女性的不同

违遇，以及产生悲剧性结问的社会原因，探讨这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意识，并通过

分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对比中泰现当代文学中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和创作风格。

本论文 在第一竞中对《金锁记》与《画中情思》的创作进行了比较分析， 分析了他们不

同的创作背呆，不同的创作视角和不同的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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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中，本文这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比较。在这 一章中对曹七巧和吉拉蒂

进行了身世比较， 处世比较和知性比较。

在第三章中，本文分析了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女性意识，分别分析了曹七巧与石拉蒂的爱

情意识， 婚姻意识和悲情意识。

张爱玲和西巫拉帕在创作上既有一些共同点和又有各自的特点。他们的文学创作反映出

他们不同的文学视角，文化色彩， 思想意识， 人生态度和民族特点。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创

作是中国文化，上海特色和市民话语的 一个代表和展示的话，那么西巫拉帕的小说创作就是

泰国文化， 曼谷特色， 大众话语的代表和体现。

张爱玲的小说 《金锁记》从表面上看， 是在描写 一个似乎爱财如命， 见利忘义， 六亲

不认的女人。实际上，在她锁金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曹七巧的悲情和无奈。她在用金锁情，

用到手的金来代替失去的情。 金与情在曹七巧那里实际上已融为 一体。从《金锁记》 中我们

看到了酉七巧从情 ”锁“ 婚， 到金 ”锁“ 情的悲剧一 生。

与曹七巧不同， 吉拉蒂是出身王室嫁给了 有钱有地位、 丧妻不久年过半百的男人。 她

在无爱的婚姻中遇到了有爱的婚外情，但她因为自己的年龄、已婚身份和传统思想却在表面

上拒绝了这个婚外情。最后她在不断压抑和涌起的爱情璇涡中把自己埋葬了。吉拉蒂从无爱

到有爱， 从无悄有情， 从而走完了从情 “锁“

爱到爱 “锁“ 心的悲情一生。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金锁记》所反映的悲剧意识和女性悲剧形象的研究是多方面的。

这反映出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文学价值的普遍性和文学形象的典型性。通过对曹七巧的形象和

悲剧色彩和吉拉蒂的悲剧女性形象进行对比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是具有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的。

本论文的创新性和研究的理论意义在千首次把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与泰国作家西巫

拉帕的小说《画中情思》的不同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分析这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 的共性与特性，从文学作品中把握这两个女性的文学形象，揭示文学作品中这两个女性悲

剧形象所反映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传统思想和封建礼教对 她们人生命运的影响，从而探

讨多元文化下泰中文学在塑造悲剧女性形象上的文学特点和描写手法上的不同。本论文主要

分析了作品中悲剧女性在封建社会的传统道德和礼教的秷桔下， 在爱情、 婚姻、家庭、伦理

道德以及金钱财富等方面， 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悲剧的内在原因和外在的影响因素。

本论文主要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 比较这两个作品中女主人公在爱情婚姻上的悲剧，

并从她们的悲剧中分析在她们身上所反映的女性意识，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思想，以及她们

的生活周边环境等 多种因素对 她们的影响作用。

本论文研究的创新点在千通过首次比较分析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与西巫拉帕《画

中情思》中吉拉蒂的女性形象和悲剧情节，从中探讨泰中现当代文学中女性文学方面的文学

特点和社会意义，分析研究在不同文化和民族的背景下悲剧女性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特征，从

而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 不同女性文学作品所反映出的共同文学价值和思想意义。

关键词： 婚姻爱情 女性心理 悲情意识 传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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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tle of the paper is The Love Locked by Gold and the Heart Locked by Love.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Zhang Ailing's fiction Jin Suo Ji and Sriburabha's fiction 

Behind the Pa inting. Zhang Ailing is the modern female author of China. Sriburabha is the modern 

male author of Thailand. They separately figure the both of female, Cao Qiqiao and Keerati in the订

fictions of Jin Suo Ji (Record of a Golden Lock) and Behind the Pa inting. 

The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two works, open out the both offemale's different 

sadness under the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 feudal ethical code and traditional idea ethic moral, 

point out the social reason producing the sadness, discuss the mental activity and ideaistic 

consciousness, and through analyzing the two image of women of Cao Qiqiao and Keerati to 

contrast realistic delineation and producing style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both 

China and Thailand. 

In the fi订st chapter, the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t producing background, 

different producing angle of view and different cultural language envirorunent in Jin Suo Ji and 

Behind the Painting.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Cao Qiqiao and Keerati's life 

experience, p血osophy oflife and intellectuality. 

In the th江d chapter, the paper a_nalyzes women consciousness of dramatis personae including 

their consciousness of love, consciousness of marriage and consciousness of pathos. 

The content of the paper is to mainly analyze the two works'literal value and social meaning, 

discuss the internal and exterior reason that the two women dramatis personae how to wal.lc up to 

their tragedy. 

The new point of the study is that the paper first discusses literal traits and social meaning of 

women's literature between modem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Thailand, studies 

ideology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and ethical background of China 

and Thailand. 

Key words : Marriage and love Women's psychology Traditional idea 

Pathos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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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张爱玲与泰国现代文学奠基人西巫拉帕（古腊·赛巴立），分别在《金

锁记》和《画中情思》中塑造了曹七巧和吉拉蒂这两个不同的悲剧女性形象。女性形象在不同

作家笔下有不同的展示。在众多女性形象中成功地描写悲剧女性形象的作品，往往更能打动读

者，更能深入地揭示造成这些悲剧的社会环境，家庭影响，传统道德思想，身份地位以及人物

性格等对作品中悲剧女性的多重影响因素。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成功地塑造了曹七巧这个悲剧中国女性的形象。她是一个出身低

微，婚姻不幸，情感暧昧，从无爱而婚，借婚求财，到嫉妒真爱， 心理变态，被金银财宝锁住

心灵的女性，最后在无爱中残度晚年，以悲剧的一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在《画中情思》中，西巫拉帕用抒情的手法刻画了吉拉蒂这个泰国悲剧女性形象。与曹

七巧不同的是她的身世高贵，是亲王的长女。她虽然也是求爱不得，无爱而婚，但与曹七巧不

同的是她生活中缺少的不是金钱和地位， 而是真正的爱情和婚姻。她没有像曹七巧那样在无爱

中被金银锁住了爱，被扭曲的生活锁住了女性生活中的愉悦，而是在贵族式的生活中封闭了自

我，被贵族生活锁住了对爱的大胆追求，被封建礼教的鸟巢锁住了飞向自由和真爱的蓝天。她

最终在爱情的挫折中，在只有自己所爱的人，却没有得到被爱的凄风悲雨中离开了人间。

本论文的目的和意义在千比较分析这两部作品，揭示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的背景下，在封建礼

教 ， 传统思想和旧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和影响下这两个不同女性的不同遭遇， 以及产生悲剧

性结局的社会原因，探讨这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意识，并通过分析作品中的

女性形象对比中泰现当代文学中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法和创作风格。

目前针对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的文学研究有很多。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方面，对

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女性形象进行了比较分析。

比如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陈钟在2003年 02期《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

发表了《三仙姑和曹七巧比较质疑》的论文。论文分析了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三仙

姑，与张爱玲的《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不同女性形象。该文指出三仙姑和曹七巧不是完全同类

人物，不能认为赵树理丑化了三仙姑，张爱玲却创造了与祥林嫂并列的不朽的艺术典型。作者

认为实际上三仙姑是一个符合生活真实，具有一定典型性的形象，赵树理对她进行讽刺批评并

写出她的思想发展是无可指责的。而曹七巧只是一个只有变态心理和变态行为而缺乏真实个性

的人物，她的极端和复杂不是从生活中来，而是张爱玲主观编造的，张爱玲在对曹七巧的描写

中无形地流露了她的贵族心理，投下了她的心灵阴影。

另外，福建师范大学的黄长华(2004)在他的硕士论文《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一文

中认为，张爱玲用小说揭示了旧中国都市社会的种种灰色人生，同情千灰色人物的心灵创伤和

心灵荒芜。她的为数不多的创作予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其小说文本在 一种幽深缭纳的意境中流

贯着一条清晰而又浓重的悲剧意识。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来源千她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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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性的认知， 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中有彻底的绝望， 但又在审美的层次

上用生活审美化的倾向自觉削弱悲剧意识的浓重， 因此显得强烈而又独特。

该论文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悲哀特色和乐感文学的特点对张爱玲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从

根本上看， 张爱玲是一位具有典型的传统文化品格的作家， 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她用悲剧意

识关照都市生活，为海派文学注入新的灵魂；她消解现代神话和人性传奇，解析民族文化心理，

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文化展开凌厉深切的拷问， 其悲剧意识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凭借中国

传统文人感时忧生的文化人格， 张爱玲的小说准确把握世俗人情，并因此涉及到对人类生存和

人类命运的哲理思考。

对张爱玲《金锁记》的比较分析研究除了在中国文学方面， 在外国文学方面也有不少。比

如西南师范大学的黄季英（2002)在她的论文《（金锁记〉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异同论》中

指出：张爱玲和劳伦斯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和英国文坛上两位颇有争议的作家。在众多关

注女性生存状态与命运的中外现代作家中，张爱玲与劳伦斯有其独特之处， 那就是从人性角度

来描述被扭曲的女性与反抗的女性的命运。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和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

的情人》， 表现了人的自然屈性与社会屈性的矛盾与冲突， 表现了人性被社会伦理道德和金钱

财宫扭曲及其反抗的存在状态。该论文探讨了张爱玲《金锁记》与劳伦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在描述上述问题中显示出的异同，认为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 人的自然屈性就越受到社会屈性

的渗透、 导引、 制约， 在某种条件下， 甚至被社会屈性一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经济因素所

压制。

而华中师范大学的孙凯(2002)在《不幸婚姻下的吉特旮德和七巧》一文中拿劳伦斯的另

一部作品《儿子和情人》与张爱玲的《金锁记》对比分析。 该文对两部小说中有眢诸多共同点

的女主人公吉特旮德和七巧进行对比分析。该文注意到这两位女性都因为不幸婚姻而由天其浪

漫的少女变成了变态的母亲，因而探讨造成这种转变的外因和内因， 进而对比分析她们身上反

映出来的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反叛意识。

作者首先对劳伦斯和张爱玲的整体创作进行了对比，分析比较他们在家庭出身、社会背景、

婚姻和生活经历、 对现实生活的评价以及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方面的异同点。接着对吉特旮德和

七巧进行了具体的对比分析， 认为不幸婚姻对女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让天其浪漫的少女变成

了变态的母亲；人的反叛意识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所反映出来的， 吉特鲁德和七巧的言行则反过

来体现了各自的反叛意识。作者认为人的转变是有原因的， 而家庭不和、 婚姻不幸对吉特鲁德

和七巧造成的伤害是导致她们变态的主要内因。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金锁记》所反映的悲剧意识和女性悲剧形象的比较分析是

多方面的。 这反映出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文学价值的普迫性和文学形象的典型性。

本论文的创新性和研究的理论意义在千首次对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 与泰国作家西巫

拉帕的小说《画中情思》中的不同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研究， 从中 分析这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的共性与特性， 从文学作品中把握 这两个女性的文学形象， 揭示文学作品中这两个女性悲剧

形象所反映的思想意识， 伦理道德， 传统思想和封建礼教对她们人生命运的影响， 从而探讨多

元文化下泰中文学在塑造悲剧女性形象上的文学特点和描写手法上的不同，以及这两部作品的

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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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分析张爱玲和西巫拉帕的创作背枭，创作视角和文化语境的差

异；具体比较作品中两个女主人公的形象，包括对她们身世的比较，处世的比较和知性的比较；

进而深入探讨曹七巧和吉拉蒂的女性意识。本论文具体比较分析了她们的爱情意识， 婚姻意识

和悲情意识，以及探讨了作品中悲剧女性在封建社会传统道德和礼教的秷楛下，在爱情、婚姻、

家庭、伦理道德 以及金钱财富等方面，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悲剧的内在原因和外在的影响因

素。

本论文主要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比较这两个作品中女主人公在爱情婚姻上的悲剧， 并

从中分析她们的女性意识，分析封建礼教、 传统道德思想， 以及她们的生活环境等因素对她们

的影响。

本论文力求分析这两部小说中女主人公各自的生活背呆， 心理特征，传统文化和思想意

识。目前有关女性文学的研究是多方面和多视角的。特别是在对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中的

曹七巧的女性形象的研究， 以及《金锁记》与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比较分析的研究现

状方面，我们看到对《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与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比较分析是多元的，分

析的视角既有从女性的心理变态珩眼，也有从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反叛意识入手，还有从家庭不

和与婚姻不幸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泰国现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才刚刚开始。在

本论文之前，还没有对中国作家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与泰国作家西巫拉帕西的小说《画

中情思》中不同悲剧的女性形象进行探讨和比较研究。有关泰中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可以说还

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拓的新的文学领域。

此次研究的创新点在千本论文首次对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与西巫拉帕《画中情

思》中的吉拉蒂这两个不同女性形象， 以及对这两部小说中的悲剧情节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中

探讨了泰中现当代文学中，女性文学方面的文学特点和社会意义，分析研究了在不同文化和民

族的背尿下悲剧女性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特征，从而揭示了在不同文化背呆下，不同女性文学作

品所反映出的共同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意义。

结 语

张爱玲的《金锁记》和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是两部反映女性文学的佳作。一部出自中

国女性作家张爱玲之手，一部是出自泰国男性作家西巫拉帕之笔。在他们的小说中各自反映了

中国和泰国三四十年代不同特点的悲情女性形象， 一个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个是《画

中情思》中的吉拉蒂．

由于张爱玲和西巫拉帕所 处的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文化背枭，不同语言特色和各自的人生

经历，使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不同的创作背景，创作视角和文化语境。本文从两个方面比

较分析了他们不同的创作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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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小说整体描写上的不同视角：

—张爱玲借景叙事的创作视角

－西巫拉帕借人叙事的创作视角

二是小说在具体叙述上的不同视角：

一张爱玲由近而远的叙述视角

—西巫拉帕由远而近的叙述视角

张爱玲由近而远的叙述视角和西巫拉帕由远而近的叙述视角，分别是与其借景叙述和借人

叙事的整体 创作视角相辅相成， 相互协调的。

另外，张爱玲的《金锁记》与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的写作特点， 描写手法和思想内涵

都与 他们写作的时代和所身处的文化语境是分不开的。 这种文化语境包括两个方面：

一一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语境

一一上海文化与曼谷文化的语境

如果说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是思想意识层次上的语境，那么在张爱玲和西巫拉帕的身上和

作品中， 分别所反映出的上海文化和曼谷文化的语境， 就是表现在地域层次方面了。 像张爱玲

所具有的上海文化语境那样， 西巫拉帕在其文学创作中也有自己的曼谷文化语境。

具有浓厚佛教色彩的曼谷文化与上海文化有看明显的区别。西巫拉帕的曼谷都市文化的语

境涉及的面， 要比张爱玲的上海文化的语境更广泛和深入。

纵观西巫拉帕的一系列的作品，既有平民形象， 也有贵族形象；既涉及婚姻恋爱自由， 个

性解放的问题， 又涉及到知识分子的觉醒和人民对不平等社会的反抗和斗争；既有反对封建帝

制的社会变革，又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气概。这些在张爱玲的作品语境中似乎是看不到的。

两者在文化语境上的不同也反映出他们在思想意识上的落差。

张爱玲和西巫拉帕在创作上具有一些共同点和也有各自的特点。他们的文学创作反映出他

们不同的文学视角， 文化色彩， 思想意识， 人生态度和民族特点。

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是中国文化， 上海特色和市民话语的一个代表和展示的话， 那么西

巫拉帕的小说创作就是泰国文化， 曼谷特色， 大众话语的代表和体现。

此外，本文对两个不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曹七巧与吉拉蒂的身世，处世和知性进行了比较分

析。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从 表面上看， 是在描写一个似乎爱财如命， 见利忘义， 六亲不认

的女人。实际上， 在她锁金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曹七巧的悲情和无奈。她在用金锁情， 用到

手的金来代替失去的情。金与情在曹七巧那里实际上已蚀为一体。从《金锁记》中我们看到了曹七巧

从情
”

锁
“

婚到金 ”

锁
“

情的悲剧 一生。

与曹七巧不同，出身王室的吉拉蒂嫁给了有钱有地位、 丧妻不久的五十岁的男人。她在

无爱的婚姻中遇到了其爱，有了婚外情，但她因为自己的年龄、 已婚的身份和传统思想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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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在表面上拒绝了这个其爱。朵后她在不断压抑和涌起的爱情璇涡中把自己埋葬了。吉拉蒂从

无爱到有爱， 从无情有情， 从而走完了从情
”

锁
“

爱到爱
“

锁
“

心的悲情一 生。

张爱玲的《金锁记》和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分别向读者展示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女性

意识。她们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爱情意识

—婚姻意识

—悲情意识

从张爱玲这部小说的整个故邓来看， 曹七巧的爱情意识可以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婚前对爱忖的渴望、 投烈的追求和自我牺牲．

二是婚后爱情发展的曲折、 晦涩和无奈．

三是分家后爱情意识转化为金钱意识．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读者可以石到， 在曹七巧的头脑里爱情意识的发展变化是随右其本身的

生活发展轨迹而表现出来的。 与曹七巧不同，吉拉蒂的爱悄意识表现在另外的三个方面：

一是吉拉蒂认识诺帕朋前的爱情意识．

二是吉拉蒂与诺帕朋相识后的爱计意识．

三是吉拉蒂离开诺帕朋和丧夫后的爱情意识．

在吉拉蒂的身上反映出了爱情意识上的双重性和矛盾性。然而，尽管在吉拉蒂的爱情意识

中存在珩矛盾和复杂的心理因素， 但她对爱情的渴望却并没有因为不能得到爱而熄灭和绝望，

反而爱情之火在她的心里越烧越旺。

曹七巧和吉拉蒂的婚姻意识都是以她们的爱情意识为基础的， 是爱情意识在婚姻上的反

映。在分析曹七巧和吉拉蒂的婚姻时， 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在婚姻意识中的
“

三态
”

：常态一一

变态一病态。如果说曹七巧的婚姻意识是从常态的婚姻意识转变成变态的婚姻意识的话，那

么吉拉蒂的婚姻意识却是从常态的婚姻意识转变成病态的婚姻意识。不管是变态的婚姻意识还

是病态的婚姻意识，她们都不能在婚姻后真正享受到爱情的幸福和婚姻的美满，反而带给她们

的却是：

无奈的现实，

痛苦的等待，

被迫的放弃，

和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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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和西巫拉帕笔下的吉拉蒂来说， 她们都是生活在20世纪三、 四十

年代· 一个是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一个是深受泰国佛教思想的影响。 不管是出身低

微还是出身高贵，她们在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中都有着一种悲情意识。 这种悲情意识是她们生活

上的悲情， 家庭上的悲情， 爱情上的悲情和婚姻上的悲情在其人生中的一个集中反映。

从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和泰国君主立宪社会 这个大环境来看， 封建礼教， 包办婚姻， 传统思

想， 伦理道德， 等级观念， 门当户对和女性在婚姻中没有或缺乏自主权利等现象， 是造成小说

中所反映的曹七巧和吉拉蒂在爱情和婚姻上悲剧的多种因素。这些因素是笼罩在曹七巧和吉拉

蒂头上的一个不可摆脱的精神枷锁， 也是她们在爱情婚姻上产生悲情意识的土壤和社会环境。

通过对曹七巧和吉拉蒂的悲情意识的比较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既有其共性又有 其

特性。

在共性方面：

——她们都因为失去了男方的爱而感到痛苦 ．

一—她们的悲情主要反映在她们所失去的爱情上．

—她们都爱着她们的情人， 可都不能与她们所爱的人终成眷属。

一在她们的心里都有一种痛苦的失落感和无尽的伤感．

在特性方面：

－一曹七巧的悲情意识所涉及的内容要比吉拉蒂的广泛．

—吉拉蒂的悲情意识主要是集中在情感方面．
-—她们的悲情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 社会背景， 伦理道德， 思想意识、 性格

特质和处世为人。

通过本论文对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的《金锁记》和对泰国现代男作家西巫拉帕《画中情

思》这两部文学作品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作家和其创作的作品在社会制度，文化背景，

语言环境和传统思想上有着种种区别，但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可以反映共同的题材和主题，所不同

的是在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因作家的创作视角， 描写手法， 生活阅历和思想意识的不同而有所不

同， 因而在作品中表现出各自的故事情节， 文学特点， 生活气息， 文化背景， 思想价值和社会

意义。

本文通过对《金锁记》和《画中情思》的比较分析， 以揭示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的背景下，

在封建礼教、传统思想和旧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和影响下，所造成作品中两个不同女性的不

同遭遇，分析产生悲剧性结局的多种原因，探讨这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意识，

并通过分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对比中泰现当代文学中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和创作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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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小说创作特色之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OVEL WRITING 

BY YU DAFU AND ARKADDAMGENG. 

Channarong Aeknal insuntorn 
（陈顺武）

中文摘要

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分别是立千中国和泰国现代小说界的重要小说家。 他们对各自

国家
“

新文学
”

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在小说创作上。 他们都以忧郁感伤、 直

露抒情而称名文坛， 并以此开创了中泰现代小说浪漫抒情主义的先河。 他们虽然是生活在不

同国度的两位文学家， 然而， 他们既有相似的个性与气质， 又有荐相近的人生态度与创作风

格， 特别是他们小说的人物塑造， 更有着无法剪断的血缘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小说创

作的成功与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本文以小说创作作为切入点， 试图通

过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影响研究方法来探讨两国现代文学的现象。 因此， 对有影响力的郁

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庆的比较研究， 是非常有意义的。

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两位作家无论是在社会背景、 生活背景、 文化背景、 创作主题，

还是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在相异性中表现出了很多相似性。 虽然在他们作品中一个反映的

是底下层、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人生， 而一个反映的是上层贵族的社会人生等问题，

但他们都受过西方文化思潮以及西方文学创作的影响， 而且塑造的都是中泰现代小说的
“

多

余人
“

人物形象。 他们都从人性角度出发， 以揭示人的爱情苦闷、 生存困境作为其深远的内

蕴主题。 他们在小说创作特色一
“

身边小说
“

中都宣扬其实情感、 个性解放， 追求自由以

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表现出对社会或人生的深刻体验和反思。

本文主要从社会生活文化背景， 主题意蕴， 人物形象等几个方面对郁达夫和孟昭·阿卡

丹庚小说创作进行比较研究。 通过比对， 我们从两位作家小说创作的主题和人物上， 可以消

晰地看到两位作家对国家、 社会、 人生的视角上的异同。 希望通过对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

庚的比较研究使读者对千中泰两国现代文学能有一些借鉴。

关键词： 中泰；郁达夫；孟昭·阿卡丹庚；小说创作；身边小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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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 Dafu and Arkaddamgeng are imp�rtant novelist in modern fiction community of China

and Thailand. They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terature"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especially on the novels's writing. Both of them are famous in the literary scene 

because of their sentimental melancholy, lyrical and explicit. And that help them opened up a 

China-Thai modem fiction's first romantic lyric. Although they are liv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owever, they are both similar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they have similar attitudes to life and 

writing style, especially in shaping the character of their novels.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success of 

their novels of Western literature with their references and influence are inseparable. In this research, 

novels writing as a starting point, trying to research method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mpact of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phenomenon of two modern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comparative 

study to influential Arkaddrungeng and Yu Dafu are very meaningful. 

Yu Dafu and Arkaddamgeng have show a lot of similarities in the Social background, Living 

background, cultural background, creative theme, and characters shaping. Although, in their works, 

one of them reflect the under layer of petty bourgeois intellectuals in the social life, the other one 

reflect of the upper social life ofnobility and other issues, however, they are well thought of Western 

culture, not only in the impact of Western literature, but also in the shaping of"supertluous people". 

They are all from the human point of view, to reveal the people's love boredom, survival plight as part 

of its connotation of a far-reaching subject. In the novel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creation - "his novels" 

are to promote the true emotions, the liberation of individuality, the pursuit of freedom and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living. All of these show a profound social or life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In this research, the author mainly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Yu Dafu and 

Arkaddarngeng's novels writing from the social lif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subject implication etc. 

Through comparison, from two writers'topics novels and characters, we can clearly fi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n the viewpoint of the country, society, life's perspective between them. 

We hope tha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Yu Dafu and Arkaddamgeng can send readers a number of 

experiences to draw on in modem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Thailand. 

Key words: China and Thailand; Yu Dafu; Arkaddamgeng; novel writing; 

his novel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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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 论文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中国和泰国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 两国关系之密切， 影响之深远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这种影响在文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们分不清哪个文化是中国的， 哪个文化是泰国的。 两

国社会进入近代史阶段以后，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萌生了启蒙主义思潮。 到了 1919 年

中国的
“

5.4 运动
”

和泰国的
“

6.24 运动
”

前后， 两国的启蒙主义思潮出现了高潮。 在这样

一个历史变化中， 两国小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它的地位和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表现出惊人的
一致。 几百年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学影响， 其时间界极大多在现代文学阶段以前， 而且

研究方法较多偏向于影响研究。 但是， 除了影响研究的方法以外， 能不能还可以通过平行研

究的方法探讨两国间现在的文学现象， 从中有所领悟呢？因此， 对中泰文坛现代文学的比较

研究， 尤其是对两国新文学界中比较有影响力的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的比较研究， 是非

常有意义的。

基于这些认识， 本文将对中泰现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作家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

庚小说创作特色进行比较研究， 从而揭示他们的文学共性和差异。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是两位在国内外文学史上具有独特思想和独特风格的重要作

家， 引起了当时大众的的强烈反应， 点得了广大的欢迎和称赞。 笔者在读其作品后， 发现两

位作家的创作这方面大致相似， 为何发生这种现象呢？笔者为此寻找答案， 终千发现某个国

家的作家受到某其他国家的小说创作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可能的。 中泰两国是姐妹国家， 所以

中泰作家有相似的小说创作也是可能的。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虽生千不同国家， 但我们

却能从他们作品中找到他们小说的共同创作特征， 这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
“

任何艺术是离

不开社会环境和时代而发生的
＂

。 即：
“

读文学， 也是读历史的
＂

。 因此通过他们的小说，

我们能看到当时他们的生活经历， 社会， 文化背枭。 目前中泰文学比较研究相当欠缺这个现

状， 笔者认为能展开这一选题是有意义的， 有必要的。 本文以他们的小说创作特色： 苦难人

生， 爱情苦闷， 零余者这几个关键字为主线， 以研究他们的小说创作的异同为主要方向， 把

他们小说研究的资料串起来， 从而形成这篇文章。 在泰国文坛上， 泰国文学中形成了一个新

的流派， 名为现实主义派。 创始人是孟昭·阿卡丹庚亲王（生千 1905 年）， 孟昭·阿卡丹庚

在泰国文学中第一部自传体小说《人生戏剧》 1928 年发表。 小说里面的故事是采取日记形式，

是以国外为背景而生。 他用第一人称来描写了
“

我
”

一维屈， 缺乏爱抚的蜇年， 父母对子

女的偏爱， 使主人公产生的自卑心理和对弱者的同情， 自幼对千赌博的曙好和朦胧的初恋的

爱情。 小说的国外生活部分是主体， 作者像讲故事一样朴素地道出了一个留学生的经历。 他

的苦恼和欢乐， 一个身处千西方社会的东方守年的感受和见闻． 再说， 作者通过 “ 我 ” 说明

生活， 幸福、 痛苦是无常的， 难以预测， 人生就像一出戏剧。

他的小说像旅游日记一样真实， 小说大部分都是直接取材千他本人的经历。 把孟昭·阿

卡丹庚的小说连起来读， 基本上同他生活轨迹相合。 这样新奇的情节， 给当时读者和其他作

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影响到后来作家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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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小说人物更离不开作者本人， 是根据作者本人的思想： 幼时没有得到父母的温爱，

这种幼枝的悲哀， 建设了他的自卑性、 忧郁性 、 怨恨性等等． 所以，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

看到他塑造出的某种人物， 那种自艾自怜， 充满寂寞、 孤独、 矛盾、 脆弱、 悲伤的字句， 因

此他才会写出充满个性的苦闷和反对传统礼法的小说。 最后塑造了一个充满了 “ 零余者 ” 形

象 。 孟昭·阿卡丹庚说 “ 我是在泰国学校毕业的， 将来自己能会做什么呢？怎么可能比得上

从外国学校毕业的呢？ 一个月的薪水活的了吗？学校啊！我们学校！其悲惨！ ［1),, 。

从他小说中的矛盾，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存在的宫国强兵的理想， 这透露到他小说中的革

命思想， 不过是对泰国的某些陈规陋习的攻击和青年人命运的关心上。 不仅如此， 孟昭·阿

卡丹庚小说能把当时泰国上层的贵族社会公开地暴露出来， 大胆地作出向来没有人敢做的。

解开泰国上层的贵族的暗藏， 让抒通人民认识他们的生活状态。 虽然他出生千上层贵族的亲

王， 但他活得像普通人一样， 没有任何差别， 他一直认为自己也是一个穷亲王， 他的身份没

有当饭吃。

他的爱情苦闷的表现也是他的一个重要主题， 他所有小说都是存在作者的 “ 苦闷爱情 ”

表现。 《人生喜剧》的 “ 我 ” ： 反对当时泰国社会的传统男女 “性 ” 的不平等问题， 对千丈

夫可以有很多妻子， 向当时泰国社会的 “ 性道德 ” 提出大胆挑战。 这也是作者本身和他母亲

的真实遗遇。 因此孟昭·阿卡丹庚的觉醒能使当时的泰国人对千 “ 一夫一妻 ” 的反省。

孟昭·阿卡丹庚的第二部小说《黄种人白种人》是注觅千人与人之间的种族歧视问题。
入的 “ 善 “ 和 “ 恶 ” 不是在于人的出生点， 人的皮肤 ， 产生不平等的问题． 作者认为人受

到良好的教育， 良好的环境， 良好的培养， 即使皮肤的颜色不同， 人与人之间也会平等的，

尤其是在爱情方面。

孟昭·阿卡丹庚小说发表后， 社会的反响很大。 大多数人以为小说中的主角就是作者自

己， 继而又问其他角色是否其有其人？而亲威甚至认为作者坻毁了自己的父亲。 产生这场风

波的原因， 一方面固然是社会对艺术真实的不理解， 但另 一方面也可以证明作者在艺术上的

成功， 因为在泰国早期小说创作上 “ 假 ” 几乎是一种通病的情况下， 这可以说是他创作上一

个突出成就。

二、 有关研究课题的状况和要解决的问题

至今， 纵观孟昭·阿卡丹庚研究， 笔者发现虽然孟昭·阿卡丹庚名拼在泰国文坛上有着

重要的地位。 但人们还是比较少认识他， 甚至知道他的小说的人更少， 是因为一是他人的生

命短， 二是他留下的小说不多， 因此研究孟昭·阿卡丹庚小说几乎很少。 虽然有， 但只是评

论他的小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文风大胆， 坦率和其实的重要作家。 在那个年

代他的前卫风格的确是独树一帜， 注重于内在的剖析和表现自我， 用字暴露濒于当时的社会

传统好道德， 作品内容太过颓废有败坏人心之处。 但正因他不刻意掩蔽， 所以他所写的才是

[(j)]孟昭·阿卡丹庚人生戏剧，及谷：怕匹大亚出版社， 200 1. 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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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情的其实世界。另外，在他的小说中充满君主观抒情的色彩，因为他常常将自己的情

感习惯融入到他 的写作中。

郁达夫的第 一篇小说集《沉沦》发表后，在旧中国那枯稿的社会里，那青年的苦难，引

起了强烈的反响。郁达夫也是因此而斐声文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此后，在十多年的

创作生涯中，郁达夫又写了 50 多篇短中篇小说。其中不少篇章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对千 “ 五

四 ” 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笔者认为要关注到他的

开创 “ 身边小说 “ 小说新模式。郁达夫开创的 “ 身边小说 ” 或者 “自叙传 “ 小说新模式都是

对中国新文学的一大贡献，这一点早已被学术界所公认。郁达夫创作的 50 余篇小说中屈千自

叙传性质的小说就有 40 余篇。身边小说大多选取第一人称 “ 我 ” 为叙述角度，有利于抒发主

观情感和表现自我，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其实性。因此郁达夫用这样的创作特色，向读者说

出他自己的人生感受，痛苦悲伤的过程，赤裸裸的心灵袒露缩短了与读者的距离。

郁达夫的另一种十分重要的，那就是性的表现。男女关系的不得已而激发起内心的不可

名状的苦闷，现在作品中的便是那主人公变态的性倾向。《沉沦》的 “ 他 “ ，是在这种苦闷

中苦苦挣扎，是在这种充满情感的兵实流露，使人有着 一种纯净的悲哀。这些当然与郁达夫

本人的性格和气质有关。

郁达夫认为 “ 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 ，孟昭·阿卡丹庚认为 “ 我捎长写关千我身

边的故事，而我不扭长写我不熟悉的 ＂ 。在泰国文坛上，评论者曾评论孟昭·阿卡丹庚小说

是他的自叙传，但他却不承认。他说 “ 我的小说是凭我的构想而写的，是以真而写的，所以

难免出现将我投入到小说中。我再说一 次，我的小说不是我的自传。[I],,虽然他不承认这个观

点，但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小说中的观点，情节，人物，都是离不开作者本人的。

孟昭·阿卡丹庚与郁达夫都是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笔者认为孟昭·阿卡丹庚像俄国屠

格涅夫小说中的《多余人日记》的一位家道败落，．身世飘零，性情抑郁的贵族行年人形象。

再说，郁达夫小说思想最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所以通过这段话笔者认为，郁达夫与孟昭·阿

卡丹庚他们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深。加上他们本人的的个性，气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小说创作艺术。

总之，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现在都已是文学界公认的优秀作家。在两位作家生前所

处的年代和国度，他们的作品一 问世，便轰荡了当时的中泰文坛。对爱情苦闷直率的表露，

对人生苦难的表白，对小人物的零余者形象的描绘，无不使得当时本国文学界及社会各界反

应极为强烈。他们开拓的 “ 新文学 ” ，对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中泰两国作出很大的贡献。

如今，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的思想进步与文艺批评的洗礼，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的作品

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肯定和普遍接受。

对郁达夫的研究评论有着多种多样，但对孟昭·阿卡丹庚的研究评论相对比较少。所以

通过本论文不仅能弥补对孟昭·阿卡丹庚本人和其作品研究的欠缺，而且能展开泰国文学研

究的现状。此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尽管二者在许多地方都有极大的可比性，但一则

由千泰国的比较文学批评起步较晚，泰外的比较研究从深度到广度都普遍欠缺； 二则由千孟

Ill孟昭· 阿卡丹庚 ． 黄种人白种人，曼谷： double nine出版社， 1999.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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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阿卡丹庚在国外的影响比之郁达夫在国外的影响差之甚远。因而海外学者对孟昭·阿卡

丹庚研究很少；三则在国内学者对孟昭·阿卡丹庚和郁达夫研究也是比较少，甚至将郁达夫

与孟昭·阿卡丹庚放在一起来比较的文章迟迟没有出现。

笔者为了填补两位作家个人的研究史和中泰比较文学史上的空白，进行了郁达夫和孟昭

·阿卡丹庚小说创作特点异同的研究。因此，对中泰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两国文学较

有影响力的文学巨匠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的比较研究，意义深远。郁达夫与孟昭·阿卡

丹庚有若相似的经历，都接受过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通过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可在其中吸

取他们的文学精髓，从而为展示文学的多样性，为进一步丰富世界文学研究宝库而贡献微薄

之力。

结 语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比较蜇要地位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创作风格

独特，描写了40多部小说。他小说大多是以自述传形式的描写，是用真实描写为表现手法。

本文通过对郁达夫小说主题与人物的分析展示郁达夫作品中的封建传统文化社会和西方

文化教育的影响的互相交织，人物的生性的苦闷，性爱观念，启蒙思想，叛逆精神等等主题。

通过郁达夫小说的特色不难发现，郁达夫小说霾在自我表现，带有主观抒情色彩。他的

小说无论是用第三人称还是第 一人称，从男主人公的身上都可行到他的影子，具有某种 “ 零

余者 ” 特征。他们（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自由、蔑视世俗偏见，在反叛中落入孤立

的境地而找不到出路，内心充满了彷径和忧郁。所以，他的浪漫抒情小说的格调大多感伤而

哀怨。对千郁达夫创作心理，他重视个性化的写作，郁达夫曾感叹地说：

时代精神是最难把握的 一种东西，也是最易感染的一种风气．我们住在什么地方，

就不得不受什么地方的感化，生在什么时候，就不得不呼吸什么时候的空气．

他又说 “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 一要算 ＇ 个人 ＇ 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

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 郁达夫小说中强调一种

气氛，悄调，而小故事情节的铺陈我们常感到，郁达夫小说中的特点是直抒胸脆，流畅自然，

没有多少悄节，也不甚求结构。

郁达夫在《忏余独白》说他写小说是随着情感而写：

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

一声 一样，又哪里顾得上这叫出来的 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

乐器和洽不和洽呢？

他又说 “ 历来我持以批评作品的好坏的标准是 ｀ 情调 ＇ 两个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

一种 ＇ 情调 ＇ 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 ＇ 的感染，能够很切实的感受珩这作品的 ｀ 氛围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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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那么不管它的文字美不美， 前后的意思连贯不连贯， 我就承认这是一个好作品。

郁大夫认为： ”作家的个性， 是无论如何， 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 ” 郁达夫小说的 
一种具有典型特点是浪漫感伤的性爱描写， 他笔下的性爱描写是追求真心的爱， 控诉封建道
德的虚伪， 赤裸裸地描写色悄。 他认为它的性爱描写是： “ 自觉地对虚伪了儿千年的封建道

德的一种挑衅。 ”

孟昭·阿卡丹庚是泰国现代小说界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位作家。 在泰国众多作家中像

孟昭·阿卡丹庚那样创作作出自传小说， 以外国为背景的作品以及悲剧人生的作家本人并不

多见。 他作品一 问世， 打破了当时泰国文坛上的 “ 旧文学” ， 并开拓了 “新文学 ” 的先驱者。

可惜， 孟昭·阿卡丹庚的悲剧人生， 追不倒其爱， 使他心里受到无数的打击， 精神渐渐脆弱，

后来走上黑社会， 以赌博为消除心理的苦闷， 最后无法还债， 并没有得到爱异性的爱情， 跑

到香港去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孟昭·阿卡丹庚在文学的创作生涯中， 创作出两部长篇小说，

并还有收集他所有的短篇小说还有两本书。

本文通过对孟昭·阿卡丹庚小说作品的主题与人物以及与郁达夫的小说创作特色的比 

较， 展示了中泰的比较文学的欠缺， 并给泰国读者认识到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

孟昭·阿卡丹庚第一部长篇小说《人生戏剧》发表后， 它的新鲜， 美味， 以外国为背景， 

自我表现， 完全打破了旧文学的枯燥， 像给泰国文坛上吹来了春风， 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赞扬。

孟昭·阿卡丹庚的小说写作手法上借鉴了西方的文艺思潮， 从他小说的人物 “ 零余者 ” 形象

就能看到这一点， 其作品的性爱描写能看到作者本身的影子。 这些显示了孟昭·阿卡丹庚小

说创作的特征。

由千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出生于同一时代， 当时两国处在动乱社会 ， 民众生活苦闷 

的背景下， 使他们感到孤独， 寂寞， 无助， 无价值， 自卑的悲剧人生。 再说， 他们出国留学 

时， 受到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学的影响， 造成他们具有者相似的小说创作。 但不 

同的国度， 不同阶级身份， 以及不一样文化， 生活背景造成了他们文学作品的差异性。 郁达

夫处于中国社会中的平民等级， 他所遇到都是在中国社会中的平民， 下层人民的生活。 他幼

时， 因家里贫穷而亲自体会到许多他人生的苦难， 而且他因自学而到外学习， 遭到中国衣民 

工作辛苦， 所以他对他们的贫穷与无知的命运， 对中国的衣村早已濒于破产绝境， 使他为他

们伤心， 苦闷。 这些人物形象在他的作品中被充分地刻画出来。

与郁达夫不同， 在孟昭·阿卡丹庚身上一方面反映了泰国上层贵族的色彩， 另 一方面也

反映了没落贵族的心态。 他曾说过： “ 我是个穷公子 ” , “ 我是个上层的多余人 ” , “ 我是

个非公子非平民 ” ， 这些体现了他虽然出生于上层贵族的公子， 但是因为贫穷的原因使他受

到上层贵族社会的歧视和侮辱， 同时也是遭受到异性的性爱的拒绝。 因此， 这些使他内心受

到极大的打击， 感到苦闷。 孟昭·阿卡丹庚虽然具有启蒙思想， 但现实生活的残忍， 使他寻

找出路， 走向黑社会， 如： 赌博 ， 最后只好逃到香港去无影无踪地死去。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他们都是个站在历史界碑之旁， 勇敢地挑起了革故鼎新的历史

使命。 通过研究与探讨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的小说创作， 笔者希望在两者创作特色的比 

较之中吸取精华、 剔除糟粕， 从而为中泰两国文化的比较文学贡献一份绵潮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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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文学作品中的妓女形象

＿舍《月牙儿》与高 素朗卡娘《风尘少女》的比较分析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MAGE OF 
THE PROSTITUTE IN CHINESE-THAI LITERATURE: 

"The piece of moon" of laoshe and 

"The prostitute" of k.surangkanang

Pattaree Oebimritti 

（张金娇）

中文摘要

本课题以中国作家老舍的小说《月牙儿》与泰国作家商·素朗卡娘的小说《风尘少女》

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作品中的妓女形象的异同，特别是探讨身为母亲但却卖身为娼，这种

不得已而为之的丑恶现象背后的原因，扞击了有钱人的为宫不仁以及社会的黑暗与不公。

由千老舍的《月牙儿》与商·素朗卡娘的《风尘少女》其主人公都是妓女，所以通过他

们两人以妓女为主题的作品的比较分析，发现两位作家的小说创作，在题材方面大致相似，

如：作为妓女的原因，都不是自愿，而是被逼迫，同时两位作家对千母亲这一角色的塑造也

存在珩不同之处，这能够体现出那个年代两国的社会状况， 妓女生活，及人们对千娼妓这一

底层职业的看法。老舍与高·素朗卡娘都是在中泰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在国内文学史上，

具有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风格，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文学艺术更加进步。

关键词：中泰文学； 妨女形象； 月牙儿；风尘少女；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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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论文选题的因由与研究现状
“

妓女
”

是很久以来每个国家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难以预防处理，也难以使其彻

底消失。从寻找研究资料发现，大多数的娼妓都希望走出这一职业，她们当初从事这一职业

的理由，是为了在一段时间内减轻家中的负担，假如家庭中的负担减少或是结束了，她们也

想离开这一条凡俗的路。另外还发现，大多数的妓女必须掩盖真相，不想让家人得知她们以

卖淫为收入， 或她们在从事了什么职业，因为这些妓女非常害怕， 被家庭成员断绝关系，但

实际上人们都知道
“

妓女
”

在人们的想象中， 它是什么答案。因此要解决卖淫这个问题， 好

像还有一个重要的钥匙，即，社会中应该改变人们的不正确观点，首先是我们自己先要停止

将社会中女性分为
＂

良家妇女
”

与
“

低贱妇女
”

的现象， 而支持推行人们在社会中都是 “ 地

位平等
”

。

除了上面所说的理由，我们还要改变
”

妓女
”

被人们看为
“

罪犯
＂

的观点， 因实际上这

些娼妓，原来并没 对人们造成损失，她们为了家庭成员， 或种种不幸的理由， 才以妓女为职

业赚钱，而正是这些人，给国家带来了急需的外汇，可她们为什么无法受到公平对待，无法

受到同悄， 而受到了人们的貌视侮辱， 看作 “ 罪人 ” 及对社会是个烂臭垃圾 ， 与此同时 ， 从

妓女那儿得到好处的那些人， 却为什么能威风地存在， 实际上谁该被社会判罪？

另外以妓女为职业的人， 不只是家中贫穷困难，而且还有道德问题，及价值观问题。再

加上作为妓女的人， 有的是自愿接受， 有的是被勉强欺骗，无论如何， 深入地看，她们不就

是世界上人类之中的一员吗？我们是不是该或多或少地去理解同情？

在我们世界上，关于娼妓的事情，不只是在人类现实的世界产生，并且在文学世界里也

有描写有关娼妓的题材，所以我们可以说，文学艺术体现出社会的种种问题，作家为我们创

造出不少有价值的作品，给文学艺术方面带来更大进步。

由于本题目是关注妓女方面，所以对一些人而言，它是没什么意义，不适合作研究论文，

可对笔者而言， 在文学的基础上， 却是很有特色，能够指出文学的兵实性，体现出社会的种

种影响，加上笔者通过在中泰两国进行查对资料发现，对本课题的研究，之前还没有人做过，

因此本课题较有特色，是从中泰文学比较的方面入手，比较分析两个不同国家中的作家笔下

的妓女形象的相同与差别，所以它值得讨论研究，而又有创新之处，能给予后代学者们以种

种益处， 使文学艺术上更加进步， 填补学术上的空白。

二、 论文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中泰两国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描写妓女的形象。本文要讨论比较分析中泰文学作品中的

妓女形象的异同点，通过揭示妓女这一 丑陋的现象来反映出社会的问题。 由千老舍的《月牙

儿》与高·素朗卡娘的 《风尘少女》主人公都是妓女， 所以本课题选择这两部作品， 重点比

较分析中泰两国作品中的妓女形象的异同点。透过这两部描绘妓女形象的作品分析，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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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两国的社会状况，及人们对于妓女这一底层职业的看法，使我更深地了解和同情她

们的生活。 所以我选择这题目，是为了希望学者们会跟我一样，更深地了解或多或少地改变

对妓女的一些认识。

以妓女题材的作品为研究题目，以浅薄的观点看，大多数的学者们肯定觉得以此作为论

文，是无意义与益处。 可深入一点观察，却有很深的社会意义， 只有国家注重了经济和教育

方面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才不会产生出太多的妓女．有关妓女问题的研究，将引

起人们对妓女问题的关注， 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三、 论文研究方法

（一） 文本细读分析法。 联系时代背景以及当时从邓妓女的原因条件等现

象， 分析中泰两位作家的两部作品中的妓女形象。

（二）比较法。对比中泰两位作家笔下的妓女形象，在比较中找出作家刻划他们的相同、

相近和不同之处。

（三） 访问泰国从邓妓女职业的女性， 进行仔细比较分析。

结 语

通过比较研究老合的《月牙儿》与高·素朗卡娘的《风尘少女》这两部作品， 使笔者了

解了那个年代的社会情形，两个国家的娼妓状况，及沦为妓女的原因，特别是作品中的母亲

角色， 同时又是一个妓女， 其是不容易。 老舍与高·素朗卡娘出生千不同的国家， 当然会接

受不同的文化与教育，可在文学作品方面，他们俩却触及社会底层，以受侮辱、 被损害的妓

女为主人公，通过对她们苦难生活的描述，来揭示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以及上层社会人们的

虚伪与无耻， 对劳苦大众的生活寄予深刻的同情。

另外作品中的描写方面，描述的环境、景物、时间、 地点， 都影响到每位角色的思想与

感情， 使内容更显具体， 其实， 扣人心弦， 催人泪下．

虽然两篇作品中的母亲这一角色，沦为妓女各有其不同的原因，可都不是自愿， 而是被

逼迫使然。 《月牙儿》中的年轻母亲是因生活贫穷， 而《风尘少女》中的乐（甜〉是因被人

家欺骗拐卖，可在她们俩的心目之中却有着相同的目的，那就是女儿的生活，母女两人的生

存。 这使她们两位母亲 都要逼省自己走上一条并不甘心情愿的妓女道路， 而被人们所侮辱、

鄙视， 及被指责为是恶劣下贱，不受尊敬的人， 且因此而缺乏社会上人们的理解和同情。如

从较深层面来看，对于 一位母亲而言，要卖身为娼，以这样的不为人所称道的方式换取收入

来养活一个纯洁天其的女儿， 并尽到为人母亲的职责， 这确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两篇作品的结尾，对千妓女形象的母亲角色却有了差异， 在老舍《月牙儿》中的年轻

母亲， 为了女儿的生活，女儿的不挨饿，她甘愿让女儿从事妓女来解决困难的生活，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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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护女儿， 而是她相信妓女的职业， 会给她女儿带来一种较为稳定， 不至挨饿的生活， 同

时高素朗卡娘的《风尘少女》中的乐（甜〉却奋斗、 挣扎， 尽力而为， 自己一个人付出，

愿意受苦受难， 绝对不让女儿走上妓女这一条路。

实际上， 出自一位良好母亲的本性， 不是该尽己所能地付出， 牺牲自己的幸福， 克服种

种困难， 也不让孩子们踏上低劣， 及被社会人们讨厌侮辱的妓女这一条路吗？

无论如何， 倘若提到妓女， 当然社会上人们仍然还是无法接受并唯恐避之不及的。 可实

际上， 娼妓职业其实原来并没对人们造成损害， 而却给男人们带来一种肉欲上的满足，解决

了男人们的需要，减轻了国家这方面所产生的罪行。可她们为什么 一直无法受到公平的对待，

无法得到人们的同情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千妇女命运的深刻关注和进一步的思索与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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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 novel in Thailand is not only the sign to 

show closed friendship between Thailand and China but also the prove of cultural 

exchange. Although Chinese martial art novel was refused by some readers, the long timeof its 

existence had proved the hidden value of this kind of novels. Moreover, Chinese martial art novel 

has influences in Thai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This thesis is written from info兀nation from many sources and the interview of the concerned 

peopl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 novel in Thailand can be 

divided into 3 stages; the early stage, the middle stage and the present. Every stage, the 

Thai-translated vers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 novel is different in vary circumstance of each stage. 

The writers, who are popular in Thailand, are not only Jin Yong, Gulong or other new-era Chinese 

martial Art Novel writers but also those who belong to the post new era writers like Wen Rui An 

and Huang Yi. Their works also have an influence widely in Thai society. 

Chinese martial art novel can be accepted by Thai literal circle because of the translators, the 

publishers and all the readers from the beginning to now. I believe Chinese martial art novel will 

continue its role together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martial art novel: dissemination: Thai-translated novels: Cultur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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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发源于中国的武侠小说是一种讲述武行侠故事的小说类型 ［l]。 武就是有武打的场面，侠

是有侠行仗义的行为[2］。 它通过神奇曲折的故事情节、 丰富的想象和惊人的夸张来反映生
活 [3} 0 

中国的 ＂ 侠文化 ” 虽出现于小说形成之前， 但就其整个发展过程来看， 它却以小说作

为主要载体。 侠文化，就是以侠客义士为主角，以歌颂侠义精神为主旨的文学作品。 它包括

传记、 诗歌、 戏剧、 小说和论述武侠的评论小品，其中以小说为主体，千是诞生了中国传统

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文学品种 “ 武侠小说 “ 。汉代的侠文化，以西汉司马迁《史记》中的《游

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为代表，这两个作品可以看作早期武侠史传的最早文献。 此后，

东汉班固 [4} 的《汉书》和荀悦 ［SJ 的《汉纪》都有对侠的记载。 《史记》、 《汉书》、 《汉

纪》中的侠故事就处于小说的初创阶段，属于武侠小说的雏形。至魏晋六朝时代，中国小说

才初具规模， 但当时出现的志怪小说还只是武侠小说成熟期的准备阶段。

中唐时期， 文学样式中诞生了唐传奇， 中国的武侠小说至唐代才渐渐有了自己的三大

特色：虚构铺陈，武功奇幻，侠气纵横。 这三大艺术特征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独特风格。 可以

说中国的武侠小说是从唐代开始成熟的，古代的侠客至唐代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 次闪耀出它

的艺术光彩。同时，唐诗中宣扬的侠义精神也不容忽视。唐末五代至 宋初，社会相当不安定，

后来的北宋王朝又由盛而衰，中原沦陷使游侠之风再度影响文坛，宋元文言小说中亦多豪侠。

北宋初编就的《太平广记》中就有很多优秀的武侠短篇文言作品。 明代因宋代 ” 说话 ” 艺术

的发展，一方面话本中出现侠客的义举， 另 一方面诞生了长篇英雄传奇《水浒传》。 《水浒

传》中的英雄好汉，与晚清的侠客有些区别，它虽然并不是一部纯武侠小说，但该书对侠义

精神的颂扬，为清代出现蔚为可观的武侠小说狂潮产生了极大影响。 同时，明代的白话短篇

中也有涉及侠客的篇章。 明代的侠客小说，为中国 古代武侠小说走向成熟提供了条件。 从魏

晋六朝到明代的一千四百馀年中，中国武侠小说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终千逐渐走向成熟。在

思想内容上，从刺客、游侠的报个人恩怨转入侠客义士的替天行道、 为民伸冤。在艺术风格

上，从情节人物简单的的单线勾勒，到人物形象日趋鲜明，情节更加曲折离奇，人物形象更

加丰富多彩。 随着小说这一形式的日臻完善，武侠小说也完成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过渡阶段。

[I]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 第 1 页．
(2]（泰）塔旺 · 斯卡扣松（0111 iln� ln,rn) 《（玉龙〉导读》， 扣凯出版社， 1989 年， 第 82 页．
Pl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 源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 1990 年， 第 33 页．
{4)班固（32~92 年）， 东汉史学家、 文学家。 字孟坚． 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 初继续其

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 后开始编写《汉书》．
{5]荀悦（148~209年）， 东汉史学家、 文学家． 字仲豫。 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 幼时聪店好

学， 因家贫无书， 每到人家， 遇书即读， 过目成诵． 12 岁时， 能说《春秋》， 尤好著述． 灵帝时，
因见阉官用权， 托疾购千家中． 献帝时， 应曹操征召， 历任黄门侍郎、 秘书监等职。 献帝好文学，
亦好典籍， 因班固《汉书》文繁难懂， 让荀悦依《左传》体制， 作《汉纪》 3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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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武侠小说到明清时， 则多是以话本形式出现的。 如消时在《包公案》基础上演绎成

的《七侠五义》、 《小五义》以及《儿女英雄传评话》等， 它们形成了武侠小说的基本形式

和模式，但武侠小说得到真正发展并呈现出一种繁荣局面则是民国期间的事。

辛亥革命后， 人们从封建秷桔下解放出来，各种思想流派涌入中国，报业、 出版业得到

空前繁荣，文学艺术得到大力发展，各种风格流派的文艺作品异彩纷呈，武侠小说也异军突

起， 书中武侠们独特的侠义精神传统深受人们喜爱。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首先有被称为
“

南向北赵
＂

的一批开风气的武侠小说作家：
“

南

向
“

一平江不肖生（向恺然）被誉为
“

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
”

，其代表作有《江湖奇

侠传》、 《侠义英雄传》等；
“

北赵
”

一赵焕亭则有《奇侠精忠传》留世 。

在三十年代，最有名的武侠小说家是北派四大家一—－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和王度庐。

主要分为还珠楼主的神怪武侠小说、 白羽的社会武侠小说、郑证因的技击武侠小说和王度庐

的言情武侠小说等四大派。

后来以金府、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崛起，则是近几十年的事。尤其是金府的武

侠小说，造就了不少金庸迷。 金庸也不愧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师，他丰富的历史知识、 深厚的

阅历、 对武侠精神的理解、 对武术知识的掌握、 精彩的叙事与描写以及对人物性格的把握，

确有许多过人之处。 同时又完全不同于上述的四大派， 有了创新和发展。

在台湾地区，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武侠小说的全盛期。从数证上而言，台湾武侠小说

家人数多千香港武侠小说家，作者多达三百余人， 流派纷呈，大可与梁羽生、 金府匹敌，但

在作品质证上，除了古龙可与金庸抗衡，其他作家的成就则不免有所逊色。 古龙的作品在中

国武侠小说史上有突破性的贡献。 他借鉴欧美文体大胆变革、 创新，在内容上还融入中国古

代的哲学思想， 比如儒家思想、 佛家思想、 道家思想等等。

八十年代，
“

武侠热
”

逐渐冷落， 金庸封刀，梁羽生搁笔， 古龙作古
［I)

， 台湾的武侠小

说名家纷纷退出武林。 虽然在台湾与香港仍有一些武侠小说家在支撑局面，但影响不大。 这

时， 港台出版界突然冒出了一个新人： 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温瑞安。 他的作品轰动港台文坛。

九十年代后期网络文学兴起，在网络上发表的小说作品与日俱增，其中许多作品是以日

本角色扮演的游戏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带有剑与魔法风格的冒险故事，曾一时被归类为 RPG
c21

小说。但随着故事题材的拓展与多元化，开始有人使用
“

玄幻小说
“一词来为这些小说分类，

并且迅速普及千网络社群之间。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由千文类定义的松散模糊，原则上凡是不能明确归千科幻、武侠、

恐怖等传统范畴的幻想小说，都可以归于玄幻小说之类 ， 因此其定义也明显超出了此名词最

初的内涵．

上世纪三十年代，接受西方文化的新文艺思潮的作家 曾对武侠小说口诛笔伐。以瞿秋白、

郑振铎、沈雁冰为首的著名作家，先后撰文批判武侠小说，从其内容到形象都给予了彻底否

定。 其原因当然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 新文艺作家认为，武侠小说既不能直接反映当时

(1) 虽然古龙和温瑞安一起掀起了第二次的武侠环潮， 古龙的作品更突出， 常跟掀起第一次高潮的武侠作家
并列在一起．

121 RPG: Role Playing Game角色扮演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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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几个侠士的反抗也不能唤起民众的觉醒。沈雁冰认为，武侠小说是
“

纯粹的封建思

想的文艺
”[I）

；郑振铎在《论武侠小说》 一文中认为， 武侠小说
“

使本来落伍退化的民族，

更退化了，更无知了
“[2]

。得出的结论是，这类文艺作品不应该允许存在。

这种观点，在当时颇有权威性，但现在看来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武侠小

说是平民意识的产物，又片面地、机械地把文艺作品划入革命与不革命两个范畴，更没有从

文学艺术、民族文化的角度去全面认识武侠小说。另 一方面，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因其数贷

太多，难免鱼目混珠。粗制滥造的武侠小说大证的出现，在一 定程度上也势必引起新文艺倡

导者的反感。

这种视武侠小说为洪水猛兽的思想意识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变成为政府禁令。一九

四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武侠小说被严禁出版，民国年间的武侠小说家也受到不

同程度的批判，或隐居封笔，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除了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外，王度庐、

李寿民（还珠楼主）、 白宫羽、郑证因、朱贞木等武侠小说家皆有过不公正的待遇。这种状

况持续了三十年之久。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香港、台湾两地成为新武侠小说创作中心。由金府、梁

羽生等人掀起的第一次新武侠小说高潮和由古龙、温瑞安掀起的第二次新武侠高潮， 相继在

港台出版界引起极大轰动。金蒲、梁羽生、古龙、温瑞安和诸葛行云、卧龙生、司马翎、上

官鼎、柳残阳等人成了港台两地家喻户晓的人物。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成就终于引起香港文

学理论界与报人的注目，他们开始从欣赏走向评价，从评价走向研究。千是，香港、台湾和

东南亚的一些报刊在发表武侠小说连载之后， 便刊登武侠作家访问和武侠作品分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武侠小说似乎进入秋凤策瑟的季节，但港台出版界却突然行出一个

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温瑞安。温氏早年以诗名入文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他的作品

受到好评， 连文坛也很重视。 至九十年代， 温瑞安终千和梁、金、 古三大武侠小说家齐名，

成为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
“

四大天王
”

之一。

中国武侠小说在印度尼西亚的流传比较早。早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叶，就有人

把中国武侠小说翻译成马来语、爪哇语、望加锡语。泰国也有很多华人、华裔把阅读中国武

侠小说作为一种消遣，通过这些作品认识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认识伟大的中国人

民。 (3)

武侠文学是中国最有特色的文学门类，它生动地体现中国民族的气质与精神，表现中国

人民的兴趣与追求。 因此，产生以来，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喜欢读。

中泰文化关系密切，源远流长。中国武侠小说随着文化交流和华人的移民传播千世界各

地。到泰国来的中国人，也把他们喜爱的消遣方式－�读武侠小说带到泰国，这才促使武侠

小说泰译本的出现，并由此出现泰国的中国武侠小说。金府的武侠小说更使泰国兴起了武侠

热。 但长期以来， 武侠小说被轻视为
“

低层读物
”

。 我小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 但没有经济

(I)曹正文《侠客行》，云龙出版社， 1998年， 第147页．
(2)同上。
[3] 胡文彬 《中国武侠小说在印度尼西亚的流传》， 海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2期， 第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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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大人物〉〉两种泰译本的翻译手法比较

COMPARISON STUDY OF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PPLIED IN CIDNESE MARTIAL ARTS NOVEL 
"THE BIG SHOT" 

BY GOW LENG (THAI VERSION) 

Sujinda Sae-Ung 

（黄珍珍）

中文摘要

随着中泰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 中国武侠小说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被大位地引进

到泰国。武侠小说的翻译也成为翻译园地中愈来愈亚要的领域。作为原语言和译语言的媒介，

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译作，文学作品的翻译也不例外。

本文就古龙所著武侠小说《大人物》的两种泰译本 ”莎1叫 “ （普英艾）和 “ m，，订＂＇Qlll

伽 ＂ （贴帕卜如塔札）的翻译手法进行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得失。 分析结果，二者的相同

之处是： 一、 采取直译、 意译和音译混合法；二、 适时加注。 二者的不同之处是： 一、 直译

时，前者过千拘泥原文，后者则比较灵活；二、 前者的意译有过于随意之嫌，后者则较为认

其，不肯苟且；三、 音译时，前者采用潮语音译，后者采用汉语音译；四、 语言方面前者比

较粗俗，后者较为文雅．

笔者认为，在翻译武侠小说时，翻译的 “ 信、 达、 雅” 三项原则中，以 “ 信 ” （忠实）

最为重要， “ 达 ” （通顺）则次之。极端的直译和意译均不可取， 二者应相辅相成，互相补

充。 至千音译，本国至今没有统一规范的翻译规范，所以译者最好还是采用汉语音译，在音

译后面还要加注原文，以免误解，尤其是在将其还原时，才不会遇到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

关键词：古龙； 《大人物》；泰译本；翻译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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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芍中泰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中国武侠小说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被大忧地引进到

泰国来， 《大人物》便是 其中之一。 这些中国武侠小说在泰国颇受青眯，但读者所看的大部

分并不是原本，而是翻译本。故武侠小说也成为 “ 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 ＂ （钱绍昌）。

《大人物》这部武侠小说系武侠小说名家古龙千1971年创作的。当年， 在国内武侠小

说一直被认为是低俗和保守的市井小说。 古龙 为了要改变这种观点，同时为了要争取更多的

读者， 让不爱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 故他就要求新求变！他把《大人物》里的文字

写得简单明了，将对话写得较为生活化，也较有人情味； 小说蕴涵芍 “ 武 ” ， 也充满珩
“ 爱 ” 。

《大人物》虽算不上是巨著但先后已多次搬上银幕，2006年3月又再次拍摄成电视连

续剧，由谢霆峰领衔主演。至于翻译作品， 在国内外是否被译成其它各种文字，迄今为止尚未

查到；但是在泰国已经出过两个泰译本，分别为 ＂茄4，叫 “ （普英艾） （1.W 1ii。4q4. 1J1如虾孟IJi

心”“"· 1993)、 “1”“”“qn，如 “ （贴帕卜如塔札） （加芯口加盂IJ如UllJOIJll'IOf. 2006) 。 这两种

译本产生千不同年代， 两位译者一 为男性， 一 为女性。在这种情况下， 两位译者在翻译同一

部武侠小说时， 未免有很大的差异。 经过将两个译本跟原文对比， 笔者发现前者（沃·纳曼

伦 1.m wo4q4) 为了赶时间， 所以其译本在意义的把握上存在珩颇多的误译；后者（吉迪披伦

扫如）的译本在语义、语序、句子结构等各个方面都忠实千原文。此外，她的译文较通畅，

语言也优美， 不时有一些妙译。

古龙所著的武侠小说， 一 向是以充满哲理茗称。 《大人物》也不例外， 故不仅在中国文

学史上占据了颇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外国文学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在翻译中有

必要尽可能地去再现此特点。 那么， 两位译者怎样采用翻译手法非常值得研究。

翻译是国际间文学影响和交流的最直接的手段。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发生关系主要是 通

过翻译来实现的，而翻译的最基本的定义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关于翻译之标

准，中国理论家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如严复提出 “ 信、达、雅 ” ，傅雷 “重神似不重形似 “ ,

张培基提倡 “ 忠实 通顺 ＂ ， 瞿秋白提出 ” 等同概念 ” ， 鲁迅主张以 “ 直译 “ 为主。

汉语和泰语虽然同属汉藏语系，但二者 有各自的特点， 既有共同性， 也 有差异性。再加

上中泰文化的差异，武侠小说的翻译难免存在一些难点。只有了解和掌握汉泰语法和这两个

民族各不相同的文化，方能克服难点，顺利进行翻译。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充分考虑原著的文

化背景， 在翻译手法上， 要采用多元化的方法， 才能译出读者接受的文本。

在过去， 爱乔武侠小说的读者， 懂得中文的便读原本， 不懂中文的读译本， 所以译者

误译也不成问题。如今随珩汉语热的升温，懂得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 译者要认其， 马虎不

得，尤其是拍摄 电影更要注意，若翻译错了会大大地影响观众。有鉴千此，本文将以古龙《大

人物》的两种泰译本 ” 茄』，叫 “ 、 “m“umq“｀如 “ 为素材， 比较其翻译手法， 给翻译者提出意

见或建议，给未来的翻译者作为参考，希望能 为翻译界提供点便利；同时有助于华文文学翻

译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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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翻译是国际间文学交流的最直接最普遍的手段，中国文学与泰国文学发生关系主要是通

过翻译来实现的。

翻译的最基本的定义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 一种语言，而翻译的标准是忠于原著，故本

人把古龙《大人物》的原著与沃·纳曼伦的 ＂ 笳1叫 “ 和吉迪披伦的 “ m“UII,q“`im ”

这两种泰

译本进行对照，以看出两位译者的忠实程度。

在泰国的翻译史上， 早就存在打 “直译 ” 、 ”意译
“ 和 “音译 ” 等翻译方法。 “直译 “

就是所谓忠千原文。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沃·纳曼伦的译本主要是采用
“

直译
“

，虽绊得上

忠于原著，但严谨不足。此外， 尚有 “ 随意译
“ ，这可能是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口味，强调

文本的可读性。专有名词则全部采取潮语音译。吉迪披伦的译本也同样以
“

直译
“

为主，但

吉迪披伦在翻译上极其认兵。首先，不论在多么艰辛的条件下，她都坚待翻译。其次，慢工

出细语，对千翻译作品慢慢体会、准确把握后，才动手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总是反复推敲，

精细修改，直至满意为止。碰到把握不准的词语，还不时打电向有关单位求证或求助。故翻

译一部《大人物》竞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其三，虚心学习老一辈的翻译经验，掌握翻译技

巧， 不断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

总的说来，沃·纳曼伦是以翻译武侠小说而出名，成为泰华译坛上的骄子，他本人也因

之受到翻译界的推崇与爱戴。他译的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版再版。吉迪披伦在这方面

虽还赶不上他，但古人说：
“ 长江后浪催前浪， 世上新人遠旧人。

”

所以若只以《大人物》

的泰译作比较， 本人发现，吉迪披伦的译本要比沃· 纳曼伦的稍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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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悲剧论略

A STUDY OF CAO YU'S TRAGIC IDEAS 

Malee Kittiworawet

（周丽）

中文摘要

作为20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戏剧家，曹禺的作品兼容并包，吸收了古今中外多家的

思想及艺术精华。他在创作中，将中国传统文化，原始崇拜情结和基督教思想有机结合， 营

造了 一个又一个包括命运悲剧、 性格悲剧、 生存悲剧、社会芯剧等多种类型的4三窝、 深刻的

悲剧世界。这些作品表现出他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关注，既有形而上的思考， 也打扎根社会现

实的探索，改变了中国传统戏剧创作中悲剧意识单一、肤浅的局面，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关键词： 曹禺戏剧；悲剧；意识之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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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laywright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Cao yu, whose 

works is inclusive and comprehensive, has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many writers, ancient and 

modem, Chinese and foreig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original worship 

complex and the Christian presented in bis works, has created a world of tragedy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is including the tragedy of fate, the tragedy of character, the tragedy of survival or society, 

and many other types of profound tragedy. These works have shown his concern for the value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ere is not only metaphysical thinking, but also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roots of social reality. His work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for it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in which the tragedy is often monotonous and superficial. 

Key words: Cao yu's drama; tragedy; head-waters of consciousness; typeof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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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曹禺中国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本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19 10年9月24

日生千天津。曹禺出生千封建官僚家庭。父亲万德尊曾任镇守使、都统和黎元洪总统秘书。

曹禺生母早逝，继母酷爱戏剧，常携曹禺观看戏曲和文明戏。曹禺没上过小学，延师在家，

诵经读史， 但常偷看《红楼梦》、 《水浒》、 《西厢记》等书。

曹禺宵少年是在 天津度过的。天津是个交通发达、水利交通便利的北方重镇。曹禺在这

里目睹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也看到了许多高级流氓、高级恶棍及苦力的劳动，听见了深

夜小巷传来的卖儿卖女之声。这对曹禺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和他一生创作的思想倾向，起了

巨大的作用， 也为他的一些作品提供了素材和人物原型。

1922年秋，曹禺进入南开中学。这是一个有民主精神的学校。学校的南开新剧团是当

时全国有名的学校演剧团体。1925年曹禺加入南开新剧团，井成为重要骨干， 一方面演出

古典名著，如莫里哀的《吝啬鬼》（ 一译《悝吝人》）、H． 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另 一方

面编演时事新剧，进行民主宣传鼓动工作。在此前后，他阅读了大址
“

五四
”

以来新文学作

品。他曾说，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使他
“

激动
”

，超过了他喜欢的易卜生。因为这些作

品
”

启发他必须关心中国的社会问题
“

.

1928年曹禺升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但他大部分时

间是在图书馆和书库里，贪婪地研读着世界名著，特别是希腊悲剧及W． 莎士比亚、E． 奥尼

尔、A. II ． 契诃夫等人的戏剧作品。同时他也时常和朋友去广和楼欣赏京戏名家的表演，到

天桥去听曲艺。曹禺还涉猎了东西方的一些哲学著作。他 “ 读老子、 读佛、 读圣经 ” ， 赞美

柏拉图的
“

神奇的理想国
”

,
“

同情叔本华对生活深沉的忧郁
”

，也热爱过 “ 尼采丰盛的生

命力与超人的思想
”

，而
“

所罗门的智慧
”

、 “

耶稣对人类所寄予的其诚热爱
”

，都曾使他
“

仰叹
”

、 “折服
”

。 但是，他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被这些先哲们的精神所感动，却没有成为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俘虏。他感到
“

这个社会非改变不可
”

，千是想
“ 搜寻出 一条大道 ” 来

解决他所感到的中国社会的
“

严重问题
“

。但是读了这些哲学著作之后，答案仍
“

苦思不得
“

。

而他那种执着地、热诚地求索精神，却熔铸在他早期的创作里，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感

染力。
“

三部曲
“

创作时期为 1933年，曹禺完成了第 一部多幕话剧《雷雨》。1934年7月发

表在《文学季刊》1卷3 期． 他从自己青少年时期熟悉的社会圈子里，提取了《雷雨》的题

材，通过周旮两家8 个人物的历史与现实纠葛，反映了从光绪二十年(1894)到 1920年以

后约达30年的复杂社会生活和冲突。故事写某矿蜇事长周朴园，年轻时遗弃了为他已生二

子的婢女侍萍，长子周萍留在周家，侍萍携次子投河遇救，离乡远走。周误以为她已死。后

周家亦北迁， 与侍萍再嫁的行家共居一地， 互不相知。行家的父女皆在周家为仆，次子大海

在矿上做工，周妻繁漪与长子周萍有私情，后知周萍爱鲁女四凤，繁漪欲遣去四凤乃召来侍

萍，两家关系始被揭开。周萍与四凤知为异父同母兄妹，双双自杀。繁漪之子周冲为救护四

凤也触电身亡。大海为罢工代表在周家受辱被殴，逃奔而去。侍萍与繁漪不堪重压，一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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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 只剩下周朴园我荣子立、形影相吊。作者在这常见的
“

始乱终弃
”

和
“

乱伦
”

的社会现

象中， 开掘出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悲剧。 他在剧中写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和阶级压迫与斗争，

但主要是描写新旧交替时期的3个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对命运所做的

抗争和她们走向毁灭的悲剧结局。《雷雨》情节的丰富性、生动性， 尖锐的戏剧冲突，严谨

的结构， 浑厚凝重的格调， 浓亚的悲剧气氛， 深受希腊悲剧和易卜生、 奥尼尔剧作的影响。

但曹禺写的是地道的
“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的思想感情
”

。他是 把 民族的内容和外来的艺术

形式结合得最为贵帖， 最有光彩的一个。因此《雷雨》把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提到了一个新

的商度。《雷雨》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商度的美学价值。《雷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但人

物刻画的成功是其生命力所在， 也是曹禺戏剧的共同特点。

1935年4月， 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首演《雷雨》， 由杜宣、 吴天

等导演。国内首演的是天津的孤松剧团，接着上海复旦剧社、中国旅行剧团演出了 此 剧，引

起亲动。 《雷雨》不仅奠定了曹禺 在中国话剧史上杰出的现

实主义剧作家的地位， 同时也是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消华大学毕业

后，曹禺短期到河北保定明德中学教英文。未几，又回到清华研究院专门研究戏剧。不久因

经济困难辍学回天津， 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1935年， 曹禺开始构思和写作《日

出》。曹禺自幼生长在天津，1934年，他第一次去上海，当时这两个殖民地化的城市，正经受

芍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的折磨，民族工、 商、 金融企业大批倒闭， 失业的下级职员和工人

挣扎在死亡线上。农村则因遭受着连续不断的内战踩踏，无以为生的农民流入城市，加入失

业大军，妻女沦为娼妓。另 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暴发户、高级流氓和高级恶棍却在

吮吸若人血，滋养它们荒淫无度的生活。年轻的曹禺在这里看到了许多
“

恶庞一般可怖的入

事
”

， 于是他决定以此 为素材写《日出》。

《日出》没有传奇性的故平。学生出身的交际花陈白露，住在大旅馆里，靠银行家潘月

亭的供养过着夜生活。窊年和学生时代的好友方达生闻知她堕落了，从家乡跑来
“

感化
“

她，

让她跟自己结婚并随自己回去。但对社会和恋爱家庭生活都已失望的陈白露拒绝了他。此时

同楼的孤女
”

小东西
”

，为了逃避揉躇闯到她的房间，她虽全力救助， 但终千还是被黑帮头

子金八手下的人卖到妓院里， 不堪凌辱而死。潘月亭也被金八挤垮，银行倒闭。陈白露慑千

黑暗之浓重， 看不见出路， 黯然自杀。 方达生则表示要与黑暗势力抗争， 迎着日出而去。

《日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雷雨》更成熟， 更显露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

格。作者利用陈白露的
“

休息室
”

和翠喜的
“

宝和下处
”

有限的空间， 召来了三教九流，全

声色地表现了魁魅想魅盘踞的旧世界，揭示了
“

损不足以奉有余
＂

的剥削制度的本质，因而

《日出》具有纪实性的特点， 开放、其切、自然。人物形象的刻画， 仍是《日出》最成功之

点。对千陈白露和李石消，作者主要是写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内心的激烈冲突和他们被窒息

被毒化的心灵历程。而对胡四、顾八奶奶、张乔治、福生等形象的刻画， 则是若眼千他们性

格的主要特点，用夸张、 重复、强调的手法， 使它更突出， 更鲜明， 如： 胡四的
＂

贱
＂

，顾

八的
“

俗
”

，张乔治的
“

洋奴相
＂

。翠喜的刻画体现了作者主观的感情与客体描写的高度有

机的融合。他写出了一个老妓女的职业特点、生活习惯、人生哲学和感情表达的方式， 没有

人为美化她， 但却写出了与粗俗的外表形成对比 的
“一颗金子的

心
”

， 使这个悲剧形象具有强烈的裳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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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 《日出》由复旦大学学生和毕业同学组织的业 余演剧团体戏剧工作社在

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首次演出，导演欧阳予倩。 凤子扮演陈白露。同年3月，中华留东同学话

剧协会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公演 《日出》，凤子应邀赴日饰演陈白露。 接看曹禺自任导演，

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生在南京中正堂演出了 《日出》， 叶子出演陈白露。

1936年8月，曹禺应国立戏剧专科学 校校长余上沉之邀，前往南京该校 任教，教授《剧

作》和 《西洋戏剧》等课程。

在南京任教期间，曹禺住在第一极范监狱附近。犯人服劳役的景象，勾起他蛮年的记忆：

宣化府
”

大堂
”

看军法官严刑拷问
“

土匪
＂

；听奶奶讲血泪身世和挺而走险的农民故事。 于

是曹禺又开始构思和创作 《原野》 。民国初年的北方农村，既是军阀混战的战场，又是军队

兵源和粮草基地。 一些流氓地疮，跟珩
“

大帅
”

就是
“

兵
”

，携枪回乡就是
“

匪
＂

。 兵匪一

家， 抢男霸女， 占田夺地， 使农村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曹禺把握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写了连长出身的焦阎王回乡后， 勾结绑匪，活埋了仇虎之父，把其妹卖与娼门，又诬仇虎是

土匪， 关进大狱，夺了仇家的土地。8年后， 仇虎越狱回来，欲报两代冤仇， 却得知仇人焦

阎王已死， 而曾经
“

许给了
“

他的姑娘金子， 也被焦阎王生前
“

押来
“

做了儿子焦大星的媳

妇。 大星与仇虎自幼就是好友，对焦阎王的罪恶一 无所知， 这次见到仇虎仍待之如兄如友 。

但是仇虎两代冤仇难以浪灭，经过内心激烈冲突，终千在
“

父仇子报
”

、
“

父侦子还
＂

的观

念支配下，杀死了大星，使大星之子小黑子误死在欲杀仇虎的焦母之手。 大足父子之死， 使

仇虎内心内心情与理得冲突达于沸点， 陷千迷惘、 惶惑、 半疯狂之中，在携金子外逃时，迷

路千
“

黑林子
”

， 被侦缉队包围， 不屈自杀而死 。

《原野》是曹禺戏剧创作上的一次新开拓。他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表现了这

个传奇故事。他没有更多地描写农村生活和斗争的现实，而是借鉴了传统戏曲有戏的地方大

力渲染，无戏一笔带过的手法，渠中刻画了仇虎复仇前后的心理活动 ， 把历史与现实、幻觉

与其实结合在一起， 写情、 写戏， 把人的生活伸延到鬼的世界， 以揭示天上、 地下、 阳世、

阴曹都没有
“

公迨
”

和
“

天理
”

。 《原野》中的人物造型、民俗风情、 服饰色彩，都深受民

间传说和戏曲的影响， 鲜明， 浓烈。

《原野》发表千 1937年 《文丛》1卷2~5期 。同年8月7日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在卡

尔登大戏院首次公演 。 应云卫导演， 由赵曙、 魏鹤龄、 舒绣文、 吴茵主演 。1939年秋昆明

的戏剧工作者联合演出了 《原野》，由曹禺自导，著名教授闻 一多亲自参与设计，特邀凤子

主演金子 。 此次演出被楷为云南话剧运动三大里程碑之一 。

抗日战争开始， 酉禺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里。1938年1月， 曹禺随南京国立戏剧专

科学校西迁， 一路跋涉， 一路宣传。 还亲自导演了街头剧《疯了的母亲》、 《觉悟》等，在

湘鄂川一带演出 。

1938年春抵项庆， 为了参加第一届戏剧节的演出， 曹禺和宋之的改编了宋之的等人梊

体创作的《总动员》为《全民总动员》（《黑字二十八》）， 旨在动员全民抗 战，反对败类、

汉奸。此剧千10月29日在顶庆上演 ， 导演应云卫， 主演赵丹、 白杨、舒绣文、 张瑞芳等人，

曹禺扮演其中金店老板。1939年春，曹禺随剧校再迁川南江安，完成了构思已久的《蜕变》。

该剧编写一个省立伤兵医院，在腐朽的官僚和发国难财的群小 统治之 下，伤兵无 法救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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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爱国的大夫也无法救死扶伤， 到处一 片混乱。 后来来了一个 “ 梁专员 ” ，朴素清廉， 一心

抗日。 他团结全院爱国职工， 整顿了医院， 使 医院终千成为名副其实的模范战地医院。

此剧于1939年冬由国立戏剧学校师生在重庆 正式公演。 此后， 曹禺又先后完成了剧本

《正在想》的编写、《北京人》创作和《家》的改编。 《北京人》写的是 一个 曾经显赫一时

的封建世家的败落。虽然 曾老太爷还梦想家道中兴，逼着儿子出去谋事，管教孙子夜读诗书，

但最后这个 家还是溃散了， 死的死了， 走的走了，曾老太爷连自己的漆了十几年的棺材也没

保住。 这是 一个描写 “ 家庭琐事” 的剧本 ，却寓意深沉，富于哲理，在鲜明、生动的形象里，

流露芍对儿千年来封建 “礼教 ” “ 文明 ” 的彻底否定。 《北京人》的艺术创造， 进入了一个

高境界。戏里没有 “ 技巧 ＂ 的痕迹，其风格也由以前几部剧作火辣辣的浓烈转为淡远和隽永。

但人物形象仍然 生动鲜明。1941年10月在重庆 中央青年剧社首演此剧。导演张骏祥， 由张

瑞芳、江村、沈扬、赵蕴如等主演。

1942年初， 曹禺辞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教职离开江安。 盛夏， 在重庆附近唐家沦的
一艘停泊的轮船上， 用3 个月 的时间完成了巴金原著长篇小说《家》的改编。 剧本以觉新、

瑞钰、梅表姐、鸣凤为主角，着重写旧礼教对青春和爱情的摧残。全剧是以觉新和瑞钰结婚

开始，而以瑞钰夭折，觉怼出走结束。中间写了觉新、瑞钰与梅表姐在战乱中相遇和互诉衷

肠以及鸣凤对慧觉倾心而无望的爱情。曹禺为了表现 自己的主题， 对 原茗做了增删取舍， 使

话剧《家》的情节更为单纯、集中． 虽然他对 “ 家 ” 中的群丑和道学家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和无情的揭露，但全剧主要笔墨还是对青春和爱情的颂歌与挽歌。《家》的一个显著艺术特

点是 它的浓郁的诗情。它主要表现在作者善千洞察人物的心曲，善千把握和传达人物内在的

诗情。 他们的台词都是 诗化了的， 因而 “ 洞房 “ 独臼是诗， 鸣风说 “ 梦 ” 和 ＂ 诀别 ” 是诗，

觉新、梅与瑞钰三人的 “ 倾诉 ” 与 “ 话别 ” 也是 诗，而瑞钰、梅、鸣凤本人也各是 一首温婉、

凄清、哀怨的诗。《家》的改编得到了原作者巴金的 “ 欣然肯定” 。因 为两位作家心灵相通、

爱憎与共。 《家》千1943年4月 由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首演。导演章浪， 张瑞芳饰瑞钰，

金山饰觉新， 舒强等参加了演出。

《蜕变》、《北京人》、《家》是曹禺抗战时期的3部力作， 也是四禺创作的第二个高

峰。 其中《北京人》则是他戏剧艺术发展到炉火纯背的标志。

1943年1月曹禺应重庆怒吼剧社之邀参加了焦菊隐翻译， 张骏祥导演的《安魂曲》的

演出， 饰演莫扎特。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柔密欧与幽丽叶》， 又把已经 多次演出的根据

法国作家腊皮虚的《迷眼的沙子》改编的《镜金》定稿发表在1943年11月 《戏剧时代》1

卷1 期上， 并开始了多幕剧《桥》的创作。但直到1946年4月在《文艺复兴》1卷3~5期

发表 时，只完成了两幕三场， 终未写完． 这个 时期，曹禺除应邀讲学外， 还参加了一些社会

活动．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曾参与联名发表保障

剧作家权益的 “ 宣言 ” 和反对审查制度的活动。在重庆他结识了周恩来， 这对他政治思想有

很大影响， 他曾说是 周恩来使他在这个 时期没有失掉对 国家和自己前途的信心 。

抗战胜利后，曹禺回到上海。 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3月 初和老舍一道离沪去

美，开始为期一年的参观、访问、讲学和戏剧考察。在美期间，他结识了正在美国的德国著

名戏剧家B．布莱希特， 井到加拿大作短期游览观光。1947年1月 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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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2 月应熊佛西校长之聘， 到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 同时开始构思创作电影剧

本《艳阳天》。它通过一 个律师伸张正义的故事， 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种种黑

暗， 呼唤艳阳天。 1948 年， 由文华影业公司拍成影片， 曹禺自任导演， 由石挥、 李丽华等

主演。 1949 年初，曹禺接受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 由沪去香港。 2 月 28 日离港北上，

3 月 18 日抵达北平。

1949 年曹禺进入北乎以后， 即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

攷治协商会议， 并随郭沫若一起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1949 年 7 月全国文

代会召开，曹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后，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协、全国剧协

等相继成立， 曹禺均被选为常务委员或理事。 9 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后， 负责

政协的外事活动。 1950 年、 1952 年又先后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和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院长。 后又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2 年当北京展开高等院校教师思想改

造运动后，

曹禺决定以协和医学院为
“

故事情节背景，写一个以知 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
“

。

这就是《明朗的天》的创作。作者虽然满怀热情努力表现新的生活和他对生活的新认识， 剧

本也受到了欢迎和好评， 但在艺术上没有突破和超越以往的创作。 1954 年 9 月， 《剧本》

和《人民文学》 同时发表了《明朗的天》， 同年 12 月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导演焦菊

隐， 刁光骂、 叶子、 萤行估、 杨荻、 童超等参加了演出， 并与 1956 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

底演出的剧本、 导演、 演出一等奖。60年代初期， 他目睹了人民的灾难和国家面临的考验，

和梅肝、 千是之 一起， 借古老的
“

吴越之争
”

的故事， 写了历史剧《胆剑篇》， 发出了 “一

时强弱在千力， 千古胜负在千理” 的正义呼声， 激励人们 “个个执剑， 人人扶犁， 就在这方

圆不满百里的祖土上， 也要兴起一片腾腾的王气
”

。 《胆剑篇》不围于史料，它是从生活中

引申出千今天有益的教训。 《胆剑篇》气魄宏大， 场面雄伟， 有一种悲壮的美。 《胆剑篇》

发农于1961年《入民文学》7、 8期， 10月由北京入民艺术剧院首演。 梅旰导演， 刁光邸、

苏民、 周正、 郑格、 童超、狄辛等参加演出。

1966 年～1976 年， 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 曹禺遭到迫害， 被迫搁笔。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后， 曹禺马上拿起笔来， 千 1978 年 《人民文学》11 期发表了历史剧《王昭君》， 并千

1979 年 7 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导演梅旰， 主演狄辛、 蓝天野、 田冲、 菹行估等。

观众从戏中看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为胡汉和好自愿请行的 “

笑嘻嘻
＂

的王昭君。 王昭君虽史

有其人，但史书记载很少。曹禺的构思颇为独特，他借宫廷之地书写的故事实际上表现的是

两个有抱负的孤寂的心灵
“

长相知， 不相疑
＂

的爱情之歌。 《王昭君》中神来之笔是孙美人

的创造。 这个白发红颜的美人， 已被深宫锁住了岁月， 锁住了心， 一生等待着皇帝的宣召和

恩宠。她不是死于阴郁，不是死千绝望，而是死千盛装凤辇、满心欢悦去会
“

皇上
”

的路上。

作者用喜剧形象， 写出了后宫美人的千古悲剧。 这是一个诗的形象。

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在他之前的话剧先驱者们，大都是以话剧

作为宣传鼓吹民主革命思想的工具，因此没有机会更多推敲话剧的艺术问题。曹禺继承了先

驱者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和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同时广泛借鉴和吸收了中国古典戏曲和

欧洲近代戏剧的表现艺术，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商到一 个新的高度。 因此，他的《雷雨》成

为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其后的《日出》、《北京人》、《家》也都是公认的杰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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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的作品，不但提高了戏剧文学的水平，对导演、表演艺术和舞台美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影

响，使话剧成为真正的综合性艺术。曹禺的作品，为话剧争取了更多的观众，并使职业剧团

得以存在， 从而发展提高了剧场艺术。 他的作品， 特别是《雷雨》和《日出》， 是50年来

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一直是各剧团的保留剧目和院校的实验演出剧目。同时被译成多国文

字在国外上演。1988年 11 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曹禺被选为文联执

行主席。

结 语

在中国的戏剧发展史上，曹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创作天才，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原始崇

拜情结和基督教的精神融会贯通，完美的结合在作品之中。他将外来的思想文化精华本土化，

改变原有形态以使其适应新语境的要求，使得话剧这种在西方产生发展的舶来品，若欲在儿

乎完全异质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扎根， 为中国观众所真正接受。

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历史性的展示， 使曹禺确立了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两种主视角，

以生命意识支持人对文化理性的反抗，指摘文明的缺陷及其给人带来的损害；以道德悄感指

摘历史理性对人的压桏和扭曲。然而，曹禺又看到了人是无法超越文化，超越历史，超越自

身命运的， 曹禺的悲剧观念也由此得到构建。

此外，凹禺还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创作中单一 、肤浅的局面，创作出命运悲剧、性格悲

剧、生存悲剧和社会悲剧等几种悲剧类型 ， 既有形而上的思考 ， 也有扎根社会 、 家庭现实的

探索。这儿种悲剧类型，并不是单独独立地分布在几个作品中的，而是在每一部作品中，都

有着不同类型悲剧的体现。如在《雷雨》中就既有命运悲剧，又有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可

以说，曹禺的整个悲剧世界，是构建在以人为中心的生命与历史的双重空间中的，充分体现

了悲剧人生的丰富性、 复杂性。朱光潜在他的《悲剧心理学》中说： “观赏一部大悲剧就像

观赏一场大风景。 我们先是感到某种压倒一切的力位的那种恐惧， 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朵，

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悲剧欣赏中，随着到人之渺小之后，会忽然有一种自我扩

张感，在一阵恐惧之后， 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情。”[“曹禺的悲剧世界的霓撼人的灵魂的艺

术魅力，使我们体会到征服我们并令我们敬畏的活力，令我们振奋鼓舞，这也是曹禺作为伟

大的戏剧作家的永恒魅力所在。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2 月， 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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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记
”

：王安忆的城市想象

ANALYSIS OF "MEMOIR OF THREE CITIES" 

IN WANG ANYl'S IMAGINATION 

Jitta Nualkham 

（张艳玉）

中文摘要

我此篇论文研究的是四部小说三座城市在王安忆的城市想象， 是《香港的情与爱》、

《伤心太平洋》、 《长恨歌》与《遍地枭雄》 “三城 ” 主要是指王安忆文学作品中的香港、

上海、新加坡。透过王安忆的三城文学来了解上海、 香港、新加坡的城市历史，从而更进一

步的体会作者在字里行间所赋予这三座城市的历史和现实想象。选择这一角度来研究，有两

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 是 出于其文学价值， 王安忆的小说集才、 勇气、 傲气与一体， 小说情节的展

开 ， 人物的塑造 ， 都有其广阔的存在空间和背景，城市的历史与想象也就成了塑造每个人物

的性格， 展开故事情节的大舞台

另 一方面， 文学脱离不了现实，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必然的现实意义， 王

安忆关千三城的描写，无论悲喜、或忧愁，都有其现实的启迪和历史的反思性质。为我们更

全面城市社会了解生活的可选择与别无选择、城市的表象与幻想、浮华背后的辛与苦，提供

了现实的依据。

现代都市是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金钱的法则主宰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支配者人

们的行动。在香港这个金钱社会里。同样处处是金钱法则织下的罗网，金钱的法则扭曲了现

实社会的种种关系， 也令香港变成了一个病态的社会，

充斥着病态的人和事。 《香港的情与爱》中 “ 良心” 成了小说的主轴， 男女主角凭良

心做事， 虽然是金钱交易， 但确为我们呈现出一种温馨， 感人的画面。

都市的生活结构是由异质的个体所构成的， 在都市中人是孤立的、匿名的， 我们走在

大街上永远面对的是一个个陌生的面孔，在这个社会中，非人性的金钱原则支配着人们的关

系，人与人的关系是短暂的、疏离的，个人处于孤独寂寞的状态， 而与此相对照的乡村社会

则不同，人与人的关系是亲密的，亲情、邻里之情维系着人们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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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以安全和温馨之感。人与人的关系是冷漠的，隔闵的，人与集团的关系同羊也是金钱原

则下的金钱交易地《遍地枭雄》中的，都代表着一个社会群体的理想与幻灭。 毛豆在王安忆

的《遍地枭雄》长篇小说一个来自经济结构底层的上海人，最后不甘千社会现实的束缚， 而

“

出游
”

， 他的想法不正代表了他那个阶层的人们。

王安忆笔下的三城， 不是按部就班的，而是经过作者的空间重组， 将城1，空间重新组

织，不按照原有的布局，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作者对空间的重组，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景观。

香港不再是金钱交易下罪恶的渠中营， 而是一个凭
“

良心
”

办小的社会。新加坡在作者笔下

不是一个
“

花园城市
”

，而是一具大尸体，是海上裸浮的一条死鲸鱼。新加坡的海里埋藏了

无数具尸骨在王安忆的城市想象，岛屿是海洋里的一个巨大坟墓。上海在作者笔下最是多样

的，怀旧的上海是充满欲望和感伤情调的，当代的上海是现代社会秩序中的一架冰冷的机器。

随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已成为较有活力的研究领域， 不

少论者已作出了一些精湛的评析和解读，本文在此基础上，对王安忆中长篇小说中的城市想

象进行再解读，通过文本分析揭示其创作的文学价值和理论含杂。我希望通过本文分析和解

读， 可以为读者展示一个不同的文学视角。

关键词： 城市想象；三城小说；城市书写；现实性； 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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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 study this paper is novel in three cities in four c产ties Wang imagine, is "love and love Hong

Kong", "sad the Pacific," "Everlasting Regret" and "heroes everywhere." "Three-city" mainly refers 
to literary works of Wang Hong Kong, Shanghai, Singapore. By Wang Anyi's literature to 
understand a three-city Shanghai, Hong Kong, Singapore's urban history,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lines given by the author in the three cities to imagine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choice of this angle, there are two considerations. 

On the one hand, for its literary merit, Wang Anyi's only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courage, 
arrogance and the one to start the novel plot, character shape, has its own space and the existence of

a broad background, the city's history and to imagine it shape the characters become, the big story to 
start the stage on the other hand, literature can not be divorced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phenomenon 
of any血d of literature has its bound to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ang on the description of a 
three-city, regardless of resurrection, or sad, reality has its own history of e汕ghtenment and 
reflection nature.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our life and have no choice but to 
choose the city image and illusion, vanity and bitter behind Sim provided the basis for reality.

Monetary economy is a modern city-based society, the rule of money is the key to all 
aspects of society, people's actions dominate. The money in Hong Kong society. Money the same 
law everywhere is weaving a net under the money has distorted the reality of the laws of the various 
social relations, but also in Hong Kong has become a sick society filled with sick people and events. 
"Hong Kong's love and love" in the "conscience" has become the main axis of the novel; male and 
female to work in good conscience, even though the transaction is money, but really for us to show 
a warm, touching the screen. 

Life of the city by the heterogeneity of structure is posed by individuals, people in the city

is isolated, anonymous, and we will never wallc in the street is the face of a stranger's face, in this 
society, non-human nature of money principles gover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person-to-person relationship is short-lived, alienated, lonely individuals in a state of loneliness, and 
the contrast of rural society is different from person to person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family, the 
neighborhood of conditions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is relationship is 
close, gives a sense of security and warm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indifference, 
alien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groups are also under the principle of the money

money transactions. "Over and over heroes" represents an ideal of social groups and disillusiorunent. 
Vogelii one from the bottom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Shanghai people, and fmally satisfied 
in the shackles of social reality, and "travel," he represents the idea of errors of the people of his 
class. 

As China's urbanization, the urba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ritten in has become a more 
dynamic field of study, many critics have made some excellent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article, in the novels of Wang Anyi Cities re-imagine reading through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reveals the value of their creativity and theoretical content. I hope that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we can show reader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the literature. 

Key word : Urban imagination, Urban writing, Three city novels,Feas伽lity, Wang An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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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1 言

近年来， 城市书写成为了当今汉语写作的～个非常显眼的现象。 可以说， 与80年代书

写乡村形成比照， 书写城市是9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文化事件之一。 而作为城市书写的一种

有力且独特的方式， 文学在其中又扮演了其他方式所不能替代的角色， 简而言之， 文学在

表达人们的城市生活经验、 塑造个人（自我）和城市形象以及想像， 重构世界的文化方式

等方面， 皆有其特别之处， 值得今天的城市文化研究作认真探讨。 其中， 90年代蔚然大观

的都市小说又是最经得起分析的文本。 在此意义上， 王安忆的城市书写成为人们关注的重

点对象， 是很自然的事情。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存在。 1954年3月生于南京， 次年随母亲茹志

鹃迁至上海读小学， 初中毕业后1970年赴安徽淮北衣村插队， 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

工作， 1978年回上海， 任《儿童时代》编辑。 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 198

6年应邀访美。 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 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复旦大学

教授。 王安忆的著作颇丰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 中篇小说奖， 《长恨歌》获得了
“

第

五届茅盾文学奖
”

。 19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 2001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

报》
“

最杰出的华文作家
”

称号等。 王安忆的小说， 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 她注重

从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 挖掘生活， 在艺术表现上， 她的早期小说多感情抒发

， 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 我们从王安忆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一种宽厚的爱，她赋予故

事中人物
”

英雄性
”

，表现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 她以敏感和高超的领悟力来控制故事微妙的

气氛发展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 细腻精准。 她的作品讲的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计，可 她探讨

的是故车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 她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这

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

本文看重研究王安忆的
“

三城
”

作品： 《长恨歌》， 《香港的情与爱》， 《伤心太平

洋》。 上海、 香港、 新加坡这三座城市， 在其现代的高楼摩登中暗含了多少历史沧桑， 背

负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通过三部作品的细读， 试图揭示城市故事的不同写法， 进

而分析其讲述背后所隐含的城市感知经验及现代性的复杂内涵。 随着中国城市进程的加快

， 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已经成为较为有活力的研究领域， 王安忆的城市想象也将在 这样

的文化背景中， 显示出理论价值， 同时在 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 也为我们了解
“

三城
”

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结 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城市作为经济主体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

大都市
”

计划在

不同地方流行符，与此同时，城市的地域文化负载功能也得到进一步的表述和阐释。城市不

但组织看人们的生活，而且还建构省人们对地方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想象，成为一个不断生发

意义的空间。 以城市为视角， 我们不但可以为文学研究找到 一个 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以

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 组织社会和文化的意义来透视文学的生成与表现，还可以从文学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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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城市的文化品格，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利交换关系。更进一步，对分屈不同地域和经济与

文化背景的城市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看清楚其中的知识构成，从不同城市作家的作品中

发现其潜在的城市记忆和想象，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城市的身份认同。

王安忆的《三城记》的出版和发行， 为我们研究其作品提供了新的突破口。随行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快餐的形成， 人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原则、拜金主义风气，对

市民价值观的渲染、改造、对人们审美观念、欣赏趣味的影响，导致了 人与历史、人与社会、

人与集体、人与 人之间的冷漠和脱节，形成了一些不良的 或者消极的文学现象。而王安忆作

品中城市故事的不同讲法背后所隐含的城市感知经验及其现实性，对我们审美的洗礼，及现

实的反思提供了积极的素材。

无论是什么样的作家，如果他出于自身，又圆于自身，那么他的作品很难有突破，也不

会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只有出于自身而又超于自身的追寻，才有可能达到其目标。王安忆屈

千后者，她的成名起于 “ 上海书写 “ ，但是这并没有局限于此。《香港的情与爱》、《伤心

太平洋》等对千香港、新加坡的城市想象，让我有机会 把这三城联系起来，着手研究其城市

印象。选择这一 角度来研究，有 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出于其文学价值，王安忆的小说梨

才气、勇气、傲气与一体， 小说悄节的展开，人物的塑造 ， 都有其广阔的存在空间和背呆，

城市的历史与想象也就成了塑造 人物性格，展开故事情节的大舞台；另 一方面，文学脱离不

了现实，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 产生都有其必然的现实意义，王安忆关千三城的描写，或悲喜、

或忧愁，都有其现实的启迪和历史的反思性质。为我们更全面的了解生活的可选择与别无选

择、城市的表象与幻想、浮华背后的辛与苦，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本文分为三竞，现对其内容和意义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和总结：

第一章：

八十年代崛起的中国作家，王安忆占了一个天时地利的位笠。创作成长千后伤痕的年代，

文体内容有了更多元化的发展包容性，不需再沉重地审视历史，容许转而以轻省的态度，以

女性的感知，书写八十年代前后的中国，实实在在的街头巷尾的小事。她的文字与剧情是通

俗易懂的，但是书写的方式确是同时代的作家中多变的一位。

从橡胶园到 “ 花园城市 ” 的新加坡（《伤心太平洋》），小说讲的是三四十年代新加

坡 一个华 人家族的故事，并穿插大证历史素材，使文学有看近乎史诗般的壮阔感，又如同具

有强烈抒情意味的亲历记。小说采用诗的意境和散文似的笔法，自序自话，主人公 “我 ” ,

按照 ” 说城 ” 、 “ 听城 ” 、 “ 想城 ” 、 “ 进城 ” 的叙串模式，一步步走进新加坡， 展开对千

新加坡的想象，小说中多处用到 “ 也许 ＂ ，表达了我对千亲 人、对千 “ 橡胶园 ” 、对于城市

历史的惊惜和无奈。

《香港的情与爱》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讲着相似的故事，只是把故事的背景从台湾

搬到了香港。两个相似的故事，两个 不同的城市，给我们展示了 两幅截然不同的城市想象图。

小说 以男女主角的感情发展为主线，从试探�一步步走向小说的

高潮。写出了香港，这个城市背景下的情与爱。

在《长恨歌》与《遍地枭雄》中，王安忆 以上海为基础，重写 “ 创市 ” 一—也是 “ 创

世 ” 的神话。但是 两部长篇小说的 创作风格迥异，《长恨歌》是王安忆的早期作品，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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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坦言，《长恨歌》的目标就是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
“

城市的街道、 城市的气氛、城市的

思想和精神
”

。 当《长恨歌》以一个昔日的上海小姐几十年的日常生活作为作品主要的架构

时，便已然隐含了这样的企图，为上海曾经的一切：
“

落寞
”

也好、
“

琐屑
”

也罢、在
“

感

伤
”

和
“

颓丧
”

之外寻出
“

意义
”

。 面对曾遭
＂

压抑
＂

的上海来说，显然没有比一个处于社

会边缘的女性更有象征意义的了。《遍地枭雄》时间的落脚点则是当代，叙述了一个
“

出游
”

的故事， 完成了对这座城市的一次寓言式想象。

第二章：

对于现代性的概念共通的解说，即它体现的是现代的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它一方面具

有求新、求奇、求变的特点， 代表若变革、进步的趋势， 另 一方面又有反传统、否定过去、

破除常规的特点，具有反常、失序、断裂的因素。城市现代性具有现代性的一般特点的同时，

在社会形态上，体现出 一种可选择性与别无选择性。商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社会质位的

提高，给我们提供更多机遇的同时， 也给我们带来更严重的生存危机。

小说无中生有，是建构社会想象、铺陈伦理关系的 重要方法。 在一个告别革命，放逐诸

神的时代里，王安忆有意经营虚拟的文字，重新安顿邓物的秩序。来完成她对千城市的想象。

三城在小说的虚构中，建构了不同的城市空间，展开了不同的城市想象，却都深刻的体现了

城市的现实性。 三城是所谓的工商业社会， 工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 物质主义的生存原则，

拜金主义的风气， 对市民的价值观的没染、改造，对人们的审美观念、欣赏趣味的影响， 决

定了三城的矛盾性。毛豆，逄佳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个体，他们可以按照现有的社会秩序生活，

按部就班的工作，像
“

机器上某种钉子
”

。但在商业社会的生活状态中， 他们是否有一股模

糊的冲动， 一种不甘心如此的欲望。所以毛豆
”

出游
”

， 闯荡他乡， 逄佳的为了出国不择手

段，都说明了小市民们生活的别无选择．商业城市的背后躲藏若多少忧愁和辛酸．遍地枭雄，

那是发迹变泰的时代，秦叔宝，蔚迟恭大江山，梁山好汉聚义，但是二十一世界的中国不见

得起义， 也容不得革命。 所以追求现代， 反对束缚， 要求自由和革命的 毛豆不可能成功。

第三章：

客观的都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和联结状态， 是城市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的空间投影，是城市社会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都市空间的发展，影响了我

们对时空的观念，对速度和距离的估计也改变了我们的美感经验。崭新的特质陆续进入我们

的视野，物我的关系不 断调整， 重新影响了我们对外界的认识方法。不同的城市空间给予作

家不同的想象空间。

隐晦与呈现是作者在城市空间的影响下所在的选择。 上海的弄堂， 流言， 闺阁， 鸽子，

在作者的半隐半现中，更有一层大上海，十里洋场特有的韵味和情调。身份政治与隐含的压

抑视角，新加坡的城市空间，影响珩作者对千《伤心太平洋》的创作。现代都市是以货币经

济为基础的社会 ， 金钱的法则主宰珩社会的方方面面，支配者人们的行动。在香港这个金钱

社会里。 同样处处是金钱法则织下的罗网，金钱的法则扭曲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关系，也令香

港变成了一个病态的社会， 充斥着病态的人和办。 《香港的情与爱》中
“

良心
”

成了小说的

主轴， 男女主角凭良心做事， 虽然是金钱交易，但确为我们呈现出一种温磐， 感人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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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的生活结构是由异质的个体所构成的， 在都市中人是孤立的、匿名的，我们走在大

街上永远面对的是
一

个个陌生的面孔，在这个社会中，非人性的金钱原则支配着人们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是短暂的、疏离的，个人处于孤独寂寞的状态， 而与此相对照的乡村社会则不

同，人与人的关系是亲密的，亲情、 邻里之情维系着人们的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是紧密，给

人以安全和温馨之感。人与人的关系是冷漠的，隔闵的，人与集团的关系同样也是金钱原则

下的金钱交易。 《遍地枭雄》中的大王， 二王，三王的遭遇代表着外乡人这一社会渠团， 他

们从对城市的充满幻想到进城后的飘零，都代表看 一个社会群体的理想与幻灭。毛豆一个来

自经济结构底层的上海人，最后 不甘千社会现实的束缚， 而
“

出游
”

，他的想法不正代表了

他那个阶层的人们。

王安忆笔下的三城，不是按部就班的，而是经过作者的空间重组，将城市空间重新组织，

不按照原有的布局， 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作者对空间的重组，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景观。香

港不再是金钱交易下罪恶的集中营， 而是一个凭
“

良心
”

办事的社会。新加坡 在作者笔下不

是一个
“

花园城市
”

， 而是一具大尸体，是海上漂浮的一 条死鲸鱼。新加坡的海里埋藏了无

数具尸骨，岛屿是海洋里的一个巨大坟墓。上海 在作者笔下最是多样的，怀旧的上海是充满

欲望和感伤情调的， 当代的上海是现代社会秩序中的 一架冰冷的机器。

随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已成为较有活力的研究领域， 不少

论者已作出了一些精湛的评析和解读， 本文在此基础上，对王安忆中长篇小说中的城市想象

进行再解读，通过文本分析揭示其创作的文学价值和理论含量。希望通过 本人的一 点分析和

解读， 可以为读者展示一个 不同的文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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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泰画卒侨崇圣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目录

一、 泰华文学研究方面：
1.《一个坤銮的故事》的思想与艺术探析…………………………．．．…………………（吴文君）
2. 多元与融合一 曾心笔下女性形象分析…………．．．………．．．……………………（庄秀琴）
3. 论司马攻的散文创作．．．．．．．．．．．．．．．．．．．．．．．．．．．．．．．．．．．．．．．．．．．．．．．．．．．．．．．．．．．．．．．．．．．．．．．．．．．（黄文强）
4. 司马攻散文语言研究........................................................................... (张丽贞）

5. 司马攻与曾心的散文作品比较研究 ．．．……．．．．．．…．．．．．．．．．．．．．．．．．．．．．．．．…．．．．．．．．． （陈明利）
6. 曾心微型小说研究··············································"·······....,.................. (刘淑华）
7. 《风雨耀华力》与中华伦理探析 ．．．．．．．．．…．．．．．．…．．．……………．．．…．．．．．．．．．……（陈松）
8. 泰华微型小说之研究 ．．．．．．．．．．．．．．．．．．．．．．．．．．．．．．．．．．．．．．．．．．．．．．．．．．．．．．．．．．．．．．．．．．．．．．．． （袁玉仪）
9. 梦莉散文艺术论...............................................................................··(吴清容）

10. 泰国华文教育小说中家庭教育观念的审视……．．．………．．．．．……．……………… （李冰）
1 1. 论泰国华文长篇小说········································································（陆碧仗）
12. 泰华小说中的农民题材之研究.........……......……………......……...….．．… （潘娠姻）

13. 年腊梅创作思想之研究........................................................................ (郑敏）

14. 从泰华文学看中泰民俗文化的价值…………………………．．．…………………（郑燕燕）

15. 马凡小说创作研究........................................................................... (林美玉）

16. 曾心小诗研究................................................................................. (许荣光）

17. 泰华作家程博文文学创作中的佛学意蕴…………………………………………（黄雪华）

18. 黎毅短篇小说研究........................................................................... (许天德）

19. 郑若瑟微型小说创作思想分析························…..................……………（叶文秀）

20. 曾心文学创作综论........................................................................... (萧楚娟）
2 1. 《唐人街故事》的研究........................................................................ (陈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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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泰比较文学研究方面

1. 两部不同特色的叛逆之歌
－巴金的《家》与西巫拉帕的《向前看》之比较研究…………．．…………．（李丽玲）

2. 金锁情与爱锁心

—《金锁记》与《画中情思》中悲剧女性形象分析…．．．．．．……………………．．．（郑睿）

3.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小说创作特色之比较研究………．．．……………………（陈顺武）

4. 中泰文学作品中的妓女形象

—老舍《月牙儿》与高素·朗卡娘 《风尘少女》的比较分析…………．．． （张全娇）

5. 张爱玲《倾城之恋》与西巫拉帕《画中情思》比较研究……………………．．．…（王素琴）

6. 巴金的《家》与陈钉的《三聘姑娘》比较研究………………………………… （张秋娟）

7. 冰心与梦莉散文创作比较研究.........…............…….........……...............．．．（黄丽群）

8. 张爱玲与素婉妮·苏坤塔爱情小说比较………………………………．．．．．．………（吴倩文）

9. 《骆驼祥子》与《判决》之比较研究……．．．…．．．…．．．．．．．．．．．．．．．．．．．．．．．．．．．．．．．．．…（李玉良）

10. 《家》《春》《秋》与《以罪斗争》比较研究……．．．．．．…．．．……………．．．．．．．．．…（彭娟）

1 1. 中泰抗日文学之比较

一《四世同堂》与《土、 水和花》的创作分析……………………………（柯芳芳）

12. 男女爱情悲剧

—《半生缘》与《风尘少女》比较研究…………．．．．．……．………………（张小云）

13. 中泰红色文学比较研究..................................................................... (吴鸿源）

14. 克立·巴莫《四朝代》与巴金《家》之比较研究………．．…．…………………（白丽花）

15. 金钱与爱情下的悲剧

—鲁迅《伤逝》与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之比较研究．．……．．．．…．． ．． （纯星）

16. 社尼 骚瓦蓬《魔鬼》与林语堂《京华烟云》比较研究………………………（刘丽君）

17. 知性女性浪谩爱情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曼谷王朝》之比较....………………………．．（牟婉青）

18. 中泰民间爱情故事的比较研究．． ．．．．．．．．…．．．．．． ．．． ．．．． ．．．．．．．． ．．…．．．．．．．． ． ． ．．（罗淘）

19. 《京华烟云》与《四朝代》女性形象比较研究……………．．．……………………（李霄霄）

20. 中泰古代民间传说的现代演绎

—电视剧《白娘子传奇》与《幽魂娜娜》比较研究……………………．．．（刘美春）

2 1. 泰中文化作品中文化的对比分析

—以《四朝代》和《京华烟云》为例……．．．．．．．．．…．．．…．．．……．．．．．．．．．．．．（韦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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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泰翻译文学研究方面
1. 古龙《大人物》两种泰译本的翻译手法比较………………………．……………．．（黄珍珍）
2. 航鹰《明姑娘〉〉中泰译本比较研究......……......………......…….........…...…（王百灵）
3. 中国文学泰译80年........................................................................... (李学志）
4. 中国武侠小说在泰国的传播…．．．…．．．．．．．．．．．．．．．．．．…．．．．．．．．．．．．……．．．．．．…．．．．．．．．． （陈妙兰）
5. 中国现代文学在泰国流传之研究...…...……….........….....................…... (罗敏惠）

四、 中国文学研究方面
l. 曹禺悲剧论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丽）

2. «三城记”：王安忆的城市想象......……...….........……............….......．．．．．（张艳玉）

3. "衰而不伤， 怨而不怒＂ ，徐志摩诗歌柔情的审美积淀………………………．．． （蔡丽香）
4. 令迅《祝福〉〉与泰戈尔（（一个女人的信〉〉的比较研究...…………………·……．． （王丽贤）
5. “八0后 “ 文学之传播学解读··································································· (夏涛）

五、 泰文文学研究方面
1. 从《四朝代》看泰国社会历史的演变..................…............…...............．．．（莫圣镁）
2.泰国华裔作家克立·巴莫亲王的思想与创作研究…………………………．．．……（李松泉）

3. 从《南风吹梦》看泰中文化的差异及融合………………………．．．．．．．．．．．．．．．．．．…（吴诗婉）

4. 从牡丹的《南风吹梦》看泰国的边缘人……………………………………．．．……（杨丽萍）
5. 牡丹的《南风吹梦》初论..................................................................... (邢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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