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 语 

 

   综上所述，冰心与梦莉虽是不同国度的散文名家，走过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她们

都有共同的文学追求，用她们的文字构筑人生的理想，书写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

为繁荣中国与泰华文学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本文通过对于冰心与梦莉的文学成长道路的比较，发现人生经历对于一个作家的

创作主题的选择与揭示，对于情感的蕴蓄与抒发，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冰心出

生于温暖、富裕的家庭，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接受了良好的家风熏陶

与中国传统教育，接受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泰戈尔的泛爱哲学，深厚的古典文学素

养，对大海的一片痴爱，父母的挚情至爱，形成了其情感模式的基础，使她对生命、

对母亲、对童真、对自然、对祖国、对人类，怀有温雅真纯的感情，影响了她一生的

创作。那么梦莉的家庭生活环境却远没有冰心优越，她从小就经历国难家愁，逃荒流

浪，不满九岁的梦莉，经历了被贩卖，被收作“童养媳”的命运。中泰两国文化的交

融深深地烙印在她身上，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背景，接受了中、泰两个不同国家的

传统文化、民风习俗的影响。经历艰苦创业，发展商务，无论在商界或文界，梦莉都

获得了成功，成为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经商与从文两不误，用文字书写亲情、朋

友，表达故乡情、祖国情，辛勤笔耕，将宗教文化的救赎精神、人道关怀和审美意蕴 

融汇在作品中。 

        我们发现，冰心身上的博爱思想和温柔典雅的文学精神，在梦莉身上得到了很好

的传承与发扬，可以说梦莉的文学血管里流淌着冰心的血液。冰心和梦莉同为女性作

家，她们的文章在情感表达上都表现出细腻真切的特征，显示出女性特有的审美品格

与特征，具有十分感人的艺术魅力。她们都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

讲求修辞、练字等艺术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读者的喜爱，

在世界华文文坛上占有她们独特的文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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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回顾两年的学习生涯，起初是对文学这门课非常陌生，但经过老师们的恳切教

导，无私地传授了他们的渊博知识，使我不但增进了知识，而且更加对文学产生兴

趣。在此，谨对中国华侨大学与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诸位老师致以 诚挚的谢意！ 

        特别感谢我的论文辅导老师倪金华教授，在论文的开题报告到论文的写作整个过

程，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和亲切关怀，他不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而且提供有关

冰心论集等资料，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很认真、详细地修改我的论文，使得本论文能

顺利完成，让作为学子的我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 

        另外，在此十分感谢泰华作协秘书长白翎先生，是他赠送梦莉许多作品与论集，

以及热心地帮助我跟梦莉联系，希望能够拜见这位我喜爱的作家。终于在一次座谈会

上，我们相见了，见到她我感到非常荣幸。她温婉端庄，说话委婉，让我也能感触到

她的文雅。虽是短短时间的相聚，她也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后感谢我们班的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在求学生涯过程中，我不但获得了知

识，还获得了友谊，这也将成为我心中 难忘、 美好的一段珍贵记忆。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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