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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传统的子君与现实的帕罗恩  

 

 

一、 传统的子君 

《伤逝》与《生活的战争》两部作品都是在讲述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

剧。那么在这两部作品中，两位女主人公的相同点与差别又有哪些呢？ 

    《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是一个被启蒙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

子君虽然被启蒙了，具有了一定的先进的进步的新式思想，但我们也应该注

意到她的这种新，这种被启蒙，只是表面上的，是一种外在的或者说是一知

半解的被启蒙。而在她的内心或者灵魂深处，依然是封建传统而保守的。实

际上她的被启蒙并不是彻底的，完完全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说子君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女性，主要表现在《伤逝》中她说的这

样一句话：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P.153) 

 

我们从子君的这句话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已经被启蒙了的具有新式思想

的女性。作品中男主人公涓生在听到这句话之后，也说子君是一位已经被启

蒙了的具有新思想的中国女性。涓生是这样评价子君的。 

 

        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

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

                                                        
[1]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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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1](P.154) 

 

     由此我们可以说，子君是一个具有新式思想的被启蒙的中国女性确定

无疑。但是，这些并不是 真实的子君。一个在封建贵族家庭环境中成长起

来的人，不可能只因为涓生的一年半载的说教就能改变她早已形成的性格和

思想的。 

    在《伤逝》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们从中能够推断出，子君实际上是一

个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女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女性。这段描写就

是涓生和子君在屋里谈话的描写。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

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

谈雪莱……。 总她 是微笑点头，的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

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

不好意思了。[2](P.153) 

 

    在这段描写中，我们看到，当“我”谈到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男女

平等，伊孛生，泰戈尔，雪莱等等时，子君的眼里放出的是“稚气的好奇的

光泽”。为什么当子君听到这些的时候会感到好奇呢？这说明她以前没有听

说过这些东西，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思想。因为她是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里

面，他所受的教育都是符合当时道德规范的封建式的教育。所以当她接触到

这些新东西的时候，就会感到好奇。而且当子君看雪莱的画像时，也是草草

的一看，便低下头。这更加说明，子君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传统思想。为

什么她只是草草一看呢？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讲求的是“男女授受不

亲”。女人更不能主动的去接近男人，女人一般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

天呆在自己的闺房之中。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因为子君从小就受着这种

思想的教育，所以当她看到雪莱的画像的时候，头脑中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的那女有别的思想就在无意识当中提醒着她。所以他才会表现的比较害羞。 

                                                        
[1]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2]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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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君实质上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她的进步只是表面的，实质还是比较封

建的传统的。她就像穿了一件新思想的外衣，而外衣之下的整个身躯还都是

传统的东西。这件外衣不可能一直都穿着，终有一天她会脱下这件外衣，将

她传统的身躯裸露出来。 

    就在涓生和子君结束了恋爱，两人一起组建了一个小家庭之后，真实的

子君便表现出来了。 

        涓生和子君同居三个星期之后，涓生“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更加了解，才使他发现，“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

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涓生的这种隔膜是什么呢？其实这正

是因为两个人组建了家庭之后，彼此接触的时间多了，而且，两个人天天在

一起，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瞒对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启蒙

的子君，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下，就褪去了那件新式的外衣，将 真实的自己

裸露出来，而这个 真实的自己就是 传统的 保守的自己。所以这与涓生

所希望的新的女性，进步的女性是相左的。于是两个人变产生了感觉上的思

想上的隔阂。 

    在两人同居之后，子君将自己的所有时间都放到了做日常家务上，洗衣

做饭，养鸡喂狗。她想通过做一个贤妻良母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价值。 

         

       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

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1](P.158) 

 

    从这句话中我们便可知道，子君为什么会神色凄然。因为她要通过做家

务来体现她的存在，体现她的价值。如果不让她做家务了，那么她又能去做

什么呢？所以这也体现了子君传统的思想观念。 

    再者，子君不喜欢花草，她喜欢动物，于是养了一些油鸡和一条叫“阿

随”的狗。其实，作者在这里也暗含了，子君是一个非常传统，并未真正被

启蒙的女性。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之说，而子君养了一

                                                        
[1]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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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油鸡和给狗起名叫“阿随”，这正体现了子君愿意做一个嫁鸡随鸡嫁狗随

狗的人，这也表明子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传统女性。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穿着新式思想外衣的传统女性，却有着 纯洁 真挚

的爱情。她的爱情是热烈的，纯洁的，而且是无怨无悔的。所以子君还是一

个对爱情认真负责的传统女性。这在作品中都有提及到。如： 

    在两人刚开始同居时，涓生说“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

这样的热烈，这样的纯真。”。当涓生决然地说出：“我已经不再爱你”迫使

子君随父回乡后，涓生回忆到“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在两个人

在路上走的时候，涓生时刻感觉有人在嘲笑、轻蔑他，而子君却是“大无畏

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而且

即使涓生抛弃了她，她依然爱着涓生，她走时将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了涓生。 

    总之，子君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女性的一个代表，虽然他接受了思想启

蒙的教育。 初在思想上也变得很进步。但是，生活是真实的，社会是残酷

的。子君在与涓生建立了家庭之后，她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她不得不全身

心的投入到琐碎的家庭事务中去，因为人要活着，就离不开这些琐事。而那

些虚幻的理想是靠不住的。所以在现实面前，刚被启蒙的子君，不得不放弃

了新式的先进思想，回归到了传统妇女的道路上来。 

    虽然说子君是一个出生在封建贵族家庭里的女性，但是他对爱情却是勇

敢地，纯真的，而且是无怨无悔的。她为了爱情，可以与亲戚朋友，叔叔父

亲断绝联系，这是可钦可敬的。而且子君还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对爱情没

有高低贵贱之分，不讲究门当会对的女性。但是也正是她对涓生的无怨无

悔，不离不弃的爱情，体现了子君同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即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二、 现实的帕罗恩 

    《生活的战争》中的帕罗恩与《伤逝》中的子君不同，帕罗恩是一位非

常现实性的女性。其实这种现实性也就是自私性。即一切都从自身考虑。她

的爱情并不是真挚而纯洁的。她的婚姻是根据他的需要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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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战争》中的帕罗恩也是出生在一个封建贵族家庭里。父亲是一

个公务员。从小帕罗恩就生活在衣食不愁的环境中。而且接受了现代化的教

育。她学过英文和法文。但毕竟是出生在封建社会，而且又是出生在一个贵

族家庭。那么她身上或多或少也会带上封建传统的思想意识。由于泰国的封

建制度等级分明，不同的阶级之间不可能产生爱情，更不可能结婚。所以当

帕罗恩家庭发生变故后，她的未婚夫弃她而去。这就让处在家庭变故阴霾中

的帕罗恩，内心更加的悲伤，也更加的悲愤。所以她发誓，对男人不会忠

诚，而且她会根据需要来决定自己的婚姻。 

    家庭没落后的帕罗恩，遇到了同样是无产阶级的拉宾。两人产生了爱

情。但是帕罗恩对拉宾的爱情并不是纯洁真挚的。她曾经在给拉宾的信中

说：“我并不像你想像中的那么好。”，“有一天你会对我失望的。”我们从这

些话语中，可以推论出，帕罗恩是在暗示，她对拉宾的爱情不是真实的，是

假的。她是在跟拉宾逢场作戏。这就是由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的。因

为她生活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 

    帕罗恩在家庭变故之后，她靠着采一些花和蔬菜来维持生计。后来与拉

宾相识之后，双双坠入了爱河。但是在热恋的这段时间，她对拉宾并没有任

何的帮助，反而是拉宾倾其所有，来帮助生活困难的她。虽然这样，她对拉

宾的爱并不像拉宾对她的爱那样纯洁，真挚。而且在给拉宾的信中，她曾说

过，让拉宾多买几套新衣服和新鞋子，在来跟她见面的时候穿。帕罗恩之所

以这样说，是因为她内心的虚荣感 作祟。她不想让别人看不起自己。这完

全是因为她自私的本性的决定的。 

    特别是帕罗恩的姑姑生病的时候，拉宾将自己工厂发的制服当掉，换了

一点儿钱，然后把这些钱全部给了帕罗恩。但是帕罗恩却依然忍受不了贫穷

和苦难的生活。应聘去当了电影演员。当她得到第一份的 200 泰铢的报酬之

后，她并未全部给拉宾，而是给了拉宾一半。虽然拉宾也是一贫如洗。后来

帕罗恩抛弃了拉宾嫁给了富翁年轻的电影导演。尽管在给拉宾的信中说她爱

拉宾，但是我们能够看出，这只是一种借口，一种托词而已，或者说是对拉

宾的一种安慰而已。特别是，她说她选择嫁给富翁是因为，在她未婚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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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之后，她曾经发过誓言。所以才选择嫁给年轻的电影导演。那么为什么在

以前他没有选择嫁给别的男人，而偏偏在遇到这个属于上层社会的年轻的电

影导演之后才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完全是出于她自己的需要，因为她以前是

属于上层的贵族阶级的。所以她不可能嫁给一个贫穷的底层人。而且她主要

还是看重了金钱。她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所以她才做出这样的选择，选择

抛弃贫穷的拉宾，嫁给年轻的富翁。 

    再者由于泰国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所以人们都相信佛教宣扬的因果

报应说。帕罗恩之所以能够用这个誓言为理由来跟拉宾说分手。正是因为她

抓住了泰国人的这个特点。她自认为这样说会让拉宾相信，她抛弃拉宾选择

青年富翁并不是出于她的本意，而是迫不得已，是因为有以前她发过的誓

言。如果她不履行誓言的话，她自己就会受到佛祖的惩罚。我们用理性的思

维去想一想，她这样做难道不是为了她自己吗？这不体现了她的自私性吗？

如果一个人深爱着另一个人，如果这份感情是真挚的话，那么她应该会舍身

保护这份感情的，而不是为了自己而舍弃感情，这正说明，她对拉宾的这份

感情是虚假的，是不真实的。甚至在她心里面这份感情是无足轻重的。 

 

三、 子君与帕罗恩的比较 

    鲁迅的《伤逝》中塑造的子君是一位受传统思想影响很深，却对新思想

有很向往，被启蒙的女性。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中的帕罗恩同样是生长

在封建社会，受封建社会思想影响的女性。而且两个主人公都出生和生长在

传统的封建贵族家庭中。而所不一样的是，子君的家族并没有没落破败，而

是她为了爱情，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而帕罗恩的家庭因为父亲的原因，而家

庭没落，以至于帕罗恩失去了 初的爱情，陷入了窘困的生活状况。同时她

们都跟一个贫穷的人谈着恋爱。 

    在《伤逝》中，子君是一个初步被启蒙的女性，而且她也是十分向往这

种新思想，新生活的。每当她听到涓生跟她谈论，男女平等，家庭专制等思

想时，她的双眼都会发出“稚气的好奇的光泽”。而《生活的战争》中的帕

罗恩，接触的先进思想，与子君是不同的。帕罗恩是通过上学，接受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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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教育来获得这种思想的。而且子君并没有接受过英法语等西方语言的

教育，虽然《伤逝》中并未提出子君接受的是如何的教育，但是我们能够推

断出，她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式教育。所以她在家庭中是处于从属地位

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父权和夫权社会。在传统社会中，妇女是“未

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所以在这样的男权社会中中国传统妇女

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而泰国的封建社会制度，虽说也是等级分明，妇女没

有话语权的男权社会。但是由于其接触西方思想比较早，所以妇女在意识觉

醒方面也会比中国早。各种传统在对妇女的束缚方面也不像中国那么严重。

所以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并受过先进教育的帕罗恩，会有自己的想法和

思想。而子君却没有。 

    子君除了做一个家庭主妇，实现自己的价值之外，她并没有产生过要自

己出去寻找一份工作的想法。这说明在传统思想影响下的子君，没有经济上

的独立权，而是依靠着涓生。涓生富裕了，她便随着富裕，涓生贫穷她也随

着贫穷。而帕罗恩并不是这样。她不甘于自己的贫穷，而且她不愿意只依靠

着拉宾。她自己有经济独立的意识。所以她去应聘了电影演员。这就是两者

的差别。 

    再者帕罗恩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她不可能会对拉宾这样贫穷的人产生

爱情，她在信上说深爱着拉宾。但实际上，这种爱是有目的的，是虚假的。

只有在自己无助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爱。当有机会遇到贵族青年的时候，她

会义无反顾的离开拉宾，抛下这份不真实的爱情。所以帕罗恩是一个抛弃爱

情的抛弃者，而非被抛弃者。恰恰相反，在中国传统思想“嫁鸡随鸡，嫁狗

随狗”观念的影响下。子君对涓生的爱情是真实，纯洁的。她并没有因涓生

的涓生的失业，贫穷而抛弃涓生。她依然跟涓生一起无怨无悔的忍受着贫

苦，守候着这份爱情。反而因为这样，她却成了这分爱情的被抛弃者。 

    以上就是子君和帕罗恩这两个女主人公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也正是这些

不同 终造成了两个女主人公不同的生命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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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求新的涓生与抗争的拉宾 

 

一、 自私的涓生 

    鲁迅《伤逝》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五四新青年，他有着先进的思想。因

为他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当他遇到了子君，并对子君进行思想启蒙

之后，他以为子君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传统观念，所以他爱上了子君。但

是当他真正的跟子君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子君并没有像他想象

的那样被启蒙。所以他们在一起生活后，就出现了隔膜。 

 

       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

了她的身体，他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

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1](P.156) 

 

其实，这种“隔膜”在笔者看来，并不完全是思想上的隔膜，其实还有

另外一层意思在里面。即，当一个男人得到一个女人全部的时候，这个男人

对这个女人也就失去了兴趣。当失去兴趣的时候，就没有了以前那种强烈的

爱情冲动。所以在这里，子君跟涓生同居之后，涓生因为对子君失去了兴

趣，而产生了隔膜。要不然，为什么在未同居时，即使是“我们交际了半

年”，涓生依然对子君没有这种隔膜呢？这就说明了涓生对子君已经没有了

新奇感。所以他要追求更新的东西或者爱情。他自己也说过：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2](P.157) 

 

        这就明显表现出了涓生的自私性。虽说涓生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

                                                        
[1]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2]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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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他追求的理想是全新的高尚的，但是他却是自私的。这种自私性还表现

在，他跟子君同居后，特别是他失业之后。 

    可惜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有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

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 

 

       加以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

立在这吃饭中，……[1](P.160) 

 

    从这些话语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涓生的一种厌烦情绪。这种厌烦情绪是因

为他失业所引起的内心烦乱，所以他才看哪里都很厌烦。这与子君有什么关

系，或者说这又不是子君的错。那么在他没有失业之前，为什么他没有这样

的感觉。他失业之前，同样是这样的家庭环境，而且子君也是同样的做饭。

为什么他不责怪自己？这也表明他的自私。 

    后来因为吃饭的问题，涓生丢弃了那只狗阿随，杀掉了那些油鸡。这预

示着什么？他明明知道，阿随和那些油鸡是子君饲养，而且非常喜欢的动

物。他这样做，明明就说明他只为自己着想。而且这些做法，也预示着他要

遗弃那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子君了 

    更甚者，他在冬天的时候，自己跑到图书馆里去取暖。而他的理由却

是，“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 

        这个理由多么好啊，他的离开并不是他自愿的，是被逼迫的。可是

他为什么就没有替子君想一想呢？子君在家里所面对的情形不是跟他的情形

一样吗？同样是寒冷的天气，和那个冷漠的神情。子君为什么就没有从家里

逃出来呢？而他自己在图书馆里取暖。这是多么的自私啊。就像子君在涓生

丢弃阿随之后感觉的。 

 

       她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1](P.162) 

 

                                                        
[1]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1]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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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就是一个忍心的人。就像涓生自己说的 

 

       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想来不与

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

飞，生路还是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痛苦，大半倒是

为她，便释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2](P.162) 

 

    由这段话，我们更能看出涓生是多么的自私，他把所有的错都怪在了子

君的身上。甚至他都想到要自己一个人远走高飞了。 

    还有，在 后涓生终于对子君说出了“我已经不爱你了”。这说明什

么？只能说涓生对子君的爱是不真实的，是不负责任的。他从来没有为了这

份爱情付出过什么。而他却还时时指责子君。反而是子君为了这份爱情，付

出了自己的所有。跟他私奔，跟叔叔和父亲断绝了联系，甚至连自己的生命

都付出了。而涓生呢？整天只想着自己是如何的受苦受累，子君又何尝不是

呢？ 

    再者，涓生虽说有着先进的新式思想，他希望子君能够走出家庭，做一

个新式的有自己独立工作的女性。但是他怎么就不为子君想一想呢，在当时

的社会环境下，子君怎么有可能出去找一份工作呢？社会会接受她吗？ 

    在 后，涓生为了自己生活下去，迫使子君离开了那个二人组成的家，

随着她父亲回到了家乡。但是涓生为什么就不想想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

下，一个女人放弃所有跟他私奔，在没有举行婚礼的情况下，与他同居。这

在当时看来是多么的大逆不道。他抛弃了子君，那么子君还有什么活路选择

呢？所以子君的死，完完全全是因为涓生的自私。 

    总而言之，涓生是一个受过五四洗礼，有着先进思想的青年，但是他更

是一个自私的人，是他害死了子君。 

 

二、抗争的拉宾 

                                                        
[2]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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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战争》中的男主人公拉宾，是一个有理想有报复，积极向上乐

观进取，不向贫困生活低头的人。同时他还是一个真心付出，爱情纯洁的

人。 

    拉宾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青年，他每天辛苦的工作着，却永远是那

么的贫穷。然而贫穷的生活并没有使他自暴自弃。反而是他拥有了自己的目

标和理想。拉宾在他给帕罗恩的信中说道： 

 

      有一个好消息我要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正在训练自己成为

一名作家，我想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我想只要我努力，我一定可

以实现的。我想成为一个很有名气的作家，……但是我的教育水平

不够，知识底子薄。最糟糕的是，自己家里连一本书都没有。自从

出生以来，我读过几本书都可以数得过来。[1](P.4-5) 

 

    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拉宾虽然是一个生活贫困，没有受过教育的

人，但是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著名的作

家。 

    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能够忍受苦难生活的人。他小时候双亲过世，他

被一个亲戚领养。但是这个亲戚对他却像对待佣人或者奴隶一样。但是拉宾

并没有因此而丧失生活的勇气，他忍受的苦难的生活，并与生活做着斗争。 

对于他的亲戚，如此不好的对待他，拉宾曾这样说： 

 

      当我十五岁的时候，我想明白了，我们人类无论做什么都期

望着回报，即使是一丁点而回报也可以，所以我的亲戚也期望能有

一些回报。所以，作为人类，白白的付出是没有的，他付出了一

样，那么他就会期待着要得到一样作为回报。[1](P.44) 

 

    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拉宾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他却是一个有思想

                                                        
[1] 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曼谷：科学宝库出版社 1975 年第七版。 

[1] 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曼谷：科学宝库出版社 1975 年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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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他能通过自己的思想来安慰自己，从而在苦难的生活中生存下来，并

不断地与生活进行着斗争。 

 

    而且拉宾对帕罗恩的感情是真实的，纯洁的。他会在工作之余去找帕罗

恩，而且不论工作多么繁忙和辛苦，他都会给帕罗恩写信。特别是当帕罗恩

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他会伸出援助之手，将自己仅有的那么一点钱，送给

帕罗恩，使她能够渡过难关。当帕罗恩的姑姑生病的时候，没有钱医治。拉

宾倾其所有，换来了 8 铢钱，全部给了帕罗恩。 

 

       我送给你的那八铢钱，是我的全部家当， 罗帕 恩你就用它来

请医生吧，你不用担心生活开支，过两天我去找你，还会在给你送

去一些钱的……[2](P.146) 

       

    拉宾倾其所有来帮助帕罗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拉宾对帕罗恩的爱是真

实的，全心全意的。 

此外他还在信中说： 

 

       罗帕 恩你不用担心我没有钱生活，在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

上没有什么困难而言。而且我能够给予我亲爱的人一点小小的帮

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3] (P.146) 

 

       由此我们更能看出，拉宾纯洁而真挚的爱。他不曾抱怨因为爱人的贫

困而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和窘困。他能为自己心爱的人做些事情而感到高兴。

这也说明了他的爱是真实纯洁无私的。 

          而且他还经常读书，要求自己不断地学习，并且他还会给帕罗恩介绍一

些书籍，让她也能够读一些书，多学习一些知识。但是，拉宾这种纯真的

爱，并没有得到什么回报。 

                                                        
[2] 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曼谷：科学宝库出版社 1975 年第七版。 

[3] 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曼谷：科学宝库出版社 1975 年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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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帕罗恩还是抛弃了他。所以他是一个被伤害者，是被抛弃者。这

种伤害几乎使他伤心欲绝。这也正说明了帕罗恩的自私，以及社会制度的不

公，在不同阶层的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爱情。即使拉宾的爱情再真实，

再纯洁，由于他是底层的人，也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 

          由此可知，拉宾是一个朴实，真诚，有理想有抱负，又不断进取，积极

乐观的人。 

 

三、涓生与拉宾的比较 

          由于涓生和拉宾是生活在两个不同国家的人，所以他们必是定不同的，

但是在这不同种也会有着相同的地方。 

          首先，涓生是一个生活很贫困的中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而拉宾同样

是生活贫困的底层阶级的人。所不同的是，涓生受过先进的教育。而拉宾去

是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 

          他们两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并且为着这种理想进行着自己的努力。

但是，两个人的理想又是不同的，涓生的理想是宣传新式思想，打破过去的

传统的束缚。而拉宾的理想就是当一个著名的作家。 

     再者，他们两个人在为人处事上是不同的。首先涓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

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先想到自己。他从来不会为子君着想，也不会

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他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别人身上。而且总感觉自己

的所作所为永远是正确的。而拉宾是一个朴实，上进，无私奉献的人。每当

帕罗恩出现困难的时候，拉宾都是对帕罗恩细心的呵护，安慰，甚至倾其所

有来帮助自己的爱人。即使自己在再苦再累，他也不抱怨。他从来没有怪罪

我帕罗恩，而是他自己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痛苦和压力。 

          后，涓生是爱情的背叛者，他背叛了自己的爱情，抛弃了子君， 后

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而拉宾却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被抛弃

者。拉宾总是在努力的维护和守候着这份爱情，但是他却受到了 残酷的打

击。他被帕罗恩给抛弃了。 

          以上就是两部作品中所塑造了两位男主人公的形象。由此我们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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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涓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是一个不忠于爱情的背叛者。而拉宾是一个

无私的人，是一个忠于爱情，守候爱情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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