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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曾心小说、散文中老人形象的丰富内涵 

 

曾心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中，描写老人形象的作品集中创作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和 21 世纪初（具体年份表现在 1993 年至 2001 年期间），曾心系 1938 年生人，

此期间也正是他步入老年的时期。这些作品反映了选材的真实性和现今社会老人

的生活现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心的内心世界。曾心的艺术世界里赋予老

人以丰富的生命内涵，如孤独、博爱、保守、沧桑、悲悯、沉重、无私、安详、

欲求等各种生命元素。这些老人形象鲜明、生动，极其典型。他们在平凡的人生

中所表现出的勤劳、善良、乐观、智慧、奉献，把平凡的生活点缀得斑斓夺目。 

在曾心先生的 20 余篇关于描写老人形象的作品中，老人的形象可分为以下

几类：第一，按照地域种族来分，大多是生活在泰国的华侨或华裔，如《一坛老

菜脯》就描述了一位八十多岁的纯朴、善良的华侨老年妇女；也有少数中国大陆

善良、坚强、智慧的老年人，如《礼品》作者的叔公；也有憨厚诚实的泰国老人，

如《老店主》。还有生在大陆长在台湾后再移居泰国的老人，如《土地》，讲述一

位出生在闽西，长在台湾，后移居至泰国的怀旧老人。虽然老人们的类型多样，

但多以具有中华血脉的老人为主。第二，按性别划分，有老年女性也有老年男性，

但其中对老年男性的描述居多，这可能与曾心本人是男性具有很大的关系，这样

其更能抓住老年男性的心理特征，从而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和描写。第三，从经

济条件上划分，有生活富裕的老人，如《寂寞病》里的李太太，住着别墅洋楼；

也有生活贫寒的老人，如《一坛老菜脯》里的冯大妈，住着只有在曼谷贫民窟才

能见到的简陋小木屋。第四，就家庭成员构成来看，“大多都是儿孙满堂”，或步

入耄耋之年，或老伴离世。如《寂寞病》中的李太太、《老泪》中的老店主陈五、

《生日》中儿女满堂的李家坤、《品茗谈天》中的孤独老伍等。孤寂、落寞、需

要关爱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曾心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些老人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和生动的刻画，为读者呈现出众多不同的老人形象，同时反映了各种形象的内涵

和寓意，以及所反映的社会伦理问题。这些不同的类型又表现出老人共有的形象

类别，集中表现在孤独老人、有为老人和情趣老人三个形象，其中大多数的老人

过着孤独、寂寞的（终日独居）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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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老人形象的类别 

 

一 、孤独老人形象 

孤独老人是曾心作品中老人形象的集中表现，他们多抑郁、孤寂，整日愁眉

苦脸，遇人过度热情，但是情绪多变，甚至聊天时还会痛哭流涕。通过作品中描

写孤独老人形象来揭示现今社会值得关注的普遍现象。曾心作品中的孤独老人形

象各异，但却又具有相同的生活背景，即子女长大成人、远离父母安家立业，老

伴去世，留下孤寡一人，终日无人为伴。这些老人往往为家庭、社会奋斗了大半

辈子，晚年却凄凉地孤独终老。如《寂寞病》中一位生活富裕却很孤独的老太太，

老伴离世，孩子又各自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终日只能以宠物为伴，为了寻求解

除内心的寂寞，居然以请医生看病为由，找人聊天，甚至不惜高额的“先生金”。

文中作者从第三人称的角度，使用简练平实的对话，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孤独老太

太的内心状况： 

 

片刻，慕钟转移话题：‚近来，李太太身体可好？‛ 

‚自李先生去世后，身体一直不怎么好！西医查不出什么病。所以

今天请你来把把脉。‛ 

慕钟伸出三个指头给李太太把脉，觉得其脉不浮、不沉、不大、不

小、不缓、不急，来去从容，不属病脉。 

凭慕钟的临证经验，像李太太这种病，是按其脉，不知其病的，是

一种现代上层老年人的流行病，但他不好直接说出口，只好对李太太安

慰说：‚看你的脉象还属于正常的呀！‛ 

‚慕钟，也许我的病碰到医生，就自动好了！‛两人相视而淡然一

笑。
[1]
 

 

文中作者并没有刻意描述李太太的内心世界，只是通过她和医生的几句简短

对话，便让我们形象地看到了一个儿女远离、丈夫去世、一人孤居的富裕老太太

的内心寂寞和孤独。这是暮年的悲哀，她因孤独而不安，更增添了她对他人的渴

求和依恋。文中借用李太太的一句话，“我的散心，就只有这些猫呀！狗呀！鸟

                                                 
[1] 曾心，《寂寞病》，载《蓝眼睛》，曼谷：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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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更是将其希望找人聊天的迫切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证实李太太的病

症属于心病，更是连续使用了六个“不”字来强调绝非他病。《钥匙》同样描写

一位孤独的老人，以九把钥匙来表现老人一生的成就，随着钥匙一把把地分别给

予前妻的子女，老人也变得越来越孤独。在世俗人的眼里，钥匙是财权的象征，

可连最后一把钥匙妻子也想要拿走，面临孑然一身、孤苦伶仃的境地，他原本忐

忑不安的心变得更加凄凉。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情节： 

 

唯有李伯每次发功都在哭，声调凄凉哀怨。更甚者，其哭声，一次

比一次更大，更惨，简直成了一种干扰‚静态磁场‛的噪音。 

于是，一次收功后，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李伯，你心里有什

么伤心事呢？‛一个师弟按捺不住第问。李伯擦着脸上的泪痕，作者手

势，表示‚一言难尽‛。‚李伯，你把它公开出来，明晚发功时就不会再

哭了！‛另一个师弟‚挑‛这李伯讲出‚哭因‛。 

李伯被大家这么一‚挑‛，心里的‚惨事‛即刻爬到皱脸上，眼眶

又涨红起来，内心极度的哀痛，鼻子一酸，啜泣起来。……‚原来我有

九把钥匙，现在就剩下这一把了。‛说着又抑制不住伤心地哭起来。[1] 

 

文中短短的几行字，作者描写了李伯的四次哭泣，表达了孤独老人的无奈和

老人三宝（老妻、老友、老钱）的重要性。通过李伯交钥匙的详细描述，有力地

揭露了家庭伦理道德的荡然无存。其他作品也对孤独老人有较为细致的描写。如

《老泪》中七十三岁的陈五，辛辛苦苦一辈子，尽管生活道路多坎坷，也都能煎

熬过去，从来没流过一滴眼泪，老年却老泪纵横，孤独度日；《品茗谈天》中报

馆“告老”回家的老伍，因老伴的离世，自己更感孤独。以前为了工作，都没时

间和妻子谈天。为了弥补心中的遗憾，便经常来妻子的坟地陪妻子“谈天”，缓

解自己的孤独情感；《窟》中八年间搬了三次家的老人，竭尽所能送子女去英美

深造，到头来子女一个告诉他“在美国独居的老人多的是”，一个打电话劝他“最

好进养老院”，最后落得个孤老终生，“死到连一个窟都无”。 

曾心作品中的孤独老人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即“心孤身不孤”的老人，这些

老人虽然与子女同住，但对新生事物的不了解和抵触，使他们和子女在心理之间

                                                 
[1] 曾心，《钥匙》，载《蓝眼睛》，曼谷：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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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高大厚重的一堵墙。他们保守、怀旧，充满对故人、故乡、故景和过去生

活的回忆怀想；他们认定今不如昔，生活在今天，志趣、习惯和观念却滞留在昨

日，一言一行与现实生活有较大出入；他们恪守传统、倡导传统，但相反的是他

们的子女们都已经抛弃了传统。他们禀行“君子取财有道”，但年轻一代已经被

市场经济的物质主义所吞噬。“精神孤独比饥饿更可怕”，“精神孤独比贫穷更可

怕”，医学研究表明，精神上的缺失比病痛可能更折磨人。如果老人得不到抚慰，

没有愉快的老年生活，就有可能会导致一系列心理和生理疾病。在《家规》中，

曾心通过一对父子有关生意选择的一段对话，向读者描述了新老两种不同价值观

念在不同代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展示了一个老店主思想由于不被儿子接受所感受

的挫败感。一句“按照这样选择事业和生意，恐怕就会像爸爸那样一辈子做小生

意”，让老店主伤心欲绝。一个老人最大的不幸可能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法得

到子女的认可。虽然曾心并未在文中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但从词语之间可以看

出其对老店主的同情之心和对儿子行为的不屑之感。《生日》中的李佳坤，一位

子女关心太少，缺乏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孤独老人，虽儿孙绕膝，却因无法得到子

女真正的关心而内心孤独，最终只能无奈地选择保住“老钱”；《老两口》中的老

两口，为儿女辛辛苦苦一辈子，老来却过着孤寂、清贫，甚至可以说凄惨的日子。 

曾心有着一双明察社会的眼睛，他可以从现实生活细小平凡的变化中，从普

通人都熟视无睹的社会现实中，观察并体会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这些作品

中不难看出，曾心先生对于人性的弱点和生活中的阴影深恶痛绝，鞭挞当今社会

父子、父女之间亲情缺失，只剩下冷酷金钱关系的现状。但他不是以直面人生、

针贬时弊、愤世嫉俗的态度予以鞭挞，而是以善意的讽劝和同情理解的心态给予

宽解，努力使矛盾缓和，人心向善。如《老泪》、《钥匙》对不孝子孙见利忘义，

视父子、母子之情为赤裸裸金钱关系的昭示与讽谏。老人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

问题，老人的现状直接反映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沉沦。曾心对老人的深

切同情，也是对社会的有力批判，其主旨在于引起社会的警省，维护父兹子孝、

人与人和睦相处的生活。这不仅让人自然的想到一位中国歌手陈红的一首《常回

家看看》： 

 

‚找点空闲 找点时间，领着孩子 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 带上祝

福，陪同爱人 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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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 回

家看看，哪怕给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

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只图个平

平安安。‛ 

 

因歌词完全写出了现今老年人的心声，且贴近生活、通俗易懂，一时红遍整

个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这首歌也为天下的儿女们提出了期盼，期盼他们能够

关心父母，在百忙之中常回家看看，还父母一个团团圆圆。我想，这也应该是曾

心在作品中所想要表达的一种愿望吧。 

 

 

二、有为老人形象 

有为老人是曾心作品中第二种较为常见的老人形象。他们具有仁爱之心，知

荣辱、明是非，遇事从容，能够泰然处之，以自己的言行影响、教育和关爱下一

代，关爱这个社会。曾心的作品中描述有为老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捐躯》、

《三愣》、《三个指头》、《土地》、《大自然的儿子》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

到，老人虽老，但却意志坚定、勇敢、顽强、永不放弃，他们身老志坚，即使儿

孙满堂、衣食无忧，但仍在勤劳工作，散发着自己的一丝余热服务社会和大众。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通常不将老人融入大众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往往认

为老人失去了劳动能力，也就失去了社会地位。在美国，工作代表一个人的身份

和地位，也代表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价值，人们倾向于用职业来评价个人。

老人由于不再工作，从而成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美国文化中人们对老人的看法

和比喻常见如下：老狗难学新艺，年老心孤，年老智衰等等。在西方国家的主流

媒体中，树立老人正面形象的数量较少。美国 65 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 12%

以上，而媒体上的正面形象比例仅为 3%，[1]这种文化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中的“尊

老敬老爱老”的传统有着较大的区别。在中国，老人往往是成熟和充满智慧、经

验的象征。中国文化中对老人的比喻多是正面的，如老骥伏枥，老马识途，老当

益壮，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等等。但是令人担忧的是，随着西方文化入侵，越来越

                                                 
[1] 吴定勇，王积龙.浅析美国媒体老人形象问题.国际新闻界，2007，（4）：37-40.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3 

 

多的中华年轻子女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失去了对老人应有的尊敬和价值认

可。曾心作品对有为老人形象的描述，表达了他对老人的社会存在价值的认可，

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当下社会和子女忽视老人、疏远老人的不认同。 

《捐躯》中，作者并未对玛妮老师做正面描写，仅仅借从“女儿”的口头描

述，便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奉献自我、关爱他人的老人形象。作者以玛妮老师为代

表，描述了一批像她一样为了他人而捐献身躯的人们，他们“有的是御官、政官、

军官、博士、教师、律师”等，这也就是“女儿”口中的“大恩师”。文中正面

描述捐献者的有两处，一处是那封遗书，其中写道“我知道，生时，躯壳只是灵

魂的寄宿。死时，我自愿把身躯捐赠给医院，以求灵魂得到安息！”；另一处是玛

妮老师的遗像，“玛妮老师一头白发，清瘦的脸，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

流露出慈爱、博学、期待的眼神”。作者用“紫影青光的佛国魂”表达了对他们

的尊敬，也表达了对独立自强、散发余热老人们的高度赞扬。在《三个指头》中，

老医生“朱半仙”乐观自在、劳尽终生的人生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满鬓

银丝的他仍然坚持为病人看病，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其保持长寿健康的秘诀

给其他老人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一个目标：健康；两个一点：勤动一点，糊涂

一点；三个忘记：忘年龄，忘积怨，忘疾病”。最后，在明知自己气数将尽的情

况下，他依然从容不迫、泰然处之，坚持为病人看病，理智乐观的态度让人佩服。

散文《百鹤图》中的郎静山老人，虽已百余岁，仍不服老，积极参加国王驾临的

开学典礼仪式，并赠送给国王自己百岁时的剪贴作品。我们不禁感叹，年龄不是

问题，只要有颗燃烧的心，每个老人都可以实现自我、超越自我。 

曾心作品中有为老人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求知。小说《李嫂》中，老人李嫂

已经六十多岁仍然参加华文夜校学习华文，求知之心让人钦佩。“活到老，学到

老”，“活到老，做到老”，对于老人，只有不断的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才能更好

地适应时代，有了更多的才智，既可愉悦自己，也可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服

务于社会。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是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是老年群体精神

需求的最高境界。 

 

三、情趣老人形象 

情趣老人是曾心作品中第三种常见的形象。古今无数事例早已证实，具有无

限情趣的老人更加长寿。他们能够时刻克服对身体健康有害的不良情绪，始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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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健康乐观的心态，达到内心和谐。他们慈祥、善良、兴趣广泛且又富有人情味，

他们仁爱、平静、理智、乐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想得开，想得宽，想得远，

对名利之类的得失，完全采取超然物外的态度，一切顺其自然，处之泰然。他们

乐观地对待不如意的事，热爱社会，热爱他人。曾心作品中的情趣老人或摄影收

藏、或养鸟种花、或品茶烹饪、或书海漫游、或挥毫泼墨、或吟诗作词、或畅游

览胜„„，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除烦解忧，充实晚年生活，更有益于身心

健康。一代伟人邓小平依靠豁达的胸襟和大智慧活到了 93 岁高龄。对于他的养

生秘诀，可归纳为 20 个字：“乐观豁达、勤于动脑、坚持锻炼、合理膳食、家

庭和睦。”字数甚少，却蕴涵着大智慧。曾心的作品对情趣老人的描述也时时传

达着这种观点。 

 

 

散文《登武当山极顶》是曾心作品中少数描述宗教文化的作品之一。文中对

与道教有关的事物进行了浓墨重彩地描述，表达了曾心对道教文化的偏爱。文中

有关登山过程的描写，将一群乐观向上、富有情趣的老人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几段对话向我们展示了几个童心未泯的老人： 

 

吃完早餐，文友们都到门口大厅集中，一见面都互相询问：‚上不

上金殿？‛不想去的人说：‚风景诚可贵，生命价更高！‛想去的人说：

‚不到金殿非好汉！‛此时，有位老教授慢悠悠地说：‚我们到达武当，

已是英雄了！‛在旁的另一位老编审也给双方说了鼓励话：‚上者是行动

英雄，不上者是理智英雄‛说得个个眉开眼笑。……‚龙教授，现在就

看你是龙还是虫的时候了，如上得去，就成龙；上不去，则成虫了！‛

说得两人变喘息声为笑声。……有人说：‚由于我们有一片诚心，真武

帝在山上给我们发功助力了！‛ [1] 

 

读者看到一群老顽童嬉笑打闹的生动场景。文中的老人面对延绵崎岖的山

路，不但没有畏惧，反而通过几句改编经典名句调侃的玩笑道出了他们乐观活泼、

健康平和的内心世界。看似描述登山，实则向人们传达一种情趣老人的乐观精神

                                                 
[1] 曾心，《登武当山极顶》，载《心追那钟声》，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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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生态度。曾心曾经说过：“我的散文，喜欢带有较浓厚的个人的主观色彩，

一面写景，一面写自己的内心的景，使内外两景同时交叉进行。”《登武当山极顶》

何不是他向读者展现自己积极乐观的内心世界呢？ 

曾心在描述情趣老人的时候，经常借助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活泼的气

氛。《大自然的儿子》一文中，在见到乐观老人“亲家翁”之前，他有这样一段

描写： 

 

星期天一大早，我驾了私家轿车到万昌一个码头，把车停在一安

全处。表嫂熟悉地雇了一艘长尾电动船。我们尚未坐稳，船便迫不及

待‚嘟嘟‛地开动机器了。船驶得快时，船头翘得老高，整个船好像

要离开水平面，向天飞去似的。坐在船头的我，迎着伴有野草花气息

的大自然的风，和渗着浪花溅起而漂流的水雾，好像服了一剂芳香清

窍的苍耳散加味，平时常不顺畅的两个鼻孔，顿觉通窍开赛了。…… 

表嫂也和我同行，在方圆二十多莱的果林里，狗弟两手掰合成一

个话筒，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高喊：‚公公！公公！‛依然没有

回声，只有小鸟在人心果和潘石榴中‚唧湫‛地欢叫着。[1] 

 

文中在见到亲家翁前有关景物的大段描写看似偏离主题，但却是和后面刻画

“阿公”这一情趣老人形象遥呼相应。文中描写的高高的椰子树、簇簇的水浮莲

和茂盛的水果林，既是写景也是写人。而对“我”“通窍开塞”的舒畅感觉和小

鸟开心幸福的“欢叫”，也都是在映射“阿公”的平静、仁爱，热爱社会和自然

的性格。另外，文中对于长寿之道的论述也表达了老人保持情趣心态的原因。内

心和谐、慈祥、善良、乐观、不追求名利得失这些特质，无不在亲家翁这个九十

岁高龄老人身上体现。在《百鹤图》中，曾心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情趣老人形象

——郎静山老人。文中一段话描述了老人风趣洒脱的内心世界： 

 

我正要发问，恰好在旁的以为贵宾虾似的躬下腰问：‚郎老，平时

你吃什么东西，才能这么长寿？‛ 

郎老风趣地答：‚两脚的东西不吃，四脚的东西不吃，天上的东西

                                                 
[1]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载《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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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海里的东西不吃。‛ 

我一听，便起了疑心：‚这么多东西不吃还了得？‛ 

郎老的陪同者，立即笑而作了解释：‚两脚东西不吃，是指人不吃；

四脚东西不吃，是指桌子不吃；天上的东西不吃，是指飞机不吃；海里

的东西不吃，是指潜水艇不吃。意思是说什么都吃。‛ [1] 

 

用人物的外表描写和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是曾心作品的一大亮点。文

中曾心用郎老短短的几句话展现了他风趣幽默、睿智乐天的老人形象。这里有两

个妙用，一则，一个说话风趣的人其内心世界肯定也是乐观的。老人用一个颇有

趣味的谜语说出了自己的饮食习惯，这本身就表明老人具有乐观的心态；二则，

老人的谜底“什么都吃”也表明了其无所顾虑的性格。 

 

第二节 老人形象的内涵与寓意 

 

一个真正的作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能够洞察人间万物，关注人间疾

苦，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或告诫，或警示，或推崇，或引导，以使人类社

会和谐发展。而一个成功的作品，也应该把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灌注在作品之

中，透过人物刻画和命运走向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来展示给读者。细品曾心的作品，

可以发现它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微缩景观，其作品中每一个老人形象都代表了

现实生活中的一类人，只不过借小说人物形象表达出来。同时，每一篇关于老人

的文章都诉说了一片真情，告诉人们一个做人的道理，给人们予启发。字里行间

时时刻刻都透露着一种爱，一种家庭的爱，亲情的爱，对社会的爱和对自然的爱。

《捐躯》中慈爱、博学的玛妮老师，“生时，早早留下遗嘱，自愿捐赠身躯给作

实习！”一个教师对学生的关爱，对教学事业的热情，对医学未来的期待并没有

因死亡而结束，而是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永存希望的境界。《礼品》中“古盘在这

样恶劣的情势下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份量可想而知。”“红极一时的彩电已因

‘过时’或‘老化’被弃之向隅，而成了‘废品’了。只有连着叔公人生的古盘，

仍永葆青春，逐年增值。”写古盘实际写叔公。叔公用智慧保住了古盘，以盘寓

                                                 
[1] 曾心，《百鹤图》，载《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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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在写叔公的智慧、坚强和乐观。 

通过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心隐含在作品中的主要意图和思想倾向。曾心

作品中老人形象的内涵和寓意可总结为以下三点：对传统文化遭遗弃的忧虑，对

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发扬和对老人社会存在价值的认可。 

早在泰国，就有一些文人墨士倡导人们防止“全盘西化”，并积极弘扬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曾心虽然在文章中并未直言此事，但是从其作品的立意来看，

也支持这一观点。他通过描写大量的老人形象从侧面探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发扬问题，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遭到遗弃的忧虑。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与中国一般文学作品中多使用智慧老人、坚强老人、倔

犟老人、硬汉老人形象不同，曾心作品中的老人形象多表现为无助、孤寂，同时

恪守传统中华文化。这些老人形象看似平凡，却贴近生活现实，其有血有肉的形

象更容易给人以思想上的共鸣，让人们更加关心老人的心理状况和中华文化的恪

守和传承。如《窟》中留美的子女完全背离了华人重视家庭、重视孝道的优良传

统，说什么“美国独居老人多得是”、“最好进养老院”，这种“西方文化”的入

侵将年轻一代中华儿女引向了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使拜金主义污染了年轻人的

心灵，他们不再恪守中华民族注重亲情、注重孝道的优良传统。 

曾心作品中多次提到了老人们恪守的“家规”，如散文《大自然的儿子》中，

有这样一段描写： 

 

‚姑姑！‛他露出一口黄牙齿，用纯正的潮洲话欢乐地叫。那几只

狗也欢乐地摇起尾巴。 

我觉得很惊奇：‚这小孩怎会讲潮州话？‛ 

表嫂亲昵地携着那孩子的小手说：‚他是我弟弟的尾仔，名叫狗弟。

在家里，阿公都要子孙说潮州话。如果不说，阿公就会骂他们，不爱他

们，因此，家里大小都会说唐话。‛ 

我真没想到，在这鄙陋的水上人家，华人竟然还有这一条教子教孙

的‚家规‛。
[1]
 

 

在小说《李嫂》里，曾心也用了相似的情节描述了“家规”： 

                                                 
[1]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载《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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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怕子孙后代不会讲唐话，便来了一条‚家规‛，子孙回到家里，

跟她讲话不许说泰语，都的说唐话。每当伸手要钱时，她总是用唐话问：

拿去做什么？小孩得用唐话回答，如果说不出，就不给钱。这样久而久

之，一家大小都会说唐话了。[1] 

 

同样在小说《老店主》里，也有一条“老家规”：“不该赚的一铢也不能多要”。

曾心更是用“家规”二字作为一个名字创作了一篇小说，描述了一个老店主奉行

祖训的两条商业家规：“一不能积恶；二不能杀生”，并用短短数语就将新时代下

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的困惑展现得淋漓尽致。家规，也叫家法，是指一个家

庭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一般是由一个家族所遗传下来的教育规范后代子孙的

准则。因此家规也往往象征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传承。曾心在多个作品中都

提到了“家规”一词，有着其深刻的韵意，体现了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发

扬。除了使用“家规”来寓意中华文化外，曾心还在作品运用多种事物来比喻，

如中医、中药、唐话、中国字、中文谚语等。如在《三根指头》中有这样一段描

写： 

 

据说他要把医术传给儿子，儿子不要；要传给儿媳，儿媳不要；要

传给女儿，女儿不要；要传给女婿，女婿不要；要传给孙子，孙子不要。

这种‚家传‛看来已绝路，他便改为‚师傅‛——师以传弟。谁知辛辛

苦苦招来了几个‚徒弟‛，个个半途而废了。结果还是自己硬挺着一把

老骨头，死挑着这古老中华国宝的行当。[2] 

 

文中看似轻描淡写地使用了一串简单的排比句，但却道出了老中医朱一新对

传统中华国粹的坚持，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硬挺着一把老骨头死挑着”。

曾心作品中的老人大多是生活在泰国的华侨或华裔老人，这些老人形象反映出生

活在泰国的华侨与华裔老人的头脑里始终保留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并表

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怀念和期望。从他（她）们的不同形象中，可以看到早年

                                                 
[1] 曾心，《李嫂》，载《蓝眼睛》，泰国：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 

[2] 曾心，《三根指头》，载《蓝眼睛》，曼谷：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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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移民到泰国的华裔所经历的生活道路，这些也可以从《互考》、《宝贝》、

《种子》等作品中可窥一斑。 

 

第三节 老人形象所反映的社会伦理问题 

 

曾心作品中有很多反映泰华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矛盾的故事，在活灵活

现的老人形象描写背后反映出深刻的社会现实。《老泪》、《老两口》、《生日》抨

击了当今社会某些年轻人很少关心老人，只知向父辈索取，甚至不愿承担赡养责

任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丑恶品质，颇有醒世骇俗的意义。还有一些作品异常深刻地 

 

揭示了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如《三愣》描写一个自奉甚俭，甚至看病也要

与医生讨价还价的佝偻者，竟然为华校复办之事捐款五百万金，大出人们之意料，

歌颂了那种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舍己为

人、彼此信任、宽容大度等美好品质。 

曾心的部分作品通过老人形象来展示暴露阴暗面，抨击鞭挞假恶丑现象。在

他创作的关于老人形象的作品中，就有无情地揭露不孝子孙见利忘义，视父子、

母子之情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如《老泪》全篇短短 800 多字，却生动地描写了

老人陈五在晚年后的悲惨生活，并借此以怒斥社会上的不孝子女；《钥匙》也用

寥寥千余字描述了一个老人步入老年的迟暮，进而唤起人们对老人内心生活的思

考；更有揭露当今社会上恶势力、骗子的欺骗手段，如《捻耳记》，用一个老妇

人的经历鞭挞了社会道德败坏，人伦丧失的现状；曾心也在《窃名》中以辛辣的

笔调唾弃了李旺这个窃名者，其文章的核心实质是在抨击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

会潮流。以上这些作品看似鞭挞、批判社会现实，但主旨都是引起社会的警省，

唤起社会的爱心，以循循善诱的宽解之情，去点燃被商品经济泯灭了的人类纯朴

善良的本性，以共同保护自己的家园，维护父慈子孝、人与人和睦相处的生活。 

曾心是一个艺术感受力异常细腻的作家。他善于敏锐地发现生活中富有深厚

内蕴的事物，发现人物内心深处某种闪光的或阴暗的东西，并及时予以捕捉并巧

为编织、融化在自己的作品里。所以他的作品总体而言紧密联系现实，生活气息

非常浓厚，并能够以此来反映社会中遇到的各种伦理问题。曾心是一位善良、忠

厚，且颇富有同情心的长者，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人与社会的殷切关注，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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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看到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端，进而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并将它们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用以警示世人。曾心不是一个随波逐流、争名夺利的

人，他有着分明的爱憎和强烈的公德心。事实上，曾心作品中所描述的各种现象

在现实生活颇具有代表性和启示性，如由于现代社会人与人距离拉大、彼此失去

信任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病（《寂寞病》）；如描述当代子女无法理解父母孤寂之

心、不懂体贴父母的残酷现实（《窟》）；如描述子女不孝，不赡养老人的新一

代华人子女（《老两口》）。除了关注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外，曾心还特别关注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大自然的儿子》中，他通过描述阿公这一人物形象探讨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在《猴面鹰哀思》中，则用第一人称“我”的经历反思

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种种罪恶；在《存亡绝续的野生动物》一文里，他更是直接表

达了自己对野生东西灭绝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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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曾心小说、散文中老人形象的艺术特色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艺术世界最活跃的精灵，他们是作家倾心孕育的生命，

也是主要的审美对象。曾心先生在描写老年人的作品中则非常注重真情实感。他

以大夫的身份，将看病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如实记录下来，并且满怀

人道主义的情怀，密切关注泰国老年人社会生活，对老年人的境遇、心态乃至通

病都系于心中。全球面临步入老年社会的现实，而老年群体是泰国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曾心在给老年病人把脉之时，也为人类社会诊了脉。他通过给老人治病

的引子，想起社会疗球者的关注。比如《生日》、《寂寞病》、《钥匙》《寂寞病》、

《品敬谈天》、《老两口》等系列作品，多方面、多视角地反映老年社会的种种痼

疾。其中《品敬谈天》和《寂寞病》两篇作品分别描写了老伍和李太太两位老年

丧偶者的现代老年寂寞病，如同两篇纪实作品，毫无虚构的迹象，真实而又感人。

这类当今社会的“通病”，会使人产生共鸣，对两位老人的孤独、寂寞深感同情。

同时也让人警省，是否应该有社会机构来关注此事，而不应由医生用“聊天”来

解决问题呢？ 

《生日》、《老两口》是直斥不孝子孙伦理道德缺失的两篇作品，作者把老无

所养，病倒也无人知晓的悲惨场面展现于读者面前，两篇作品人物不同，情节各

异，但与前面的《老泪》、《钥匙》都有着共同思想倾向，共同真实性的艺术魅力。 

 

第一节 巧妙的故事情节设定 

 

为了达到引人共鸣发省的效果，曾心作品的大多数故事都贴近现实，语言朴

实直白，虽然缺乏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但细细品来，却又是选材独

特，意味深长，并善于运用巧妙的故事情节设定达到意蕴丰饶的艺术效果。 

在很多作品的故事情节设定中，为了吊足读者的胃口，曾心喜欢在故事开头

埋下一个“包袱”，并将故事转折点放在最后，从而使读者产生心理上的巨大反

差，达到急转直下、破涕为笑的效果。巧设悬念这一技巧在曾心的作品可谓信手

拈来，对于巧合和悬念的运用使得故事的戏剧性加强，扩大了审美性，也紧紧地

抓住了读者的心。如在作品《蓝眼睛》中，父母一直担心在英国哈佛读书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