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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与《土、水和花》是老舍与社尼的出名抗日文学。当然，故

事里的每一个人物都会表现各式各样的抗日思想及行为，有的是一直抵抗到敌

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有的是不想多管闲事只想维持原来的生活，有的是想得到

利益而当了敌人的奴隶等等。两位作家运用自己的人物表示自己的抗日思想，

以及记录当时人民的抗日思想。两位作家面临相似的命运，他们所创造的人物

当然会有相同，也一定会有差异点，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和战场。 

 

第一节  《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分析 

 

虽然老舍在《四世同堂》创造多样特色的人物，但也不可能在本论文谈

完。在故事里有太多人物，而每一个人物形象各有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把所有的人物分成 3 组：第一，抗日的英雄人物，这一组

由祁瑞宣、钱默吟和祁瑞全为代表人物。他们很清楚地表现抗日思想、懂得人

民的义务。第二，普通民众人物，由祁老人、韵梅和祁天佑为代表。这一组人

物原有自己要坚持的事情：祁老人坚持自己四世同堂及家规礼仪，韵梅遵守自

己的媳妇、老婆、及妈妈之义务，祁天佑忠诚自己的事业。这一组人物也有自

己的抗日思想，而跟第一组有所同及不同的细节。第三，背叛国家的汉奸，由

祁瑞丰、大赤包、冠晓荷为代表。自私、愚昧、野蛮是汉奸们的特性，他们所

有的抗日思想与其它两组不同，提出“把危机转成机会”之主题，心里只想到

自己的利益。每一组的自己的特点都值得研究分析，而一定会得到很新鲜的视

角。 

抗日精英的英雄形象 

抗日精英的英雄是老舍在《四世同堂》表示欣赏的人物。笔者选出祁瑞

宣、祁瑞全及钱默吟 3 个人物作为这一组的代表，因为他们是代表老舍抗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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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主要人物。老舍在故事里常常欣赏他们的牺牲及思想。对老舍来说，这一

组人物的 主要存在的意义是帮作家发泄抗日思想、爱国心及亡国奴之心情。

虽然 3 个人物有相同的抗日思想，但每一个人物又有不同的抗日表现及抗日角

度。钱默吟代表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祁瑞宣代表新与古代之间(以后称“中

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而祁瑞全代表了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如何的不同，

提出的分析如下。 

古代知识分子“钱默吟” 

“我决定为救国而死！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

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1](P.322-323) 钱默吟已经五十

多岁的年龄。论外表，钱先生的头发还没有多少是白的。矮个子，相当的胖，

一嘴油光水滑的乌牙，他长得厚厚敦敦的可爱。圆脸，大眼睛，经常好把眼闭

上想事儿。他的语声永远很低，可是语气老是谦恭和气，教人觉得舒服。他有

两个儿子，老大已经结婚，老么已经订婚还没娶。这一家不太跟邻居打交道，

很少人知道他们家的事情，而几乎变成胡同里的神秘地带。钱先生没有做事，

他的每天工作就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在特别高兴的时候，才会喝两盅

自己泡的茵陈酒，他脸上有点酒意的时候，才穿着古老的衣服在门口立一会

儿，仰头看着槐花，或向儿童们笑一笑。钱先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不给别人

看，只供他自己吟味。他的生活照着诗人的理想去安排，不管因贫穷而多么

苦，他也不出一声。不只是钱先生一个人满意这种生活，他的大儿子一天教几

个小时书，有生活趣味和父亲一样。小儿子驾驶汽车，钱先生也不反对，他很

少回家。至于钱家的妇女，不是因为男子专制而不出门，反倒是服装太旧，自

己惭愧自己的形秽，可是他们的金钱能力与生活的趣味使他们毫不注意到服装

上来，于是家中的妇女也就只好深居简出的不出去多暴露自己的缺陷。“他永远

不白受人家的东西。他的手中永远没有宽裕过，因为他永远不算账，不记账。

有钱他就花掉，没钱他会愣着想诗。他的大少爷也有这样的脾气。他宁可多在

家中练习几点钟的画，而不肯去多教几点钟的书，增加一点收入”。[2](P.12)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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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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明钱先生没有丝毫的贪婪之心。他重视的是自己的理想生活、保持学问和

人品，而不是金钱。他宁愿贫穷，但不愿意破坏自己轻松自在的生活。 

抗日爆发时，钱默吟马上投入关心国家大事。他第一次上祁家的门是为了

找瑞宣问国家的灾难，这对少出门的他来说并不容易，表示他超级为国家担忧。

“时局要演变到什么样子呢？你看，我是不大问国事的人，可是我能自由地生

活着，全是国家所赐。我这几天什么也干不下去！我不怕穷，不怕苦，我只怕

丢了咱们的北平城！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

了。北平城也是这样，它顶美，可是若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

了！是不是？"见他们没有回答。他又补上了两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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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20) 

虽说钱先生本来除作诗作画外，不会对任何事情有兴趣，可是因为他受过的教

育，让他知道被敌人占据的面目及痛苦，他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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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35) 

北平陷落之后，钱先生马上了解亡国奴的状况。从不闻不问国家的事情的

他，就担心起来了。平时，爱自由的他，当然不要当奴隶，而唯一的办法就是

“抗日”。钱先生了解抵抗日本的意义，因此他才不会反对小儿子出去抵抗敌

人，反而感到骄傲，他的儿子当了国家的英雄。钱先生可能默默地这样关心国

家，如果冠晓荷没有把钱二少爷的“抗日活动”去跟日本告状，钱先生的家庭

与抗日之命运从此转变。二儿子为了抵抗日本过世、钱先生因为冠晓荷告状而

被补、大儿子因为伤心过度而病死、钱太太因失去丈夫与两个儿子自尽撞棺材

而死，这些事件使钱先生完全投入整整 8 年的抗日。他把钱少奶奶与未出生的

孙子送回娘家去，自己假装失踪偷偷去抗日。钱先生认为自己的抗日工作分成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他受刑出狱之后。他没有计划，只想报仇。像疯子一

样去宣传，去暗杀。他不能容纳别人跟他不同的意见，而便把他们看成仇敌。

这一段时间他的 主要是给妻儿与自己报仇，可以说是个人的英雄主义或报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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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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第二阶段，他慢慢知道了独自拚命远不及大家合作的更有效，更有力

量。不管别人的计划是什么，派别是什么，只要有人来招呼他，他就愿意帮

忙。他也不生闲气了，而变成一个抗敌的机器，谁要用他，他都去尽力。同

时，也没有顾忌，没有对报酬与前途的算计。他属于一切抗敌的人，作一切抗

敌的事，一直作到死为止。这第二阶段是合作的爱国主义，加入抗敌的工作，

忘了私仇，而要复国雪耻。第三段，钱先生似乎更成熟了。他一边工作，一边

也又有了理想。他不只胡里胡涂的去扔掉他的脑袋，而是要稳稳当当的，从容

不迫的，心平气和的去作事，以便达到自己的理想。所以他又找到了自己。以

前，他是爱和平的人；现在，还是那样。假若这里有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战

前，他往往以苟安懒散为和平； 后呢，他是用沉毅坚决勇敢去获得和平。 

中代的知识分子“祁瑞宣” 

祁瑞宣是老舍笔下的主要人物。祁瑞宣的深刻思想和爱国之心会令读者感

动及钦佩，但他的矛盾以及不敢做决定也令读者对他有偏见与郁闷。可是总不

能否认祁瑞宣也是一个抗日英雄。在小说中，祁瑞宣是祁家四世同堂的长孙，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养活这一家人。祁家有三个少爷：老大瑞宣是已经立业成

家，老二瑞丰只有一张嘴巴，不懂得负责任，老三瑞全还在读书，所以一家大

小只有瑞宣可以依靠。瑞宣是一个中代的知识分子。他在传统的家庭长大，是

全家期待的老大，同时也受到西式的教育，培养他变成东方与西方的混合人

物。例如：他早就知道什么是自由恋爱，虽然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

不爱的女人身上，但他只好娶父母亲定下的女人，同意进入了包办婚姻之生

活。事后，他取笑自己的软弱。同时，看到祖父与父母的脸上由忧愁改为快

活，他又感到自我牺牲的骄傲。这是瑞宣的东方与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矛盾。 

抗日战争爆发时，虽然他意识到中国人民必须马上抵抗，但因为要对家里

负责，他只好“对家尽孝”而让小弟瑞全“对国尽忠”。于是他决定留在北平，

亲眼看到人民的灾难、亲自体验到亡国奴的滋味。从北平陷落，瑞宣决定不当

日本的奴隶、不帮日本人作事。日本人进去控制他在职学校的时候，他马上离

职，而拉下自尊心到英国府找富善先生工作，直到富善先生被捕，英国府被封

闭。刚开始他认为没有了收入全家会一起死，但后来他反而依照瑞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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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所学校去教书。瑞全的理由是虽然帮日本人作事也可以做一些抗日的事

情，至少可以提醒青少年不要忘记对国家尽忠。 

祁瑞宣的抗日行动也有三个阶段：第一段，抗日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断地

叫人出去抗日。因为既然自己不能对国家尽忠，能够多叫一个人出去抗日，就

会给予国家多增加一个帮助。除了叫自己的弟弟瑞全出去之外，还有答应刘师

傅要供给刘太太生活费，为了让刘师傅可以放心出去抗日。程长顺也是一个被

祁瑞宣说服，但他去不成。被家庭绑住的瑞宣必须留在北平，他的唯一抗日办

法就是坚持不要帮日本作事，这是让他好过一点。祁瑞宣的这一段抗日，他抱

着满心的自责，因为认为在国家受难时，自己竟然抛弃了国家，只好叫别人出

去抗日。第二段是瑞宣的抗日真正的开始。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日本傲慢地

封闭瑞宣在工作的英国府，切断他的维生之路。幸好瑞全回来叫他进去教书，

除维持生活外，也可以执行抗日之任务，不管是在学校暗中帮学生们打气，或

写宣传文章。瑞全让他有了抗日的舞台，瑞宣找到了自已在战争中的地位。第

三段，钱先生又再次被捕，瑞全的工作重点在城外，不能常回北平。这时，瑞

宣被委任接替钱先生，当地下报刊的编辑，而想办法把稿件送出城去。瑞宣不

迟疑的把担子担起来，他心里彷佛在说：“要是非死不可，这么着去死 痛快，

也 值。”[1](P.562) 

瑞宣的 后一段抗日行动是真正的投入参加抗日活动。他变成一个很重要

的关键人物，让他满意不已，而填满他所要回报国家之愿望。他所想做的抗日

行动已经实现，他的精神充实着爱国情操，因此他再不会指责自己、不再烦

闷、不再胡思乱想了，他把所有精神放在人民该救国家之任务，不管是提醒学

生、写抗日文章、宣传战争讯息等。这一些危险行为可能会要他的命，可是为

了国家、为了抗日，他都很乐意，如果因为抗日而死，反而会感到生命中 骄

傲的事情。 

新生代知识分子“祁瑞全” 

祁瑞全是祁家四世同堂的老幺。在故事里，他所表现的个性是老幺的脾

气，是青少年的霸道脾气。可是他的强烈脾气并不是不好，因为我们也看到了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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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表现对国家的英雄行为。抗日早期，他不顾一切跑出去抗日，因为抱有

“国家灭亡，自己的家庭也一样无法存在”的念头，所以他不是很同意瑞宣对

家尽孝的想法。瑞全与钱先生跟瑞宣比起来，他表现很少的角度和想法，可是

对国家的贡献比前面两个人物还要大。虽说他没有太多的表示他所有抗日、爱

国之心的想法，可是瑞全所做的抗日行动，是为了国家而牺牲。 

战争爆发时，瑞全是快要毕业的大学生。一般人可能会想“毕业了再说”，

连瑞宣也这样对弟弟讲。但瑞全认为日本会害中国，所以他才不顾一些跑出城

去。当时看起来好像他抱着小孩子气以及幼稚跑出去抗日，只有激动而不懂

事、想法还没成熟。如：他跟大哥说要跑出去，可是他没有计划，只抱着逃跑

的心态。这样，可能还不到城门就会被日本兵抓起来而给杀了。假设可以成功

的跑出去，他要往哪里、要跟谁、要怎么抗日，他自己完全没有方向。当然思

想成熟的瑞宣绝对不让弟弟白送命给敌人，所以他叫弟弟等着机会。每天越来

越愤怒的瑞全，终于有机会让他走。刚好钱先生帮助一位中国士兵，瑞宣安排

瑞全跟着这位士兵逃走，而请李四爷假装办丧礼，把那位士兵及瑞全装在棺材

里而抬出城去。瑞全就这样在哥的计划下，成功出城，而可以跟着这一位士兵

去抗日。瑞全的抗日思想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他是抱着一个爱国心。只能说这

个人物在老舍的创造当中有很大的成长，他的成长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

段，他是一个北平的青少年、拥有体面的家庭、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教育使

他自信，自信的人总是不顾一些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因为深深相信自己的所

做所为是正确的，越认为正确越抱着很强烈的心态，非要去做不可。他所看到

的不多，在他的这一段抗日思想，北平就是中国的全部，有敌人侵犯进来，作

为一个中国人就必须去抵抗，直到敌人被打败退回去。 

瑞全出去了 4 年，他终于被派回到北平工作。外面的磨练，使瑞全已经变

了样，他的暴躁脾气已经从他的身上消失。他变得稳重、做事万分小心、思想

成熟，经历了整整 4 年的战争让他有 360 度的转变。如瑞宣第一次看到弟弟所

想的：“身旁的老三，他觉得，已不是他的弟弟，而是一种象征着什么的力量。

那个力量似乎是不属于瑞宣的时代，国家的。那个力量，象光似的，今天发

射，而也许在明天，明年，或下一世纪，方能教什么地方得到光明。他没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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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种力，一种光，诉说他自己心中的委屈，正象萤火不敢在阳光下飞动

那样。这样，他觉得老三忽然变成个他所不认识的人。他本极想细看看弟弟，

现在，他居然低下头去了；离着光源近的感到光的可怕。”[1](P.517) 除外表、

个性也改变，他的爱国思想也变了。因为他被派到许多城市做情报工作，使他

看见了广大的国土。他知道了国家的种种问题，他的任务不是只有打败日本，

而是不断地帮助让国家往好的发展，如他在故事里表示：“已经看见了广大的国

土，那么多的人民，和多少多少民间的问题。他的将来的生活关系，与其是家

庭的，毋宁说是社会的。战争打开了他的心与眼，他不愿再把自己放在家里

去。已是秋天，他才由廊坊上了火车。”[2](P.494) 他变成真正新代的知识分

子，是国家的希望。他知道了自己不该待在家里，按部就班的早上去上班、晚

上回家的这种生活。国家要他做更多的牺牲的事情，如到乡下教小孩读书等。 

三位英雄所表现的抗日行为，他们为国家所牺牲而冒着生命，都是很值得

被夸奖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三位人物有同样的感受，是自己的家园被侵

略，受到征服者的欺负之后，产生了怨恨而要抗日的念头。8 年的战争时期，

他们形成了共同的抗日思想是“人之间的和平”， 后他唯一抗日的目的就是期

望得到和平。钱先生找回原本爱和平之心的自己。祁瑞宣没有心要报复，如他

不让大家伤害日本老太太。祁瑞全也没有时间要报仇，因为他找到自己的未来

对国家的义务。战争后，他们三位也抱着一个心态，是希望永远不会有任何的

战争再发生了。 

普通民众形象的塑造 

普通民众人物，由祁老人、韵梅和祁天佑为代表。这一组人物原有自己要

坚持的事情：祁老人坚持自己的四世同堂及家规礼仪，韵梅遵守自己的媳妇、

老婆、及妈妈之义务，而祁天佑忠诚自己的事业。他们在遇到日本的压迫时才

产生抗日思想，他们开始为国家担心，因为自已所坚持的事情被战争影响到。

战争刚爆发时，这组人物担心的事情是战争对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他们代表

多数民众所对战争的担心、想法、思想等等，他们的想法永远是战争离自己的

生活很遥远，直到真正遇到战争的影响才觉悟。普通民众是老舍在《四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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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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刻划的 精彩的一组，每一个人物的各个角色揭露了人类 彻底的本性。

笔者挑选了三个人物祁老人、祁天佑、韵梅代表了普通民众对战争、对抗日的

思想。 

坚持“四世同堂”的祁老人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祁老人已经 75 岁的高年龄了。因为在他的生命中遇

过很多场战争，每一次他都可以关在自己的家里逃难。以他的经验及意识，这

一场战争应该跟其它的战争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存好食粮就可以了。当时，祁

老人 重视的是四世同堂，四世同堂是他一生吃苦耐劳而付出的成果，是他在

年迈应该享受到的东西。只要有四世同堂，他就得到幸福。因此不例外，如果

祁老人要 担心的是家庭是否能够维持，当初，他看不到苦难的紧迫。 

另外，虽然在祁老人的生命中碰到中国被日本的多次欺侮，他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是日本要侵略中国，如祁老人与韵梅的对话；“自从我小时候，咱们就受

小日本的欺侮，我简直想不出道理来！得啦，就盼着这一回别把事情闹大了！

日本人爱小便宜，说不定这回是看上了芦沟桥。”,“干吗单看上了芦沟桥

呢？”小顺儿的妈纳闷。“一座大桥既吃不得，又不能搬走！”,“桥上有狮子

呀！这件事要搁着我办，我就把那些狮子送给他们，反正摆在那里也没什么

用！”,“哼！我就不明白他们要那些狮子干吗？”她仍是纳闷。“要不怎么是小

日本呢！看什么都爱！”老人很得意自己能这么明白日本人的心理。[1](P.18) 这

个对话表示：第一，反映出祁老人的无知，还认为自己很明白日本侵略的原

因。第二，反映大部分人民对这一次战争的早期想法，他们可能不像祁老人这

么想，但是他们不知道日本真正所要的东西，以他们的知识无法马上反应，直

到沦为亡国奴的命运。 

本来在状况外的祁老人，慢慢地面临到一次又一次亡国奴的灾难。祁老人

牺牲生命创造的“四世同堂”， 重视一家人必须住在一起。日本侵略者一进来

马上就破坏祁老人的这个坚持，而害祁家无法安宁地去生活。首先，“小三儿”

祁瑞全离家出走去参加抗日。第二，“好朋友”钱先生被抓走而害钱家的破灭。

第三，家里的经济状况衰退，“儿子”祁天佑的生意不好，“长孙”的事业被影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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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第四，整个生活品质被影响，城门一下开一下关使人民无法正常买卖，食

物愈来愈难买， 后还必须吃日本发送的“共同面”。第五，“二孙”祁瑞丰帮

日本作事、失业，与太太离婚、后来被日本人杀死。第六，“儿子”祁天佑被日

本人污辱而自杀。 后，让祁老人崩溃就是“重孙女”妞子挨饿而死亡。 

当初，爱和平的祁老人不敢反抗日本侵略者，但受日本的各式各样的折磨

了之后，表示多次忍无可忍的态度。本来不敢惹日本人的祁老人忍不住跟日本

人吵起架来，在日本人抓走祁瑞宣，而不让家里的人出去求救的时候：“拿去我

的孙子，不行！日本人拿去他，你们是干什么的？拿日本鬼子吓噱我，我见过

鬼子！躲开！我找鬼子去！老命不要了！”说着，他扯开了小袄，露出他的瘦而

硬的胸膛。“你枪毙了我！来！”怒气使他的手颤抖，可是把胸膛拍得很响。

[1](P.281) 祁老人无法再忍耐日本人越来越过分的欺负。祁天佑被日本人害而自

杀之后，祁老人的忍耐限度愈来愈减少。后来，老人家知道自己的孙子祁瑞丰

去当日本的特务，而且被日本审问时，祁老人决定再也不要跟日本人客气；“祁

老人有了双重的准备——几年的折磨与昨晚的会商——决定硬碰硬的对付日本

人。他的眼直看着他们，语声相当的高，表示出他已不再客气谦恭；客气谦恭

并没救了天佑，小文，小崔们的命。”[2](P.450) 多年亡国奴的经验，使祁老人

终于学习到不能对日本人屈膝磕头，越客气越被欺负。在日本人的审问当中，

祁老人毫不犹豫说出得罪日本人的答案；日本人问到：“你们知道他愿意作特

务？”,“知道！”祁老人回答。,“为什么他要去当特务？”,“因为他没出

息！”,“怎么？”“甘心去作伤天害理的事，还不是没出息？”[3](P.450) 原本

对人谦恭的祁老人已经勇敢说出心里的话, 因为他觉得对日本人再怎么客气也

没有用，他意识到要勇敢地抵抗敌人而不是低头。祁老人的 后一次发泄是重

孙女死亡的时候，他要把孙女的尸体去给日本人看，表示他已经不能再忍受；

“我要让三号那些日本鬼子们瞧瞧。是他们抢走了我们的粮食。他们的孩子吃

得饱饱的，我的孙女可饿死了。我要让他们看看，站一边去！”[4](P.574) 这一

些在祁老人身上发生的事件都让他慢慢意识到日本的侵略影响到每一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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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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老人不像祁瑞宣、祁瑞全或钱先生，知识分子很快知道日本侵略者的意图，

祁老人是一般的人民，他必须亲自体验到战争的残酷，才懂得抗日思想的意

思，而抗日是人民该做的事情。 

忠诚事业的祁天佑 

祁天佑是祁家的第二代、是祁老人的儿子、是祁瑞宣的父亲。他读书不多

只在私塾读过三年书，就到一家布铺掌柜去学徒，，从此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掌

柜的事业上。他没有住在家里，拥有负责任的个性的他很少回家。北平被日本

侵略期间，他越得在铺子里守住。他担心国家因为战争会影响到他的生意。家

人、亲朋好友或邻居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他几乎看得很开，也没有太过度的

伤心。他并不是完全不关心别人，在小崔死亡时，他帮忙捐款及布料办丧礼，

他是一个天生好人。可是在战争时期中，祁天佑 担心的就是掌柜的生意愈来

愈不好，无法买货进来卖，无法关店，他失去了多年店里的主力，他的事业被

战争影响到了，生意无法做下去了，他才想起国家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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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368) 这是祁天佑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原因。他认为事业已经无救，因为

由日本来控制。加上他的事业尊严被破坏，一辈子的公正被日本人冠上“商

奸”的耻辱，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事情，才投江自杀。从祁天佑的事情可以看

出：第一，因为从年轻学徒，多年被训练来做生意的他，使事业变成他的生

命，而这一行业也帮他养家了很多年，对他来说事业及生命是同一体的。当战

争毁灭他的事业，就等于毁灭了他的生命，他无法再活下去了。第二，祁天佑

对事业的坚持反映一般人民的观念，大多数人民也和他一样。平时，“国家”对

人民来说是很遥远、很难摸到的东西，一般都把自己的义务为主，而也想不到

自己的顺畅日常生活是由国家提供的，没有战争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国家对人民

的支持及重要。有一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或侵略者打扰到了，才慢慢意识到人

民不可以没有国家。 

遵守家规的韵梅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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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梅”或“小顺的妈”是祁瑞宣被父母亲用包办婚姻娶进门的妻子。没

有读过书、不认字、没有名字的她不是知识分子祁瑞宣的梦想妻子，而是因为

怕父母亲伤心才不得已娶了她。韵梅是一个懂家规的家庭主妇，又给祁家生一

男一女的重孙，所以她很受祁家老辈的喜欢。但在夫妻之间只有物理上的互

动，却无法在精神上交流，因为他们夫妻的知识程度差太大了。虽说韵梅是知

识分子的妻子，她却只知道家务、油盐酱醋的事情，一天到晚嘴中不是叫孩

子，便是谈论油盐酱醋。因此，当战争爆发，韵梅当然不懂日本要侵略中国、

不知道中国的损失，而更不了解祁瑞全的愤怒，她只是想，如果她没有去得罪

日本侵略者，他们就不会找她麻烦。韵梅的想法跟祁老人很相同，他们还是在

谈油盐酱醋，根本完全无法知道日本发起战争的真正原因以及战争的后果。 

韵梅也跟其它人民一样，要遇到多次的灾难才知道国家的重要。战争害她

的日常生活混乱；食物很难买到、家里的经济衰退、无法让孩子过节庆及正常

上学，这一些让韵梅很困惑，因为她无法维护大家的正常生活，这表示她缺乏

家庭主妇的责任。慢慢的, 她发现“不得罪人，人不来找麻烦”的观念已经不

适用了，她越不反抗就越被欺负，连她的孩子也被日本人的孩子欺负。当她儿

子被日本小孩欺负，她很生气把他们推倒在地上，祁老人因为怕惹日本人的麻

烦，而对她不满意。韵媒更火大，还顶老人；“我不管！他们要不是日本孩子，

我还许笑一笑就拉倒了呢！他们既是日本孩子，我倒要斗斗他们！”[1](P.242) 

平时，个性随和的韵梅绝对不敢顶嘴，这只是表现她对日本侵略者的忍耐度已

经到了极限。她终于明白，虽然她不得罪日本人，日本人还是找她麻烦、打扰

她家人的日常生活，她开始对日本人挑起战来了，使瑞宣得到一道真理；“无论

怎么老实的人，被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也会反抗。”[2](P.243) 

战争的磨练使一般家庭主妇的韵梅除反抗敌人外，还教她勇敢与热情帮助

别人。之前，以祁家的传统规矩，办事都有个分寸、对谁都不即不离, 但

她已经变了样。从她开始过艰苦生活，需要别人的安慰与援助，而得到别人数

次的援助后，她才明白“互相帮助”的重要。李老人来找人签字帮助方六时，

韵梅竟然没有跟家人商量直接代替丈夫签下去了；“这教李四爷倒吓了一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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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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祁家是好人，可是没料到韵梅会有这么大的胆子。真的，她的确长了胆

子……现在，她好似睁开了眼，她与北平的一切似乎都有了密切的关系。”

[1](P.487) 被战争折磨的韵梅，终于懂得反抗。虽然她不懂什么是抗日思想、不

明白什么是抗日活动、不了解什么是人民对国家的义务，但经过敌人给她的辛

辛苦苦经验，以一般人民身份产生了抵抗的想法。韵梅跟祁老人一样，不会再

想战争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事情，而是都是关联到每一个人民的生活，被迫不得

已的她就起来抗日了。 

以上的举例人物是代表普通人民对战争的思想。虽然当初他们对战争的想

法是跟自己无关的事情，直到他们遇到亡国奴的命运、受到日本的各种各样的

折磨，才慢慢体会到国家对人民的重要。之前，他们的一生所坚持的事情都比

不上国家，没了国家什么都失去了意义，这是他们从战争中所学习到的教训。 

汉奸人物形象刻画 

第三组是背叛国家的汉奸，由祁瑞丰、大赤包、冠晓荷为代表。自私、愚

昧、野蛮是汉奸们的特性，他们所有的抗日思想与其它以上两组不同，提出

“把危机转成机会”之主题。这一组人物的共同特性是没有出息却心里有了忌

妒，忌妒能力比他们好的人，是他们永远比不上这些人的，使他们永远无法出

头天。突然有一天日本人进来，要求这些能力好的人跟他们合作，能力好的人

不愿意做亡国奴而逃跑，剩下想得到利益的一些汉奸，这是汉奸的开始。 

自私的祁瑞丰 

祁瑞丰是唯一的祁家人对日本的侵略拥有不一样的想法。当大家为国家被

侵略感到愤怒，个性自私的祁瑞丰反而愿意跟日本当朋友若能从他们得到好

处。 “亡国就是亡国，他须在亡了国的时候设法去吃，喝，玩，与看热闹。自

从日本人一进城，他便承认了日本是征服者。他觉得只要一这样的承认，他便

可以和日本人和和气气的住在一处——凭他的聪明，他或者还能占日本人一点

小便宜呢！”[2](P.149) 当英雄组与一般人民组遇到亡国奴的命运之后，他们会

反省人民的义务，但汉奸的祁瑞丰的想法是相反的。他竟然觉得，如果顺从日

本人的话，他就可以维持原有的生活，甚至还可以占日本人的便宜，这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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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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想法。他愿意为了自己的吃、喝、玩、乐而牺牲自己的国家。祁瑞丰是

个性很自私的一个人，他是祁家的污点。当祁家二少爷的瑞丰，从不用对家务

负起责任、从不会出钱帮家人分担、从不会被期望当家，他不会被父母亲安排

跟不爱的女人结婚，家人对他付出的爱是不希望有回复。这一些因素使他从不

管别人，只在乎自己要的东西。他明知道家里的上辈不喜欢他太太的装扮、穿

着，加上从不帮忙做家事，可是他比较在乎太太会不会无理取闹打扰他的幸福

生活，所以只他与太太高兴就好，家里人有什么感受他从不在乎。他利用家人

的爱，让自己感到 舒服。祁瑞丰跟他人交往时，一定要给他带来利益，或他

认为会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好处。他跟冠家有亲密的交往，或不断地巴结蓝东

阳，因为认为可以透过他们去认识日本人，以及他们跟他有共同的目标，就是

在太阳旗下发展。对他无利益的人，他根本不会去打交道，因为怕麻烦。他从

不帮助别人，帮他拉车的小崔被日本抓去，他不仅不去帮助，还怕会连累到自

己。跟他同圈的李老人死的时候，他不仅不捐款帮忙丧礼，还骂来跟他要求捐

款的长顺。祁瑞丰 喜欢白吃白喝别人的，而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报给人家。他

只想到自己、只爱自己。 

日本人侵略时，祁瑞丰的第一个想法是设法让自己得到更好的生活，他想

只要他顺从日本人，日本人应该会好好对待他。他开始巴结日本人，设法让日

本人可以注意到他自己，而给他一些利益。他终于得到教育局科长的职位，但

因为这个职位是透过日本人的关系得来，后来日本人也很快跟他拿回这个职

位。从此被太太提出离婚的他便无所事事，回来依靠家人。各式各样的事件在

他身上发生也不会让他死心，他还是继续努力巴结日本人，希望他们再次叫他

进去工作。因为很想让日本人注意到自己，他与冠晓荷到日本军要求日本人作

特务，而被日本人抓起来。当瑞丰被审问时，日本人竟然找不到他对日本有危

害的可能，做鉴定也高达 92 分，果然是日本控制下的“顺民”，日本人拿他没

办法，只好放他走。虽然祁瑞丰要求日本人派他当特务，可是因为他没有头

脑、嘴巴也像是一座小广播电台、又没有能力，所以无法把他摆到任何的位

置，也无法惩罚他，连日本人对这种汉奸也没办法。祁瑞丰的自私反映出汉奸

的一种特点，大部分的汉奸存有这种个性。他们只想到自己，无法为他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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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为了自己得到好处，他们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危害了国家，不管国家会灭

亡，只要自己还没失去利益就不在意自己当亡国奴。 

野蛮的大赤包 

大赤包或冠太太是冠晓荷的大太太，她的气派很大，一举一动都颇象西太

后。她喜欢交际，能一口气打两天两夜的麻将，而还保持着西太后的尊傲气

度。她喜欢、习惯这种 吃、喝、玩、乐的生活，而更喜欢荣耀的生活方式，她

很努力作一些交际，为了冠先生能够作官。可惜，冠先生无能力，无法作大

官。 

日本的侵略，让大赤包再次产生希望，她想只要跟日本人或汉奸去交际、

巴结就一定可以抢一个官儿到手，当家里的金饭碗。她用钱与女儿吸引一个汉

奸，终于得到一个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头衔，从她变成“所长”后，她的得意，

使野蛮个性爆发。“动不动我就检查！动不动我就检查！怕疼，怕麻烦，给老太

太拿钱来！拿钱来！拿钱来！”[1](P.168) 自从当上了所长，大赤包从妓女捞很

多钱，一有钱、有势，像是把武器塞到杀人凶手的手中，她得意地吃、喝、

玩、乐，交际愈来愈疯狂，愈来愈投入，愈来愈得意。“她拚命的工作，心中唯

恐怕战争忽然停止，而中央的官吏再回到北平；她能搂一个是一个，只要有了

钱，就是北平恢复了旧观也没大关系了。”[2](P.184)大赤包想，今天拥有的势

力、钱都是随着日本人与战争而来，她知道若战争结束、日本人离开，她就失

去所有。因此中国的城市一个接一个陷落，大赤包越觉得她的地位更稳定。“南

京陷落！大赤包不必再拚命，再揪着心了。她从此可以从从容容的，稳稳当当

的，作她的所长了。她将以“所长”为梯子，而一步一步的走到 高处去。她

将成为北平的第一个女人——有自己的汽车，出入在东交民巷与北京饭店之

间，戴着镶有 大的钻石的戒指，穿着足以改变全东亚妇女服装式样的衣帽裙

鞋！”[3](P.184) 

在大赤包的生命中，这是她的 大财发、 高峰。所以她很感激日本人给

她带来各式各样的运气。不过，在她的生命中，也是她的 狠心、 霸道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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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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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钱盖住她的眼睛、势力盖住她的耳朵，她什么都无法去顾虑到了。对大赤

包来说“日本”是她的上帝，提共从来没有谁能够给她的娱乐和势力，她已经

陶醉在日本人制造的假象中。到 后，因为她的贪污，而害很多人受苦，她终

于被告而被日本人抓起来。因为她犯的重罪，日本人从没有审问她，让她在监

狱里直到死亡。可是从头到尾大赤包还是没有怪日本人，她认为日本人一定误

会她，直到死她还是无法醒悟过来。在大赤包身上，无法找到“人民”这个

字。不要谈到爱国之心、人民义务，连国家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在她身上，只

可以看到人类的原始本能，为了吃、喝、玩、乐，什么都可以做到，不懂得道

德、不懂为别人想、不懂得牺牲。她只骄傲地说自己是上等文明，却心里是超

级野蛮，永远无法改变而没有机会改变了，只是替她可惜白当了中国人！ 

愚昧的冠晓荷 

故事里，冠晓荷是 愚昧、 无聊的人物。他也跟太太一样爱吃、喝、

玩、乐，只是不像大赤包那么狠心。在他的生命中，很想得到一个官位，但因

为他太无能，再多怎的交际、多怎的运作、多怎的巴结送礼，还是无法成功。 

日本人侵略时，对冠晓荷来说像是中国的改朝换代，他的作官的期望终于

再次发光。从此他比以前还要更努力交际、运动、巴结，为了巴结，他开始学

习日本人的样子，尤其是日本式的礼仪，如鞠躬。“晓荷唯一的报酬是当由他们

的门中出来的时候，他们必全家都送出他来，给他鞠极深的躬。他的躬鞠得比

他们的更深。……他也要约摸着在他们快要回来的时候，在槐树下徘徊，好等

着给他们鞠躬。”[1](P.241) 为了让日本人知道他与日本人是朋友，他是有心愿

愿意帮助日本。他常常出现在日本人在的地方，日本人才可以常常看到他，而

且需要用人的时候，日本人可能会想到他。为了弄一个官位，任何人、东西他

都愿意牺牲：“丢失了女儿和丢失了国家，他都能冷静的去承认事实，而不便动

什么感情。”[2](P.258) 但不管在多怎的巴结，日本人还是没给他作官。可是他

不死心，他认为他对日本人的好，终于会有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他与日本人

是好朋友。所以在大赤包被抓走，他们被抄家，他还不相信：慢慢的爬起来，

他看见了女儿：“怎回事？怎么啦？高第！”“抄家！连一张床也拿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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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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想哭，可是硬把泪截住。“想办法！想办法！咱们上哪儿去！”晓荷不再

笑，可也没特别的着急：“不会！不会！东洋人对咱们不能那么狠心！”[1](P.422) 

房子也没了、两个太太也没了、剩下一个大女儿，他还是看好日本。因为他想

今天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不巴结日本人或汉奸，谁还能供给他利益。一听到二

女儿能够当日本人的特务，他就马上去找，心里存有日本人给他做事的期望。

他不但没有遇到女儿还被日本人抓起来，遭日本人监控后，发现他是高级顺

民，而让日本人惊讶的就是：“晓荷的鞠躬，说话（模仿着日本人说中国话的语

调与用字），与种种小身段，使日本人惊异：他们占领了北平才这么三四年，会

居然产生了这样的中日合璧的人物。”[2](P.452-453) 冠晓荷愚昧、无聊，他可以

改变自己如壁虎改变颜色，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多么恶劣的环境都可以适

应。虽然日本人为他的忠诚而感动，但还是不敢用他，日本人只好放他走。

后，他也是无法作官，而在日本人的手下死亡，可是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他怨恨

日本人，日本人要杀他的时刻，他还是不断地对日本人鞠躬，七八年来，他对

日本人的巴结全泡汤了，跟祁瑞丰与大赤包一样是无法醒悟。 

从 3 个汉奸身上可以看到的相同点是“自私、愚蠢、无知、贪心”。他们

原本没有能力，没有出息，但战争一爆发，他们马上看到机会。当知识分子、

良民、爱国人民都通通跑出去抗日，剩下的是汉奸们在巴结日本人，为了希望

日本征服者会丢给他们一些利益。在老舍刻划，汉奸们就像一群野狗，平常只

让国家捣乱肮脏，国家受到灾难时，除落井下石外，还对征服者付出忠实，等

着敌人会丢一两块骨头给它们。老舍在《四世同堂》揭露了汉奸在战争时期所

做的行为、态度及思想，他们完全没有抗日思想，反而把日本人当成上帝、依

靠敌人、不尊重自己的国家，就等于看不起自己。老舍的笔下，汉奸比日本征

服者还要惨忍，能够忍心背叛了从小到大供给他们吃、喝，养他们长大的祖

国，根本就不是人该做的行为。老舍创造的三组人物是有关连的，第一组人物

值得钦佩他们的爱国之心，他们是为国家牺牲的英雄，而能够回报了国家。第

二组人物，虽然当初他们无法了解抗日思想，可是后来受到压抑，他们也会从

各式各样的事情学习到抵抗的重要，以及人民该做的事情。第三组的汉奸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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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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黑暗面目，自私程度高到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他们的行为会渐渐变成

不如人的样子， 后得到很可悲的下场。把三组人物做比较、可以学习及反

省，在国家受到灾难时，人民该对国家有如何的行为、态度及想法。反回来

想，今天的国家还在和平时，人民是否应该珍惜，而感谢国家供给我们多么的

幸福。 

 

第二节  《土、水和花》的人物形象分析 

 

社尼在《土、水和花》创造的主要人物是英雄，周边小部分的人物是一般

人民在帮忙英雄组抵抗，同时，有的泰奸在帮忙日本人杀害祖国同胞。虽然

《土、水和花》的人物不多，但也可以看到他们所表达的抗日思想，如老舍的

《四世同堂》一样分成三组。第一组是抗日英雄，由“拉篾”、“耶育”和“若

思坤”为代表，他们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早就察觉到日

本侵略者的欺骗行为。因此他们跟“自由泰”组织合作抵抗日本，不管是阻碍

日本的工作、宣传讯息及帮助战俘从日本军队逃命出来等等。在故事的表示，

这一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人民该献给国家的义务。第二组是一般人民，由“批

裩”及“一母”代表很无辜的一般人民，他们的生活被战争影响到，而也不太

清楚真实状况。第三组泰奸，社尼所创造的泰奸有两种：骚扰自己人及帮助日

本做事。可能是因为作家没有把重点放在泰奸的角度，所以他的泰奸人物都没

有突出的人物。虽然这样，作家也提出泰奸的自私及捣乱行为，表示作家本身

也对泰奸存有想法。社尼的三组人物当然对抗日存有不一样的思想，虽然作家

把他的抗日思想传递给英雄人物替他表达，可是也少不了其它两组的角色。他

们的角度能够让作家的抗日思想表现得更完整。 

抗日精英的英雄形象 

也许，社尼本身也帮自由泰做事，他认为帮助国家是人民理所当然的任

务，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他对英雄人物只用淡淡的描述带过去，没有太过度

的欣赏。社尼所创造的英雄人物全都在帮忙自由泰，冒着生命去抵抗日本。社

尼以自己加上其它同志的经验，创造出这一组人物，让这一组人物代表作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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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由泰当时所做的抗日活动，成为 详细的抗日历史小说。社尼的英雄人物

由“拉篾”、“耶育”和“若思坤”为代表，他们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表现

出爱国之心、共同的抗日思想。 

爱独立的“拉篾” 

“拉篾”生于富裕家庭。当一般的房子用木材盖，拉篾家的房子是曼谷的

第一批用水泥盖的，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的房子。从小他书读的成绩很好，受

到良好的教育。他毕业的时候，做官的父亲也想让他做官，未来的生活就会很

固定及顺利，可是拉篾不听父亲的话，而离家出走。他到南部的一家英国矿坑

公司当工程师，大部分的同事都是外国人，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爆发

时，拉篾的同事都会担心，他反而准备到曼谷去看国家的庆祝节日。那时一些

同事说日本会到南部爆发战争，但拉篾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照他原本的计

划到曼谷玩，当他进去跟主管请假的时后，主管问他如果日本侵略泰国，泰国

会怎么做？“我们会做战”[1](P.65)拉篾回答，因为他真的这么想。 

日本侵略泰国之后，拉篾无法再回去工作，除了公司已经关闭外，还听到

同事被日本人抓走而变成当战俘的消息。无事可做的拉篾，决定到处寻找已经

成为战俘的朋友， 后他来到日本人建铁轨的北碧府，碰到以前的同学正在帮

自由泰执行抗日活动，他决定一边寻找同事一边帮朋友抗日。拉篾的原本职业

是土木工程师，他帮自由泰写日本建铁轨的详细报告。自由泰有帮助俘逃跑的

时后，是他冒险去接战俘出来。 后，因为要进去帮助自由泰同志，被日本射

枪打死。其实，拉篾是反对战争，而且日本的错是“起发战争者”，使双方不管

是被征服者或征服者都受到灾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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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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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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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不会白得到，

因为每一趟的回程都运自己人的尸体回来。”[2](P.49) 拉篾的表示，在战争中，

被侵略国家当然受到破坏、人民也会死亡因为牺牲生命为了保护国家。同时，

侵略国家也受到同样的损失。战争对双方，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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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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人类还互相打战？ 

另外，拉篾指出个人的基本权利，人们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

当日本人提出要帮助“别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的意愿，而把它当起发

战争的理由，这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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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提出的主张就已经违反个人的基本权力。

没有任何人或国家可以去决定别国家人民的生活品质好或坏，而不可以不透过

他们的同意就去改善，这是日本的错误观念。当初，虽然拉篾的态度没有很强

烈的抵抗日本人，或对泰国被日本侵略的事情没有很大的关心，可是当他有机

会帮助国家，他就尽心尽力、不惜生命去做。因为在拉篾的心目中，帮助人、

帮助国家是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全心全力去做。 后，为了要进去帮助一个

同志，被日本枪杀而死。在拉篾快要死的那个时刻，他只想到他的爱人，因为

忙着跟自由泰做的抗日活动，才一直无法去找她。其实，自由泰组织也没有强

迫拉篾一定要帮忙这个工作，他随时都可以去找他的情人。但他还是留下来参

加抗日活动，他只好先牺牲自己的幸福，但是这一些都是他自己愿意的。 

冷静思考周全的“耶育” 

“耶育”是拉篾的朋友。他的家庭不如像拉篾有钱，可是他还是有机会上

大学。“耶育”的外表看起来很冷静，可是他好像有一把火在内心。从年轻，他

有很多方面的兴趣，不管是电影、拳击、音乐、足球等。耶育曾有恋爱，因为

他与情人有很多的差异， 后就分手了。失败，使他更认真去寻找他想要的知

识和东西。这些使他做多少话，遇事冷静和谨慎，使上官派他到 重要的战略

去工作。耶育领导自由泰 “中他黁” 分组。在执行抗日活动当中，耶育 遵

守上官的命令，绝对不会做超过或缺少，如他对拉篾的解释；“我也不知道，我

们没有义务要问，除了以命令去做……”[2](P.196)这是耶育的冷静才可以做

到，因为一般人一定想知道命令的原因，但耶育的很多次怀疑会被他心里的知

觉提醒；“耶育不确定攻击汪波市与北碧府是否一群飞机？可是哪不是他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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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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事情。”[1](P.152) 他努力完成的任务，会丢弃自己的生命也无所谓。在

一次的任务完成后，他一个人在逃命时，他想道：“至少拉篾与柔彻已经安全

了，耶育想。这是这一次任务 重要的事情……河川很宽，人体很小，如果要

把生命丢在河里，就算是 后一段生命的凉快。”[2](P.160) 耶育辛苦完成抗日

任务，他从来不会抱怨日本人，有时，一些人跟他抱怨日本人他只会想；“……

但这是战争，耶育在心里说道‘无论如何日本军还是主人’” [3](P.76)耶育的想

法是“抱怨是没有用”，因为现在是日本人控制的时代，不管日本人做什么都正

确的。所以只要依照上官规划好的计划去执行。而把日本人赶出去，泰国人就

不用忍气吞声了，下手做总比抱怨还要好。因此，他对抗日的态度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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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199-200)战争时期，耶育不仅尽心尽力报效国

家，他还替国家想战争过后的泰国。会变成怎么样。这表示人民对国家的义务

是永恒的。对耶育来说抗日是人民的义务，成为一个人民做这个任务是没有什

么好称赞的。他不认为战争结束，人民对国家的义务会跟着结束。表示耶育把

国家大事变成自己的永恒责任了。 

爱好和平的“若思坤” 

“若思坤”生于公务人员家庭，家庭背景不错的她才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

育，成为新生代知识分子。若思坤拥有爱自然的本性，尤其是河。“淡水包住她

的身体，淡水流过她的身体像丝布拉过她的全身皮肤。为了在水里扶持自己产

生的动态，像响应恒河女神的抚摩。恒河女神提供湿润愉快给每一种生命，不

管是人、动物及植物，包括土与风。”[5](P.42) 若思坤对大自然有很深刻的眷

恋，她的细腻性格，对自己周边的大自然存有很细致的看待。除了爱好自然，

她对泰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有深厚感情。因此，日本人的进犯对若思坤来说就

一个陌生。虽然若思坤是女生，但她的爱国之心也不会少于男生，这是她参加

抗日活动的原因。若思坤的主要任务是传送讯息给战俘，她听英国的无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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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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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写在纸条上，然后会有人拿去偷偷丢进去日本营地。这个任务的目的是为

了鼓励战俘们，让他们知道战争的真正情况，不要被日本欺骗，认为日本会胜

利而灰心。当日本人发现若思坤写的纸条，日本人怀疑她。耶育考虑到她的安

全而建议她逃跑，但若思坤还坚持冒着险接受日本人的监视，因为如果她逃跑

的话，“中他黁”组一定受到连累，甚至无法再执行抗日的工作。若思坤的行为

表示她为了帮助国家愿意牺牲生命。对日本的看法，若思坤也没有任何的偏见

或抱怨，她对日本起发战争存有反对的心态：“‘不过、选举该依照自愿、了

解，而不是用强迫的’若思坤开始敢表现出自己的想法‘友谊与爱情不可以用

逼迫或战争创造的’。”[1](P.246) 若思坤的抗日是反对日本的想法，日本认为只

要他们胜利，就可以控制全亚洲。不过，不会有任何国家真正对日本忠诚，反

而是痛恨、愤怒及假装服从日本，他们会一直不断地设法打败日本。以若思坤

的说法，如果日本得到胜利，一定有这样之类的情况发生，因为逼迫的后果是

痛恨，而不是爱或友谊。因此在若思坤的眼里，日本的做法是大错特错，除浪

费时间外，还害很多人受灾难，这就是日本的罪。 

社尼的英雄人物有不同的抗日背景。可能当初“拉篾”也不是故意来参加

抗日活动，“耶育”可能是因为原本的职业就要抗日，而“若思坤”也不认为对

女性对抗日活动存有妨碍，还是跟男同志并肩抗日。大家一起来参加抗日活动

了之后，他们都全心全力做这一份工作，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赶走侵略

者。另外，他们反对日本的行为，日本起发的战争造成各方面的损失，不管是

国家、人民或大自然，都受到各式各样的灾难。 

普通民众形象的塑造 

第二组是普通人民，由“批裩”及“一母”为代表。因为战争的影响，生

活变得很困难，她们不仅被日本人掠夺，有的还被泰奸欺负。社尼的普通民众

人物是 可怜、 无辜的一组，因为除了不懂之外，还无能力去抵抗敌人。 

甜点商贩的“批裩” 

如果“批裩”的父亲还在世的话，她可能不用在市场上卖甜点，她应该成

为有教育程度的女生。 “批裩”的父亲是老师，母亲是甜点女商贩，父亲过世

                                                        
[1] 社尼‧绍瓦蓬.土、水和花[M].曼谷：马迪群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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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了不想让母亲太累，送两个孩子读书，她牺牲自己，让弟弟读书，而她

出来帮母亲卖甜点。日本人到北碧府建铁轨，使同盟空军队到这里丢炸弹。为

了养活一家人，“批裩”必须冒着危险出去摆摊卖甜点。久而久之市场的地方也

不固定了，日本营搬到哪里，市场就会跟着搬，“批裩”也跟着搬，生活变得更

辛苦。除了要避免炸弹外，因为从早到晚待在市场，她还要小心被男生欺负。

战争时期，盗匪特别多，警察也不会跟平时一样多管他们。 后，一群流氓要

强奸她。幸好，她跑去找拉篾而受到耶育与若思坤的帮助，才逃过一次劫难。

不过，她失去了自己喜欢的拉篾，使她心都碎了。日本的侵略带给“批裩”的

很多困扰及艰苦，可是她也不懂如何去抵抗日本，只默默接受命运。 

单纯山民女的“一母” 

“一母”是某一族山民人员。住在山区，拥有单纯生活的她也不能避免战

争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受到日本侵略的影响，拉篾认识她的时候，她的村庄必

须移民到这个地方。日本进去“一母”的村庄，请村里的人民帮他们传送讯

息，使村里的人民互相不信任，到 后也不清楚谁帮日本人做事，而谁不是。

因此“一母”的村长决定移民，“一母”也跟着村庄舍弃家乡移民过来。“一

母”与拉篾发生感情与关系之后，拉篾必须离开，因为抗日的任务未结束。他

跟“一母”承诺完成任务后，回去找她，但 后拉篾永远回不去。“一母”是一

个被战争打扰她的正常生活及受伤害，可是她无能为力去抵抗日本，只能接受

日本侵略送给她的无辜命运。 

社尼笔下的泰奸人物 

第三组是泰奸，社尼所创造的泰奸有两种：骚扰同籍人民及帮助日本做

事。作家没有把重点放在泰奸的角度，所以他的泰奸人物都没有名字出现。虽

然这样，作家还是提出泰奸的自私及捣乱行为，表示作家本身也对泰奸存有想

法。有的泰奸会买所缺乏的商品，或偷日本人的商品，然后用高价卖回给日

本。社尼想的是他们也有骚扰日本的作用，而不会害泰国人。不过，如果他们

用高价卖给泰国人，可能会归属泰奸了。友的泰奸帮忙日本探视自由泰，使日

本去攻击自由泰，而害拉篾死亡，这就是真正的泰奸。社尼淡淡的刻划的泰

奸，因为同情平民。在国家动乱的时后，平民的生活很艰苦，有的是为了维持

69 
 



 
 
 
 

 
 
 
 

第三章 《四世同堂》与《土、水和花》的人物形象分析 

自己与家人的生活，他们可能被逼不得已赚日本人的钱。作家深刻了解这一

点，才没有指责这一些泰奸，只淡淡的把泰奸的故事带过去，没有主要的角

色。很明显看到在《土、水和花》的英雄人物有 主要的角色，其它两组普通

民众及泰奸只是配角增加故事的完整度。社尼在创造《土、水和花》的用意是

记录历史，而更是记录当时自由泰为国家牺牲的故事。社尼只描写普通民众受

到战争的影响而辛苦，描绘泰奸的极少故事，作家用诉说故事的态度，没有为

了小说的精彩，而增加自己的情绪，或过度夸张情形，还很注意故事与历史的

正确结合。因此，社尼的《土、水和花》除了是抗日小说外，还是一部真实反

映历史的历史小说。 

 

第三节 人物分析比较 

 

以上的描述会发现，因为作家拥有相同的抗日思想、爱国之心，才可以描

绘出几乎相同的故事，尤其故事里面的英雄人物都有共同个性，就是珍惜自己

的国家，同时也反抗日本侵略者。不过、因为存有很多的因素，使他们创造的

人物也存有不一样的形象，如下的分析： 

第一，精英的英雄形象，两位作家都很重视这一组人物，以及给予它们主

导故事的角色。两部作品描述英雄人物所做的抗日活动、他们为国家而牺牲、

他们的抗日思想等。两位作家笔下的英雄人物都有共同的教育程度、爱国之

心、对国家存有人民的责任。其实，作家本身也避免不了把自己的形象放到故

事里面，在这两部作品中，老舍与社尼都有创造能够代表自己的人物。 

老舍创造的主要人物是“祁瑞宣”代表自己发表感受。老舍本身是没有真

正去参加抗日活动，当一个作家的他只能拿笔代替枪，而用文字代替子弹打倒

敌人。“祁瑞宣”也跟他一样是因为要照顾家人，无法像弟弟一样跑出去拿枪跟

日本斗争。因此，在故事里他不断地指责自己，以及很称赞英雄人物，不管是

“祁瑞全”或“钱默呤”，甚至有时候还把英雄人物看成神仙。 

社尼也创造“耶育”做为自己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泰国，

社尼是自由泰组织的一名人员，他亲自执行抗日活动。因此，他不像老舍存有

遗憾，或过多称赞英雄，因为他自己也参加抗日活动的英雄。“耶育”替社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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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只要你是国家的人民，你会有天生的职责就是回报国家。一到国家受到灾

难，人民必起身保护自己的国家，这就是人民对国家理所当然的责任。所以在

社尼的笔下，没有特别夸张英雄，因为他认为是人民本来该做的事情。 

第二，普通民众形象的塑造。对这一组人物，老舍与社尼有很大的差异。

故事的开始，两位作家刻划的普通民众人物都有同样的形象，就是不懂得抗

日、抗日思想、人民的义务。他们不知道日本侵略他们家的原因，更不知道日

本会对他们、对他们的国家的任何企图。虽然他们知道日本对他们的国家存有

计策，他们也无能力阻挡日本人的侵略。进行故事的过程中，老舍笔下的平民

人物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虐待之后，他们都慢慢学习到国家的重要、抗日的必

要、人民的义务，他们可以从苦中学到人民必须有国家为依靠，对人民来说没

了国家，什么都完全无意义。这一点跟社尼笔下的平民人物不同，社尼笔下的

民众人物也一样受到日本侵略者带来的各式各样的苦难，但作家没有表示这一

群人物意识到任何的教训，完全跟发生战争前一样空白。 

第三，汉奸与泰奸。老舍对汉奸表示很大的指责，汉奸们的所作所为由作

家一件一件刻划出来，使读者也对汉奸产生可恨的感觉。在老舍描绘的情况

下，汉奸已经丧失了人类的道德，他们才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国。因为汉奸的罪

恶，老舍让每一个汉奸有很可悲的下场，这是作家给汉奸们的惩罚。 

相反，社尼没有专注在这一群泰奸人物，也没有因为他们害泰国人而指责

他们。其实，以故事里来看，作家反而同情这一些泰奸，他们跟老舍的汉奸不

同。老舍的汉奸不是因为生活变成很辛苦才去当汉奸，他们反而是因为希望可

以从日本得到利益而去巴结与跟日本人合作来压迫同国人民。社尼的大部分泰

奸都是很贫穷，为了养活自己才去赚日本人的钱。 

总结 

我们从老舍与社尼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中，很明显看到老舍对《四世同堂》

的人物有浓厚感情。作家很详细地描绘出多彩多姿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栩栩

如生在扮演自已的角色，成为很精彩的一部小说。社尼的《土、水和花》里的

人物，作家没有刻划它们太多的感情。社尼故意不给他的人物表示太多情绪的

用意是希望这一部作品成为历史小说，所以他采用陈述方式描写故事。社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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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这一部作品当中，他 在意的事情是“真实”，故事里才没有任何超过真实

的事情。因此，这一部作品被称为 准确的历史小说。 

另外，老舍的每一组人物各有同样的重要角色，不管是抗日英雄、普通民

众及汉奸，老舍很用心公平地刻划，没有一组有太突出的角色。灾难逼近人民

的战争时期，每一个人民有不同的反应及处理方式。老舍描绘的每一组人物，

让读者可以想象被侵略国家的整个画面。社尼创造《土、水和花》的原本目的

是记录自由泰所工作的真实历史，所以他只用心描写抗日英雄人物，他把普通

民众组及泰奸组成为故事的配角人物，拥有比较少的角色。因为其它两组有极

少的角色，读者可能无法想出战争时期的完整人民画面，这可能是《土、水和

花》所缺乏的。 

以《四世同堂》的人物可以看到两组人物有不同的抗日思想，各组人物从

战争过程遇到的经验中学习而发展出自己的思想。老舍的英雄人物从痛恨日本

人发展到为全世界和平而斗争，普通民众人物从只顾自己的生活转到关心国

家，学习到国家对每一个人民的重要性。《土、水和花》的人物，只可以看到英

雄人物的抗日思想，从头到尾都想到世界的和平，所以在这一部作品里，几乎

没有看到人物的抗日思想在发展。 

无论两位作家创造人物有多少的差异，但依照以上的分析，他们透过人物

的抗日思想仍有很大的相同，值得拿来分析和学习。两位作家表现的抗日思想

是反映他们存有的爱国之心，相信他们创造作品及人物的用意都是为了留给后

代人把好的例子学起来，把坏的例子记起来，为了避免错误重复，如社尼在

《土、水和花》提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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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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