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 言   

 

    中华伦理是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状态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发展中

形成，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内容，体现了一种包容、坚韧的民族品质。几

千年的文化积淀使得中华伦理的仁爱、和谐、诚信等特征深入中华民族的生活的

个个方面
[1]
。中华伦理形成的历史相当悠久，人们普遍认为孔子、老子、孟子是

中华伦理道德观的鼻祖，其实早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炎黄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中

华民族独有的伦理道德观。就像我们的先人和现今的人们为什么在祭奠我们的中

华民族祖先炎黄，把我们说成是炎黄子孙，而把炎帝的名字放在首位一样。因为

炎帝是以仁爱治天下，黄帝则是以武力夺取天下。万事“仁”为本，这说明早在

远古的那时中华民族就以重伦理为高尚而以尊重和崇仰。 

然而中国和西方乃至周边的邻国在文化、伦理道德观上既有差异又有相同

点，在泰国这个受西方、印度和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也不例外。西方的

伦理道德观、泰国固有的传统佛教礼仪观念和中华伦理道德观在泰华社会碰撞、

融合， 终形成了泰华社会独有的以中华伦理为特色的道德观。这在泰国华文文

坛六十年代问世的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充分展现了

泰国与中国两国文化、伦理道德观的共同点与差异。这种差异和包容主要表现在

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等方面。 

海外华人移居异国他乡历史悠久，他们把中华的传统文化、儒家、道家思想

带到海外，使优秀的中华文化异地传播落地生根。海外的华人把中华伦理道德作

为自己的生存之道以及自己的行为规范准则，代代相传，就连一句汉话也不会说

的华裔后代也知道孔孟之道，这就是中华伦理道德的强大生命力所在。 

在泰华社会中华伦理道德的体现尤为明显。中国的南方汉人近百年来不断地

移居泰国，形成了强大的泰国移民潮，他们在泰皇的庇护下安居乐业，华人以自

己的勤奋和聪慧为泰国和自己的家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财富的背后 为重要的

一点则是华人对自己祖先的文化和伦理道德观的继承和发扬。 

从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中我们可以看出泰国华人历来重视对子女的

中华传统教育。李俊到曼谷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教华文，他教的学生都是社会下

层的华人子女，他们想通过这种家教补习的方法让自己的孩子学到中华文化。不

但华人下层人们对中文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就连那些华人的中高层人士也是如

此。 

                                                 
[1] 傅永聚等编著.中华伦理范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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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华的传统教育就不能离开我们的孔孟之道。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伦

理、习俗无一不贯穿着这种人生处世哲学。泰国华人把中华文化、伦理、习俗看

作是他们生活和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你是身居高位的权势，或

是腰缠万贯的富翁，还是普通的贫民百姓，只要你是华人华裔，你身上流着中华

民族的血统，你就会把中华伦理传统习俗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弘扬，尤其是在华人

集中生活的唐人街“耀华力路”，中华传统的文化、礼仪、习俗都继承和保留得

相当完整，婚丧嫁娶、接神祭祖、生日祝寿，无一不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礼仪习俗

来办理，华人特别重视对后人的教育，对后代也都是按照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来

进行家教。在小说《风雨耀华力》中主要表现在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亲情、友情、

爱情观等三个方面，因此本文也主要从这三个方面论述了中泰文化观念的磨合和

相融。 

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是泰国九位华裔业余作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初集体创作的。这九位作家分别是：亦舍（倪长游），亦非（陈英常），笔匠（方

思若），亚子（李庆良），沈牧（沈逸文），李虹（许静华），白翎（李友忠），

红缨（郑玉州），陈琼（吴继岳）。 

《风雨耀华力》问世的年代正是在国际政治大背景中，中华民族备受打压，

泰国华文文学处于低谷，在创作与生存双重困境上痛苦挣扎的极为艰难时期。因

此《风雨耀华力》的问世让泰华文学界为之一震，意义非凡，也使广大的泰华社

会文学爱好者和读者备受鼓舞，在阴霾中又一次看到了泰华文学的希望和曙光。

正是这部充满新鲜活力，具有中国潮汕特色又夹带着泰国风土人情的长篇接龙体

中文小说，向人们展示了华文文学在异域国土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

九位出生身于社会中下层的业余作家在艰难的逆境中，对华文文学的执著追求和

锲而不舍的奋力发掘创作精神，更让人们看到了泰华文学后继有人和光明的前

程。 

《风雨耀华力》的创作素材取自于泰国华人聚居的 具华人特色的唐人街

“耀华力路”，虽然这只是一条不足一公里的狭窄路面，但是它却包容了泰华社

会的方方面面，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有高楼林立的豪华酒店和商行，街

面上则是一家挨一家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金行和珠宝店，还有中文书店、潮戏剧院、

电影院，以及洋溢着中国本土风味的餐室、茶楼和神庙。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中

华文明古老生活习俗在异国落地生根，和夜总会、酒吧、舞厅等处于强势的西方

现代文化并驾齐驱。而在同一条街上，热闹繁华的背后则是陋巷寒舍的另一幅景

象，衣衫褴褛流落街头的乞丐，招摇过市拉客的“野鸡”，肮脏的三流妓院，乌

烟瘴气的赌场、按摩院、算命馆……三教九流汇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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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耀华力》通过对两个华裔青年李俊和鸭脯，从泰国南部到首都曼谷闯

荡谋生的曲折艰难经历的描写，反映了泰华社会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以及风情万

种的社会风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泰华社会，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伦理

在不同国度和民族圈子里的反应和延伸。《风雨耀华力》先是在连载于《华风周

报》的副刊上，获得了读者热烈的反响，吸引了无数的读者。当小说连载完后便

很快地印刷出版，又一次地引起轰动效应，一时间成为泰国 热销的华文书籍之

一，深受泰国华文读者喜爱。《风雨耀华力》被泰国文学界的同仁翻译成泰文，

同样受到了泰文读者的青睐，被改编成电影后更是轰动一时，观众场场爆满成为

当时的一大盛事。泰国中文报纸评论说：“《风雨耀华力》反映了华人在泰国的

生活状况，是泰京发展的一个缩影，华族移民在泰国融入了泰国社会的同时，又

把华族身上所特有品质加以保留并发扬光大，使得泰华社会的生活内容更加多姿

多彩
[1]
”。书中有血有肉的众生相，潮州方言和泰国本土语言的幽默风趣，向我

们展示一幅六十年代泰华社会纷繁复杂充满中华人文伦理的亲情，爱情，友情的

真实画面。 

 

 

 

 

 

 

 

 

 

 

 

 

 

 

 

 

 

                                                 
[1] （注释）：泰国<星暹日报>1964 年,文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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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雨耀华力》的中泰文化背景及作家 

 

第一节《风雨耀华力》的中泰文化背景 

 

中泰文化伦理特征有着诸多方面的共同之处，要论述这个问题还得从中泰文

化的特质以及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相互的影响说起。 

“在历史上，泰国是接受中华文化较早的国家，在泰国的第一代王朝素可泰

王朝时代（公元 1209――1350 年），随着中国人下南洋到泰国谋生，中华文化

带到了泰国。中泰两个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交往鼎盛时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明朝即

泰国的大城王朝时代（公元 1350――1767 年），因与明朝关系密切，两国交往

频繁，有很多中国人到泰国定居。及至华裔王郑昭的吞武里王朝时代（1767――

1782 年），泰国的华侨达到百万人。三保公郑和率领中国的商船队浩浩荡荡下

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国。现今泰国大城府的三保公庙就是为三保公郑和而修

建的，三保公是泰国华人和泰人心目中的佛、神和英雄。郑和不但为南亚各国带

来了中国的商品、技艺，也为他们带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礼仪和民俗
[1]
”。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诞生了孔子这位儒教的创始人，开创了中

华伦理的新纪元，此后的历代统治者和普通的庶民百姓都把中华伦理作为处世哲

学和生活的行动指南。仁、义、礼、智、信等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约束着中

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 

中国伦理 强势的特征是：仁爱、和谐、诚信。 

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 高

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这种“仁”的根本含

义就是爱人，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用“仁”这个基本范畴把其他的

道德规范统帅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也就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体现在具体的道

德规范和礼仪之中了。 

和谐是一种对真善美追求的动态平衡，儒家思想祟尚亲密的人际关系，人际

亲密强调个人以彻底和信任的方式把自己投入于群体之中。人与人之间应该情同

手足，保持着相互感应的关系。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孔子主张做

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 起码的

道德原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1] 徐孝明. 古代中国和泰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J]湖南教育学院, 1999,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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輗, 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

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此外，儒家

还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政治原则；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

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

带等等
[1]
。 

在和中国孔子儒教相对应的年代，佛教在古印度诞生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

中，佛教犹如一道闪亮的光芒，照耀着印度、中国、泰国乃至世界各地，在启迪

昏蒙、开启智慧、指导人生、净化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佛教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力主开发人类潜在的无上智慧，将人类思想中丑陋、

污秽的成分彻底清除，从而以纯洁、美妙、清净的智慧去观照世间的一切，既能

视一切如同己出，又能视一切如同他出，从而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

以慈悲之心与乐拔苦， 以行“八正道”严以律己。佛教在适应社会、包容异说、

重塑自我、奉献社会等方面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而在泰国的伦理学则与宗教伦

理学并列，说明佛教在泰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2]
。 

当代泰国 大的佛教思想家是佛陀达沙比丘。佛陀达沙的父亲是华人，祖籍

福建，母亲是泰国人。他一九零六年生于泰国南部地区，八岁曾入寺受教，以后

继承父业经商。二十一岁时正式出家，修习禅法。一九二三年成为一名佛教教师，

翌年赴曼谷深造，并在亲友资助下，成立了修禅打坐的“解脱园”。主要著述有

《布施》、《菩提树的心木》、《关于上帝、业和非自我的问题》、《涅槃》等

多种，还将中国佛教禅宗典籍《坛经》和《传法心要》译成泰文。这充分说明中

华伦理对泰国佛教伦理的渗透和两种伦理观的相容。佛陀达沙思想敏锐，不拘传

统，好发议论，自成一家，在现代泰国佛教中影响甚大，称为“南传佛教自五世

纪觉音著《清净道论》以来的集大成者，以现代观点深入而系统地重新诠释上座

部佛教教义”。由于他对佛教的卓越贡献，曾获泰国“暹罗学会”的徽章，一九

八零年泰国僧王亲自为他颁发了朱拉隆功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成为当今泰国 高

爵位的比丘之一。 

泰国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也被称为佛国，佛寺多，僧人多，信徒多是泰

国佛教兴盛的标志。佛教伦理对泰国人政治思想和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影响无处不

在，上至皇室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到政治选举，国家管理，小到生意田耕，

婚丧嫁娶。作为一个泰国人在他的一生之中必须要出家做和尚，就连皇室，皇帝

                                                 
[1] 马中义.中国哲学.泰国歌乐大学中文系教程,2008 年. 
[2] 杨曾文编.当代佛教.中国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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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也不例外。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思想意思，也就是以佛家的道德伦理思想清

洗自己头脑中原有的邪恶杂念，净化自己的心灵，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如何发挥宗教道德和世俗伦理的作用现在已经成为泰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

要环节。泰国是一个对外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在现代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冲击

下，泰国以宗教、国王为意识的传统公民道德伦理依然以其独特的方式存在于文

化教育当中，佛学伦理学规范了每一个泰国人的处世态度和人生态度。家家有佛

坛，村村有佛寺，人人戴佛像，这是有形的信仰。无形的则是人人心中都有佛。

佛好像寺里的长明灯，无始无终照彻每一个教徒前身来世，在时间之内，在时间

之外，每一天都有人皈依佛门，也都有僧侣还俗尘世。至今，泰国仍采用佛历纪

年。适逢佛教节日，全国要例行放假。作为世界上有名的佛教国家，泰国一点都

无愧于“万佛之国”的美誉，宗教意识的宣扬和佛教伦理教育随处可见。 

佛教伦理在人们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泰国人的生命所在。佛教伦理

造就了泰国人善良和乐于助人的性格，泰国人用佛教伦理规范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工作，教育子女，生活在泰国这块祥和安宁富足的土地上。 

中华伦理为构筑和谐的社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泰国

华人把两千多年沉淀积累起来的中华伦理原封不动地带到了泰国，又把泰国民族

朴实无华的佛教文化伦理有机的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泰中文化伦理体系，堪

称两个民族不同文化和伦理融为一体的典范。 

六十年代，《风雨耀华力》的九位泰国华裔业余作家风华正茂，虽然他们远

离自己的祖居地中国潮州而身居异国他乡的泰国，或是出生于泰国第二、三代华

侨家庭，但是他们受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中

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古老灿烂文化，儒家和道家的道德伦理，绚丽多彩的民

俗风情伴随着中国移民的泰国移民潮顺其自然地溶入了泰国的佛教信仰。中泰文

化的碰撞融合所产生的相容相通，正是泰国华文作家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创作的源

泉。 

以微笑温和待人著称的泰民族是一个信仰佛教、崇尚和谐和注重伦理道德的

民族。泰国人在家庭婚姻以及社会交往的伦理观念上和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为相

同的相似之处。温良恭俭让，仁爱待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所以你在

泰国会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种族的人在这里悠然平静的生活，白皮肤的洋

人，黑皮肤的非洲人，中国人，中东人，印度人……。在泰国你作为客人，你所

见到的泰国人都会向你双手合十礼貌地向你问好。上敬下孝，泰国人很重视长辈

对子女的礼貌道德教育，子女对长辈的孝敬和礼节。接人待物时晚辈在长者面前

要躬身或者跪拜以示尊敬，甚至有些女人在晚睡前还要向丈夫跪拜请安。泰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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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文化伦理的渐进融合，两国人民的通婚，使中泰成

为一家亲，正是这种渊源使华人群体能深深地植根于泰国社会，融入泰国社会，

而且在诸多方面仍保留着自己文化，伦理，习俗…… 

泰国华人近百年来不断地移居泰国，在泰皇的庇护下安居乐业，华人以自己

的勤奋和聪慧为泰国和自己的家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财富的背后 为重要的一

点则是华人对自己文化伦理的继承和发扬。 

从《风雨耀华力》中我们可以看出，海外华人历来重视对子女的中华传统教

育，他们把中华文化、伦理、习俗看作是他们生活和生命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

成部分。李俊到曼谷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教华文，他教的学生都是社会下层的华

人子女，他们想通过这种家教补习的方法让自己的孩子学到中华文化。即使是上

流社会的华人也是如此。书中开表行的沈老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已深深的体会

到了不识字的痛苦，他发自内心感叹：“中国人不识中国字，甚至连祖国的语言

都不懂，是莫大的耻辱！”李俊对沈淑芳的情感也同时体现了在对中华文化的共

同热爱，他对沈淑芳无不敬佩地说：“淑芳，你们对我都太好了，你们这样热爱

祖国文化，实在太难得了，假如侨社每个人，都能如你们这般重视中文，维护和

发扬我国几千年的文化，那将是多么好的一回事！” 

在《风雨耀华力》中，李俊的第一堂课时就着重地给学生上了一趟中华伦理

道德课。李俊说：“但是他神经不正常，人家就叫他疯人，这些人都是受生活环

境所迫害，使他们看上去不像人，对这些人，我们不能轻视他，而应该同情她。”

“妓女也不尽是坏人，这些都是在社会里被践踏，被损害的可怜人物，我们也应

该同情他们。”这就是中华伦理的高尚所在，“以仁之心爱待人，不可人云亦云。” 

优秀的中华伦理道德观对泰国社会也影响极深。泰华作家修朝在他的文章

《影响泰国皇室的华人习俗》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泰国华人在自己本身融

入了泰国社会的同时如何保留自己祖先的优秀文化和中华伦理道德观念，而又如

何将自己祖先的优秀文化和中华伦理道德观融入到泰人的社会乃至泰国皇室。泰

国皇族仿效华人习俗庆祝生日、丧事功德、剃度守孝、春节斋僧。他们从中国的

习俗礼仪中体会到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观的精髓。泰国皇族仿效华人习俗大

做生日“千秋节”或“办寿”，把华人的孝道礼仪视为典范。中国的“功德法会”

成为泰国皇族的御典
[1]
。 根据《四世皇时期派使臣赴北京朝贡》一书的作者帕

耶沙拉帕蓬的叙述：“……由于当时不获准至北京朝见皇帝，使臣逐遵四世皇殿

                                                 
[1] 修朝.影响泰国皇室的华人习俗.泰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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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御意，在公馆中举行功德法会，延请华僧礼忏，做功德一日连宵，并聘戏班演

梨一日连宵…。”  

泰国皇族剃头守孝蔚然成风。这种习俗沿袭自华人的可能性较大。除了剃度

守孝外，曼谷皇朝初期的丧服颜色是白与蓝，明显是受到华人的影响。泰国华人

过年皇族春节斋僧。 初华人过新年，仅是华人在本身的生活圈子中进行，后来

华人与皇族有了姻缘关系，不知不觉中把过新年的习俗带进了宫中。泰国皇室的

在春节举行斋僧仪式及大摆汉席，甚至以御典方式进行，证明对华人的过年习俗

接纳与效仿，也显示皇族与华人高官融洽度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1]
。由于泰国

皇室对中华文化及其习俗、礼仪的接纳与效仿，使得中华的传统节日或者是祭奠

活动被广大泰族人所接纳，他们也加入到了这个效仿的行列，使得中华伦理道德

观真正地融入了泰国社会。 

在泰国无论你是身居高位的权势，或是腰缠万贯的富翁，还是普通的贫民百

姓，只要你身上流着中华民族的血统，就会把中华伦理传统习俗一代接一代的传

承弘扬，尤其是在华人聚居的唐人街“耀华力路”，中华传统的文化、礼遇、习

俗继承保留得相当完美。原汁原味的婚丧嫁娶、接神祭祖、生日祝寿，无一不是

按照中国传统的礼仪习俗来办理，华人特别重视对后人的教育，他们可以毫不吝

惜地捐出自己的金钱来帮助建设华校，让他们的后代有机会学习华文。他们对后

代的教育也都是遵循孔孟之道。《风雨耀华力》的九位作者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氛

围中成长起来的。  

                  

第二节《风雨耀华力》的作家简史 

 

《风雨耀华力》是九位泰华业余作家集体创作的一部接龙长篇小说，九位作

家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也有着不同的内在品质和人格特征，但是他们九个人却

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受中华伦理的熏陶而形成的人

格。 

《风雨耀华力》的九位作家大都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独自或随父母早年远

涉南洋谋生，当过学徒童工，做商行店员、杂役，给富人家做小保姆，以及记账

员、教员、报馆校对、编辑……他们和千千万万普通的泰国华人一样，为了生存

和养家糊口在谋生的道路上艰难地挣扎。为了求生存，创事业，建立婚姻家庭和

获得文化知识，为了传播弘扬祖先的中华文化，他们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

                                                 
[1] 泰中研究.泰中研究出版社, 2005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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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华文被禁锢的时代，有的作者为了固守泰国华文教育这块阵地，甚至被判

入狱。 

正是这样坎坷艰难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们逆境求生、坚韧不拔、意志顽强的

人生性格。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专门提到九位作家之中的唯一一位女作家许静华女士。许

静华女士是泰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使她还算富裕的家庭

一夜之间变成了赤贫，在她七岁时父亲病逝，母亲也因此变得忧郁悲伤。只读过

一年华文的她从此失学，为了家庭的生活她做织布童工，给人家当小保姆，小小

的年纪就承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她的华文是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

自学出来的。从许静华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妇女的顽强、坚韧、拼搏、吃苦耐

劳的优秀品质。许静华十五岁开始发表处女作《让位》，此后的数年间在泰国华

文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体裁的华文作品。许静华的创作

视野多是以反映泰华下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为主，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从生活

现实出发收集素材，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由于许静华人生经历和对现实生活的

深入了解，其笔下主人公的社会处境无论如何困难和无望，都没有对自己的生活

失去信心，在困境中拼搏，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赞美歌颂美好善良的人性、鞭挞

和批判那些丑陋邪恶人性是她的作品的 大特色。 

还有一位作家也让我们对他肃然起敬，那就是吴继岳先生
[1]
。 

吴继岳家境贫寒，小学五年级辍学，十三岁时就背井离乡到泰国谋生，小小

的年纪在商行当过小学徒，做过公司的司帐，小学教员。一九五九年在报社担任

新闻记者期间被泰国当局以“爱国罪”投入监狱五年。在狱中他以顽强的精神意

志仍然坚持以中文来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他的三四十个长、中、短篇小说就是

在狱中问世的。吴继岳以其广博的知识、锐利的文笔、鲜明的观点、新颖的题材

和坚韧不拔的文学创作精神赢得了华文文学界的 高认同和广泛赞誉。 

吴继岳一生服务于泰华报界长达六十年，可谓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地奉献于泰

华报界和泰华文学事业。一九九零年，他以其对泰华新闻界的追求和贡献而荣获

泰国报业公会第一届“杰出报人”奖。 

由于九位作家多出生于贫穷的家庭，没有机会上大学和中学，所以文化程度

不高，有的人甚至没有正式上学读过华文。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走上了中文

文学创作道路的呢？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孜孜不倦地耕耘，创作出那么多优秀感

人的文学作品的呢？ 

                                                 
[1] 年腊梅.泰国写作人剪影.曼谷:八音出版社,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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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们对自己祖先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和优秀文化的无限热爱，是他们对

华文刻苦的学习和钻研，使他们掌握了华文和华文文学的写作技巧，激发了他们

极大的创作热情，从而大量的泰华文学作品接连不断地问世，活跃了泰国华文文

坛。 

在他们中多位作家在泰国华文报馆工作过，担任过校对，记者，编辑等职，

这也为他们的创作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积累了

大量的写作素材，为他们开辟了一条光明的文学创作道路。 

作家的创作视野多以反映泰华下层社会生活的素材为主线，通过个人的生活

感受和情感波折，来表达对社会、对人生、对人世间的真善美和永恒精神的探索，

也体现了作家的人生信念和伦理道德观。伦理道德是世俗小说的一个重要突出亮

点，尤其是华文小说在伦理观的表现上主要是从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相关情节构

思入手的。《风雨耀华力》作品中流露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以伦理道德为主线，

突出了对泰华社会底层的人生命运和境遇的同情，以及对他们美好善良人性的颂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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