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风雨耀华力》的艺术创作手法 

 

接龙体是《风雨耀华力》这部小说的一个 为突出艺术创作特点。九位作家

同时撰写同一题材的一部文学作品十分罕见。泰华资深文化人洪林女士在他的著

作中是这样论述的：“……所谓集体创作，是有多位作者分章执笔，原是仿效香

港‘接龙小说’的游戏之作，不意在各位执笔者通力合作之下，经高度发挥了集

体创作的长处，当时作者们以稿费做菜资，每周聚首喝一次午茶，大家围绕着作

品中的人物故事高谈阔论，大大丰富了这部作品的内容，每位执笔的作者都写完

一章之后，有权点名要另一位作者接写自己的故事，而在这个关节上，大家都大

玩花招，在章末留下难题，让结下一段的故事的作者去动脑筋解猜……
[1]
”。 

在小说《风雨耀华力》的创作过程中，每位作家都全力倾注自己的心血，配

合默契各自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运用自己的独特构思勾勒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

人物，创造引人入胜悬念迭起的情节。心有灵犀一点通，九位作家的创作激情和

创作艺术手法的独到之处令这部小说妙趣横生。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九位作

家既有自己的独立个性又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风雨耀华力》成功之处就

在于作者对泰华文化生活、习俗、伦理的深刻理解，采用了现实主义和现代艺术

手法的有机融合，以写实主义创作目的为出发点也是本部小说突出的艺术创作手

法。 

《风雨耀华力》以强烈的现代社会意识切入、以小人物的社会底层艰难生活

和所产生的爱恨情仇素材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九位作家以独特的视角、精彩的叙

述、出色的人物刻画和富有特色的创作技巧，使小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小说除

了采用一般常用的主线安排、侧翼衬托等手法之外，还特别长于运用章回小说特

有的“伏笔”，令人浮想联翩。用“对照”的手法，将不同人物，不同职业和性

格的特点进行鲜明描述，特别是把李俊和鸭脯这两个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都

刻画得真实可信。 

《风雨耀华力》一共四十一章，洋洋十多万多字，从头自尾情节流畅贯穿，

文字简练易懂，情节环环相扣，悬念跌宕引人入胜，人物和情节的塑造和构思源

于生活，贴近生活，十分注重于写实主义，但又高于生活而艺术化。这不能不说

是九位作者在心灵上的心心相印和息息相通，有着共同的创作理念和各异的思维

方式。每个人都力求在情节上出奇制胜，留有悬念，令人遐想，对接下去的创作

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对故事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及文字技巧方面，也刻意求

                                                 
[1] 泰国．洪 林著.泰国华文文学史探.20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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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是用简练直白的白话中文表达方式平铺直叙，用潮州方言来进行点缀，使语

言文字易懂，并充满潮州家乡的乡土气息。 

在创作上吸取章回小说的创作手法，上篇和下篇总是留有悬念，埋下伏笔，

让这部小说章章出新意。当《风雨耀华力》在《华风两日报》连载时，受到读者

相当热烈的欢迎。不断有人写信来询问书中主人翁李俊、鸭脯等，是不是真有其

人?可见小说的情节安排巧夺天工，令人信服。 

从事各种职业的普通中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使小说充满趣味性。

人物的安排、故事情节的发展，有正面反面，各具典型。情节发展连贯，虽然九

个人思维方式各异但并没有因此而发生矛盾或出现漏洞。小说的主题突出鲜明，

即针对现实，抨击黑暗，歌颂光明。九位作家思想意识一致，对现实社会都有极

深的认识及一致的看法，他们以现实主义的立场写出反映泰国华侨社会“小人

物”的精神面貌，虽未做到深刻地、广泛地揭露泰华社会的黑暗面与光明面，但

却以相当程度地做到了对人物的爱和憎，使这部集体创作长篇接龙体小说在文学

艺术价值方面．具有一定的份量，且曾在沉寂的泰华文坛，掀起一阵波澜。  

 

第一节   人物塑造手法 

    

小说《风雨耀华力》的人物塑造追求的是朴实真切，每一个不同角色的人物

无论是性格、外貌、行为举止都刻画得细致入微。 

如：对李俊的外貌描写：他有一对大而聪明的眼睛，奕奕有神，俊直的鼻梁

配合着宽厚的嘴巴，一头半长不短的“鸭毛”，似乱非乱，有几根垂压在眉角上，

样子是潇洒而带有几分书卷气。 

对鸭脯的外貌描写：鸭脯的骨骼小，自幼又缺乏营养，身形特别瘦，而他虽

生活在困苦中，一向却很乐观，不知什么是忧愁，脸上永远带着一股孩子气。 

关于《风雨耀华力》的人物塑造，可以说是小说 值得关注的重点。就人物

而言，李俊和鸭脯是时代潮流中摸爬滚打的社会下层小人物的的典型，就艺术手

法或艺术技巧而论，李俊和鸭脯又是现实主义的个性化人物。主角李俊和鸭脯的

塑造决定着小说的成败。阅读了整篇小说我们会觉得李俊和鸭脯的塑造是相当成

功的。在《风雨耀华力》的人物创作技巧上，除了采用一般常用的主线安排，侧

翼衬托等手法之外，还特别长于运用“对照”的技巧。这些对照主要是人物和人

物之间的对照。 

如：小说中，以主角李俊和鸭脯闯荡曼谷的的经历为主线，作者首先用“对

照”的写法，刻画了两个泰南的年轻人在曼谷的闯荡经历，李俊和鸭脯两个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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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异，人生经历差别较大。李俊是一个有正义感，见到社会上那些不公平的事就

想为之伸张，但同时也是一位爱于脸面的小知识分子，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上往往

失意受挫，但是他的才华又赢得了像杏妹和沈淑芳这样热爱中华文化、喜欢性格

正直真诚男人的女人的爱慕。鸭脯却完全不同，鸭脯性格机灵，没有文化，在艰

难的生活面前是一个乐观派，善于吃苦，善于运用自己的小计谋解决生活中所遇

到的问题。他从小就曾在曼谷的社会上闯荡过，重情重义，是一个久经磨练的江

湖人士。作者运用人物“对照”的写作手法，将两个主要人物引发出来的各种事

件贯穿于整篇小说中。 

李俊是小说 早出现的核心人物，他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泰南橡胶园的年轻

人，涉世较浅，根本不知道社会的险恶和世态炎凉。从第一章开始，从李俊看电

影荷包被窃的遭遇到找工作被骗的波折，以及“罪恶的都市”到“祸不单行”的

第十六章，我们所看到的是李俊性格中的宽厚、善良、爱面子、脆弱。天性宽厚

善良的小知识分子那种坚持正义，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也同样令读

者感动。好人有好报这历来是大部分小说创作的宗旨，《风雨耀华力》的 终结

局让读者感到快慰，李俊的朴实正义性格和文学才华，使他在曼谷唐人街短短的

一段生活经历中得到了杏妹的爱恋和杏妹母亲厝主奶的 后认可。 

关于鸭脯，这位小说中的第二位主要人物，作者运用了对比的手法进行刻画，

使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鸭脯从小就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孤儿，为了生存，他学会了适应环境。他对

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奢望，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却懂得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

和事，并懂得如何对付这些事。他有几分狡诈，几分流氓习气，几分玩世不恭和

江湖义气。他混迹于茶楼酒室，赌馆戏院：他泡茶到水，打杂工，当临时活广告，

卖彩票号码……什么都干：而在他骨子里，有时也显劳动人民见义勇为、互相互

爱的高贵品德。在小说的结局上作者也特意为鸭脯设计了一个十分美满的大团

圆，和爸爸在曼谷团聚，原来他和杏妹是同父异母，厝主奶就是他小时候养育过

他的小姨，他的爸爸也因此和昔日的情人厝主奶重归于好。 

抓住人物的外在表现，融入感情，运用恰当的描写方法刻画人物。作者与此

同时，又特别注意了人物性格结构的情理性，做到了夸而不诞，使人物形象都具

有“圆型”特征，而并不显得单一。必然性、变异性、多样性，构成了人物的血

肉丰满和生气。 

沈淑芳很诧异，但既然来了，也得尽尽礼貌。看看李俊一番，

因此仍向李俊房门走去，抵达门口，见房们敞开，里面竟静悄悄的只

有李俊和杏妹两个人，一个人坐在床沿上，一个在写字台边，两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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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相望，像磁铁一般，互相吸引，态度亲昵，简直一对地道的情侣。

沈淑芳乍见之下，一阵昏眩，几乎在倒下去，啊！她太失望了。她自

于李俊认识不久，就被他的仪表吸住了，虽然，她不曾在李俊的面前

说过“爱”的字眼，但他心里的爱苗，早已蓬勃萌发，他满想凭她富

家小姐的地位，凭她美丽的身材，凭他与李俊志趣相投，学问相等，

这爱情两字，是会岁月的增长，而逐渐成熟，未料杏妹会比她棋先一

步，抢了过去，这怎么不使她失望，幸得她还能控制自己，可是禁不

住向房门一斜，整个身子依在房门上
[1]
。 

 

在沈淑芳这个人物的刻画上，我们又看到了人物性格内在的合理性。沈淑芳

在她受到爱情挫折重大刺激时的种种表现，悔恨伤心，悲伤痛苦，这是本性善良

的沈淑芳的悲哀。一个自己心中爱慕的男人，被另一个女人拥有了。 

在面对自己的母亲骗杏妹嫁给三舍时，沈淑芳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使她在开

始的时候摇摆于帮还是不帮杏妹这样的念头。但是良知让她 后选择了去帮助杏

妹，因为不能横刀夺爱，要“君子成人之美”。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理智的女性，尽管失恋后她感到无尽的悔恨和痛

苦，使她一颗女性的内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但是她内心的 深处总有一个力量让

她保住 后的理智，是道德的力量使她产生了无法想象的坚韧。内心的痛苦和无

法想象的坚韧就这样有机的结合，塑造出这样一个极具厚度和深度的个性化人物

形象。 

《风雨耀华力》出色的人物刻画。无论主角笔墨淋漓，还是相关人物的点染，

几乎都有鲜活灵动的个性。这得益于作家刻画人物时往往尽量放大 突出的个性

特点，性格各异的人物心理描写，使通篇小说大放异彩。 

 

第二节  情节描写技巧 

 

    情节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没有情节就称不上是文学作品。一部优秀的小说大

多具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泰华资深文化人洪林女士是这样论述小说《风雨耀

华力》的情节安排的：“《风雨耀华力》的主题思想产生于华侨社会，是以曼谷

著名的耀华力唐人区为故事背景，而故事的主人翁却是一对流落曼谷的泰南华裔

青年。从而反映出中下层的华侨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的爱与憎，并通过故事情

                                                 
[1] 风雨耀华力.第二十七章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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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安排发挥，体现了好人与坏人的分野
 [1]

”。 总之，《风雨耀华力》这部小

说，其描写技巧在整体上还是相当细腻的，故事情节跌宕有致，紧紧抓住了读者

的心理。 

一位文学大师曾经说过“艺术为生命的伟大兴奋剂”，而真正的艺术往往具

有一种诱人的神秘感和渴望知道书中人物命运的欲望，小说《风雨耀华力》就真

正体现了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风雨耀华力》里也不乏写得很精彩的地方，比如：从“奸情”到“八仙祖

师”那几章节，关于厝主奶和情人大流氓鹄额汉方虎偷情和方虎被抓，李俊找工

作受骗后病倒，厝主奶带李俊去找八仙祖师风水先生驱鬼等情景都描写得很精

彩。 

就艺术手法或艺术技巧而论，主要人物的把握和主题的深化都极具难度，两

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紧密结合，互相影响。 

李俊和鸭脯是小说的两个主角，又是现实主义的个性化人物。主角李俊和鸭

脯的塑造决定着小说的成败。通读整篇小说，李俊和鸭脯的塑造显然是相当成功

的。从开始李俊初到曼谷荷包被窃到找工作被骗所遭遇到的波折，到何清，心贤

许等人的相助，后来得到了杏妹的爱恋和杏妹母亲的 后认可，李俊性格中的宽

厚、善良、脆弱以及更深层挖掘出来的诚实、正义、富于同情心都充分展现出来。

作者在鸭脯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有意将他作为李俊性格的一个对照，为的是更易于

突出两个人作为主角的特色。鸭脯先行到曼谷，作为一个为了生存浪迹曼谷有工

就做的青年人，虽然性格上略显狡猾，其实这也是社会所逼出来的不得已小计谋，

对生活的乐观，使他在曼谷这座大都市生活看上去并不觉得艰难，这种复杂的性

格却处理得并不矛盾。 

《风雨耀华力》的情节迂回曲折，运用了章回小说的写作技巧，章节的结尾

往往设计出一个新的悬念或伏笔，使情节的发展出人意料，而又于情理之中。这

些伏笔的不时出现，逐次叠替高潮，酿造了一部小说的情节的连贯性。 

小说的开端李俊无钱住宿，鸭脯却告诉他有三铢就能住的地方，而李俊不愿

意去。这个伏笔是让你去猜测三铢的住宿，究竟是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有这样便

宜的住宿李俊并不愿意去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寄宿“茶室”也就是变相的三流

“妓院”。 

                                                 
[1] 泰国.洪 林著.泰国华文文学史探.20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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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双引伏笔是由前一个伏笔又带出下一个伏笔或几个伏笔。比如李俊沉睡

中忽然听到舞女的尖叫，鸭脯看后慌慌张张的回来。留给你一个悬念，舞女的房

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呢？让鸭脯如此慌张，你一定急于想知道个究竟。 

    “姐萍的房里，有一个鹄额卷发脸孔黑黑的男人，正在踢打萍姐，口口

声声说如不说实话，要杀死她。” 

    “那小子是谁？你为什么和他那么亲密？夜日死在一起，连舞厅也不

去，那小子是谁？快说！快说！不然，哼......”鹄额汉嗤一下鼻风，

把手中的刀，瞄准这姐萍的咽喉，作势按了下去。 

    原来阿额头是舞厅的黑道打手，姓方，名虎。他不但对舞女们人身进行控制，

随意打骂伤害，还强奸舞女，对舞女的身心进行摧残，姐萍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

者。 

这个人物出现的另一个“伏笔”就是方虎和厝主奶的一段偶遇，引出了另一

段隐私，在后来的故事情节发展中我们知道了方虎和厝主奶原来是地下情人的关

系，实在令我们感到意外。 

 

“当厝主奶踏进卖菜嫂的巷口时，吓然看到前边有一个男人，

样子很像刘瑞，她就匆匆走上前去。那汉子听到了匆促的脚步声，就

掉转头来，她仔细得的端详着，很像，可是鼻梁上比刘瑞多了一道刀

疤，额也比较鹄，幸好没有开口喊他。” 

 “----我该死！我知道方虎是一个坏人，我为什么和他来往？跟他偷偷摸

摸？因为他很像刘瑞
[1]
” 

 

连带伏笔又一次出现。刘瑞是谁？他和厝主奶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厝主奶如此

想见到他？ 

后来提到当年姐姐生的那个孩子，这也让人猜测：当年姐姐生的那个孩子是

怎么回事？厝主奶为什么为他流泪？ 

她的手戳到鸭脯的头，只是嘻嘻的笑，不知怎么，厝主奶和鸭脯似乎很投缘。

被他几句话，又把一百二十铢交给他。这也是一个人物伏笔，厝主奶为什么潜意

识和鸭脯有投缘的感觉？ 

厝主奶这才用亲切的口气问那中年男子：你……你不是瑞哥吗？“阿珍，十

八年不见，真想不到会在这遇到你！我是来找阿展的……”这个被厝主奶叫做“瑞

                                                 
[1] 风雨耀华力.第十三章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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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的中年男人，也就是鸭脯的父亲刘瑞。现在我们才知道鸭脯就是厝主奶姐姐

所生的那个男孩。 

刘瑞又指着站在厝主奶身边的杏妹，问厝主奶道：杏妹平日从她的义姨口中，

知道了母亲的秘密，直到她自己的生身父亲还在人世，不过，当她还在母亲肚子

里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她，十八年来，一直没有消息，母亲也从来没有对他提

起过。 

刚才她看见那中年男子，和母亲四目相对的表情，又听见母亲叫他瑞哥，她

已猜出了一半。现在，经那中年男子这样一问，她完全明白了这位中年男子就是

自己的生身父亲，一种天赋的骨肉情感，使她激动得迫不及待，当她看见母亲只

点点头，还没有说话，就走到那中年男子面前，颤声叫了一声：“爸爸！” 

一段旧情的几处巧合引出一段动人的悲欢离合。情节安排得恰到好处， 

伏笔扑朔迷离令你产生遐想，厝主奶这个风流，刻薄辛辣的女人一生中的两

个情人，一个朴实正直，一个奸诈恶贯满盈。结局是恶贯满盈的受到了法律的制

裁，朴实正直的得到了一个美满的结局。 

《风雨耀华力》情节的细节描写同样有它的独到之处： 

 

“俊兄，你知道吗？别人都在背后议论我们……”杏妹低着头，

声音很细，又只是说了一截。    

哪个少女不怀春，那个男子不钟情，李俊并不是不明白杏妹话中

的用意。其实他对杏妹早已产生了爱意。 

“杏妹，难道你不知道我穷，我哪能配得上你呢？” 

“俊兄，你怎么会对我说出这种话来，贫穷并非罪过，只要人穷

志不穷就好了。......俊兄，你对我还是不明白吗?” 杏妹听出李俊

的话中不会没有意思，真是太高兴了，连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   

“我明白。完全明白的，杏妹，你待我太好了。”李俊也太激动了，

他不知道怎样去表达内心的感激，他只是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

的！”说后把一只手叠在杏妹的一只手上。 

杏妹也迅速把另一只手加叠上去，作为李俊柔情的回答。 

“杏妹低着头，声音很细，又只是说了一截。” 

“杏妹听出李俊的话中不会没有意思，真是太高兴了，连说话的声音

都颤抖了
[1]
”。 

                                                 
[1] 摘自《风雨耀华力》.第二十六章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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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把人物的一举一动，乃至说话的音调刻画得如此细腻，在细节的描写

上把少女的初恋羞怯，表现得十分生动，让读者感到有源于生活贴近真实生活的

感觉。 

 

第三节  语言特征 

 

语言是一部小说创作的艺术精髓，人们常说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

生活。所谓高于生活就是说我们的作家运用他们独特的艺术语言，为我们讲述了

一个平常生活中真实的故事。所以说作家的语言写作技巧至关重要，它就像画家

给一幅黑白画涂上了颜色，使画面色彩斑斓更具艺术欣赏性。 

小说《风雨耀华力》在语言运用方面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特点之一就是作

者考虑到泰华社会华文读者汉语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而运用直白朴实的语言对

故事情节进行描述，小说中很少使用华丽怪异的词汇，让人读起来倍感流畅上口。

另一个特点就是泰国华人潮州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地运用了潮州方言。

《风雨耀华力》之所以运用了大量的潮州方言，大概是考虑到泰国华人读者中潮

州人居多，其他族群会潮州话的人也不在少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泰华的潮州籍

读者读起来感觉亲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九章“梨园春秋”还用了一整章的

篇幅来特别介绍潮剧，潮剧也是中国潮汕地区的一个传统地方剧种，深受潮籍人

士欢迎，在泰国不但拥有众多的观众和爱好者，而且有众多的潮剧演艺班，游走

于泰国各地演出。《风雨耀华力》中大量潮州方言的运用更为这部小说增添了浓

厚中国广东潮州的乡土气息。   

文学作品的语言，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更加形象化。《风雨耀华力》的作

者在语言的运用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力求在叙述上做到了直白简练，在词汇的

运用上尽量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潮州方言、中泰谚语、诙谐土话、口头语……语言

上贴近现实生活，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到生动贴切。 

如：在人称方面，出租房子的房东被称为“厝主奶”，咖啡店的杂工叫“头

手”，茶室端茶的叫“弟仔、亲丁”，赌馆的叫 “牌龙”，按摩称为“要掷”，

妓院的妓女叫“洛统”。 

如：诙谐的方言和土话，口头语方面：“害了，害了，草馃煮熟，天时变局。” 

“小鬼，帮忙呢，没有。就是要揩油…..”想占妓女的便宜。 

“莫说她，那些三，四十岁，两眼角挂紧葵扇，半寸脂粉掩盖不了皱脸皮的，

还有人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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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死仔，鬼去托你，目珠仁给屎糊着……” 

“你明知道我是‘没字碑’，又何必要破馃来捉弄我。” 

“阿舍，天光了，好起来放尿洗面。” 

“哭父哩，七早八早就吵死人。” 

“我是土直人，口齿硬，心肠慈。” 

“饿鬼偏要找饿人，缘分这样好。” 

汉语的俗语“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难。”“人情似纸张张薄，锦上添花自

古有，寒炉送炭世间稀。”“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三斗油麻，倒无一粒落

耳。”....... 

泰语的成语，“要看一个女子，须先看她母亲。” 

俗谚：“浮云接日夜来雨。” 

赌馆的黑话“红炮！食？”“白车，食？”“知防！知防！” 

绰号“大目鬼。”“水陆大都督。” 

潮州是指中国广东省的潮阳和汕头地区，当地有着自己的方言和有别于中国

其它地方的文化民俗。潮州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潮州也是中国 大的侨乡，根据统计侨居海外分布于世

界各地的潮州人大约有三千万，分布之广数量之大堪称之 。正是这些侨居海外

的潮州人，他们不但把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带到了海外，也把中国古老的传统文

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在泰国的华侨中潮州人占据多数，人们说在泰国除了泰语之外，第二语言应

该是潮州话，可见潮州话在泰国有着广大的使用者。在泰华文学作品中潮州方言

被大量的使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它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泰华文学作品潮州乡

土气息特色，为泰国华人所喜爱。 

其实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语言的运用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对于泰华社

会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中文程度并不是很高的广大读者。《风雨耀华力》的作者们

运用了直白贴近现实生活的白话语言，对整篇小说进行描述，也不失成功之作，

十分值得赞赏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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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风雨耀华力》作为泰国第一部中文接龙体小说，由九位作者共同创作，这

首先就是一种创举。它承载的不但是中华文化的异地生根开花结果，也向人们展

示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博大精深。这部小说的内涵和容量相对较大：它写

了泰国泰华社会的风土民情，人物千姿百态，艺术手法令人耳目如一新。《风雨

耀华力》是一部了解泰华社会的教科书。 

《风雨耀华力》是在泰华文坛处于困境的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因而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既显示了泰华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又体现了泰华文学创作者的坚韧

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展现。这些作家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

严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采用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国初年出现的集锦小

说的形式，以为泰华文坛注入新的活力为共同目标，充分展示各自的创作才华，

展现了泰华五六十年代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凸显出泰华社会各个阶层

在不同环境中的丰富多面的人生图景，以及在泰华社会生活中体现出的中华精神

和中华伦理的不同层面。 

    《风雨耀华力》是表现潮汕文化 为典型的体现了泰华文学创作中重人伦、

重亲情的文化特征，散发着潮汕文化中讴歌人性美，提倡互助友爱的重要特征的

代表作。小说创作中精彩运用的潮州方言，所描述的潮汕风俗更是内在的浸透着

潮汕文化精神的人情味和互相帮助、无私无悔的乡情乡谊，体现了一副展示人情

美的乡土风情画。这些都是对中华伦理的深入探讨和分析。 

小说创作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本土化思想也更趋完整，但仍然采用的

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手法。文学创作本身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体现。历代优秀

的作家以及风格各领风骚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这些优秀的文

学作品更是传承和发扬优秀中华文化和精神的重要的载体。泰华文学的创作者们

更是吸收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自己的才华和时代特征，运用中国传统文

学中关注现实的思想特点，进行积极的创作。 

从泰华文学的特征切入分析，揭示出泰华文学独具的文化背景下所呈现的文

学特征，深入探究其特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蕴。语言是文学与文化的载体。通

过对文学语言的分析可以深入分析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文化意蕴。《风雨耀华力》

中许多潮汕方言的运用，使得作品更具形象化，更富有表现力。特别是带有潮汕

地方特色的谚语，俗语的运用，既体现了潮汕文化的特点，也体现了关注社会现

实的作家通过词汇传递具有时代特征的信息，更传达出潮汕文化背景下作家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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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情感。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中方言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以及所体现的中华传统伦

理文化。 

曾心在《泰华文学的交接期》中概况了泰华文学经历了“三起二落”的分期。

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是泰华文学的第二个“起”，由于受到新中国思潮的

影响，加之到泰国的一批“新唐”，泰华文学处于潮涨波峰期。《风雨耀华力》

正是诞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此也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风雨耀华力》

在题材上体现了新的创作变化，不再以描写寄人篱下和怀念家乡的“叶落归根”

的思想内容为主，而是转向了以描写当地泰国现实生活为主的“落地生根”的思

想内容。这些反映了华人从寄寓客居到融入居住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反映了侨民

意识向公民意识的巨大转化，使泰华文学有了较浓的本土化特色，但是，作品中

体现的根本精神仍然是中华传统伦理中重人伦、重亲情、互助友爱的优秀精神。

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对家乡的记忆和乡土情感的体现与表达。因为文化是血液里

的东西，任何输血的办法都改变不了它的血质和血型。因此，中华传统伦理精神

借由作家的集体创作体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中国情结”在泰华文学创作中的

集中体现。 

总之，《风雨耀华力》出现在泰华文学的发展上升阶段，在泰华文学史上有

重要的地位，同时影响了泰语文学的创作。它的出现又是在泰华文学出现本土化

转向的重要时期，也体现出了泰华文学作家的新的时代特征。但是，这些都是以

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为基础的。无论是创作者所运用的小说创作形式，还是

小说创作体现的现实主义理念，都是传统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发展。更重要的是，

《风雨耀华力》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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