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魔鬼》与《京华烟云》的人物角色转变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章 《魔鬼》与《京华烟云》的人物角色转变及其影

响因素 

 

      第一节   两部作品人物的角色转变 

 

一、叻差妮的角色转变 

 

一、家庭角色 

 

生活在一个传统家庭，叻差妮没有机会在家里扮演任一主要角色。她跟家里

其他女人一样家庭角色仅仅是一个听从者，她必须服从父母和亲戚的吩咐。她的

父母亲戚希望她和她的姐妹一样不用接受高等教育而只是做一个传统女人：仅仅

需要呆在家中，学习成为一个好的家庭主妇以及将来嫁入贵族。这种传统价值观

使女性感到抑郁和卑微，同时也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和个性。因为这样，叻差妮认

为这种传统生活方式是空虚的，她感觉自己就像是笼中之鸟。所以，她想挣脱社

会的束缚，更自主地过上不同的生活。为了达到自己的意愿，她坚持反对父母意

见，以此在传统框架中转变自己的角色。例如，不顾父母的劝阻，继续与锦添和

赛联系；与父母之命相反，她试图拒绝嫁给一个叫盖熙的贵族子弟； 终，她尝

试离开她的传统家庭去过自己的生活，以此来让自己更独立。 

 

二、教育角色 

 

前文提到，中层和上层家庭的女儿被培养成好的家庭主妇，她们受到父母和

亲戚们的严格教育，并必须学做家务。后来，尽管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去学校学习，

但她们还是不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也不能和男性一样在外面工作。叻差妮的家

庭就是这样的，叻差妮的奶奶认为做运动要穿运动短裤而且还要手舞足蹈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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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于是就不允许叻差妮的姐妹做运动了，她觉得一个好女人不适合做运动。自

从这件事过后，她的姐妹在小学毕业后就不允许继续学业了。此外，因为叻差妮

的父母和奶奶认为 终女性仅仅要呆在家里，做好家庭主妇，所以他们看不见教

育的重要性。因此，在叻差妮的家庭里，她是唯一一个在大学学习的女儿，她从

传统女性角色中转变了教育角色，受到了高等教育，并且有机会得到了一份好工

作。 

 

三、经济角色 

 

经济角色的转变是教育发展的结果。因为受到高等教育，她能获得一份好工

作并且能靠自己生活，这是她在经济方面的角色转变。她的生活完全不同于传统

女性或者她的姐妹们。在她的家庭里，除了家务，女性不参加其他经济活动，主

要的的经济来源只是像父亲或者丈夫这样的男性。例如，叻差妮的父亲是以贵族

的身份在外面工作，同时掌控家庭事务的当家人。家里的所有女人像叻差妮的奶

奶、妈妈和姐妹们都不参与家庭经济。另外，当叻差妮的姐妹嫁给有钱人，他们

同样也不参与家庭经济，她们的丈夫会给他们钱用以及负责所有的家庭开支。然

而，叻差妮不想过她的姐妹们这样空虚的生活，她坚持要通过自己在 “东方”

银行的工作来发挥自己在经济和工作领域的作用。她有机会学习更多关于商业，

关于外面的世界以及关于怎么样靠自己生活这方面的知识。 

 

四、社会角色 

 

尽管政府废除封建体系，继而转向民主政体，社会上仍然笼罩着阴影。旧社

会的人继续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并且基于过去分等级的社会制度把人们分为不同

的社会阶层。叻差妮在充斥着传统价值观念的环境中长大，要被扶养成坚持旧价

值观的人。这与顺吞浦写的《对年轻女性的忠言》中的“贵族阶层的女性应该与

好的传统保持一致”是相符的（在 1988 年中被引用）。然而她发现她不想遵从传

统框架结构也不需要任何人掌控她的生活，她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发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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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决定。因此，她不考虑社会阶层、家庭和财富，与像锦添，

赛这样各阶层的人联合起来去打破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她选择自己的结婚对象，

在农村让贵族社会焕然一新。 

 

二、姚木兰的角色转变 

 

一、家庭角色 

 

主人公姚木兰出身富贵之家，生活优裕，在父亲那里，她接受了“知识”

的教育，严厉的母亲又给了她“世俗智慧”。加上迷人的双眼、婉转娇弱的声

调、神仙般的体态，林语堂笔下的姚木兰可说是集林黛玉的才智、薛宝钗的美

貌、史湘云的风姿于一身。形体美、心灵美、人性美的高度统一升华到理想美

的境界，便是林语堂为姚木兰所规定的美学框架。 

在家庭角色中的成功尚不是林语堂 欣赏的，他 爱的，乃是姚木兰具有

《浮生六记》中芸对自然的感悟和热爱，她们面对自然时的诗意情怀和敏感感

受。《京华烟云》中，那一段对“妙想夫人”的记述，实在让人印象深刻。我

们也将看到《浮生六记》中芸的影子，以及其他林语堂深为喜爱的古代女子的

影子：她的外号是“妙想夫人”，果然是随时妙想天开的。她似乎是有意对每

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反应。在冬季则平静沉稳，春来则慵倦无力，夏天则轻松悠

闲，秋来则舒爽轻快。甚至连她头发的式样也随之改变，因为她喜爱改变头发

的梳法。在冬天下雪的早晨，她穿鲜蓝的衣裳，花瓶里插红石竹带有樱桃状的

小果实，或一枝野桃，或一枝腊梅。在春天，尤其是仲春，杨柳初展鹅黄小

叶，或暮春时节，法源寺丁香盛开之时，她要睡到日上三竿，头发松垂，有时

身着睡衣，穿拖鞋，立在院中，整理牡丹花畦。在夏天，是她 能享受庭院的

季节，因为她那院子是专为炎热的夏季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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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角色 

 

少女时，她以熟读诗书的才情和明晓大义的气蕴安慰着郁郁开明的父亲；出

嫁后，她以运筹帷幄的裁决和藏锋遮芒的态度维持着家庭的安定。她是一个弱女

子，她可以保持自己的言行举止却不能防止社会各因素对她的攻击。她是一个弱

女子，却在一系列的变革中艰难地维持家庭的实体和人情的温暖。 

 

三、经济角色 

 

经济角色的转变是他父亲把她和她妹妹送到天津读书受过新知识教育而受

到父亲姚思安的影响：以儒家和道家的加上新思潮西方社会的思想使她聪明过

人。 

 

四、社会角色 

 

姚木兰作为"人"，她是社会群体组成部分的个体，她就具有了世俗性的一

面，必须承担时代、社会所给她的沉重负担，而且木兰的性格中，也有顺从社

会礼俗的一面，她沿袭了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尊敬父母、孝顺公婆、体贴丈

夫、和睦妯娌，而且集"德、言、容、工"于一体，还秉承了传统的顺从和忍

让，这主要表现在她对婚姻的态度上；情性与母性：木兰虽是社会群体的组成

部分，但她同时也是独立于群体的个体，她身上，更具有一种超然卓立的人

性、一种充满热气的生气蓬勃的情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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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两部作品人物在角色转变上的影响因素 

一、叻差妮在角色转变上的影响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庭成员是影响叻差妮转变她的家庭和教育角色的因素。因为叻差妮的所有家庭

成员极力坚持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叻差妮的家庭角色应该是像她的姐妹一

样服从和接受传统框架结构。但叻差妮却试图打破传统的价值观而且要变更独

立。她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当她出门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自由和独立。这鼓

励她为了远离她的父母和父母的指使，花时间在外面进行很多活动，例如学习和

工作。 

除此之外，她的姐姐达鲁妮,在激励叻差妮反对做传统女人这方面影响了她。

达鲁妮遵从父母的安排在小学毕业后停止学业，嫁给一个殷实的商人。从那以后，

因为丈夫的出轨行为，达鲁妮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她对叻差妮诉说了自己的感

受同时也警告叻差妮不要重蹈覆辙： 

 

“虽然我从前并没有爱过他，不过结婚以后，我还是准备全心全意地去爱他，尊敬他，进

到一个贤惠的妻子所应尽的责任。我从过去所受的教育里，就懂得了“三从四德”。不过谁

能料到，他竟是个不仁不义朝秦暮楚的坏男人！”[1] （P.39）

“不幸的是我不像你念那么多的书，如果我能工作，一定不会去向别人卑躬屈膝。我也想

顺便劝告你几句，你有知识，自己找事情做，不要去依赖别人， 好也别想结婚。!”[2] （P.44）

 

达鲁妮的生活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实例，这让她意识到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家长

                                                        
[1] 社尼•绍瓦蓬：《魔鬼》[M] 外国文学 1979.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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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并不一直都是正确的。于是，她试图独立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像她心里

这样想： 

叻差妮决心要保护这种自由的权利。他想道，她一向是敬爱父母的，但姐姐这个活生生的事

例告诉她，父母出自好心的安排，其结果未必总是好的，而爱害的还不是当事人自己吗？到了那

个时候，无论是父母还是神仙谁也无法就了她。因此，如果由于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使自己终身受

苦，那么与其由别人来做出这个决定，还不如有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1] (P.193)

 

她认为人应该靠自己做决定而不是靠别人，因为人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或者

决定负责。她想独立地过自己的生活，因此选择过不同于她姐妹的属于自己的生

活：她想学习，得到高学历以及工作来养活自己。 

 

二、教育因素 

 

教育鼓励叻差妮转变了她在经济上的角色。她有机会获得一份好工作而靠自

己生活。Busakorn(1993)提到，教育因为鼓励女性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所

以它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因此，叻差妮因为高学历可以从一个传统女人转变成其

他角色。教育给她带来崭新而不同的生活。她坚持在大学深造然后得到一份工作，

而她的姐妹只能呆在家里靠丈夫生活，所以她有机会让自己比她们更独立。此外，

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她有机会认识和联系各个阶层的人，也能了解到与她家完全

不同的新世界。不仅如此，她不顾家人的意志，在大学毕业后坚持在外工作，因

为她意识到包括锦添在内的她的很多朋友，都在外工作，靠自己生活。结果，为

了逃避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让自己更独立，叻差妮决定去“东方”银行上班。 

 

三、社会因素 

 

叻差妮反对传统社会，而且在她的家庭灌输给她的传统价值观和她从现代社

                                                        
[1] 社尼•绍瓦蓬：《魔鬼》[M] 外国文学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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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里吸取的新的价值观上有很大冲突。她排斥传统社会的原因是传统社会限制了

她在与不同社会阶层人交往方面的自由。因此，她排斥传统价值观和贵族社会，

和各阶层的人往来。另外，她意识到她姐姐曾过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失败的。她想

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掌握自己的命运，靠自己生活使她感到自豪。因此，有分析

表明，迫使她离开的原因是她不满于传统社会，她不想比别人有更高的地位。所

以她决定离开传统社会，离开她的家人，在农村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四、发展因素 

 

国家发展影响了叻差妮在反对传统框架上的角色转变。在 1932 年革命以后，

泰国女性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例如首次被允许有权和男性一起参加选举

（Busakorn,1993）.西方政体的采用带来了基本的平等观和价值观，冲击了传统

价值观。不仅仅是政体，现代化、新技术、教育和各样的发展也被引进到泰国社

会。叻差妮在大学学习以及在 “东方” 银行工作的时候接受了这些新事物。社

会的逐渐发展激励了叻差妮通过致力于帮助农村人而去不断寻求与众不同的生

活方式的行动。 

 

二、姚木兰在角色转变的影响因素 

 

一、家庭因素 

 

姚思安是道家文化的忠实笃信者和实践者，姚木兰从小受父亲的影响，道

家思想在姚木兰的生命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且贯穿她的整个人生。在故事

的开端，举家南逃前，父亲就用将古玩视作废物的态度，教会了她“福气不是

自外而来的，而是自内而生的。一个人若享有真正的福气，必须有享福的德

性，才能持盈保泰。在有福的人面前，一缸清水会变成雪白的银子；在不该享

福的人面前，一缸银子也会变成清水。”这番话后来在姚木兰脑海中中多次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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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道家顺乎自然的价值观从幼时起就在她的心里埋下了种子。纵观姚木

兰的一生，是利用道家思想对生命不断领悟的过程：十岁那年在南逃途中与家

人失散，被义和团辗转卖给人贩子， 后为曾家搭救。从 初的恐惧，到在各

种变化中表现出的随遇而安，以及获救后对命运产生的神秘之感，这段带有传

奇色彩的经历，培养了姚木兰独特的个性。她始终相信命中注定，相信道家的

顺乎自然，所以即使她深爱着孔立夫，却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爱自己的荪

亚，而这段顺应命运的婚姻证明还算圆满。而在婚后经历了与立夫同游泰山观

始皇无字碑，三·一八丧女之痛，移居杭州，抗战逃难等一系列变迁后，在生

活的不断的历练下，木兰的精神境界日渐开阔，对生命意义的领悟也更加深

刻，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庄禅”意识，达到了更高的人生境界。 

 

二、教育因素 

 

姚木兰不仅是儒道二家文化思想的理想融合更是中西文化思想的完美结合.

木兰生在一个富贵家庭从小便受着良好的教育使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颇有造诣

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才情的朱门闺秀.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她爱上了甲骨文研究甲骨

似乎是她人生中的一大爱好而姚思安更是将她家收藏的一箱价值连城的甲骨陪

予木兰当嫁妆可见父亲对他这个女儿是如何的珍爱.长大后木兰曾达到天津上过

新学又从孔立夫那里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木兰身上不仅儒家与道家并存

而且新思潮和旧传统俱在东方与西方统一。 

 

三、社会因素 

 

《京华烟云》以姚、曾两家为基础，详细介绍了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人际

关系和人物的审美意蕴。同时也描写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不同阶层，不同接受程

度的人们在社会动荡中做出的反应。它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独特的人物形

象，为我们铺开一幅意境深远的写意画，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深沉的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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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因素 

 

姚木兰生活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出的中国北京。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历史

上翻天覆地变化：国力衰微，列强入侵。这正是中西放化交汇，传统观念和现代

意识碰撞的时期。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好，即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又晕眩于新时代

的漩涡，还经受着乱世的社会动荡带来的苦痛。这是一个风云动荡的时代，是一

个需要摧毁旧思想，产生新思想的时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引起了人们思的转变，

也必然导致社会的变革。姚思安以道家圣人的远见卓识看到了变革的必然性，他

同情变法，反对军阀帝制，支持革命，后来他还向南洋革命党人捐赠了十万块钱。

姚思安在当时流行的报刊，杂志，书本上吸收了光绪维新以来的新思想，和一些

西洋观念，决定要把木兰教养成新式的女孩子。他让木兰读林琴南的汉译西洋小

说，并跟木兰讨论男女平等，现在教育等问题。因为父亲的坚持，木兰山是一双

天足。木兰还有几种别的好没有的本领：第一会吹口哨，第二会唱京戏；第三；

懂得鉴赏古董。这些本领是在父亲的鼓励或培养下学会的。在木兰十七岁时，因

为大学者博增的影响，父亲把木兰和莫愁送到天津好师范去读书。应该说，姚思

安父女是当时 先接受新思想的那批人。在木兰身上是新思潮与旧传统俱在，她

是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统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她的中西融合性格首先表现

在她的婚姻与爱情上：一方面，她顺从了父母之命，嫁给了孙亚，并努力做一个

贤妻良母；另一方面，她爱着立夫，并甘愿为他奉献一切。她从理智上认为从小

一起长大的孙亚是个好配偶，但在感情上却被热血青年立夫所吸引，她感到只要

和立夫在一起，就会无比快乐。既使如此木兰依旧服从了古老的婚姻制度。她从

没怀疑过她对孙亚的爱，她知道孙亚爱她，她也知道自己婚后会爱孙亚。木兰毕

竟为“道家”的女儿，她选择了“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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