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   论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中国和泰国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两国关系之密切，影响之深远在世界上

也是少有的。这种影响在文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分不清哪个文化是中国

的，哪个文化是泰国的。两国社会进入近代史阶段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

略，萌生了启蒙主义思潮。到了 1919 年中国的“5.4 运动”和泰国的“6.24 运

动”前后，两国的启蒙主义思潮出现了高潮。在这样一个历史变化中，两国小说

在新的历史时期它的地位和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几百年来

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学影响，其时间界极大多在现代文学阶段以前，而且研究

方法较多偏向于影响研究。但是，除了影响研究的方法以外，能不能还可以通过

平行研究的方法探讨两国间现在的文学现象，从中有所领悟呢？因此，对中泰文

坛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两国新文学界中比较有影响力的郁达夫和孟昭

‧阿卡丹庚的比较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基于这些认识，本文将对中泰现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作家郁达夫与孟

昭‧阿卡丹庚小说创作特色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揭示他们的文学共性和差异。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是两位在国内外文学史上具有独特思想和独特风格

的重要作家，引起了当时大众的的强烈反应，赢得了广大的欢迎和称赞。笔者在

读其作品后，发现两位作家的创作这方面大致相似，为何发生这种现象呢？笔者

为此寻找答案，终于发现某个国家的作家受到某其他国家的小说创作思想观念的

影响是可能的。中泰两国是姐妹国家，所以中泰作家有相似的小说创作也是可能

的。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虽生于不同国家，但我们却能从他们作品中找到他

们小说的共同创作特征，这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任何艺术是离不开社会环境

和时代而发生的”。即：“读文学，也是读历史的”。 因此通过他们的小说，

我们能看到当时他们的生活经历，社会，文化背景。目前中泰文学比较研究相当

欠缺这个现状，笔者认为能展开这一选题是有意义的，有必要的。本文以他们的

小说创作特色：苦难人生，爱情苦闷，零余者这几个关键字为主线，以研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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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创作的异同为主要方向，把他们小说研究的资料串起来，从而形成这篇文

章。在泰国文坛上，泰国文学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名为现实主义派。创始人

是孟昭‧阿卡丹庚亲王（生于 1905 年），孟昭‧阿卡丹庚在泰国文学中第一部

自传体小说《人生戏剧》1928 年发表。小说里面的故事是采取日记形式，是以国

外为背景而生。他用第一人称来描写了“我”──维属，缺乏爱抚的童年，父母

对子女的偏爱，使主人公产生的自卑心理和对弱者的同情，自幼对于赌博的曙好

和朦胧的初恋的爱情。小说的国外生活部分是主体，作者像讲故事一样朴素地道

出了一个留学生的经历。他的苦恼和欢乐，一个身处于西方社会的东方青年的感

受和见闻。再说，作者通过“我” 说明生活，幸福、痛苦是无常的，难以预

测，人生就像一出戏剧。 

    他的小说像旅游日记一样真实，小说大部分都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

把孟昭‧阿卡丹庚的小说连起来读，基本上同他生活轨迹相合。这样新奇的情

节，给当时读者和其他作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影响到后来作家的写法。 

 他的小说人物更离不开作者本人，是根据作者本人的思想：幼时没有得到父

母的温爱，这种幼枝的悲哀，建设了他的自卑性、忧郁性 、怨恨性等等。所

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塑造出的某种人物，那种自艾自怜，充满寂

寞、孤独、矛盾、脆弱、悲伤的字句，因此他才会写出充满个性的苦闷和反对传

统礼法的小说。 后塑造了一个充满了“零余者”形象 。孟昭‧阿卡丹庚说

“我是在泰国学校毕业的，将来自己能会做什么呢? 怎么可能比得上从外国学校

毕业的呢？一个月的薪水活的了吗?学校啊！我们学校！真悲惨！
[1]
”。  

从他小说中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存在的富国强兵的理想，这透露到他

小说中的革命思想，不过是对泰国的某些陈规陋习的攻击和青年人命运的关心

上。不仅如此，孟昭‧阿卡丹庚小说能把当时泰国上层的贵族社会公开地暴露出

来，大胆地作出向来没有人敢做的。解开泰国上层的贵族的暗藏，让普通人民认

识他们的生活状态。虽然他出生于上层贵族的亲王，但他活得像普通人一样，没

有任何差别，他一直认为自己也是一个穷亲王，他的身份没有当饭吃。 

 

                                                 
 
[ ] 1

孟昭‧阿卡丹庚.人生戏剧,曼谷：怕匹大亚出版社，200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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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爱情苦闷的表现也是他的一个重要主题，他所有小说都是存在作者的

“苦闷爱情”表现。《人生喜剧》的“我” ：反对当时泰国社会的传统男女

“性”的不平等问题，对于丈夫可以有很多妻子，向当时泰国社会的“性道德” 

提出大胆挑战。这也是作者本身和他母亲的真实遭遇。因此孟昭‧阿卡丹庚的觉

醒能使当时的泰国人对于“一夫一妻”的反省。 

孟昭‧阿卡丹庚的第二部小说《黄种人白种人》是注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种族

歧视问题。人的“善” 和 “恶” 不是在于人的出生点，人的皮肤，产生不平

等的问题。作者认为人受到良好的教育，良好的环境，良好的培养，即使皮肤的

颜色不同，人与人之间也会平等的，尤其是在爱情方面。 

孟昭‧阿卡丹庚小说发表后，社会的反响很大。大多数人以为小说中的主角

就是作者自己，继而又问其他角色是否真有其人？而亲威甚至认为作者诋毁了自

己的父亲。产生这场风波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社会对艺术真实的不理解，但另

一方面也可以证明作者在艺术上的成功，因为在泰国早期小说创作上“假”几乎

是一种通病的情况下，这可以说是他创作上一个突出成就。 

 

二、有关研究课题的状况和要解决的问题 

至今，纵观孟昭‧阿卡丹庚研究，笔者发现虽然孟昭‧阿卡丹庚名誉在泰国

文坛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人们还是比较少认识他，甚至知道他的小说的人更

少，是因为一是他人的生命短，二是他留下的小说不多，因此研究孟昭‧阿卡丹

庚小说几乎很少。虽然有，但只是评论他的小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文风大胆，坦率和真实的重要作

家。在那个年代他的前卫风格的确是独树一帜，注重于内在的剖析和表现自我，

用字暴露濒于当时的社会传统好道德，作品内容太过颓废有败坏人心之处。但正

因他不刻意掩蔽，所以他所写的才是一个有情的真实世界。另外，在他的小说中

充满着主观抒情的色彩，因为他常常将自己的情感习惯融入到他 的写作中。 

    郁达夫的第一篇小说集《沉沦》发表后，在旧中国那枯槁的社会里，那青年

的苦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郁达夫也是因此而斐声文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

誉。此后，在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郁达夫又写了 50 多篇短中篇小说。其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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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篇章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对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笔者认为要关注到他的开创“身边小说”小说新模

式。郁达夫开创的“身边小说”或者“自叙传”小说新模式都是对中国新文学的

一大贡献，这一点早已被学术界所公认。郁达夫创作的 50 余篇小说中属于自叙

传性质的小说就有 40 余篇。身边小说大多选取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角度，有

利于抒发主观情感和表现自我，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因此郁达夫用这样

的创作特色，向读者说出他自己的人生感受，痛苦悲伤的过程，赤裸裸的心灵袒

露缩短了与读者的距离。    

郁达夫的另一种十分重要的，那就是性的表现。男女关系的不得已而激发起

内心的不可名状的苦闷，现在作品中的便是那主人公变态的性倾向。《沉沦》的

“他”，是在这种苦闷中苦苦挣扎，是在这种充满情感的真实流露，使人有着一

种纯净的悲哀。这些当然与郁达夫本人的性格和气质有关。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孟昭‧阿卡丹庚认为“我擅长

写关于我身边的故事，而我不擅长写我不熟悉的”。在泰国文坛上，评论者曾评

论孟昭‧阿卡丹庚小说是他的自叙传，但他却不承认。他说“我的小说是凭我的

构想而写的，是以真而写的，所以难免出现将我投入到小说中。我再说一次，我

的小说不是我的自传。
[1]
”虽然他不承认这个观点，但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小说中

的观点，情节，人物，都是离不开作者本人的。 

    孟昭‧阿卡丹庚与郁达夫都是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笔者认为孟昭‧阿卡丹

庚像俄国屠格涅夫小说中的《多余人日记》的一位家道败落，身世飘零，性情抑

郁的贵族青年人形象。再说，郁达夫小说思想 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所以通过

这段话笔者认为,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他们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深。加

上他们本人的的个性，气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小说创作艺术。 

总之，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现在都已是文学界公认的优秀作家。在两位

作家生前所处的年代和国度，他们的作品一问世，便轰荡了当时的中泰文坛。对

爱情苦闷直率的表露，对人生苦难的表白，对小人物的零余者形象的描绘，无不

使得当时本国文学界及社会各界反应极为强烈。他们开拓的“新文学”，对 20

                                                 
[1]  孟昭‧ 阿卡丹庚.黄种人白种人 ,曼谷：double nine出版社，1999.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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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中泰两国作出很大的贡献。如今，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的

思想进步与文艺批评的洗礼，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的作品得到了比较全面的

肯定和普遍接受。 

对郁达夫的研究评论有着多种多样，但对孟昭‧阿卡丹庚的研究评论相对比

较少。所以通过本论文不仅能弥补对孟昭‧阿卡丹庚本人和其作品研究的欠

缺 ，而且能展开泰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此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尽管二

者在许多地方都有极大的可比性，但一则由于泰国的比较文学批评起步较晚，泰

外的比较研究从深度到广度都普遍欠缺；二则由于孟昭‧阿卡丹庚在国外的影响

比之郁达夫在国外的影响差之甚远。因而海外学者对孟昭‧阿卡丹庚研究很少；

三则在国内学者对孟昭‧阿卡丹庚和郁达夫研究也是比较少，甚至将郁达夫与孟

昭‧阿卡丹庚放在一起来比较的文章迟迟没有出现。 

    笔者为了填补两位作家个人的研究史和中泰比较文学史上的空白，进行了郁

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小说创作特点异同的研究。因此，对中泰文学的比较研

究，尤其是对两国文学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巨匠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的比较研

究，意义深远。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接受过西方文学思

潮的影响。通过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可在其中吸取他们的文学精髓，从而为展示

文学的多样性，为进一步丰富世界文学研究宝库而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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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第一节、郁达夫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一、郁达夫的社会背景 

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陷于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他们依靠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操纵了中国军政大权和经济

命脉。强迫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签了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经济独立和国家

自卫能力，将中国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这段期间，中国人民不堪忍受压迫和剥削，而起来反抗，终于这些点燃了中

国人民反抗接连不断的革命运动。 

    到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推翻了清王朝 260 余年的统治，结束了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

义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具有先天的软

弱。后来政权很快落到了反动派袁世凯手里，中国就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

级民主国家。 

    经过 70 年的反抗斗争,虽然 后都失败了，但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中国，在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领导下，都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领导中国

革命的责任，落在了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身上。 

    1919 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

运动反对当时政府出卖国家的主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虽然曾以战胜

国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向和会提出了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条件，要求

废除日帝和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要求收回在大战期间被日帝乘机夺去的德国

在山东的权益，但遭到了拒绝，充分展示了帝国主义争夺和牺牲中国利益的狰狞

面目。因此，激起了当时众多人民的极大愤怒，而且也激起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的深深不满。身处异国的大多数留学生因此对祖国命运而忧虑，对

祖国的危亡而痛苦，盼望祖国快快强大起来。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

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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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正是出生在个苦难的动乱时期，必然会给他带来了极大打击。不难看

出这些能影响到他小说中的思想观念，会打上这样一个时代烙印。 

    二十年代初，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对郁达夫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当时中国人民各个行业对政府出卖国家而罢工、呼喊、斗争，展示人民

力量的客观形势，促使郁达夫对下层的社会的平民了解更加深刻。 

    1937 年抗日战争发生后，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时代，也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觉

醒的时代。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造成了社会黑暗的局面。人民的

神经麻木衰弱的情况，人民的所作所为都被当时反动军阀政府，封建社会，旧道

德所控制。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处在这样的社会产生了失望、无奈、痛苦、

忧郁、惆怅等等的感情。当时的社会黑暗势力还非常大，十分顽固，使整个社会

机体呈现出严重的病态，同时造成了人民心里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 

    郁达夫置身的时代是苦闷与抗争，破坏与重构的时代。郁达夫就从他处在的

黑暗社会文化意识出发，反对封建传统，攻击旧道德，大胆地和当时的封建传

统，旧道德社会做出挑战。另一方面，展示“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特殊心

理状态，对当时中国封建传统，旧道德的不满而产生的消极苦闷在其作品中也能

得到相当充分的反映。从这儿能看到现代中国前进的历史变革。 

    文学作品题材和人物的选择，往往受作家所处的社会背景，个人经历的潜在

制约。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有着相似的社会境遇和人生经历，在作品题材和

人物的选择上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 20 世纪上的中泰两国，恰好处在同一历史

进程。与西方国家相比，它们同样的不具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样地面临

着强大而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具有广大的不觉悟的农民阶级，使中泰两国弥漫

着沉重的悲愤。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出生于相近的年代，当时中泰两国都是受帝国主义

的侵略，又与他们签了不平等的条约，加上腐败的政府以及黑暗的封建社会，使

两个国家都陷入了很深的民众苦难。当时中泰两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思想

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各自国家的“弱子国民”，他们都主张“科学”和

“民主”等主义，追求个性解放，反对旧封建传统道德等呼喊。因此在中泰两国

社会中，起了接连不断的反抗运动，如：中国的“五·四政治运动”，泰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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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十四政治运动”。一方面是唤起民众的觉醒，另一方面是唤起国家富强

起来。在不同国度的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又都生活在苦难

的动乱时期，相似的苦难社会现实背景使两位作家偏重灰暗的主题。他们的思想

和作品，必然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在他们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之中，还显出他们的相异性。到 1911 年的辛亥

革命取得胜利后，推翻了清王朝 260 余年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

制，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具有先天的软弱。后来政权很快落到

了反动派袁世凯手里，中国就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将中国社

会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而泰国在 1932 年 6 月 24 日联合军官举行“六·二十四运动”政变运动，七

世王被迫接受君主立宪政体，结束了泰国的封建帝制。运动后给泰国带来的民主

主义的政治思想，将泰国封建传统旧社会转换成新社会的民主主义，建立了资产

阶级民主国家。 可惜的是孟昭‧阿卡丹庚人生短，没有亲自看到泰国的这次政

变，但在他作品中就能看到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的存在。另外，泰

国曼谷王朝没有像中国清王朝受到那样悲惨的命运，它只是失去了政权，所以曼

谷王朝没有被军官推翻。这是因为泰国皇王朝和泰国人一直以来有了密切的关

系，泰国皇王朝是泰国社会不能失去的部分，所以泰国曼谷王朝到现在依然存

在。 

 

二、郁达夫的生活背景 

    郁达夫 1896 年出生于浙江富阳县的一个没落三代书香之家，取名文，字达

夫，三兄弟中排行老三。在他出世时，郁达夫的父亲郁企会，刚将改行业，从事

新的工作，所以家境渐渐败落。在年幼时，母亲乳汁不够，而且请不起乳母，导

致郁达夫自出生以来因营养不足，而体弱多病。郁达夫生长在优美山水和自然环

境中的富阳县，这样的生活环境孕育出不少历史闻名的古人物。郁达夫从小成长

在这个优美环境中渐渐培养成具有文人的气质，甚至深深影响他日后的自创，作

出许多风格独特的诗，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在他三岁时，父亲离开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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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家境更加贫困，幸好他母亲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女性，为了养家而出外去打

工。他母亲一直都支持孩子们上学读书，郁达夫的两位兄弟也读书在外。因此，

家里只有祖母与下女翠花。郁达夫是在这种孤独环境中度过他幼年时代。由此可

见，中国当时的“饥饿”，“寂寞”，“孤独”，在人民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现

象。他孤寂的童年是影响成长过程的主要原因，以致塑造成他敏感的个性。他五

岁时，母亲请来一位老师教他开始学习。他八岁时，转进公立的春江书院，直到

他十一岁该书院改成了富阳公立高等小学学习。五年私塾的教育使郁达夫有了深

刻的国学的基础，而后进入公立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英文课程及其

他科学的知识。他十四岁时考入杭州中学，但后来被学校开除，总得回家自学。

这个时期是郁达夫开始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同时也能看到他日后的作品《沉

沦》中的彷徨的势头。1913 年十八岁的郁达夫跟着兄弟到日本留学，他在这个阶

段提高自己的诗艺术，同时还开始接触大量的西方文学，世界小说品。使他接触

更多不同世界的作品风格，作品的写作艺术技巧，取材内容方式。这些提高了他

文学的能力和水平，更是影响到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直到 1922 年，郁达夫从东

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归国。1913 年,郁达夫到了日本，那时他只十八岁，他

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成长过程中 为重要的阶段，完成了他的成人仪式，这是他心

理和生理成长的关键阶段。直到 1922 年，郁达夫完成学业归国。郁达夫在日本

留学十年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他个人性格的形成，男性身

份的确立，与社会女性关系和态度的形成，回国后政治立场的确立等等。郁达夫

所接触的日本应该是全面而广泛的。然而，从郁达夫留给世人的记录和叙事来

看，他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便是一个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留

学生或者是作者自己，或者是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但这种关系似乎给作者自己的

心灵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不仅成为他开始文学创作时的中心主题，而且致使

他在后来有关日本的小说和自叙传中总是把日本女性，两性关系与种族关系，个

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男性个体的身份危机与民族的身份危机纠缠在一起。而他的

创作也由于对情欲的大胆表现而受到批评，同时又由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

感而被肯定。1921 年他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发起组织了创造社，同年

发表《沉沦》。1922 年 5 月回国后，先后编辑出版了《创造季刊》，《创造周

报》，《创造日》等刊物。1923 年，他写了《春风沉醉的晚上》描写劳动人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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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遭遇的小说。同时应聘到北京大学当统计学讲师，此后又应聘到武昌师范大

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文科教授，并编辑《创造月刊》、《洪水》等刊物。大革命

中，他因写了批评广东革命政府的《广州事情》而引起成仿吾的不满，导致他退

出了创造社，并和郭沫若发生矛盾。但是以现在的辩证目光来看，他的认识是有

一点见地的，他的思路是清醒的，大革命的失败也证明了他的冷静与清醒。大革

命失败后，他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但是并没有死心对革命自由的启求和个性解

放的渴望。1928 年发表了中篇小说《迷羊》期间还与鲁迅一起创办了翻译，创造

的《奔跑》杂志，介绍了俄国的时代文学艺术。1930 年，他与鲁迅等人同为中国

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在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1933 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日益

严重时，他隐居杭州，写了《迟挂花》小说，反映了作者一度产生的苦闷彷徨。

1935 年民族危机更为严重的时刻，郁达夫再次振作起来，重新投入了革命斗争的

激流，发表了正面展示大革命时期斗争生活图景的中篇小说《出奔》，这是郁达

夫的 后一遍小说。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事业，他内心的爱国热

情又被唤起，投入抗战的时代洪流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

作。1938 年底，到新加坡去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1942 年，当地日本

宪宾部强迫他去当翻译者，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当地志士和华侨，并获悉了日

本宪兵部许多罪行。1945 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1952 年，中央

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 

郁达夫童年的精神创伤、饥饿、贫困、孤寂、性爱压抑都是他童年创伤的主

要因素。关于饥饿：他说“ 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 完美的一章，但我的

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历到的 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饥饿

的恐怖，到现在还在逼着我。
[1]
”经济对穷人的压迫力是郁达夫从小就领教过

的，对金钱的痛恨和对贫困的恐惧是郁达夫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母亲为了给

他买一双皮鞋，向亲友借钱而受到商人的侮辱。他说：“娘，娘！您别去了！我

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
[2]
”皮鞋引来家庭一场

风波，也让他感到穷的味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使郁达夫树立了同情穷人的人

道精神特质，他深刻的记忆说：“自从这一次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

                                                 
[1]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 页 
[2] 郁达夫.书塾与学堂.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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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

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这个时候而起的。当时虽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了

这一次的波折，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了，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僻的性格，还

是改不转来。
[1]
”所以经过这次的事件，可说是带给郁达夫人生的醒悟，从此厌

恶有钱人家，也激起奋发向上和立志求学的决心。下意识只限与贫苦的同学为对

象朋友交往，乃至于对社会的劳动者困苦生活，尤其是农民，都寄予无限的体恤

与同情。再说，贫穷是郁达夫产生自卑心理的根源，这种自卑心理发展到成人，

产生两种症状：一是克服自卑而带来的自傲，这是郁达夫对权势，商贾的态度。

二是自卑沦为极点，自我消沉，成为卑己自牧。这种自卑心理的良种态势，潜存

了感情型病态人格的因素。 

关于孤寂：郁达夫自幼多病，十分赢弱。三岁父亲去世，母亲在外忙于工作

很少照顾他。两位兄长们也是在外读书，因而孤寂的童年养成了他孤僻的性格，

也是影响成长过程的主要原因。以致塑造成他敏感，胆小，精神衰弱，怪癖的个

性。尽管郁达夫也多次想改变自己的孤僻，但心灵的孤独，精神衰弱，身体脆弱

却长久地停住了，这样成了他悲剧人生观的心理基石。 

关于性爱压抑：郁达夫从小就受到传统教育的深浸，加上长期人生存在的自

卑感和孤僻，影响到他的性爱产生了压抑和羞耻。他说：“从性知识发育落后的

一点上说，我确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 低能的人。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

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又说：“我

虽然胆量很小，性知识完全没有，并且也有点过分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

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有出息的行为 
[2]
”。 郁达夫这种性压抑到了成

年时，就爆发成了病态。 

他的习惯性创伤，郁达夫的病态人格同他的生活失调，毫无节制，婚姻不幸乃至

人生观等习惯性创伤有很大关系，这里勿论需要重复前面的例证，值得强调的

是，郁达夫这个人生战场的失败者，他把对生命的热爱，现实的幻想，全部转化

成了诅咒人性，宣泄自身苦难了。这些，造成了他童年创伤的激化。 

                                                 
[1] 郁达夫.书塾与学堂.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5 页 
[2] 郁达夫.水样的春愁.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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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生活道路来看。他经常产生“自杀”，“死”，“悲哀”，“忧

郁”，“惆怅”，“孤独”，“寂寞”，“沉沦”等不健康的情绪，加上生理上

的胃病，肺病，都加深了郁达夫的这种病态。 

    贫困家境，孤独寂寞，体弱多病的体制以及生活上的种种挫败对郁达夫的个

性产生影响的 终结果是忧郁。因而，他的创作带有感伤情调，颓废色彩比较浓

厚。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中又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相似

的性格气质：他们童年的不幸，缺乏正常的温爱，流落国外，终生漂泊，惨痛死

亡：他们都多情敏感，不容于各自的社会，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在作品题材

和人物的选择上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都以孤苦伶仃，软弱自卑，自我批评，憎

恨自咎，一事无成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为中心题材，真实地揭露知识分子

精神性格上的种种弱点。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有着相似的童年的不幸，缺乏了家庭正常的温爱，

郁达夫父亲早死，母亲在外打工，而孟昭‧阿卡丹庚受到父母亲的偏爱，所以这

样经常与孤独，寂寞，憎恨有关系，加上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在流落国外期间，

因“弱子国民”，“生活贫困”而受到西方国家人的歧视侮辱。他们的“袋里无

钱，心头多恨”等概叹，逐渐地形成了他们的忧郁，感伤的气质，从他们作品中

能体现到这些的。 

    在中泰两国作家有着相似的生活现实背景当中，还显示出他们的相异性。 

    郁达夫处于中国社会中的平民等级，他所遇到都是在中国社会中的平民，地

下人民等级的生存。他幼时，因家里贫穷而亲自体会到许多他人生的苦难，而且

他因自学而到外学习，遭到中国农民工作辛苦，所以他对他们的贫穷与无知的命

运，对中国的农村早已濒于破产绝境，使他为他们伤心，苦闷。这些也是在他作

品中的人物反映出相当充分。而孟昭‧阿卡丹庚生活在泰国上层贵族社会的财富

色彩，但他曾说过：“我是个穷公子”，“我是个上层的多余人”，“我是个非

公子非平民”。这些体现了他虽然出生于上层贵族的公子，但是因为贫穷的原因

使他受到上层贵族社会的歧视和侮辱，特别是遭受到异性的性爱的拒绝。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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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内心受到极大的打击，感到苦闷，痛苦无比。这些也是在他作品中的人物反

映出相当充分。 

 

三、郁达夫的文化背景 

 郁达夫，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终其一生，受到过

多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就作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如立德，

立功，立言的价值目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忧患意识，天人

合一的观念，中国古代的一些隐患思想以及某些传统伦理道德标准等都对郁达夫

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些影响在郁达夫的生活与创作上发挥着重大作用。 

封建时代的旧有意识对其影响也是双重的。那些不得意的知识分子穷困潦

倒而产生的消极苦闷态度，在郁达夫身上反映得相当充分。浓重的悲观主义精

神，行为上的放荡不羁，无所作为的感伤，甚至以酒精与女色来自我麻醉，如此

种种像毒药一样损伤着作者及笔下的主人公。与此同时，中国封建知识阶层所追

求的“兼济天下”的积极入世精神也在顽强刺激着作者那颗敏感的心。郁达夫曾

不断的自责道：“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

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现在还有些什么呢？
[1]
” 读者不难从中找到作

者人格分裂的历史渊源。 

忧患意识是历史的觉醒者面对艰难的时世，因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而产生的一种忧虑，悲悯的心理品质和精神状态。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身上 可宝贵的一种精神，也是驱动中国文化演变，发展的内在动力。自幼就热

爱古代诗文的郁达夫，继承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思想情怀，

同他们一样怀着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并在它的影响下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

理。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在奇变迭起的时代变动和现实处境中，郁达夫就为国家

危亡而深感焦虑，伤时忧国。从日本回国后，更是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革命之

中。抗战爆发后，郁达夫意识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于是提笔写作大

量政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暴露中国大后方的黑暗，抨击国民党政府

                                                 
[1] 郁达夫.雪夜.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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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腐败投降的丑恶行径，歌颂积极日的英雄事迹，鼓舞全中国人民奋不顾身，浴

血奋战，抵抗外侮，赶走日本侵略者。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占有重要地位。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推

崇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首先提出“与天地合德”的理想。孟子认为：“尽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人合一思想表明了中国人对待

自然的基本态度，即天地都是“一气”所化，万物莫不相同。天人合一思想对郁

达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亲近自然，二是描写自然。郁达夫喜欢

亲近自然， 

    他说：“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

和作用。
[1]
”郁达夫不仅亲近自然，陶醉于其中，还把亲身体验诉诸文学文字，

在他的小说中大量描绘自然，用一支饱含深情的巨笔展示大自然的风采和神韵。

郁达夫文学作品中情景交触的自然描绘随处可见，现在作家中很少有人能与他媲

美。 

    名士风流在中国影响深远。魏晋时代的名士痛恨社会政治的黑暗，或者沉溺

于醉酒，或者纵情于妇女，或者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出顺其自然，任性抒情的

风气。名士风流对郁达夫的影响很大，他不仅推崇魏晋时代的名士，向往名士风

流，甚至孩自称为骸骨迷恋者。他说：“生在乱世，本来是不大快乐的。但是我

每自伤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我虽没有资格加入

竹林七贤──他们是贤是愚，暂且不管，世人在这样地称呼他们，我也没有别的

新名词来替代。但我想我若生在那时候，至少也可听听阮籍的哭声。
[2]
”可以

说，郁达夫的骨子里有根深蒂固的名士气，这种名士气的来源就是魏晋名士风

流。名士风流对郁达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批判现实，避世归隐和饮酒狎妓。 

    士人隐逸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隐士与“仕”相对，是指那些

清高孤傲，洁身自爱的隐居者，也称为逸士，逸民，隐者等。隐士亦隐逸的方式

逃避世俗，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隐逸思想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沉淀在中华民族的

文化心理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也深深地影响着郁达夫。古代隐逸思想对郁

达夫的影响 主要的有两个，一是逃避世俗，二是坚守个性。在日本读书时，郁

                                                 
[1] 达夫.郁达夫文集第 1 卷 [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83 页  郁  
[2]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 5 卷 [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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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经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他失望地说：“弟来名古屋后，觉为人无趣

味之可言，每有弃此红尘，逃归山谷，作一野人想。
[1]
”当他回国经历了更多政

治挫折和人生失意后，在回到故乡，面对大自然，他说：“啊啊，自然呀，大地

呀，生生不息的万物呀，我错了，我不应该离开了你们，到那污独的人海中间去

觅食去的。
[2]
” 

  他宁愿隐逸在大自然中，决不再到污独的社会中，眼看那重重叠叠的黑暗，

徒添郁闷。郁达夫时常反省自己的人生历程，为爱情，事业和人生的失败，空虚

与无意义而悲伤，绝望。他访佛怯弱，无力斗争，只好借隐逸，不与丑恶同流合

污来表示自己无言的反抗。隐逸思想对郁达夫的影响还表现在他有一种自觉地归

隐倾向，以求坚持自己的个性。 

    在郁达夫看来，隐逸是天然浑朴的生命体验，是坚守自己个性的 好方式。

他在创作中多次表达了这种思想，他写道：“乡下真可爱，尤其是在这种风和日

暖的春天。桃季都剩空枝，转瞬是前夏的野景了，若能在这些附廓的乡间，安稳

隐居半世，凯非美事？
[3]
”  

中国传统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塑造了郁达夫独特的人格和灵

魂，让他表现出与同时代作家迥然不同的文化心理。 

郁达夫一生所受到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还不同程度的受到外国文

化的影响。如果说，郁达夫对于传统文化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直接接

触而受到熏陶的话，那么对于外国文化则主要是通过文学活动间接地受到了影响

的。 

郁达夫留学日本时正处于大正时期（1912----1926）。这是日本历史上比较

特殊的时期。相对于明治和昭和时期，大正时期是一段和平，繁荣，自由和民主

的时期。 在文化界，大正时期也体现出了不同于明治时期的宽容与自由。西方

一些社会文化思潮不再遭到一味的抵制和抗拒，而是经过接受———过滤——— 

触合的过程，形成了大正时期自己的哲学思想或文化思潮。这种良好的氛围，使

郁达夫得以安心地在文学世界中畅游。多年后，郁达夫在回忆日本的文化生活时

说道：在日本有“中国社会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也得不到的那一种安稳之感，会
                                                 
[1]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 9 卷 [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316 页 
[2]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 1 卷 [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29 页 
[3]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 9 卷 [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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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把现实的物质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搂，心气和平，拼命的只想去搜求些足

使知识开展的食粮。
[1]
” “在高等学校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

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 
[2]
”。 中国传统文化的性禁忌，使郁达夫自小产生

了性压抑和性耻感，而西方现代文化的性解放又使郁达夫产生了性快感和性放

纵。这种观念上的强烈对比，对于身处日本深受西化冲击的青年郁达夫来说，实

在是谁以把握尺度的。 

那种性意识的失控是明显的，郁达夫也非常清楚这种西化的冲击，他说：

“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 伊索性的问题剧，爱伦堡的恋爱与结

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

题，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个灵魂洁白，生生孤傲，感情脆弱主

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

没与消沉。
[3]
” 从而在他的笔下性爱描写，性爱态人格刻画层出不穷。  

     外国文学哺育了郁达夫。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日本的“私小说”对郁达

夫的影响尤其明显。卢梭所主张的“返回自然”，就是要返回人的自然本性，就

是对“自我”的肯定。郁达夫称卢梭为“大自然的骄子
[4]
”， 赞扬他“称许本性

的善处”，“比哪一个都要猛烈，比哪一个都能彻底”，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怎

么也淹没不下去的影响。
[5]
”  

    郁达夫 1913——1922 在日本的那几年，正是日本“私小说”风魔整个日本

社会的时候。“私小说”也叫“自我小说”借用日本评论家就迷正雄的话来说，

就是“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小说。
[6]
” “私小说”以“自我”为基

础，对作家本人的私生活进行毫不隐蔽的暴露，尤其重视暴露私生活中的肉欲苦

恼和官能刺激，描绘变态的性心理。这类“私小说”对郁达夫的影响很大。郁达

夫肯定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序转 ’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强

调“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
[7]
”  他认为每个现代青年， 无

                                                 
[1]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 4 卷 [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157 页 
[2]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 7 卷 [C]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A].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178 页 
[3]   郁达夫.雪夜.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41 页 
[4]  郁达夫.卢梭传.北新周刊第 2卷，第 6 期，1928 
[5]  郁达夫.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北新周刊第 2 卷，第 6期，1928  
[6]  转引吉田精一.日本现代文学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101 页 
[7]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 7 卷 [M]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A].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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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 郁达夫的这些看法，都能使人想到

他与欧洲浪漫主义和日本“私小说”的关系。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在相似社会背景中具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在翻开

他们的作品中，发现虽然他们处在不同的国家，但从他们作品中具有着相似的小

说创作和思想观念。他们小说都是描写真实，来反映他们对当时的封建传统的黑 

社会和旧道德的不满。我们不难发现具有小说创作丰富色彩的他们都是他们留学

期间受到西方文化，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他们曾经说他们 崇拜西方文学。因

此他们回国后，开始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小说创作。 

    1913 年留日本的郁达夫和 1923 年留英国的孟昭‧阿卡丹庚，他们都在国外

受到西方文化思潮，文学思潮的极大影响。而且，西方文化思潮的自由，民族，

启蒙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感伤主意等等在他们作品中反映得

非常明显。这个时期处在这么良好的宽松的精神生活环境和学术环境使他们得以

安心地在世界文学中畅游，对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提供了极佳的土壤。相似的留

外受到西方文化思潮使两位作家的创作方式的影响。 

    西方的思想文学强调的是“自我表现”，“个性解放”等等，这些正好符合

两位作家的胃口。而作品注重于抒情描绘，心理矛盾的表白，露骨情态的描述以

及找不到出路的自暴自艾正和郁达夫，孟昭‧阿卡丹庚的小说相似。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广泛接触了西方进步的思想文化，如：自由主义思

想以及 19 世纪文化的结晶，现实主义中 坚实的作品，要求真实地描写。浪漫

主义的主要思想倾向是要求作家内心抒情的描绘。但对他们影响 大的是感伤主

义，无论是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思潮，俄国的感伤主义屠格涅夫的文风等都对他

们这种审美观念，创作风格的形式有着莫大的影响。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两位作家吸取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原因是跟他们本人

个性，人生经历有关。这样打下了当时外国文化特色的烙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

和泰国的现代小说创作。 

    中国是有着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郁达夫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

他曾说“母亲陆氏依照传统的习礼，请来一位老先生替郁达夫开笔。在孔子神前

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并念了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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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郁达夫完成敬孔之礼，可以开始上学。在他九岁时，他会写了一首古典诗

歌，他母亲就以传统的见解，认识他太早突出才气，日后定不能成大器，甚至年

寿也不长。这样不难看出郁达夫也是从他母亲的观念上受到传统观念。而泰国是

有着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泰国以佛教为国教，宪法中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

孟昭‧阿卡丹庚出生于上层贵族，所以他各个方面从小就受到佛教的影响。再

说，一般泰国孩子都是跟着父母信仰的，所以从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反映出相

当充分有关佛教的，如：“ 世界上的不平等是人类生活规律中的一部分
[1]
”，

“ 我幼时对佛教的信仰比别的孩子还深，经常到庙去听僧人说教。
[2]
” 

儒家学派的孔子主张追求财富的欲望，讲究人的礼，德，道，仁的思想学。

而佛教主张的是真理，所谓的真理就是对人的“能动存在状态”的认识。郁达夫

与孟昭‧阿卡丹庚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产生他们的不同个性，气质，思想

观念。这儿体现在他们作品中具有着各不相同的人物的思想观念。 

 

第二节、孟昭‧阿卡丹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一、孟昭‧阿卡丹庚的社会背景 

泰国有着悠久的佛统文化传统。可以说泰国人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佛教的影

响。泰国社会进入近代史阶段以后，随着外国的资本主义和西方殖民者的侵略，

为了便于夺取原料和商品市场，他们把亚洲这块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这样首先

暴露的是国家危机，因而萌生了启蒙思潮。 

    1824 年，英国人以对泰国邻居缅甸发动了第一次殖民战争。为了诱使泰国落

入圈套，英国人许诺把缅甸的某些领土“让给”泰国，以换取它在泰国的“贸易

自由权”。第一次英缅战争以缅甸割地赔款而告终。英国人的“敲山震虎”不能

不引起泰国王室的极大惊慌。1826 年，在武力威胁下，泰国政府不得不与英国外

交官伯尼大尉签定条约，这就是俗称的《伯尼条约》。虽然泰国政府在条约中还

                                                 
[1]  孟昭‧阿卡丹庚.人生戏剧,曼谷：怕匹大亚出版社，2001.13 页 
[2]  孟昭‧阿卡丹庚.人生戏剧,曼谷：怕匹大亚出版社，200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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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留，不同意将鸦片输入泰国，皇家垄断的大米等商品英国商人一时还无法染

指。但事实上泰国的大门已被打开，英国商人的“贸易自由”权已经到手。1855

年，因为当时泰国不是英国的对手，泰国政府不得不与在驻香港总督鲍林的逼迫

签定了《英暹条约》，俗称《鲍林条约》，使泰国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独立和主

权，但能保持泰国的主权 。英国控制了泰国的国防和贸易，又享有治外法权。

直到泰国四世王时期，四世王是一位学识渊博，眼界开阔的人，又懂英文 ,选择

维新国家。四世王主张仿效欧洲，向西方开放，对政治，经济和军事都进行了改

革。五世王时期，他主张接受西方教育，改革开放 ，领泰国走向文明国家。在

政治，经济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 

如:抑制封建割据、整顿财政、兴办教育、改革法律、废除奴隶制度等等，加速

了泰国实现近代化国家的进程。   

东方各国的近代化是以殖民地化作为代价的，泰国也不例外。和西方不同，

泰国的近代化不是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自然发展，而是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

济体系的。西方世界需要泰国扮演的不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而是被剥削被榨取

的对象，是他们的原料产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所以泰国建立起来的工业也不过

是原料初级加工工业，而原料和制成品之间又是不等价交换的。 

另外，主权的部分丧失，殖民者治外法权的获取，又使殖民者变成了主子，

泰国人变成了二等公民。对东方各国说来，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到

了二十世纪初，泰国已经成了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移民地的国家。到了

1910 年，六世王时期，留西方国家的泰国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受到西方的文化和

教育，萌芽了启蒙思潮，到了 6.24 政变运动前后，启蒙主义思潮出现了高潮。  

    由于对当时封建传统文化，国家的政体的不满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下军官秘

密组织的“党团”进行起义。虽然 后失败，却以表明君主专制的统治已呈危

象。到了 1920 年时期，受到西方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要求改变现状，不满

封建思想的束缚。渴望民主，平等，自由，追求个性解放， 反对封建的伦理道

德是他们思想上的一个共同点，而其中的激进者又表现为政治上的觉醒，否定王

权，反对贵族，站到了时代的前列。这是泰国社会近代化进程所必然导致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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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孟昭‧阿卡丹庚，正是出生在这个苦难的动乱时期，他的思想和作品，

必然会打上这样一个时代烙印。  

    1920 年以后，泰国经济逐年恶化,国库入不敷出。1929 年以后又受世界资本

主义经济大萧条影响，危机加深，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七世王虽大力裁减官

吏，紧缩开支，但已无力回天。直到 1932 年 6 月 24 日联合军官举行政变，七世

王被迫接受君主立宪政体。皇权衰落，贵族地位下降，是这次革命的直接结果。

但由于泰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很不彻底，它很快与封建势力妥协，人民

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所以也难于得到人民的支持。封建势力企图复

辟，新贵们的内部争权夺利，泰国国内的局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陷于动荡不定之

中。 

    孟昭‧阿卡丹庚置身的时代是苦闷与改革，破坏和重构的时代。孟昭‧阿卡

丹庚从当时的社会文化出发，一方面是攻击封建传统旧式道德，表现出大胆暴露

的思想改革的同时，又把新旧价值冲突形成的矛盾真实地写出来。另一方面是展

示“6.24 政变”时期受到西方文化和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心理状态，旧有意识

的深远影响，封建时代的不得意，不平等的社会的知识分子穷困潦倒而产生的消

极苦闷在其作品中得到相当充分的反映。这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现代泰国前

进的历史革。   

 

二、孟昭‧阿卡丹庚的生活背景 

    1905 年 11 月 12 日，孟昭‧阿卡丹庚亲王出生于泰国曼谷，是家中六男七

女中的皇族的大家庭。父亲功么黄拉查普里帝雷利（กรมหลวงราชบุรีดิเลกฤทธิ์）是当地有

名的皇族的一个法家，也是一位“泰国的法政之父”。他的母亲模昂（หมอมออน）

只是当地的普通平民。由于他家中有着很多兄弟姐妹，再加上他个性的不善于交

际，胸怀不开朗，孟昭‧阿卡丹庚从小就在父母的偏爱中成长，因而养成了他的

忧郁人生，无价值地存在的思想观念。 他小说中提到：“天啊！哦！虽我还

小，但苦命，无数的痛苦，使我忍不住地笑出我的命运为什么经常受到这样的悲

  20



 
 
 
 

 
 

 

惨。
[1]
”这种缺乏父母的温爱养成的他忧郁苦闷的人生在日后他的作品中可见端

倪。 

    随着时间的推移，孟昭‧阿卡丹庚一天天地长大。由于他自幼聪颖好学，中

学时期就对文学饶有兴趣。十八岁的他就开始把法国文学作品《阿尼瓦.松扩》

翻译成泰文。1924 年，他带一些钱到英国去留学，决定学法律。孟昭‧阿卡丹庚

在英国留学的同时，又有机会走上传媒界和文坛。这些时间，他受到许多西方文

化和教育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而且获得更多的知识，打开眼界和视野。不仅如

此，他身世受到的歧视和侮辱，甚至他肤色的鄙视。这样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

苦闷的人生，再加上性格压抑，形成了他人生的苦闷，性爱的苦闷， 后只 28 

岁的孟昭‧阿卡丹庚就选择自杀这条路。 

     1929 年，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人生戏剧》，开始了他的文学道路。《人

生戏剧》是第一篇以国外为背景，描写一个泰国留学生在英美的经历，他所受到

的苦闷和欢乐，一个置身于西方社会的东方青年的感受和见闻。《人生戏剧》出

版后，轰动了泰国当时文坛上，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  

一直追求异性真爱的孟昭‧阿卡丹庚，但等他的却是失望，歧视。这样不断

地受到打击，使他沉沦于无价值存在的小人物。所以从他的作品中来看，能体现

到它是以他的人生苦难和情感苦闷而诞生，更不难看出从他作品中能找到他本身

的影子。 

    1928 年，孟昭‧阿卡丹庚回国时期。虽他没有得到文凭，但他在国外所经历

过，所见所闻，使他感到无所谓的心情。 

    孟昭‧阿卡丹庚以《人生戏剧》闻名于世，但事实上，他心目中一直所追求

的爱情依然没有变。他无法解脱这样的心情苦闷，投入到黑社会去赌博。 后，

这些缠绕在他身上，无法脱离。1932 年，自杀是孟昭‧阿卡丹庚选择这条路，结

束了泰国亲王，著名作家的一生。 

 

                                                 
[1]  孟昭‧阿卡丹庚.人生戏剧,曼谷：怕匹大亚出版社，200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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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昭‧阿卡丹庚的文化背景 

    孟昭‧阿卡丹庚这位泰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作家，他的文学成长过程

也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 

    首先来看封建传统文化对孟昭‧阿卡丹庚创作的影响。纵观他的代表作品

《人生戏剧》，他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大胆的描写剖析一夫一妻的家庭，企图解

放以男性为主的思想观念，主张男女平等，提倡两性的互相尊敬的善好的伦理。

不仅如此，他大胆地揭露泰国当时上族贵层的腐朽黑暗，企图摆脱手里没钱，心

里怨恨的贵族的束缚，提倡人的好坏在于教育和培养，不是以是否出生于贵族来

衡量 。孟昭‧阿卡丹庚想通过其作品给当时的泰国人以启蒙，破除封建传统思

想 。从孟昭‧阿卡丹庚用《人生戏剧》作为小说的书名来看，作者“把生活比

喻为一出戏剧，戏剧有正面人物，有反面人物，有高潮，有低潮，有插曲，有倒

叙。戏剧是人的，生活是无常的 
[1]
”。不仅如此，他主张的是一夫一妻，回报恩

人，忠实等等，所以 翻阅他作品，发现多多少少佛教的教义的存在。这无疑是

作者创作的思想与佛教的教义有关系的。佛教在泰国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几

百年来，佛教对泰国人的各个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而可见佛教对他的人生观

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再通过以孟昭‧阿卡丹庚作品创作的性爱主题来观察男女

角色，从中发现男女共同的反传统行为，但还发现矛盾的女性角色的两性表现，

这些是东西的女性思想的差别，也是泰国封建传统佛教社会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差

别。 

    孟昭‧阿卡丹庚作品忧郁感伤风格的形成。据说，他自身的忧郁自卑的气质

因素外，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思潮 ，欧洲的“世纪儿”的形

象等对他这种审美观念，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 

    感伤主义文学初兴于 18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后蔓延至欧洲诸国，它不仅批

评贵族，也批评资产阶段，崇尚感情向上，提倡细致刻画人的内心活动。主张描

写自然风景，强调个性和个人精神生活。常以生死，黑夜，孤独为题材，多用第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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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称的手法，采用自白、日记、游记、书信、回忆录等形式，呈现出强烈的主

观化和情绪性特征，作品语调悲哀，语言灰暗。 

    1924 年到 1928 年是孟昭‧阿卡丹庚在英国留学期间。19 岁到 23 岁对一个

人来说是人生观确立的重要时期。他在英国留学时期，西方文学对孟昭‧阿卡丹

庚的文学创作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英国感伤主义代表作家斯泰恩，他作品的《感

伤的旅行》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描写了主人公约里克在旅途中的所见所

闻所感。小说的目的不是要描绘沿途风景，风俗人情，而是抒发人物被所看到的

事物所激发起来的感觉和情感。斯泰恩的小说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它没有一

个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故事情节，他的小说都是由一些彼此独立，互不关联的

故事连 而成。孟昭‧阿卡丹庚就对它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创作中，翻开他的

作品，无疑是孟昭‧阿卡丹庚“自传”通过游记的创作形式和“世界儿”的形象

流露出感伤主义文学的色彩，这些创作是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受到影响的可能。孟

昭‧阿卡丹庚就以他第一部《人生戏剧》开拓泰国新文学，他作品的与众不同的

情节、人物形象、故事背景等用第一人称，悲剧的结局不是翻译本，给当时的读

者带来了新鲜的味道，很快就被众多读者的欢迎。  

    西巫拉帕说：“孟昭‧阿卡丹庚的所有作品都是给泰国文坛上带来了悲伤新

鲜的文学意味 
 [1] 

。” 

    据说，感伤主义对孟昭‧阿卡丹庚有着极大的影响，虽然他没有说他是个感

伤主义，但翻阅他的作品，反映他自己周边的故事的作品也占一定的比例。这说

明西方文学的感伤主义多多少少对他的创作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建立了

自己多元的文学创作风格。  

 

 

 

 

                                                 
[1]  孟昭‧阿卡丹庚的世界.理坚卡辛.曼谷：顿欧出版社，199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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