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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的《四世同堂》是抗日故事的杰出作品，他在抗日快要结束时创作的

小说。抗日初、中期，老舍忙着创作抗日文宣的作品，是为了达到鼓励人民起

来抗日之作用。可是抗战将要结束时，老舍就比较不像之前那么忙了，一有机

会他就马上开始写作《四世同堂》，他曾与夫人表示道：“抗战以来‘文协’号

召作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我不能‘天桥的把戏只说不练’。你看，前几

年我是集中力量写通俗文艺和戏剧，这在抗日中，非常重要，今后还得写。写

好通俗文艺也非常不容易。不过，我是写小说的出生，对写小说有瘾啊！”

[1](P.321) 这一段话，看得出老舍创作抗日小说的愿望。透过夫人的述说北平沦

陷事件之后，他就决定写一部长篇抗日小说。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他花了许多时

间去询问夫人当时的情景，回忆往昔住在北平的生活等等。从 1943 年开始写作

直到 1947 年，他利用大概 5 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部小说。这足以证明老舍是如

何的用心。他把所有的抗日思想纳入到这一部作品，算是他的 完整抗日作

品。 

社尼的《土、水和花》也反映泰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杰出作品。这一部小说

是在抗日结束后很多年才写出来。战争结束之前他先发表《生死边缘》，这一部

小说描写一组自由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抗日故事。这一部作品很短，只

有 56 页而且还急忙出版。直到 1953 年抗日故事再次在《魔鬼》的故事出现，

描写了平民抗日之故事。隔了 37 年《土、水和花》在 1990 年才出版，而被称

赞为 能够很准确、很完整描写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他不只描述泰国与

日本的关系，还提到被日本侵略的其它东亚地区国家，让读者可以更深入了解

战争的情况，以及战争时期在泰国所发生的事件。社尼利用许多年才酿出这一

部完整的抗日故事，从战争结束直到他开始写作的这一段时间使社尼的抗日思

                                                        
[1] 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J].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数据丛书.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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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及年龄增加成熟，他运用自己的成熟写出的故事，因此我们毫不怀疑为什么

《土、水和花》是社尼的 完美的一部作品。 

 

第一节 《四世同堂》表现出的抗日思想 

 

老舍创作《四世同堂》不像其它作品是为了抗日宣传，而是记录历史，不

管是记录抗日或在北平生活的故事。老舍用心揭露战争时期的苦难、抗日思

想，并运用他所熟悉的北平人为诉说故事的代表人，而留下历史给后代人。在

故事里，老舍经过讲授与透过人物的叙述，充分表现出自己的抗日思想。 

小说主要内容 

小说故事的展开，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的时代背景下，以祁家

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描绘了小羊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

荣辱浮沉、生死存亡。作品记述了北平陷落的情况，在日本军的控制下广大平

民的悲惨遭遇。呈现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对国家所有的贡献。同

时，也呈现了中国人民中的汉奸，因为贪得无厌背叛自己的国家。老舍以深厚

的爱国之心表示他的抗日思想，因而创造了祁老人、祁瑞宣、祁瑞全、钱默呤

等人物来帮他表示，另外也刻画了大亦包、冠晓荷、祁瑞丰、等人物来代表社

会的败类。以下是老舍在《四世同堂》里表现出的抗日思想： 

一、抵抗到底 

老舍的一些人物拥有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因为老舍认为国家受到灾

难，人民迟早也会面临跟国家同样的命运，就是灭亡！在故事的开头，老舍透

过“祁瑞全”表示他心里 真实的想法：“说咱们要不再打日本，连北平都要保

不住！”[1](P.6) 祁瑞全的表达是有含意的。七七事变刚爆发的时候，中国人应

该马上起来抵抗日本，因为连北平他们所认为 安全的地方也会沦陷。 

故事里的大多数北平人认为这个事情会很快结束，如以往所发生的战争。

使北平人没办法想象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因此战争的早期，一般平民根本不

会警觉到，如祁老人及韵梅都只会谈到油盐酱醋的话题。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知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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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未来的艰难，像祁瑞宣、祁瑞全和钱默呤。因此，这些人物不断地吐出心里

话，如： 

“在理智上，他知道中国的军备不是日本的敌手，假若真打起来，我们必定吃

很大的亏。但是，从感情上，他又愿意马上抵抗，因为多耽误一天，日本人便

多占一天的便宜；等到敌人完全布置好，我们想还手也来不及了！他愿意抵

抗。假若中日真的开了仗，他自己的生命是可以献给国家的。”[1](P.22) 透过这

一段话，证明老舍的心声。虽然心里很清楚地知道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可是

日本已经侵犯进来，中国人的任务就是必须抵抗，甚至生命也必须为国家牺牲。

“只要打，就有出路！”[2](P.213) “只要我们继续抵抗，他以为，日本人的一

切如意算盘总是白费心机。中央政府的继续抗战的宣言象一剂泻药似的洗涤了

他的心；他不再怀疑这次战争会又象九一八与一二八那样胡里胡涂的结束了。”

[3](P.214) 

老舍深深地相信，若中国人对抗战坚持的话，中国一定不会灭亡。虽然现

在中国一个接一个地方陷落给日本，只要中国人不会死心，继续抵抗的话，不

管有多辛苦，一定可以救回中国。透过老舍的人物的表示可以看出他的想法：

“你又来了！北平可已经丢了，你们还变？变什么？”“丢了再夺回来！”

[4](P.232) “日本人亡不了中国，汉奸也亡不了中国，因为中国绝对不向你们屈

膝，而中国人也绝不相信汉奸！”[5](P.227)老舍所提出的“斗争到底”之想法：

第一、日本刚侵犯进中国，人民要马上起来斗争，不要让敌人有时间可以安

置。第二、若等日本军在中国安置好，就等于把中国送给了日本，连 安全的

地方，日本也绝对不放过。第三、中国人的唯一办法是跟日本斗争。第四、虽

然已经被日本侵犯进来，如果中国人很坚持地抵抗的话，也能够可以再取回

来。 

二、对国家尽责 

战争时期，当自己的国家被侵略，第一个反映应该是抵抗。所有其它的事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3]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4]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5]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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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都必须先放下，若不抵抗的话，可能以后就没了国家。当大家正在惊慌失措

时，新代知识分子的祁瑞宣及祁瑞全早就知道当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处理这件

事情，中国人的义务是什么。“瑞全把选择和焚烧书籍的事交给了大哥。他很喜

爱书，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与书的关系已不十分亲密了。他应该放下书而去拿

起枪刀。他爱书，爱家庭，爱学校，爱北平，可是这些已并不再在他心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青年的热血使他的想象飞驰。他，这两天，连作梦都梦到逃亡。

他还没有能决定怎样走，和向哪里走，可是他的心似乎已从身中飞出去；站在

屋里或院中，他看见了高山大川，鲜明的军旗，凄壮的景色，与血红的天地。

他要到那有鲜血与炮火的地方去跳跃，争斗。在那里，他应该把太阳旗一脚踢

开，而把青天白日旗插上，迎着风飘荡！”[1](P.34) 虽然他是年轻人，做事心急

不会想前后，可是在这个时刻他 清楚该对国家付出怎么样的牺牲，对国家必

须如何的尽责。“现在，他们才真感到国家，战争，与自己的关系，他们须把一

切父子兄弟朋友的亲热与感情都放在一旁，而且只有摆脱了这些 难割难舍的

关系，他们才能肩起更大的责任。”[2](P.77) 这也是祁瑞全对抗战的思想，也是

老舍在抗战时期做的事情。为了保护国家要先放下所有的责任，才可以全心全

力对国家尽责。“到国家在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得住他应声而至；

象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无栈恋的离巢飞去。”[3](P.34) 

古代知识分子的钱默呤，老舍创造他是一个道家思想的人物，每天的工作

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到特别高兴的时候，他才喝两盅自己泡的茵陈

酒。钱老先生是个诗人，从不会去管别人。可是他对国家被日本军侵略的想法

是：“我是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因为我不愿谈我所不深懂的事。可是，有人

来亡我的国，我就不能忍受！我可以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施令，而不能看着别

国的人来作我的管理人！”[4](P.35) 不管老人或年轻人，不管是怎么样的人应该

拥有关心国家的思维，这是人民应有的态度。老舍不断地在故事里重复。赞成

为国家起来抗日的人民，他让钱默呤述说：“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我--一个横草

不动，竖草不拿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儿子，我还怕什么？我只会在文字中寻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3]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4]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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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

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1](P.36) 

老舍提出为国家而牺牲是 了不起的人，不管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怎么样

低，如果他勇敢的站起来抵抗日本，他就是必须被推崇。“他一定要逃走，去尽

他对国家应尽的责任”[2](P.76)老舍表示中国人应该对国家尽责。平时我们不会

感受到“国家”的重要性，意思是一般人不会感觉到国家给自己了什么，也不

会想到该对国家存有感激之心。但国家一旦被侵略，我们才感觉到我们曾经从

国家“得到”了什么，而该有感恩之心，甚至必须回报给国家。“失去才懂得珍

惜”可以说明 准确的情况。当国家面临到灾难时，人民该抛弃一切去帮助，

因为没有了国家，人民就会失去了所有，甚至失去了人权。所以老舍才一直赞

美牺牲生命去抗日的这些英雄。 

三、国家亡，人民灭 

老舍提出若没了国家，平民也没办法活下去，他透过钱默呤提出他的想法：

“假若北平是树，我便是花，尽管是一朵闲花。北平若不幸丢失了，我想我就

不必再活下去！”[3](P.20)平民与国家是一体的，如果国亡，平民虽然可以活下

去就像花没了根一样失去了生命。在自己没有生根之土地，根本无法当大树，

只能当个寄生植物，像亡国奴当了日本的寄生虫一样。 

“整个的北平将要没有布，没有茶叶，没有面粉，没有猪肉，他与所有的

北平人将怎样活下去呢？想到这里，他不由的想到了国家。国亡了，大家全得

死；千真万确，全得死！”[4](P.368) 祁天佑当了亡国奴的时候得到了真理。亡

国奴会受到怎么样的苦难，连基本生活也无法维持正常。这也让本来只对自己

关心的祁天佑深深地了解，国家对人民来说多么的重要。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是老舍在《四世同堂》里要提出来的一个思想，而

让故事中的人物代替他来表示。在《四世同堂》的抗日时期，老舍的各个人物

受到各式各样的灾难，不管是祁家失去了天佑、瑞丰和小妞子，钱家家破人亡

只剩下默呤、儿媳妇和刚生下来的小孙，连汉奸的冠家也无法逃过这次国亡之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3]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4]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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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人民已经没有国家的制度在保护，别的国家侵犯进来时，敌人当然随心

所欲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不会去关心当地人民会受怎么样的苦难。国家

亡，人民一个接一个灭亡是老舍从当国亡奴中所体会到的教训。 

四、不当亡国奴 

老舍在故事里很强烈地提出这个思想。如果中国人不能当自己的主人，为

了自己的尊严生存下去，就不要当亡国奴而尽快逃跑出去。老舍的想法的是如

果当了亡国奴，不可能做得了事，像白巡长从不愿意听日本的命令，但为了保

护自己，他非做不可，因为他已经被日本绑架当上了日本奴，这是老舍用故事

里的人物表达他的思想；“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1](P.30) 

“上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2](P.31)这两句是祁瑞全跟他大哥

祁瑞宣透露出他对亡国奴的感受。人们要住在自己的家才感到舒适，若这个地

方再不是自己的家，他就愿意离开。因为住自己的狗窝总比住在别人的宫殿还

要舒服。“老三！记住了，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3](P.75) 

这一句是祁瑞宣给要逃走的弟弟瑞全的一个想法，在自己的国家再多么辛苦，

总比在别人的国家得到舒服还要强。我们可以想象，住自己的穷家总比住别人

的富家幸福，是一样的道理。 

在故事中，其它人物如刘师傅也帮老舍表明这个思想。虽然他曾经努力服

从日本，但 后也无法受得了：“我愿意走，在这里，我早晚得憋闷死！出城进

城，我老得给日本兵鞠躬，没事儿还要找我去耍狮子，我受不了！”[4](P.235) 

刘师傅也是一个不想惹日本生气的人物，因为不想自找麻烦，从日本军侵略北

平，他就一直服从日本。不过、因为日本太过分的要求，让他感受到当国亡奴

的滋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决定要离开北平去抗日。“有日本人在这里，谁

的脑袋也保不住！”[5](P.318) 当日本乱抓小崔去砍头之后，是李四爷得到的一

个真相。假若日本还继续征服北平，谁也无法保证什么时候会遭遇跟小崔一样

的命运。这是亡国奴的命运，没有一天可以安心过日子，无权有安全感地去生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3]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4]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5]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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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好！逃出去的有两条路，不是死就是活。不肯逃出去的只有一条路——

死！”[1](P.321)钱默呤跟祁瑞宣讲这句话证明了老舍的思想。如果在北平继续待

下去的话，必定只有死路一条，相反的，若逃出去的话还有“活”的机会。老

舍所要提的想法是不要轻易的接受亡国奴的命运。“从失去的门环，他想象到明

日生活的困苦，他看见一条绳索套在他的，与一家老幼的，脖子上，越勒越

紧。从牛教授的被刺，他想到日本人会一个一个的强奸清白的人；或本来是清

白的人，一来二去便失去坚强与廉耻，而自动的去作妓女。”[2](P.333) 这是亡

国奴的命运，国家一旦被征服，就算你已经决定不要多管闲事，只照常过自己

的生活，你也无法避免亡国奴之命运，如：被强迫当教育局局长的牛教授，或

被诬蔑陷害的小崔。不只是这两个人物，每一个人物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亡国奴

的命运，如祁老人拥有“不得罪别人，而别人就不会来惹自己”之观念，所以

他不会去碰日本军，竟然这样，他还失去了儿子天佑、孙子瑞丰及重孙女妞

子，使他伤心万分。 

五、称赞英雄，指责汉奸 

老舍在故事里不断地称赞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雄，而指责背叛国家的汉

奸。如钱默呤的抗日行为，使人感到他是圣人，该得到人人的尊敬。“假若默吟

是诗人，画家，与义士，这个小娃娃便一定不凡，值得敬爱，就象人们尊敬孔

圣人的后裔似的。钱少奶奶本不过是个平庸的女人，可是自从生了这个娃娃，

野求每一见到她，便想起圣母像来。”[3](P.271) 不只是钱默呤得到敬佩，连他

的孙子媳妇也会得到尊重。老舍指出对国家忠诚的人应该得到赞扬。 

相反，背叛国家的汉奸受老舍的指责。虽然陈野求帮日本做事，因为被逼

不得已养家，可是无论如何他就不应该被原谅的，如这一段话：“自从他给伪政

府作事，他已经没有了朋友。在从前，他的朋友多数是学术界的人。现在，那

些人有的已经逃出北平，有的虽然仍在北平，可是隐姓埋名的闭户读书，不肯

附逆。有的和他一样，为了家庭的累赘，无法不出来挣钱吃饭。对于那不肯附

逆的，他没脸再去访见，就是在街上偶然的遇到，他也低下头去，不敢打招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3]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38 
 



 
 
 
 

 
 
 
 

第二章 作品中的抗日思想比较 

呼。对那与他一样软弱的老友，大家也断绝了往来，因为见了面彼此难堪。”

[1](P.270) 虽然从帮日本做事之后，陈野求的生活变得比较好，可是他在心里存

有惭愧，才无法在社会大大方方地去生活，这是汉奸必须得到的报应。对于汉

奸，老舍的想法就是跟敌人一样必须被除掉，因为汉奸就像国家舍不得丢的垃

圾，平常也对国家无什么利益，只会发臭味。在抗战中，中国终于有机会清除

这一堆垃圾了。如钱默呤对祁瑞宣说：“该杀的人很多！能消灭几个日本人固然

好，去杀掉几个什么冠晓荷，李空山，大赤包之类的东西也好。这次的抗战应

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

圾。”[2](P.324) 

在国家被征服的情况下，人民很容易表现出现实的面目。每个人都怕死、

怕苦、怕饿，若汉奸是一条路可以让自己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得到利益、避免

苦难，当然会引诱大部分的人走下去。国家只是一个抽象，每一天要过的生活

才是具体，大家必须要去面临的。所以在老舍的眼里，汉奸是无法逃避心里存

有自私的人，让老舍难过万分。可是去抗日的人民是已经赢得心里的害怕，为

国家负担这个苦难的任务，让老舍感到骄傲，因为中国还有爱国心的英雄，而

愿意为国家牺牲。这是为什么他才会表示“称赞英雄，指责汉奸”之思想。 

由上述，不管是“抵抗到底”、“对国家尽责”、“国家亡，人民灭”、“不当

亡国奴”或“称赞英雄，指责汉奸”，都是笔者认为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所表

现的抗日思想。如笔者所描述，老舍的《四世同堂》不是宣传抗日的文学，而

作家希望能够记录抗日这一段历史，以及作家本身对抗日有怎么样的思想。从

5 点思想，我们只看出作家的抵抗精神，而不愿意让敌人这么容易霸占中国，

因为没有国家就没有了人民，提出当了亡国奴有什么样的命运，不要当敌人的

奴隶。 后他赞美英雄之勇敢，而指责出卖国家的汉奸。在故事的结尾，抗日

之英雄终于得到从亡国奴解放的甜头，而汉奸都面临很悲惨的结局，这是作家

表示他对英雄如何的尊敬与汉奸如何的痛恨！。 

 

第二节 《土、水和花》折射出的抗日精神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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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尼‧绍瓦蓬的《土、水和花》是泰国文学小部分的历史小说，不是大多

数泰国作家 爱的爱情小说，而是描写泰国的一段重要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时，泰国也跟其它亚洲国家一样被日本侵略，拥有爱国之心的社尼也代

替国家记录了这一段历史。战争结束后，隔了 37 年，社尼才创作出这一部小

说，他的用意是描绘出当时的真实故事，为了让后代人知道真相，运用小说记

录历史，他在故事里提到：“往事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不能忘记它，否则人类会

没有历史”[1](P.13)这一句可以表达社尼创造《土、水和花》的企图。因此在写

作当中，社尼很小心不让错误历史发生在他的作品中。他的小心使这一部小说

有了特色：第一、虽说是小说，不过，可以看出作家很小心地表达自己的想

法，不管是故事的讲述，或人物的思想，用很节省的句子。第二、大部分的故

事都在描写真实历史，以及当时人民的生活，让这一部小说比较像历史课本。

第三、战争结束了许久，作家才写出这一部作品，而且很小心表现出抗日思

想。无论如何，作家再怎么小心，读者还是看出作家的抗日思想，以及反对战

争的心态。 

小说主要内容 

日本军侵略泰国为了过路到缅甸去打英国，他们在泰国的北碧府修筑铁

路。虽然表面上泰国政府宣布跟日本合作，但私底下还有建立抗日组织叫做

“自由泰”。故事描述一组年轻知识分子被派到北碧府执行抗日活动，他们的团

队叫做“忠他浓”，他们的团队除了从曼谷来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当地人民跟

他们一起合作。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传扬战争情况，偷偷送战争讯息进去给战

俘，为了让他们知道真实的战况，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让他们知道还有泰国人

当他们的朋友。另外，他们依照上面的命令救助战俘逃出日本的营地，再送到

曼谷。 

“忠他浓”的工作必须冒生命危险，但他们都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该做的

任务，他们也没有抱怨，而是认真地去工作。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军发现他

们偷传讯息的纸条，还被日本拦听发现他们偷听同盟无线电波。 后他们被日

                                                        
[1]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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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攻击，两个人员被日本杀死，其它也差一点无法逃命。可惜的是，他们的朋

友死的那一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这样的遗憾会再发生，若后

代人不会从历史中得到教训，而忘了前代人的牺牲。以下是社尼在《土、水和

花》里表达的抗日思想： 

一、反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在小说里，社尼没有用很强烈的态度指责日本。他只表示不赞成日本发起

的战争，因为这些行为害很多人受苦难，他在故事里说道：“摆渡可耶河的桥梁

已经完成了，由自从马来亚、喳哇被强迫离开家乡的战俘与奴隶之劳力，以及

被聘请人工建立起来，为了互相杀害，河川虽然宽广也不能阻止军队……桥梁

被建立是为了运送武器与穿制服的刽子手过去杀害、去侵略别人的国家，不

过，他们也没有白白的得到，因为每一趟回程都运自己人的尸体回来。”[1](P.49)

社尼提出，当日本去杀害、侵略别人的国家的同时，自己人也会被杀，双方都

有伤亡。所以社尼认为日本发起的战争只有损失，没有任何人会得到利益，或

真正的胜利。这一次战争的起因是因为日本不知足，使全亚洲人民受苦及被杀

死，记上了 残忍的一次历史。社尼对战争表示：“历史正在血地步行，前代人

的血还没有干，后代人的血流盖上去，军人、人民、村民、和尚、小孩、女人

及老人……”[2](P.204) 

社尼刻划战争的残忍。只要人类不懂得知足，战争可能无法从这个世界消

失。一代接一代的人不断地为战争而牺牲生命，他们的血液流了满地，永无干

涸的一天。社尼表示不赞成战争，也反对日本侵略其它国家的行为，不只是被

征服国家的人民被杀害，在互相攻击时，也避免不了双方的损失。因此, 在故

事里社尼不断地指责日本发起战争的错误决定，战争都影响到每个人，不管是

征服者或被征服者，让人们再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如社尼的表示：“战争让人

生的方向改变，再不能如平时那样可以看到或猜想到的” [3](P.81)虽然没有直

接受到战争产生苦难的人民，但在战争中的人民也开始看不清自己的未来了。

这也是一种痛苦，虽然今天没有轮到自己，但是明天、后天、下个礼拜、下个

                                                        
[1]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2]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3]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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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呢？他们的人生会变成怎样的呢？ 

社尼指战争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民，虽然住在乡下人民没有直接受到敌人的

攻击，但日本用钱收买泰奸，让泰奸告密有谁对他们不忠，或有计划要做对他

们不利的行为，使村庄人民互相不信任，搞不清楚到底谁是泰奸， 后有一些

村庄决定整村搬家，为了避开日本与泰奸伤害他们。这样的事情让社尼意识到：

“日本安排的‘大东亚新规则’连累到大家，连住在森林山上的人民也不例

外。这些人民还住在 100 年前的世界，他们拥有简单的生活、宁静、知足，不

管是多么的落后，他们就有权利尽其所有、自由自在地生活。”[1](P.116)日本没

有权力来决定别人的生活，虽然他们会认为别人的生活品质不好，或存有好心

想要帮忙别人改善落后的生活。日本应该尊重别人选择自己的生活，如社尼提

到：“不过、选举该依照自愿、了解，而不是用强迫的……友谊与爱情不可以用

逼迫或战争创造的。”[2](P.246) 社尼表示人的本性不喜欢被强迫，虽然有时候

明知道别人是为了自己好，也会反抗。虽然日本“真心诚意”的为了让泰国进

步，而进来强迫安排国家政策，相信泰国人一定不愿意。社尼再解释：“各国家

的选举应该以自愿及了解，不是受外面的强迫或强加。如果有一个国家靠自己

一段时间的超越去规定别人的命运及生活方式，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行为。”

[3](P.302) 因此，社尼认为日本用战争来强迫统一亚洲国家是错误的决定。日本

没有权力或资格来强迫或规定别人的国家，这样让其它国家对日本增加反感，

后受到很多国家的反抗时，自己就倒下来了。 

二、日本的欺骗 

社尼本身也是自由泰成员，自由泰的政策是不赞成泰国政府跟日本合作，

不相信日本会真心诚意跟泰国做朋友，而他们的目的是先利用泰国，是为了让

日本可以占有全亚洲。因此社尼的心里对日本存有的不信任感，如他在作品中

表示： 

“曾经看到日本军给马戴上绿色眼镜，为了让它们认为干稻草是绿色的鲜

                                                        
[1]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2]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3]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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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连动物他们也会骗’”[1](P.86)社尼想表示，日本是不能信任的，因为

不管他们做任何事情都用欺骗的方式，连对待动物都用骗的，更不用讲到国家

大事了。在社尼的心目中，从来不相信日本所讲的“大东亚建设”，更不信他们

会进来帮助摆脱泰国的困境，而泰国需要靠日本人挺身而出才能够做到的事

情。这只是日本妖言惑众的宣传，要“并吞亚洲”的借口，日本政府设计的谎

言连日本人都不会相信。因此社尼才意识到日本的欺骗，从政府到军人、从头

到尾都是欺骗。 

三、日本不会尊重亡国奴 

为了减少敌人,日本把泰国当作战友。但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心里，还是把

泰国人民看成亡国奴。反正，日本是征服者，再怎么说泰国还是被征服国家，

因为泰国被强迫接受这一份日本给的“友谊”。虽然泰国人不能否认日本对泰国

人比其它国家的人民好，可是 后泰国人还是无法避免亡国奴的命运，如社尼

在故事中描写到：“日本抓人打针防止霍乱症，不是为了避免村民得病，而是防

备不让病毒传到日本军。在市场，有日本军等着检查，来不及拿出打针证明的

人，日本军会脱他们的裤子看屁股是否有打针的迹象，甚至女人也不例外，也

会当大家的面前被强迫脱裙子。”[2](P.97) 社尼提出这个案例，为了要告诉大

家，国家被征服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亡国人民不会被尊重、不会被看成高级人

民，而会被看成征服者的奴隶，征服者要怎么做, 被征服者也无法反抗。因

此，国家独立对人民来说是 幸福的事情，生为人民该珍惜这一份幸福，而努

力尽良民该尽的义务。 

四、抵抗是人民的义务 

“我们会战斗”[3](P.65)社尼透过一个人物拉篾讲到这一句，虽然当初拉篾

没有在关心战争的情况，可是一有人问：如果被日本侵略，泰国会怎么做？他

马上回答就是要反抗，因为他真的是这样相信。这表示社尼认为国家被侵略

时，人民会起来抵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人民一定要尽的义务。虽然泰国

人不能做正面的抵抗，因为政府已经宣布跟敌人合作。不过，在社尼的笔下描

                                                        
[1]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2]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3]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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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到一些泰国人在骚扰日本军，他们会偷日本的东西去卖，甚至偷日本的东西

回来卖给日本，泰国政府人员也争一只眼闭一只眼，社尼描写道：“我们全知

道，他面对面跟我谈，若我们想要打倒大象，我们要先对这些蜥蜴放手，但也

是警告他们不可以让泰国人受难。如果他们欺负泰国人，也包括边界的人民，

他们会马上被杀掉。在这样的战争时期，不用浪费时间去跑法官方面的流

程……‘倒大象’的含意是上面的行政专员要做的主要事情……”[1](P.79)对这

样的事情，社尼的描写没有反对的含意。反而表现出赞成的态度，提出“先放

小事，专心做大事”的策略。社尼透过主要人物“耶育”表达他对国家存有的

责任，他认为参加抗日活动是人民该做的义务，他表示：“我们来做这份工作算

是以良民的义务服侍国家、是爱国之心人的事情，但我们也想到战争后的泰国

会变成如何”[2](P.199-200)社尼表达他存有爱国之心。只要国家受难，良民二话

不说，跳起来帮助国家，这就是人民该为国家尽的义务。而社尼也很深刻了解

人民的义务，他不仅在战争时期帮助国家，还关心战争结束后国家的未来。社

尼知道人民的义务是终身的，只要还在这个国土上呼吸，生为人民永远要为国

家服务。 

五、不当亡国奴 

社尼描绘出当时泰国人的实际命运，虽然泰国政府宣布泰日是战友，但实

际上日本也扮演征服者的角色，而泰国人的命运与亡国奴没有什么两样，如日

本军对待泰国员工的行为：“若是泰国人的话，还是好一点，因为是聘请的劳

工。但一遇到日本对他们的一些行为，他们觉得太霸道如：打巴掌………”

[3](P.69)这些行为不算是朋友的，日本人的心里，他们还是征服者，而泰国人还

是被征服者，总不能跟他们平等，有同样的对待。虽说社尼描绘出这些是为了

记录历史，但这一些故事也有它的含意，以笔者来看社尼是要想说“如果你简

简单单让人家侵入国家，你可能也会碰到这种命运”。“……但这是战争，无论

如何日本军还是主人”[4](P.76)以社尼来看，泰国人还是亡国奴。不管泰国政府

会如何的宣布，或日本会如何的假装，事实就是泰国人是亡国奴，必须听日本

                                                        
[1]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2]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3]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4]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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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的命令。社尼的这一句提醒读者不要当亡国奴，否则就会受到被压制的命

运。“虽然日本及泰国征召火车司机，但没有泰国司机愿意接受这个工作，尤其

是缅甸路线。”[1](P.263) 泰国人 特殊的个性是“爱自由”，从不愿意被控制，

越被控制就越反抗。社尼表示泰国人在反抗日本，不愿意帮日本做事。他们不

愿意当日本的奴隶，而更不想当亡国奴。“这样好喔，我们自己来举办庆祝游

行，不是国外的军队以解放者的身分来代替我们游行。”[2](P.309) 战争已经结

束了，大家一起来游行庆祝胜利，这一句看出作家为这次胜利而骄傲，因为算

是泰国人自己得来的，泰国人不用等国外的军队来解放，证明了泰国人的能

力。得不到别人的帮助，就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而不用怕他们会把帮助当成借

口，代替日本再次霸占泰国。 

由上所述，是社尼在《土、水和花》中表现出的抗日思想，不管是反对日

本发起的战争、日本的欺骗、日本不尊重亡国奴都反映了社尼对战争、对抗日

的想法。虽然社尼创作这一部小说的目的，包括他所描写的重点是为了记录历

史，每一个细节他都很小心不加自己的感想，免得跟真实历史不符合，但他也

没有忘记置入他对日本、战争及抗日的想法。社尼反对日本发动战争，而提出

不仅被征服者受到战争造成的灾难，连日本自己也有损失。为了赢得这一次的

战争，日本还用欺骗、惑众宣传的手段，让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受苦难。在国家

受难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人民该起来抵抗日本，不要当亡国奴、不要那么

容易投降给敌人，让他们简简单单进来欺负人。 

 

第三节 抗日思想比较 

 

老舍与社尼就像抗日戏剧的导演，只是老舍的《四世同堂》是大戏剧，而

社尼的《土、水和花》是小戏剧而已。他们创造的抗日小说大致上是相同的，

描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中国与泰国都被日本

侵略，身为人民两位作家拥有共同的感受，像自己的家被强盗进来抢劫。甚

                                                        
[1]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2]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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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管是老舍或社尼本身都被称为“爱国作家”，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关心国

家，他们的作品常在教育读者、提出问题、建议解决方法，他们在表达爱国情

感而期待国家未来的进展。两位作家把国家当宝贝这样看待，可以想象，突然

有一天有人侵犯进来践踏他们心爱的国家，他们当然会比一般人反抗与痛恨，

他们的抗日思想都在《四世同堂》与《土、水和花》中表现出来了。不过，在

共同的感受下，当然会有不同的因素，使他们表现出来的抗日思想不是十分相

同，把两位作家的作品来比较得出异同点如下： 

相同点 

分析两位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有帮助国家的心态。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表达

了在国家遇到灾难时，人民必须起来帮助国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了国

家，人民应该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而把日本赶走，要不然国家人民都会当日

本的奴隶，随着日本的意思和命令去做，再也不是独立国家了。 

两位作家都证明国家是人民的根本，是血脉相连的，没有国家，或国家无

法独立，人民就无法平安地生活。他们反映人民受到各式各样的苦难，为了想

要后代人知道，以及反省不要当亡国奴。战争时期，保护国家就像保护自己，

国家难，人民灭，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两位作家都反对日本发起的战争。只为了满足自己需求，而去侵略、霸

占、抢劫、强迫其它国家，害大多数人受到苦难。不过，他们也会表示日本人

也有好的，像《四世同堂》里的老太太，或《土、水和花》的阿马褡，两个人

物是日本人，而也不同意自己国家发起的战争，害人类死亡受难。 

差异点 

创作时间点的差异。战争一结束，老舍就马上完成他的《四世同堂》，他在

创作这一部小说时，他的情绪还无法平静，这使他在故事里表现出很多的痛

恨，不管是对日本或汉奸的痛恨，而运用比较强烈的词句。相反的，社尼在创

作的《土、水和花》是在战争结束后隔了 37 年，当然他在故事里描出的抗日思

想已经淡忘却成熟。隔了 37 年，虽然他在年轻时遇到的事情，可能还会记得，

但他战争产生的感情、思想，可能无法完全记住。痛恨、伤心等感情多多少少

都会淡然，无法像老舍一样强烈。另外，他所表达出的思想也比较成熟，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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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中，他所遇到的经验，加上年龄的增加，让他可以有肚量，比年轻时期更

可以去体谅、原谅更多人、更多的事情。因此，在《土、水和花》里，不会看

到作家用词句发泄自己的情绪，反而会看到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用客观的态度

慢慢描述他所遇到的故事。 

老舍在《四世同堂》里不断地抱怨日本与汉奸，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很爱国

家的人，无法接受国家被如此的践踏。而且事情也刚刚结束，他的情绪还是很

强烈。相反，社尼的《土、水和花》没有明确讲到泰奸，重点描述泰国人如何

一起帮忙抗日活动。对日本，他只是指日本做错了决定，他们发起的战争是让

人类如何的受苦。这样又很明显的看出社尼在写作时，他的情绪被时间冲淡而

消失了，才没有写出很强烈的抗日思想。 

其实，表示国家被侵略的感受与思想，是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人都可以表

达跟两位作家差不多，因为这种感受是人的本性的自然反应。只是老舍与社尼

是大作家，他们的专业就是表达他的思想，他们当然比一般人表达的好，还更

可以表达一般人想不到的细节。所以分析他们的作品是值得的，从他们的思想

与经验去学习及反省，国家平安无事时，身为人民该为了国家做什么，才可以

称为“爱国家”，不要等到国家受难再来珍惜，可能会来不及了，相信这是他们

两位想告诉大家的主要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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