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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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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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这些细节毫无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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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引 自《 暹 罗 知 识 界 》[C]1969.1 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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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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连载于《 沙 炎 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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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关怀着她的命运，在焦急地等

待着第二天的报纸…当写到她怀孕时甚至有人通过报馆为她寄送酸芒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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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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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论 文 集 》[C]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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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一章       作者概况 
 

 
    克立·巴莫（ 1911-1995 ）不仅是泰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家﹑戏剧家﹑翻译

家﹑而且是著名的文学家。在泰国政治舞台上曾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还是

大作家，其在文坛上的影响比在政治上的影响更加广泛深远。 

    获任过泰国第十三位总理，担任过部长﹑议长和教授等职。又是泰国当代

文毫，更特色的是；他是华人血缘的泰国王族。① 

    对中泰伟大的贡献是于公元 1975 年 7 月 1 日 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正式签

署建立外交关系。 

    对克立·巴莫本人说来，政治和文学生涯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他经

历丰富﹑知识渊博能言善辩﹑会演古典舞剧，还拍过电影﹑这是他作为政治家

有利条件，也是他文学创作成功的基础。 

    由于他对宫廷生活和贵族家庭的人物十分熟悉,他有足够的历史﹑文化知

识，又有对生活细节的深刻观察和积累，所以他的作品情节起伏跌宕，人物的

感情细腻入微，语言切合身份，宫廷的礼仪和尚习。 

《 四 朝 代 》是他的代表作。也正是典定了他在文苑中领袖地位的作

品。内容写得生动有趣，描绘出一幅风俗画。所有这一切都使这部作品取得了

很高的艺术成就。在泰国的长篇小说中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第一节     华裔家世 
 

         

    泰国稗史记载以及各地区的传说故事显示：华人早在大城皇朝之前便来泰

国落居。公元 13 世纪以后，华人已在泰国安家立业，从事贸易，显示出泰国的

政府，社会方面的发展。由于泰国社会的开放，使华人普通阶级﹑上层阶级和

贵族阶级与当地泰国人民通婚﹑而促使产生了乡村级和城市级中有华人血统民

众之社会。 

    大城皇朝时代来泰的华人，无携带妻室同来，绝大多数娶泰女为妻。被称

为「 华裔 」的儿女诞生日益增多。依照一般的估计，在公元 16 世纪中，其人

口占大城人口四分之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戚盛中 《 外国习俗丛书 》[M]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6 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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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皇朝沦陷后，郑皇（ 达信 ）大帝抗战复国。陛下有华人血统，即父

亲为华人税赋官名海丰，母亲为泰人名纳羡。当进行复国战斗中得到华人的协

助，华人为志愿军者多达 500 人。当陛下即帝位后，华人遂得到官方的信任，

有知识的华人出任公务职，得到爵衔成为泰宦官。 

    泰曼谷王朝第一世皇是郑皇大帝手下的勇将。“ 却克里 ”即位后，建立

叻达纳哥信王朝即曼谷王朝第一世皇。曼谷王朝第一世王的父亲是、“华裔”

娶了一个华人富商的女子为妻，而生下了第一世皇和其姐“颂代昭法公摩帕西

素达叻”。仅就这样，英国人 ”威廉·史金纳说：「 最初的王室族系中就有

一半属于华人血统。“ 第一世皇的王姐也嫁给了华人富翁“ 昭柯恩 ”为妻。

他俩只生下一女，名叫“ 雯罗公主 ”。公主又嫁给了公摩銮伊萨拉顺通王

子。 

    第一世皇时期几次国家税收所得收入，不足以支付国家的财政支出，需要

依靠海上贸易得来的收入补贴。“ 由于当时海上贸易控制在华人手中，话中的

意思说明第一世皇在海上贸易方面得到了母亲一方华裔亲族的支持。 ” 

    第二世皇为第一世皇的王子，在位期间，同样出现国库亏空，但由于“ 安

帕 ”的父亲——华人富商“ 英 ”的帮助，解决了财政亏空问题。后来，第二

世皇封“安帕”为王妃。她为第二世皇生下一位王子和一位公主。这位王子就

是克立·巴莫的曾祖父。① 

    “ 安帕 ”王妃于中国福建省出生。十三岁跟父亲到泰国来的。 

泰国自 1932 年改变政体为君主立宪制以来，至 2009 年共有 26 位国务总

理。其中有两位是兄弟亲王身份，也即是蒙叻察翁社尼·巴莫亲王及蒙叻察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戚盛中《 外国习俗丛书 》[M]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6 

[2]克立·巴莫《 橱内骨骼 》[M]沙炎叻报社 1991 年版 

[3]郑午楼《 泰中研究 》[C]华侨崇圣大学泰中研究中心出版 20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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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立·巴莫亲王。也许是机缘巧合，泰国政坛除了有两位兄弟亲王在不同时期

当任国务总理而传为美谈外，更奇特的是，此两位兄弟亲王总理有中国人血统

（ 其曾祖母第二世皇王妃是出生于中国，自动随父亲来泰国的林姓华女 ），

而且不约而同的与中国两次建交，结下不解缘。② 

    由于克立·巴莫有华人血缘关系，故自认姓林，还用汉语称呼其亲属如：

舅父、姑妈等。此外还严守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九皇胜会节等习俗。甚至每

年的清明节也入继俗往祖宗坟墓行扫墓礼。③ 

 

第二节   生平经历 
 

 
    克立·巴莫泰国现当代著名学者 1911 年 4 月二日诞生于泰国中部信武里

府巴莫家族。在 5位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由于出身关系，与王室一直保持着

蜜切联系。家族地位使克立·巴莫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最初在故乡接受启蒙教

育，接着进入曼谷附近一所有名贵族学校“玫瑰园中学”就读。十五岁中学毕

业后赴英国留学九年，22 岁获牛津大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归国后

在大学执教，同时研究并撰文介绍曼谷第六世王的生平及著作。 

    克立·巴莫的祖父（华裔）是曼谷王朝第二世皇的王子。曾祖母“安帕”

是二世皇王妃。父亲在五世皇时官拜泰国人第一任警察总监，领中将衔。 

    克立·巴莫服过兵役，军衔为下士，但后来于 1988 年获赐封少将军衔，隶

属御林军第一步兵营特别将领。 

    克立·巴莫同时是泰国一位有声望的政治家，他的生涯一直与政治密不可

分。 

克立·巴莫开始任职于财政部税务厅估税局，1935 年进汇商银行总行任助

理会计，之后调至南邦府分行任经理 8年。1943 年出任国家银行行长办公室主

任；1946 年为曼谷商业银行创立人之一，并於 1970-1971 年任曼谷商业银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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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之后仍任董事至逝世。该银行于 1997 年遭遇空前危机而停业。除此外，

他尚历任法政大学及朱拉隆功大学特聘教师。 

    克立·巴莫始自乃兄社尼亲王于 1945 年 9 月 17 日首次任国务总理时期与

友人成立「 进步党 」。在 1946 年 1 月 6 日的选举中获选为京畿民代。1947

年废进步党而加入由宽·阿沛翁任党魁，社尼亲王任副党魁的民主党，而他本

人为党秘书。 

    克立·巴莫曾任两次不管部部长，銮披汶于 1948 年再度执政时任副商业部

长。沙立元帅执政时期他获委任为草宪议会议员，之后于 1968-1971 年任上议

院议员。1973 年发生 10 月 14 日事件后，他获委任为国家立法议会主席。1972

年宪法草拟完竣后辞去主席职，成立“社会行动党”准备参加普选。 

在 1975 年 1 月 26 日的普选中，克立·巴莫的社会行动党获选为民代 18 席

位，并在民主党组阁不成时，以出奇制胜手法当任泰国第 13 位国务总理。1976

年 1 月 12 日他宣布解散国会。但在同年 4月 4日的普选中落选。1978 年他再

任草宪特委会委员，之后在 1979 及 1983 年两次普选中获选为民代。过后他不

再参加选举，一直至 1995 年 10 月 9 日逝世，享寿 84 岁。 

   战后泰国有必要施行讨好 5个二战战胜国，计有美国、俄国、英国、法国及

中国外交政策，期望获得 5强的推荐而成为联合国机构会员国，同个时间里，

中国是东亚中首个因泰国参加战争而受到打击的国家…。因是之故，中国不放

弃战后的良好时机，务必与泰国缔结友好条约及保护在泰国的华桥。原因是泰

国的华侨数量不单是世界各个国家之最，且是华侨扶助祖国的重要经济来源；

而这可从泰国华侨汇款回祖国最多而见出。 

克立·巴莫的长兄社尼·巴莫亲王，生于 1905 年。母亲蒙铃（ 汶纳 ）纳

阿育他耶女亲王。社尼亲王毕业古腊学校中学课程后赴英国深造，在牛津大学

考获法学系学士位。回国后任职于司法部为刑事法庭法官及大理院秘书，接着

再任上诉法官，以及历任司法部法律学校、朱拉隆功大学及法政大学法律讲

师。銮披汶元帅执政时，社尼亲王获委任为驻美国华盛顿大使。1942 年社尼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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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违抗銮披汶总理命令，不向美国致宣战书，遂被罢免驻美国大使职，并琥夺

泰国国籍。 

正因为社尼·巴莫亲王违令不向美国宣战及成为在美国自由泰组织领袖，

所以在 1945 年二战方告结束，接获摄政员比里·拍侬荣之邀请，赶回泰国出任

第六位国务总理及外长职，俾与中英进行战后善后的谈判。 

社尼亲王由后在宽·阿沛翁两度执政的内阁中任外交部长，司法部长及教

育部长等职。1968 年代替宽·阿沛翁而为民主党党魁职。1975 年民主党胜选，

社尼亲王任总理，但为期仅 21 天，因施政方针不获民代议会通过；1976 年再

度选任总理职，但又发生 10 月 6 日事件，被军方发动政变而下台。经此一役，

社尼亲王正式皇影政坛，一直至 1997 年七月 28 日逝世，享寿 92 岁。 

1974 年发生世界石油危机，泰国的经济受到打击，中国政府以友谊价向泰

国出售 5万吨石油，以济缺油的燃煤之急。至此泰国已充分认识到中国切有改

善关系之诚意。 

     1975 年 3 月 14 日，克立·巴莫亲王获御任为泰国第 13 位总理。他在 3

月 19 日向民代议会报告施政方针时表明；泰国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

积极使泰中关系正常化。 

克立·巴莫总理在较早前已通过谈话及专栏文章，表明泰国适应新形势，

尤其是解决国内共产党异动分子的问题，有必要以中国建交，包括邻国促进友

好关系。至此他在政界名声大振。他亦是中国人民的一位老朋友。 

 
第三节      文学创作 

 
       克立·巴莫不仅是泰国著名的政治家，而且是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早

年留学英国期间就开始英文著作，归国后开始泰文著述。 

克立·巴莫涉足文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自四十年代末，便以博学

多才蜚声文坛。公元 1948 年以后克立·巴莫政治生涯受挫，因而余暇很多，这

也是促使其把脚踏入文学创作的原因。1950 年创办《沙炎叻》日报，自任董事

长，作为言论和作品的发表阵地，后相继创办《沙炎叻周评》、《超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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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并主持日报专栏写作。此后由克立·巴莫为核心逐渐形成泰国现代文学的

“沙炎叻派”，他们的创作活动为开拓和繁荣泰国现代文学做出贡献。克

立·巴莫著作颇多，他的写作体裁极为广泛。小说、戏剧、诗歌、文艺评论、

时事评论及翻译，应有尽有；写作领域所及更是广阔；文学、艺术、语言、政

治、经济、宗教及民俗，无所不包。所写的政论文章和短篇小说；以辛辣、讽

刺著称。诗歌也颇受欢迎。他被称为泰国格仑格律诗大师，泰国文毫。 

    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四朝代》、《芸芸众生》、《殊途同归》、

《封建洋人》和《红竹》等以及短篇小说多种。 

    克立·巴莫又是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爱好者及研究者。著有《资

本家版三国演义》、《终身丞相曹操》等历史小说。影射出五十年代泰国政

治，开编译了《孟获》《慈禧太后》等，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除此之

外，克立·巴莫还主持电视台专题节目和各种学术研究，并发表论文集多种。

由于他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法政大学特聘他为名誉教授。 

    克立·巴莫的小说艺术特色如《四朝代》是长篇历史小说：用人物的性格

史写出的一部形象的时代史。通过一个贵族女子“珀怡”的一生。展现了曼谷

王朝五世皇到八世皇（1868-1946）几十年间的社会生活。描写了发生在泰国重

大历史事件。皇宫的礼义和习尚，以及西方影响所导致的社会变迁，反映时代

要借助于人，人是艺述创造的主体，又是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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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性格，写出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和遭遇。 

在《四朝代》中，小说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珀怡”女主人公出生的名门

贵族的显赫之家，一条是宫廷，都是通过珀怡的生活贯穿起来的。珀怡的父亲

皮皮德是一家之主，他身居高位，有披耶（相当于侯爵）的爵位。他锦衣玉

食，有财富，有知识，懂音乐，仪表堂堂，温文尔雅。然而腐败是封建阶级在

没落时期所特有的现象，皮皮德也不列外。他天天无所事事，追求享乐。虽已

妻妾成行，奴仆成群，但并不满足。他治家无方、大权旁落。早已掌握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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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权的大女儿坤文为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将来成为唯一合法的继承

人，用不断给父亲纳妾的方法排除异己。为了便于控制，把自己的仆人送给弟

弟做妾。在这个家庭里妾与妾之间明争暗斗，奴仆之间互相倾轧，兄弟姐妹之

间地位悬殊、势不两立，而争夺的中心是权力和财富。这里有阴险、狡诈、贪

婪、冷酷的专制，有男盗女娼的败家子，也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家之主当

然希望自己家业永固，但这个贵族家庭却自己培养了新旧两种掘墓人。皮皮德

生前还可以成为家庭统一的象征，他一死，这个家庭便分崩离析。自以为得计

的坤文虽然成了这个家庭的继承人，但是并不能挡住自己亲弟弟这个无赖汉的

榨取，家产被荡涤一空，昔日雄伟壮观的贵族之家成了一个贼窝，成了一个荒

凉的晒衣场，若不是珀怡的努力，连这个宅子也保不住。从这里我们不难看

出，这个家庭是被内里蛀空的，如果说小说对皮皮德这个贵族之家的没落是实

写的话，那么作者对宫廷的衰微则是虚写的，它是通过一个侧面——与珀怡和

璀的生活紧密相连的一个公主王府的侧面来写的。当珀怡幼年之时，宫殿巍峨

壮观，门前车水马龙，人们衣饰华美，礼仪盛大隆重，爱好的花样常常翻新，

对西方的时尚趋之若鹜。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沧桑，随着国家经济的结据，革命

的发生，王权的衰落，老年的珀怡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王宫残破荒凉，贵

人已逝，十殿九空，宫女生活无着，成了被人忘却的遗民。作者虽然露出“流

水落花春去也”的怀旧情绪，但读者却从中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珀怡、璀和坤翠是三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作者用对照的方法写出了她们

迥异的性格和不同的归宿。珀怡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她纯洁、美丽、

善良、温柔、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是那个时代典型的闺阁淑女，是一个贤妻

良母的形象。她虽然出生在一个贵族之家，但童年却没有温暖，在家中没有地

位，因为她是妾生。母亲惨死之后，她成了事实上的孤儿。进宫以后，服侍公

主读书、写字、学习礼仪，内心十分感激皇室的恩宠。告别了童年，迎接她的

是少女情真意切的初恋，情人的离异，虽使她肝肠欲断，但是她挺住了。自幼 

 

 



 
 
 
 

 
 

 10

 

 

 

 

 

的教养使她不能违背主人的意旨，她遵从公主，遵从父命，和一个自己不爱的

人像梦一样地结了婚。她把这桩婚姻看成是“命运的安排”。 

    在家庭关系上她以德报怨,受尽了大姐坤文的凌辱、欺压和排挤，但在坤文

晚年落魄以后，她却不计前嫌，收留了她。 

    珀怡的身上有泰国的妇女传统的美德，高尚的情操，善良的心地，也有她

的家庭和那个时代留给她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烙印。读者喜爱这个人物，因而才

同情她的遭遇。但在她的性格中处处都有屈辱、忍耐、三从四德及佛家教义的

影子。” 

   “在社会意识上，珀怡是个被时代潮流所裹胁的人物，但她从未理解那个时

代。不断吹进宫中的变革之风，国王出访，王后代政，男女可以搂在一起跳

舞，国王、王后登台演出，宴会可以不按爵位入座···这些虽然对她都有启

发，都有震动，使她好像大梦初醒，使她朦胧地感到自己是站在刚刚诞生或即

将诞生的新事物的边缘上。可她惶惑，处处感到不习惯。她经历了四个朝代，

“看到了许多不想看到的东西”。丈夫的去世，八世王的意外驾崩，生活了几

十年的老屋的被炸，使她觉得昔日的生活都被埋葬了，她身心夹瘁，结束了自

己的一生。作者笔下的璀的性格和珀怡完全不同，她有一个悲剧的命运。孩提

时代的璀，顽皮、豪爽、乐观、滑稽、聪明、能干、见义勇为。从她的一举一

动，言谈话语，从她对待亲人和小伙伴的关系上，读者见到的是一种无拘无

束，无忧无虑的滑稽可笑的乐天性格。”照理说，她应该有光明的前途。较好

的境遇，幸福的生活。但是宫中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她的命运。珀怡结婚之后，

璀和她的来往就很少了。公主去世，手下的人大都云散，璀和姑妈坤赛住在残

破失修的宫殿里。珀怡来到这里不免有一种人去楼空、触物伤情之感。璀的眼

里深藏着对未来捉摸不定的神色。坤赛老了，璀已到了中年，她无意结婚。长

期的这种生活使她变成了笼中鸟，飞出去就活不成。“东西的摆设几十年未

变”，宫殿变得更加荒凉、肃杀。她靠做一点占香水，补补袈裟，做纸花等小

手工糊口。珀怡请她同住在一起。可是她拒绝，因她眼看到珀怡有孩子，甚至

有了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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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珀怡想璀小时候就能干，生活的安排似乎应该倒过来，不是璀而应该是自

己呆在室息的宫中，她觉得生活好像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老地方。老年的

璀见到童年的朋友仍然可以开开玩笑，以表示其乐观，但这种玩笑只是对命运

的无力抵抗和自嘲，读者可以看出她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苦涩。她的青春和生

活是被古老的宫殿埋葬掉的。” 

    “坤翠和珀怡是同父异母姐妹，自幼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但她却具有反抗

的性格。她虽然是正室所生，和坤文同父同母，但她憎恨大姐的为人，而和珀

怡最要好。她对坤文的认识很彻底，知道她是个嫉妒如火。不能容人的人。父

亲死后，坤文一个人独吞家产，只有坤翠敢于抗争，但别人都不敢支持她。她

不能忍受坤文的欺压和仆人的污辱。她不顾人们的非议，毅然和銮欧索医生私

奔，离开了这个家，一去七八年，音讯杳然。她不以干粗活、重活为耻，而以

自食其力为荣。她生活充实，性格活泼。“穷困没有使她看轻自己而去讨好别

人”，她得到了贵族家庭所不能给于她的幸福。这是敢于冲破传统封建牢笼的

一个女子的形象，在她身上闪烁着叛逆的微光，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空谷足

音。”① 

“在《四朝代》中坤文这个人物写得也极特色，在大多数封建家庭中不难找到

这类人物，但坤文这个人物显然非同一般：他上有父母，下有弟妹，但是父亲

怕她三分，弟妹见她如见阎王，不过十九岁便掌握了家中重大权，可见她是个

铁腕人物。身为女儿和姐姐，她不断地把心腹女仆送给父亲做妾，送给弟弟做

大老婆，小老婆，这种老谋深算是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而且即使在泰国，这种

事情也不是光彩的，但她做得出。她是个权力和财产的化身，而似乎不是血肉

之躯。连她本人所布置的环境也可以看出她的性情和爱好。她的房间总是昏暗

的，因为她不喜欢阳光，怕把自己的皮肤晒坏了，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股香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1998.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295,296,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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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白墙的墙边排列着几个柜子，柜子里装着许许多多的银制的或贵重的器

皿，此外在暗处还摆着不少小铁箱，里面装着金银珠宝和首饰，钥匙当然是她

一个人掌管的。她端坐在屋子中间，面前是银制的盛槟榔的盘子和痰盂，他为

财产和权力宁肯含弃其他。她看重的是这份家业，因而不想结婚，而她不结

婚，别人也休想结婚，因为她不愿看到别人比她更幸福。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

可见，在一个封建家族中，经过一番争斗而取得了支配地位的一个女人有怎样

的心理和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