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บทคัดย่อ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ฉบบันี มุ่งศึกษา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ผลงานของ จางอา้ยหลิง (Zhang Ailing) 

นกัเขียนหญิงชนัแนวหนา้แห่งวงการ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 และ ก.สุรางคนางค ์ (กณัหา เคียงศิริ) 

นกัเขียนหญิงทา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ไทยอนัทรงเกียรติ ศิลปินแห่งชาติ สาขาวรรณศิลป์ โดยผูว้จิยัได้

ทาํการศึกษา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ผลงานของผูแ้ต่งทงัสองท่าน จากใน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 “ป้าน เซิง หยวน” และ

เรือง “หญิงคนชวั” ซึงผลงานทงัสองเรืองลว้นเป็นนวนิยายทีบรรยายถึงโศกนาฏกรรมความรัก ซึง

มีค่านิยม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และอิทธิพลทางสังคมในยคุของสังคมศกัดินา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มา



 

เกียวขอ้ง อีกทงัยงัต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สะทอ้นใหเ้ห็นถึงสิทธิและบทบาทของสตรีในสังคมสมยันนั อีก

ดว้ย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ฉบบันี เป็น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ทงัสองเรือง โดยใช้การ

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แบบคู่ขนาน  โดยแบ่งเป็น 4 บท คือ  บทที 1  เป็น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 

ภูมิหลงัของผูแ้ต่งทงัสองท่าน จากผลงาน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เมืองชินแรกของจางอา้ยหลิง 

เรือง “สือ ปา ชุน”  ไดถู้กนาํมาดดัแปลงเป็นเรือง “ป้าน เซิง หยวน” ในช่วงทีสีสัน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

เริมอ่อนลง ซึงแนวการเขียนของจางอา้ยหลิงก็กลบัสู่สภาพเดิม คือ เขียนเรืองราวระหวา่งชายหญิง 

ส่วนจุดประสงคข์อง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เรือง “หญิงคนชวั” ของ ก.สุรางคนางค ์ คือ ผูแ้ตง่พยายามทีจะ

เขา้ใจและหาสาเหตุของการเกิดปัญหา รวมทงัมูลเหตุของการดาํรงชีวติในแวดว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ชวัร้าย 

ทงันี เพอืตอ้งการพิสูจน์ขอ้เทจ็จริงของผูห้ญิง ผา่นเรืองราวความชวัร้าย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เกลียดชงัใน

สังคมรูปแบบนี ทีไม่ไดท้าํเพือความมงัคงั แต่เพือความอยูร่อดที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พูดออกมาเป็นถอ้ยคาํ

ได ้ บทที 2 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แนว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ผลงานทางดา้น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เรือง 

โดย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เนือหาสาํคญัของเรือง รวมทงั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ตวัละครชาย-หญิง พบวา่ ตวัละคร

หญิง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เรืองลว้นเป็นโสเภณีทีตา่งมีโชคชะตาทีน่าเวทนา แต่มูลเหตุของการเป็นโสเภณี

นนักลบั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นั กู หม่านลู่ ในเรือง “ป้าน เซิง หยวน” ทาํเพอืครอบครัว เพือให้คนใน

ครอบครัวมีชีวิตอยูร่อดไม่ลาํบาก ความไม่มีทางเลือกบีบบงัคบัใหห้ล่อนกา้วเขา้สู่โลกแห่งคาว

โลกีย ์ส่วนรืนในเรือง “หญิงคนชวั” หล่อนถูกผูช้ายหลอกลวงใหก้า้วเขา้สู่เส้นทางของโสเภณีและ

บีบบงัคบัให้      เป็นโสเภณี  บทที 3  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มูลเหตุทางสังคมกบัอารมณ์ทางโลก

ของโศกนาฏกรรม       ความรักของชาย-หญิง โดย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ในดา้นความรักกบัอคติ (ความไม่มี

ทางเลือกภายใตป้ระเพณีนิยมในระบบศกัดินา) ไม่ไดรั้กกบัเงินทอง (ความตกอบัของชีวิตภายใต้

แรงขบัเคลือนทางดา้นความปรารถนา) อุดมคติกบัความหวงัทีดบัสูญ (การคิดทบทวนของสังคม



 

ภายใตโ้ศกนาฏกรรมความรัก) บทที 4 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เทคนิค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เรือง

ในดา้นการบรรยายภาพลกัษณ์ทีเป็นจุดเด่นของตวัละคร เคา้โครงทีเป็นจุดเด่นของเรือง และ

ท่วงทาํนองทางภาษา 

 จาก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 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ถึงคุณค่าทางสังคมและกลวธีิ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นกัเขียนใน

เชิงอตัถนิยมของวงการวรรณคดี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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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to compare two literatures of Eileen Chang (Zhang Ailing), the leading 

female novelis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Kor.Surangkanang, honorable Thai 

female novelist who is one of the national artists in Literature “Half Life Fate” and “The 

Prostitute” of the two novelists were selected to be compared. Both novels portray the tragedy of 

love that resulted from cultural and social value in feudalism age of each country. In addition, 

women’s right and their position are reflected as well. 

Parallel research approach is used in this research which is separated into 4 chapters. 

Chapter 1 compares the novelist’s background. Zhang Ailing’s first work about politics “18 

Springs”  was adapted to be  “Half Life Fate”  in the colorful period of Chinese politics became 



 

diminish. She turned back to her old style of writing which was a story between man and woman. 

While the purpose on writing “The Prostitute” of Kor.Surangkanang was she tried to understand 

as well as find causes and reasons of woman who lived her life among the sinful community. So 

as to prove the fact of the woman via the story of wicked and hatred in this unpleasant society 

which everyone was in a dilemma to speak out. To survive in the society must strive unlimitedly. 

Chapter 2 analyzes main ideas in each book by comparing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stories 

together with analysis of male and female characters. It was found that the female characters of 

both stories  were the prostitutes who had the pitiful fate. Nevertheless, the reason in becoming a 

prostitute was dissimilar. Ku Man Lu of “Half Life Fate” sold herself since her aspiration for 

everyone in her family survived and lived out poverty. She was forced to this disgraceful way 

because of shortage. Whereas, Ruen of “The Prostitute” was deceived into the fleshly sphere and 

forced to be a prostitute by a man. In chapter 3 social and emotional drives of male’s and 

female’s love tragedy are analyzed by comparing love and prejudice (non- alternative way under 

deep-rooted tradition of feudalism system) lovelessness and wealth (debility of lives under 

longing-desire drive) ideal and loss in hope (revised thought of society under the tragedy of 

love). Finally, chapter 4 compares the writing technique of both literatures in describing image 

that creates the distinctive theme of each character, including plot and language tone usage.  

The analysis reveals the social value and writing strategy of writers in realism wa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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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坛的著名的女作家之一。高•素朗卡娘是在 

泰国享有盛誉的女作家。通过对《半生缘》与《风尘少女》这两部

作品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这两部作品都是描述爱情悲剧的小说，显

示出当时两国社会文化对人们思想与生活的重大影响力，同时也反

映出妇女的角色与地位。 

    本文以比较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首先，对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

进行比较分析。从《十八春》创作初涉政治到《半生缘》的刻意淡

化政治色彩，兜兜转转 18 年，张爱玲又还原了那个“只是写些男女

间的小事情”的奇女子。高•素郎卡娘创作《风尘少女》的目的，就

是她彻底了解及尽量寻找具体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维持邪业之存



 

在原因，为的是想证明妇女之所以要从事这种社会嫌弃的邪业，不

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因为每人都有难言的苦衷，为了在社会生

存，也必须拼死拼活的。其次，对两部作品中主题思想的比较以及

对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的形象的的比较。通对过张爱玲的《半生

缘》与高•素郎卡娘的《风尘少女》这两部作品的比较，我们发现两

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都是妓，都有着悲惨的命运，但各自沦为妓女的

原因却有所不同。《半生缘》中的顾曼璐只想为了家庭，为了让全家

人能维持生活，不困难，被逼无奈牺牲自己进入了花花世界中。《风

尘少女》中的乐则是被人诱骗，踏上了卖淫之路，是被迫成为妓女

的。第三，进而深入探讨男女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与情感世界;在两

部作品中包括爱情与偏见——封建传统下的无奈抉择，无爱与钱财

——欲望驱使下的人生沦落和理想与幻灭——爱情悲剧下的社会反

思。最后，探讨了两部作品中的艺术构思，对两部作品人物形象塑

造，情节结构特点，语言风格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研究两

部作品揭示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创作手法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 :     爱情悲剧；半生缘；风尘少女；张爱玲；高•素郎卡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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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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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小说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

的产物。文学反映了每个时代的生活经验，不管作家是否有意去反映。由于大

部分小说是如实地反映了时代生活的故事，所以有评论家说“文学是时代的一

面镜子”。是的，小说是时代生活的反映，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小说。不

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生活，因而产生不同的小说。但是，文化具有开

放性和流动性，是可以传播的，不同国度的文化虽然有差别，但也不乏共同

点。随着中泰两国人民的长期交往，中泰文学也相互间产生影响。 

    泰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女作家高•素郎卡娘（干哈•布拉纳巴功）创作的《风

尘少女》与中国一位天才奇女的现代作家张爱玲创作的《半生缘》，都是爱情

悲剧故事。不管是男女主人公形象塑造还是故事情节安排都能扣人心弦，甚至

催人泪下。《半生缘》与《风尘少女》都是以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撰写

内容的。由于两部小说的作者分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坏

境，所以两部作品反映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爱情悲剧及女权观的。 

        《半生缘》描写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顾曼桢家境贫寒，自幼丧

父，老小七人全靠姐姐曼璐做舞女养活。曼桢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工作，与

来自南京的许世钧相爱，世钧深深同情曼桢的处境，决定与之结婚。曼璐终于

也嫁人了。姐夫祝鸿才是个暴发户，当得知曼璐不能生育，便日生厌弃之心，

曼璐为了让祝鸿才回心，竟然以亲妹妹来讨好他。因为祝鸿才很喜欢曼桢，所

以曼璐欺骗曼桢给祝鸿才，导致桢遭到祝鸿才强奸。那时候曼桢好像生活在火

坑中，后来怀孕和生下了儿子。这是恋人间一时的赌气成了劳燕分飞的导火

线。十八年后，曼桢和世钧又在上海久别重逢。最后，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赴东北开始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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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尘少女》描写了一个农村少女的爱情生活故事。乐(รนื) 原名甜(หวาน)，

是个出身于乡村农民家庭的少女，她美丽天真，朴实勤劳，纯洁老实，向往幸

福的生活。乐的戏剧人生从十九岁开始变坏，她从此踏上了卖笑的路,成了妓

女。在宋干节集会上，乐(甜)美丽动人、体态娇小、天真活泼、生活充满着欢

乐。她遇见了风流的曼谷青年卫差。卫差风度翩翩、瘦高身材、皮肤细腻、好

好打扮后看起来是繁华的京城里的人，使甜一见钟情，情窦初开，毫无社会经

验的甜在卫差的挑逗和花言巧语的蒙骗下，贸然以身相许，并随卫差离家出

走。卫差占有了甜的身体和心灵。此外，卫差还用花言巧语骗了甜的财产。卫

差把甜骗至曼谷后，卖到烟花港。甜被迫沉沦，改名为“乐”忍辱偷生，含泪

卖笑。甜不能回她的家乡，因为甜怕受到兄弟姐妹侮辱鄙视。尽管甜成为妓女

是无奈的，但她还是被社会侮辱蔑视为“风尘少女”、“不德道的少女”等

等。乐的生活也曾出现过转机。一个偶然的机会,乐结识了侯爵家的公子威

(วิทย)์。威是一个贵族知识分子。他真正爱乐并且帮乐走出妓院。但是乐却比

威想得远，她(乐)给威努力描述意识到的事实：如果两个人有真诚的爱，就可

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当他们一起过生活时，威承受着来自社会和家

庭的双重压力。虽然乐没有知识，没有受到教育，生活较困苦，心灵却还保持

着纯洁和善良，从不想到私利。她是个爱情理想主义者，她的爱情是那种一心

只为自己所爱的人着想不不会损害对方名声并且不求回报的爱情。和所有恋爱

中的女人一样，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再平常不过的，乐为此付出而毫无怨言。然

而，做出如此大的牺牲，结果却似乎没有像乐所希望的那样。由于乐是个娼

妓，所以威的家无法接受,逼着威到外国读书，因此威不辞而别，一去不复

返。此时乐已怀有身孕了，而威尚不知情。为了母女俩有饭吃，为了女儿有机

会受到教育，她竭力想跳出火坑，再也不干那屈辱的行当。可是在那黑暗的社

会里，这一切只能是一种幻想。当她的女儿快到张开眼睛看看世界的时候，乐

为谋生,请求出去做工作。她接受了沙茫的帮助。沙茫是乐的朋友，也是娼

妓。乐最担心的就是女儿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怕女儿被玷污。她想，如果女

儿将来知道她母亲当妓女怎么办? 她更怕的是社会像侮辱蔑视自己一样侮辱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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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她的女儿。乐对女儿的爱很深，为了养活好女儿，从不向困难低头。但最终

由于生活所迫，乐无奈只好重操旧业。她决定把女儿交给邻居泊妈与格林照

管。她愿意忍受痛苦，不靠近女儿，怕女儿受到影响。 

    目前对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比如李晓

红 2006 年 5 月发表的论文——《论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从小说的写作风

格和人物形象入手，分析其对张爱玲前期作品的反叛与继承，并对小说的创作

背景、社会反映、文化内涵和个人意识等方面作了深入的解读。武汉大学文学

院的杨国强  和张  聪在《科教文化》2006 年 10 期上发表了《〈十八春〉与

〈半生缘〉版本比较》。《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后来修改

为《半生缘》再次出版。文章重点分析《十八春》和《半生缘》两个版本在主

题上的不同处理，力求从作品本身出发挖掘出版本差异的原因和必然性。另

外，还有高圆圆《谈〈半生缘〉的舞台表现手法》、林幸谦《〈半生缘〉再解读:

姐妹情谊的反动与女性冲突主题》、张延山《评〈半生缘〉兼析张爱玲小说的

审美特征》、余静芳《试论〈半生缘〉的人物架构》、唐凤娟《母爱的缺失与母

亲形象的错位——论张爱玲〈半生缘〉中顾太太形象》等，从不同的视角审视

张爱玲的《半生缘》。 

    在泰国对高•素郎卡娘的《风尘少女》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有人曾将《风尘少女》与中国的现代小说进行比较研究比如华侨崇圣大学的张

金娇 2009 年在硕士论文《从〈月牙儿〉与〈风尘少女〉看中泰妓女形象与母

亲角色的异同》—文中认为中国现代作家老舍与泰国现实主义的女作家高•素

郎卡娘，分别在《月牙儿》与《风尘少女》中塑造了年轻母亲和甜（乐）这两

个不同的悲剧妓女形象和母亲，分析了两书角色的异同指出作者能深入地揭示

出那个年代两国的社会情况、妓女生活及人们对于娼妓这一底层职业的看法。 

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李建之 2007 年《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上发表了有关

《风尘少女》的评论文章，正是李建之把这本小说翻译成了汉语（[泰]高•素

朗卡娘著、李建译：《风尘少女》）。1998 年，他又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上发表了《艺术分析法与泰国小说〈风尘少女〉》。文章采用了义素分析法和结

构主义语言学的对比性原则, 通过对不同义位的对比找出义素，使语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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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词语的微观层次以及说明词义的结构, 分析出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

在语义上的细微差别； 通过对义素的分析, 说明句子中词与词的搭配在语义

上应受到的限制; 能使语义描写形式化, 有利于机器翻译。总而言之, 义素分

析法是语义学在分析词义时使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1997 年，作者还在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上发表了《泰国小说〈风尘少女〉主人公心理揣

摩》。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者对张爱玲的《半生缘》与高•素郎卡娘的《风

尘少女》作比较研究，所以笔者希望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分析这两部作品揭示出

来的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在封建社会思想尤其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下

不同国度作品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意蕴，探讨 产生悲剧性结局的社会根源

和艺术手法。 

尽管张爱玲《半生缘》与高•素郎卡娘《风尘少女》的创作背景社会生活

和时代观念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两部作品都反映到两国家封建社会的黑暗，存

在着相似的妇女观，小说的艺术特色上也有共同之处。 

    张爱玲《半生缘》与高•素郎卡娘《风尘少女》主要讲述的是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男女爱情悲剧故事，剖析悲剧的社会根源与悲剧

主人公的情感世界。本文采用平行比较的方法，从思想内容以及艺术手法等方

面入手，对《半生缘》与《风尘少》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通过作品内容手

法比较分析识别在不同社会背景女性生活情况，对中泰两国处在社会转变时期

的女性进行比较，探讨她们所具有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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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半生缘》的创作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清末民初逐渐蕴蓄的积极能量达到质点

的总爆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它旗帜鲜明地反帝反封建，反对旧道

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中国现代

文学的历史虽然只有三十年，但作家作品多，成就辉煌。其中最著名的作家有

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 可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大巨匠”。张

爱玲虽然文学地位不及巨匠，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新文化运动涉及到妇女解放问题、家庭问题、爱情问题、思想解放，宣传

了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思想。张爱玲是一位现代小说女作家，以她独特的女性

视角反映了女性生活和女性思想，为现代文学宝库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

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

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还有，

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

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

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

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

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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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

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1] 

 

张爱玲（1920-1995）原名张煐，笔名梁京，被称为“天才奇女”。她出

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她是清末洋务派名臣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因父母 

离异她跟姑姑住在一起。早年她的生活多有不幸，自小就表现出编故事的才

能。上个世纪 40 年代是张爱玲创作的黄金时期。在 1942 年她开始职业写作 

生涯，创作擅长心理分析，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蜚声上海文

坛。 

    张爱玲的创作颇丰，有小说、散文、剧本等。她 24 岁便以发表一本小说

《沉香屑--第一炉香》而走红当时寂寞的文坛，以后她连续发表多部小说。 

主要的作品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

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秧歌》、《赤地之恋》。晚年从事中国文学

评论和《红楼梦》研究。事实上，张爱玲在五十年代已完成她最主要的创作，

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赤地之恋》、《半生缘》等等。她的作

品，主要以上海、南京和香港为故事场景，在荒凉和颓废的大城市中铺张旷 

男怨女，演义着堕落及繁华。 

       随着 1943 年 9 月上海沦陷，纯文学创作几乎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

下，张爱玲以一个纯文学家的身份对上海文坛和近代中国文坛做了一个漂亮

的填空。提出了艺术一面是重反映人生的稳定，而一面不取争斗。她也曾说

到“不涉足于政治”。在她早期的作品里体现了一个忧世主义者说着人生的

悲凉，有着独特的文化体味意识，而与政治相隔甚远。但其不谈政治的主张

毕竟只是世外桃源般的想法。当时中国迫切的需要文学为政治服务，尽管张

爱玲坚守个体自由，但作家的生存意识使她不得不走出“躲进小楼成一统”

的个人参与方式来面对这场社会变革。此时，张爱玲“已登上了灿烂的顶

峰，此后再无明显的突破”。她的作品如《十八春》、《红楼（萝）梦魇》 

等书具有重要价值,能反映张爱玲写作的时代特色和环境对她的影响。 

                                                        

[1]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J].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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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春》是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 1948 年她开始创作《十八

春》，当时张爱玲的笔名是“梁京”。张爱玲在上海《亦报》连载《十八

春》。1949 年 6 月，上海解放。同年 7 月，《亦报》创刊。作为《亦报》组

长的龚之方向张爱玲约稿，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以供《亦报》连载。1950 年 3

月，《十八春》开始在上海《亦报》连载。张爱玲《十八春》反映了政治思想

而明显有别于她早期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张爱玲的爱情交

织在一起令《十八春》大受欢迎。《亦报》也组织了“与梁京谈《十八春》”

讨论会，为《十八春》造势。7 月，张爱玲应邀出席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代表

大会。1951 年 11 月，《十八春》单行本由《亦报》出版发行。1951 年 11 月

4 日，同样带着鲜明政治倾向的中篇小说《小艾》在《亦报》第三版发表。然

而，张爱玲并没有因为文艺界的肯定而像《十八春》的主角一样投身到建设新

世界的洪流中去，1952 年，张爱玲离沪赴港，就职于美国新闻出版处。期

间，张爱玲受《今日世界》杂志委托，按杂志提供的故事大纲写两部长篇小

说，1953 年，《秧歌》在香港《今日世界》连载；1954 年，《赤地之恋》出

版，这两部受命而作的“反共”小说因为政治原因一直未能在大陆出版。从

“拥共”到“反共”政治主题的变化，直接导致张爱玲在大陆“消失”近 30

年。1955 年秋，张爱玲由港赴美，先后在几个基金会的支持下专事写作。

1966 年，根据《金锁记》改编的《怨女》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1968

年，张爱玲对《十八春》进行再创作并改名为《半生缘》在台湾《皇冠》杂志

连载，涉及国民党负面描写的文字已全面删改。从《十八春》创作初涉政治到

《半生缘》的刻意淡化政治色彩，兜兜转转 18 年，张爱玲又还原了那个“只

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的奇女子。 

    《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由于政治背景的淡化，有人认为这一易稿才

符合《传奇》作者张爱玲的本色。然而把文本的变化简单地归因于张爱玲政治

思想的转变未免轻率。 

张爱玲创作《半生缘》的目的，是把自己的情感移植到书中的任何一个她

想寄托的人物身上去了。就是说《半生缘》是她和胡兰成恋情投影的寄存处。

从小说的创作时间，到张爱玲修改的费心，到我们所作的一些分析，都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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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微妙的创作意味，尤其像她这样不喜被人关注隐私的脾气，就更不愿意直接

承认或表现她的情感得失。那种绝望感觉溶入到她的笔中，在写恋爱、恩怨、

欲念时，总挥之不去那种惘然、苍凉之感。柯灵说过：“冷静地看张胡关系，

张不是天真无知的女孩子，当然很难说受骗上当，但她那时毕竟太年轻，最后

又受到感情上最冷酷无情的打击，成为恋爱悲剧的主角，却是事实。像中国这

样一个封建遗风绵绵不绝的国家，直到今天，吃亏的还是女性。而且在感情问

题上，旁人也实在不宜置喙。”[1] 

        对于张爱玲自己来说，她在《半生缘》中表现的对世钧的宽容远比《十八

春》要多，也许是因为时间的过滤，当时的伤痛刺激更多地是由平和甚至美好

的回视来处理了。 

        水晶曾在《详论<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中说： 

 

张爱玲一直被人认为是现代中国作家里最客观的一位。根据夏

志清先生在“序文”里的说法；“她的小说都是非个人的，自己从没

有露过面，但同时小说里每个观察，每个景象，只有她能写得出

来，真正表达了她自己感官的反应，自己对人物累积的经验和世

故。”《半生缘》的人物，是张爱玲“从客观世界采撷而来的，就像

动物学家采集标本一样，”而她“有关这些‘标本’的虚构故事，可

以写得像一篇实验室的报告那样正确无误”。[2] 

 

 同时他又说：“她写《半生缘》绝对是有感而作。”  

         

第二节《风尘少女》创作背景 

 

泰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高•素郎卡娘（K. Surangkanang 原名干哈•布拉纳巴功 

                                                        
[1] 柯灵. 与于青谈张爱玲•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1992. 

[2] 水晶曾.详论<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见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 161 页，所引夏志清先生 

    的序文为该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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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995））1911 年 2 月 26 日出生于泰国吞武里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皇后

学校高中毕业，谙熟英语和法语。1930 年她开始写短篇小说《玛丽妮》，笔名

使用 “高•素郎卡娘”。她的文学作品有《风尘少女》、《金沙屋》、《僻静的路》、

《豪华世家的虚荣心》等。 

1932 年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当时的泰国，从封建制社会转变

成民主制社会。泰国文学也从此进入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西巫拉帕等一批青年作家登上了文学舞台，并写出了奠基性的 

作品，且他们还要求改变对不满封建思想的束缚现状，渴望民主、 

平等、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为政治上的觉醒， 

否定王权，反对贵族，作为时代的前列。[1](P201) 

 

    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通过报刊更多,教育的普及，留学生的派

遣，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使泰国文学在内容、形式和创作

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文学很快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并深入到了平民

中间。新文学的作家大多是出身于平民的知识分子，他们憎恶封建权贵，具有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们的作品表达这种思想，在塑造人物和选择题材方面都

具有一些民族的特点。新文学创始时期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西巫拉帕（古腊•

柿巴立）的长篇小说《降服》、《男子汉》和《生活的战争》，马来·初披尼的

3 部小说《终身伴侣》、《无声的美》和《娜拉的心》，高•素郎卡娘的长篇小说

《风尘少女》、《金沙屋》，阿卡丹庚的长篇小说《生活的戏剧》、多迈索、玛

纳·詹荣、迈孟敦等。 

1932 年政府更替后，泰国文学出现一种新创作方法的小说 ，就是从浪漫

主义转为现实主义，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萌芽”。泰国文学仍然以爱情小

说、家庭小说为主，大部分内容表现生活的真实，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公

平，反映自由思想与平等权利的观念，引起知识分子对底层穷人、娼妓的生活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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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 

        1937 年，高•素郎卡娘撰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风尘少女》，也是一部具有

现实主义品格的文学作品。当她只有 26 岁，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竟敢下笔描

写娼妓生活，大大超出众人的意料之外。她描写了一个农村少女甜的悲剧故

事。甜被男人拐骗流落曼谷市，后来又被卖到妓院当娼妓。她遇到一个的贵族

公子，彼此倾心相爱。但实际上，情爱与实际社会中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由

于社会价值观念作怪，贵族公子憎恶娼妓职业，最终抛弃了甜。甜遭受悲惨命

运，独力照顾她跟公子有了关系而生下的女儿。临死之前，她又遇见了爱人托

咐其爱人收留与断续照顾其女儿。 

            在当时的泰国小说文坛上，由于作者勇于挑战传统女性价值观，使得《风

尘少女》成为一部十分具有创新性的作品。高•素郎卡娘被称为泰国现代第一

个女作家，她通过《风尘少女》这部作品，表达了自己对受到压迫欺凌的女同

胞的同情和关爱。 

 

在《风尘少女》的“前言”中， 高•素郎卡娘写道：“我写完了

《风尘少女》这部长篇后，深有感触。无论是男还是女，各司其

职，凭着个人的智慧与知识生存。在尘世间，也许下下人有上人

智，上上人却没意智。恶行如果尚未有人发现的话，它仍然会被

‘善’的一面所掩盖。但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承认，即使在被人

称为“坏女人”的众人中，具有优秀品格的仍然不乏其人呢？”。[1] 

 

高•素郎卡娘创作《风尘少女》目的是她彻底了解及寻找具体问题产生的

原因，包括维持邪业存在原因。证明妇女之所以要从事这种社会嫌弃邪业，不

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每人都有难言的苦衷，为了在社会生存，也必须拼死拼

活的。 

 

 高•素郎卡娘《风尘少女》创作背景写道：“我撰写《风尘少女》 

     由于我丈夫的意见，写了泰国的新式小说娼妓。如果成功，将会使 
                                                        

[1] ก.สุรางคนางค.์หญิงคนชวั[M] . ณ สาํนกัพิมพบ์า้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ปี 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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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著名的和生活中，成功的作家。”[1] (P86) 

 

当然，她选择娼妓内容来写作，也是顺应泰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趋势，是

延续于《生活的战争》、《画中情思》和《生活的戏剧》之后的力作。《风尘少

女》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反映现实生活细节比浪漫主义文学要具体得多。 

她所选取的这个角度，是大多数人所忽略的。穷人为了生存而拼命干下贱的工

作，可以反映出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  

 

          她的想法是：“我笔下想描写豪华房里的作为仆人苦命，比要描 

     述豪华房的主人那种享乐的作风，或者豪华房的继承人更感兴趣的。 

     原因就是所描述，只不过是一种类似神话故事、梦想甚至于是一种 

     笑话、无稽之谈罢了。” [2] 

 

这使得泰国小说朝着更现实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拍翁昭 จุลจกัรพงษ ์评论这本书道：“在《风尘少女》的故事和人 

     物都相当贴近现实，尤其作品中妓女的生活状况更是现实社会的缩 

     影。由于从事的行业肮脏，主人公名誉和形象毁尽，但是内心却是 

     无比纯洁和高尚。《风尘少女》这本小说故事情节描述精彩，不仅让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紧张和好笑，而且对于年轻的缺乏危险意识 

     的女读者来说，更是个影响极深的反面教材，通过主人公的悲惨遭 

     遇，年轻的女读者们要以此为鉴，学习保护自己。” [3] 

 
                                                        

[1] ตรีศิลป์ บุญขจร.นวนิยายกบัสังคมไทย(2475-2500)[M].ณ สํานกัพิมพบ์า้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ปี 2547. 

[2] ก.สุรางคนางค.์หญิงคนชวั[M] . ณ สาํนกัพิมพบ์า้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ปี 2547.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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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尘少女》塑造的泰国文学女性形象非常突出，强调女性的美丽、善良

与温柔、充分表现贤妻良母型的美好品德。如《风尘少女》中的女主人公乐

（甜） ，她美丽、天真、朴实、勤劳、纯正老实，生活中充满的欢乐。为了

爱情，为了爱人的幸福，她能做出巨大的牺牲；为了女儿，她能忍受一切辛劳

和痛苦。 

 

   她是泰国第一位女作家，在《风尘少女》写了女性，初创女权。 

然后，她写了好多女性的小说强调女性形象——有本事、聪明、美 

丽、善良可以得人心。如：在《金沙屋》的女主人公等。[1] (P48) 

 

        《风尘少女》是泰国的一部反映真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从这部作品中我们

不仅能看到故事中每位主人公的形象，而且能够洞悉到他们的心灵深处。不论

时光经历多少次的轮回转换，坏的事物中总还会蕴含着某些好的的方面。在邪

恶掩盖下的纯洁的爱情以及正直诚实的品行也会知之存在着。这些爱和美 将

会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

                                                        

[1] หนงัสือสัปดาห์วิจารณ์[J],ปีที 39 ฉบบัที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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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两部作品主题思想的比较 

 

         无论是在任何国家的文坛，爱情与婚姻、善良与邪恶以及社会事实与文化

都是文学作品中经常涉及的话题。而作品中的各种故事情节也都会体现出作家

们独特的视角和价值观。 

张爱玲作品中主题思想的创作，在于她揭开了生活表层的面纱，把隐匿

在宗法性别秩序内的女性推上历史舞台，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切入那个时代女

性卑微而不自主的生活状态及其封闭、沉默、依附的深层心理特征，使转型时

代中被扭曲、受凌辱的女性生活，得到了具体的历史体现。有研究者指出：

“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作家如何能够忠于她的生活、历史、

文化现实以及她自身的性别特质。在这方面，张爱玲很少加以伪装或反串。” 

[1] (P78)  

在《半生缘》中，其主题思想是以三四十年代新旧文化交替中的上海为

主要社会背景的。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同时新文化运动使许多女性意识到了个性解放的重要性；但可悲的是，她

们仍然无法自拔地沦陷在对传统家庭制度的迷恋中。在几千年以男性为主导的

社会中，世俗认为女性只是男人的工具，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女性

都已失去了自主性。究其外在原因，女性的人生悲剧是由经济导致的，而内在

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女性的这种受压抑的女奴意识，

对其婚恋有着重大影响。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女性在恋爱与婚姻的关系中，显

                                                        

[1] 林幸谦.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J].社会科学战线，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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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被动的，这导致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的幸福，只能听任命运的摆

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

将她们禁锢在了永远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如顾曼

璐虽歌舞升平却地位低下，还有张爱玲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实则是经济问题，生

存问题，也就是说婚姻不仅是爱情而更多的是为了生存。在她笔下的女性大多

都是为了满足物质欲望，而不是真正的爱情及婚姻。如在《半生缘》中，顾曼

路为了生存也只有嫁给一个小瘪三，这些都体现出了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过

度依赖。 

另外，主题思想也体现了作者对自己所处历史环境的反思，通过描写人

物的命运的重新安排来展示她回归“传奇时代” 。作者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

个没落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满清遗少，继承了遗少诸如赌博、嫖妓、荒淫、残

暴、专制等的全部恶习。她的母亲则是一位流过洋的新派女性，爱好音乐、文

学。这一新一旧组成的畸形家庭，不仅无爱可言还拥有无尽的争斗与倾轧。因

为她的父母之间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

更是思想意识的分歧。后来，她的父母离婚，张爱玲在父亲处受尽折磨。无爱

的父母，无爱的家，在童年的张爱玲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抹杀的阴影，促使她

敏感而又早熟。童年时母爱缺失，少年时父母离异，青年时远赴香港求学，中

年时婚姻变故，晚年时客死异域，特殊的经历，使她更多地着眼于乱世中的家

庭婚姻生活，着眼于世俗人生，并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剖析女性在这纷繁俗世中

的辛酸与无奈。在这辛酸与无奈的背后，张爱玲看到了女性在漫长的男权社会

中，已经逐渐形成的物质上对男性的依赖和无法改变的强烈虚荣心。这种心理

痼疾也恰恰是女性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根源。 

与相仿佛，高•素郎卡娘的作品大部分也是撰写女性的。高•素郎卡娘眼中

的女性角色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勤奋、有毅力并与自己对抗。在高•素郎卡娘

的文学作品中，女主角都是其理想中的女性，无论在才力还是能力上，都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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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色于男性。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促进男女之间的平等也实属不易。而高•

素郎卡娘却提倡在各方面男女都有平等的权利。[1] (P23) 

        在高•素郎卡娘《风尘少女》中，正是以由封建制度转变成民主制度，新

旧文化交替中的泰国社会为背景，当时的人们渴望民主、平等、自由并追求个

性解放。这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女性贫穷、被压迫、不能接受教育，

其原因在于女性在社会经济的地位以及泰国底层女性的“奴性心理”。从心理

方面进行分析，对恋人受社会事现的影响考究，她始终关注着受压迫和压抑的

女性的意识。在物化的恋人关系中，女主角乐（底层女性）尽力争取跟恋人威

建立新的生活。但是，除了她的爱情，她没有什么给恋人带来幸福的了。在世

俗的眼光里她是坏女人，没有人要她当媳妇。她把恋人的名誉看得比自己的幸

福更重要。她给恋人的不单是爱情，还有她对恋人的效忠令人心疼。她为恋人

付出了一切，他感受到的只有愉快没有任何让她伤心的。在社会现实关系中，

女性显然处于被动，她们没办法把握自己人生的幸福，只能听任着人生命运的

摆布。在当时那样一种社会制度下，广大妓女深受着封建意识的毒害，受社会

上人们侮辱鄙视，因此她们被社会上一些无知的人们唾骂，从而忍受了这些人

的侮辱蔑视。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她们只有默默承受。通过人物形象分

析，我们可以意识到不管是为了纯洁的爱情的乐，还是为了同情同命运的同性

的沙茫，这些女性完全被社会否定了。人们总是鄙视妓女，不承认她们享有组

织家庭的合法权利。妓女们期盼着在社会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得到公平的对

待。 

            在《风尘少女》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以“善良在恶人心”取代

“恶行在好人心理”。通过人物形象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被看作是坏女人的女

主人公乐与沙茫却存在着善良心理。虽然她们当了妓女，但不是她们想要这样

的，她们是被迫当妓女的。她们被社会打上“坏女人”的印记，但如果我们尝

试着从人性的高度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她们心地善良、纯洁，她们为了自己

                                                        

[1] ชนา ชลาศยั.ผูห้ญิงของก.สุรางคนางค.์หนงัสือพิมพข์่าวสดรายวนั.[J],วนัที13 กรกฎาคม พ.ศ.  

       2553 ปีที 20 ฉบบัที 7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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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爱的人的幸福，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她们并不是坏女人。虽然乐和沙茫的

生活充满困难，但是善良和伟大的牺牲使得她们在心深深地感受到愉快。 

 

第二节   两部作品女主人公形象的比较 

 

        通过对张爱玲的《半生缘》与高•素郎卡娘的《风尘少女》这两部作品的

比较，我们发现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都是妓，都有着悲惨的命运，但各自沦为

妓女的原因却有所不同。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是自愿还是被迫卖淫？这是最

现实的问题。老舍笔下的妓女都是出身贫寒的良家女子，为了维持最低的生存

水平被迫走上卖淫道路，而且极少是为了自己的生存需求，绝大多数是为了拯

救亲人。这是她们与贪图享乐、放荡自私的交际花的最大的差异。[1](P178) 

        《半生缘》中的顾曼璐，每天流转于形形色色的骄奢淫逸的无耻狂徒之

间，沉溺于灯红酒绿的夜生活之中，慢慢消磨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与纯真善良，

在声色场中，渐渐迷失了自己。为什么曼璐要选择这条路呢？ 

最初的顾曼璐是一个美丽、顾家、善良、忠厚、坚强的女孩，但当她的

父亲去世以后，一家人都十分痛苦，家境也每况愈下，一家老小只能靠曼璐来

照顾，所以她不得不牺牲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出去赚钱谋生。曼璐在中学毕业

后，就进入了充满恐惧和罪恶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做起了在外人眼里看起来十

分不齿的舞女，为了养家，曼璐当舞女之间，曼璐以青春的代价换来了一家人

的生计。在小说中，曼桢对姐姐曼璐的评价是“我父亲一死，家里简直不得

了。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事呢，只有我姐姐一个人年纪大些，从那时候起，我们

家里就靠着姐姐一个人了。我姐姐那时候中学还没有毕业，想出去做事，有什

么事是她能做的呢？就是找得到事，钱也不会多，不会够她养家的，只有去做

舞女。” [2](P16)     当时曼璐只想为了家庭，为了让全家人有好的生活，她没有

选择，被逼无奈牺牲自己做了舞女。是社会的不平等逼得她这样做。舞女的经

历使曼璐的性格发生了变化，她逐渐变成了有牺牲精神、性情刚烈的女子。 

                                                        
[1] 刘传霞.被建构的女性[J] 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 

[2] 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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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璐深深地陷入了花花世界。这些不仅没能给曼璐的生活带来幸福，还使

她感到孤独、悲哀、心酸。 

    曼璐也逐渐变得欲壑难填，她希望有一个能够依靠的人带她跳出火坑，使

她享有美好的生活。她的母亲也很担心曼璐的归宿，也很希望曼璐能找到一个

可以依靠的人，不用再吃苦，也不用再做舞女。在小说中顾太太对曼璐说话：

“也是我怕了你。从前要不是为了我，还有你弟弟妹妹们，你也不会落到这

样。我替你想一想，弟弟妹妹都大起来了，将来她们客人干客人的去了……”

曼璐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道：“他们都大了，用不着我了，就嫌我丢脸了是

不是？所以又想我嫁人！这时候叫我嫁人，叫我嫁给谁呢？”[1] (P23）曼璐也

知道，没有哪个好男人愿意跟她结婚，因为她是舞女。但是顾太太想要曼璐跟

张豫瑾结婚。曼璐从前跟张豫瑾订过婚。但曼璐的父亲突然去世，家境迫使她

出去做舞女，因此他们就解除了婚约。顾太太道：“这次我回乡下去，听见说

张豫瑾现在很好，做了县城里那个医院的院长了…………也听见说，他到现在

还没有结婚。”曼璐突然笑了起来道：“他没有结婚又怎么样，他现在还会要我

么？” 

    “妈你就是这样脑筋不清楚，你还在那里惦记着他哪？”[2] (P24) 对于女

儿曼璐为了家庭挑起重担做了如此大的牺牲，做母亲的可谓是最心疼最难过最

心酸的。终于，曼璐找到了一个她认为能够依靠的人，是一个名叫鸿才的男

人。 

    实际上，在那个时代，那个上海社会，美色是女人唯一的财富，然而“粉

白黛绿的姿容”终究要被似水流年洗褪颜色，是正当美色的女人，也不过被男

人玩弄一番，她们的命运和地位如娼妓一般，被当作商品和礼物作交易，恰似

如：薇龙衣橱里的衣服，旧了脱去换新的。所以，葛薇龙最后选择的是“自愿

为娼”。[3] (P159) 

        与此不同的是，《风尘少女》中的乐原名甜，乡村少女人生命运反转，踏

上了卖淫之路，是被迫成为妓女的。这段时间里的生活是很痛苦，极可悲的。 

                                                        
[1] 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2] 同上. 

[3] 万燕.女性的精神——有关或无关乎张爱玲[J].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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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原名甜，是乡村农民的女儿，她美丽天真，体态娇小，朴实勤劳，

生活中充满着愉快。直到她遇见了一个风流的曼谷青年卫差，她的生活完全变

了。卫差长得帅，瘦高身材，皮肤细腻，又爱好打扮。甜是农村少女，没受到

过教育，也没有人生经验。她没有怀疑，没有防备，就轻易地相信了卫差的甜

言蜜语，深爱着他和京城里的文明。在卫差的挑逗和花言巧语的蒙骗下，甜离

开家人，带着一些钱财悄悄出走了。这次下决心出走使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

化。卫差把甜骗至曼谷后，卖到烟花巷。另外，卫差还把甜的钱财产带走，最

后卫差从此再不回来。 

 

    “乐心乱如麻，痛不欲生。没有人能体会到一个被拐骗被拆白得 

一无所有而且又被带到这种龌龊地方的农村姑娘，心灵遭受了多么大 

的创伤，精神上又是多么的恐惧。妲嬷嬷说：“共谋生计”，一听便能 

想象到她们在这里是怎样“共谋生计”的。”[1](P53) 

 

    这段时间甜像生活在火坑里，很痛苦的。后来甜改名为“乐”，忍辱偷

生，含泪当妓女。乐的痛苦生活开始了，直到乐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青楼里

认识了侯爵家的公子威，那次遇见使他们两个人产生了爱情。可因“妓女”的

身世使威家无法接受乐。威逼着到外国读书，那时威不知道乐有身孕了。他不

辞而别，一去不复返。实际上妓女的职业是令人厌恶的职业，在社会上是得不

到人们承认的。这是乐第一次遭到摧残的人生命运。 

另在《风尘少女》还有一位女主人公是沙茫进入花花世界，这样是为生活

所迫。第一次沙茫遇见乐，她觉得最可怜乐，由于她与乐的人生命运没差别。

沙茫当妓女的原因。沙茫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后来，她的丈夫被抓进牢使

她的生活变得。沙茫的家庭从前穷当丈夫坐牢了她就像没有可靠的人。她没有

工作也没有钱，现在钱也不够。在哪里找钱养孩子，买东西去给丈夫。她怎么

办才好呢？这些必要性逼迫沙茫当妓女。 

 

                                                        
[1]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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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你更加不幸。你大概会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当妓女，是吗？ 

不！这完全是为生活所迫。我是有丈夫有孩子的人。我丈夫坐牢了， 

我没有法子挣钱买东西去看他。开始还有点儿钱，可日子一长，都花 

光了，孩子也跟着受苦。甜姑娘，你想，丈夫好端端地去坐了牢，为 

了弄钱买点儿东西给丈夫送去，只得卖掉了亲生骨肉。最后不得已， 

    自己只好来做这种事，不然就没有别的活路。只盼着有朝一日再见到 

丈夫和孩子，一家人还能团圆。”[1] (P54)
 

 

    沙茫是乐的女友，在黑暗的社会里沙茫一直帮助乐。后来，乐怀孕沙茫就

帮乐逃离烟花巷，乐终于从此跳出火坑。沙茫是遭受社会侮辱的低等人的代

表，她却心地善良、同情女性、乐于助人而不计报酬。 

    可见，虽然她们被逼为娼、被社会蔑视为“坏女人”。但她们的内心却都

是纯洁高尚、极富牺牲精神的。有些评论说此书讲述的是“逼良为娼”的故

事，然而，在那个年代，对于女人来说，何又为“良”，何又为“娼”，她们是

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价值的。[2] (P159) 

    《风尘少女》的乐跟《半生缘》的顾曼璐之所以走上歧途都有着相同的原

因，那就是为了家庭。在《风尘少女》中可以看到乐为了小孩，为了母女两个

人的生活，她希望女儿能够有个美好的将来，所以都要尽力而为，找出个可行

的道路来解除生活的困难。乐是一个没受到教育的人，顾曼璐虽然受过教育但

也只是基础教育，生活较困苦，这是一个很平常的现象。乐无论是受辱为妓还

是作为农民，都是处于社会的下层，这些都不足以养家糊口。同时沙茫也帮乐

工作，因为怕女儿得知母亲的曾经而伤心，更怕社会像对待她一样侮辱蔑视她

的女儿，所以乐找沙茫帮忙，瞒着女儿做妓女。 

乐对女儿的爱是伟大的。乐对待对困难是永不服输的，然而为了女儿的生

存与幸福，她不得不重操旧业，因为她已经别无选择了。在小说中描写乐的心

理：一想到还有另外一个赚钱的方法——重操旧业，乐就心如刀绞。那个行当

                                                        
[1]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2] 万燕.女性的精神——有关或无关乎张爱玲[J].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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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是最容易的，于乐也并不陌生。为了她那可爱的女儿的前途，乐曾下决心

绝不再让人玷污自己。而当不得不重操旧业时，对乐来说，真是既厌恶又害

怕。她越想越不安，越想越痛苦。[1](P112) 还有一句话描述了乐的心理：“乐感

到心如刀绞，既然人家都说自己是个卖淫的坏女人，那就被罐子破摔吧，别再

等着为谁守节了，现在他大概早就是不认识咱了，没人能理解咱的苦处。就这

样，乐悲伤地流着眼泪，毅然决然地下定了决心”。[2](P113) 

    为了她的女儿得到最好的照顾，乐愿意给隔壁的人付工钱；为了女儿的身

心健康，不让女儿知道她的下贱的身份，她愿意远远避开女儿而自己苦苦思

念，怕的是女儿受到影响。乐的母爱永远是伟大的。 

《半生缘》的曼璐与《风尘少女》的乐和沙茫，三位女主人公都说明了一

个道理：在世界上每个人都要通过努力奋斗，才能够生存，并争取幸福。虽然

妓女被社会上人们侮辱鄙视，但她们从来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依然断续奋

斗。 

 

第三节 两部作品男主人公形象的比较 

 

        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导致她笔下的男性人物大多自私、虚伪、变态。这

些男性形象或者是处在堕落腐败的生活中，或者是缺少父爱而压抑变态，张爱

玲都能将其刻画得鲜活、生动、传神，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她的家庭影响

是分不开的。在爱情方面，张爱玲笔下的男性，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

操，没有真情，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他

们对待爱情有着本质的相似，他们在兽欲、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张

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3] 通过在两部作

品中男主人公形象都是较正派的，那么他们爱情的命运是怎么样呢？ 

       《半生缘》中的沈世钧其实和每个人都很相似，或说每个人的某一个特殊

                                                        
[1]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2] 同上. 

[3] 常彬.类型各异的男性世界——张爱玲小说论[J].吉林：东北师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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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相似，特别是男人。世钧是受过教育的人，有梦想、淡然、善良而朴实，

但是他又软弱、木讷不爽直、不能面对困难负起自己的责任。世钧是叔惠的同

学，也是工厂的同事。有一天叔惠介绍曼桢认识世钧，就是说他们都在一家工

厂工作。后来曼桢的善良精神使世钧爱上她，他说：“曼桢，我会一辈子不让

你再吃苦，再受累”。世钧故意带曼桢去找沈太太，但是沈太太要世钧跟石翠

芝结婚，因为石翠芝家的地位跟世钧家差不多，并且石翠芝是美丽、纯洁、

甜蜜、温柔、善良的人，最重要是石翠芝爱世钧。但世钧不爱石翠芝只爱曼

桢，世钧把戒指给了曼桢代表他的爱情。虽然世钧对曼桢真挚的爱情让沈太

太同情，但世钧的父亲告诉沈太太曼桢的姐姐是个舞女，致使沈太太反对他

们结婚，因为社会上是极度鄙视舞女这个行当的。但是世钧坚持要跟曼桢结

婚。但曼桢知道由于姐姐的原因世钧的家庭是一定不会同意他们结婚的。曼

祯觉察出两人之间的现实隔阂，将世钧送她定情的戒指退还给他，世钧很生

气放下戒指就走了。曼璐病了，为了留住丈夫就拐骗妹妹曼桢到她家，让祝

鸿才强暴了她。曼祯被囚禁在姐姐家，虽以绝食抗争，但毫无办法。后来她

将戒指给女仆，让她帮自己给世钧发一封信，使女却把戒指交给了曼璐。后

来当世钧来找曼祯时，曼璐将戒指给他，谎称是曼祯让她转交的。世钧无奈

地离开了。这一段时间世钧觉得他的心破碎了，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这个

世界充满了残暴和恐惧。终于世钧决定回南京,永远离开上海。 

       《风尘少女》中的男主人公威，代表封建社会的高级阶层。尽管知道恋人

从事的是被认为是肮脏的妓女职业，威还是为乐付出了纯粹且崇高爱情。 

        威是城市里的年青人，出身于贵族，是侯爵的公子，又是知识分子，相貌

堂堂，瘦高身材，皮肤白皙细腻，性格善良。从和他的朋友们去烟花院开始，

他步入了充满着厌恶和卑鄙的社会。直到有一天威遇见一个农村少女，他的生

活才又发生了变化。少女叫乐，乐被恋人逼良为娼，在社会上受尽轻视和侮辱

鄙视。威同情可怜乐，随之同她产生了爱情。 

乐的纯朴爱情使威下定决心一定要报答她并给予她的纯真的爱。威努力为

乐寻找出路，让她跳出火坑。他们想努力创建新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并非易

事。威知道在那样的社会坏境下，他的家庭一定不会承认他们的婚姻，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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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充满烦恼，并且为母亲和亲朋们的话而隐隐作痛。他的家庭是绝不会允许他

把一个扫帚星一样的烟花女带回家去的。但威仍然很坚持，不听别人的劝告和

阻拦。威说： 

 

    “我知道你爱我，乐。但我们总不能老是这样下去。我打算让你 

从良，使你只属于我一个人，成为我的妻子。”“只要你在这里一天， 

就无法阻止我再到这里来找你。越是了解你那真诚的心，我就越是难 

以控制自己。我这个人是我行 我素惯了的，我想来找你就非要来找 

你不可。”[1](P20) 

 

        我们可以看到他接受的教育并没有帮助其产生有深刻的认识。威认为，只

要当前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好办了，至于最终是否有好结果他心里也没有底。最

后威无法承受和乐在一起的压力，他选择前往国外读书，长达 6 年之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部作品的男主人公在爱情的态度上都不能善始善

终。在《半生缘》中，世钧不相信爱情与恋人，却相信姐姐曼璐的谎言，不努

力寻找事实真相，巩固爱情，却让爱情从自己的手中溜走，最终失去了爱情与

恋人。同样，《风尘少女》中的威对乐的爱也并不够深，他没有想办法为恋人

摆脱生活的枷锁，而是最终选择了违背承诺，不辞而别。 

        命运却好像跟他们开了个玩笑，让他们重逢。莫非是上天弄人？ 

        在《半生缘》中，与恋人分手十八年后，世钧回到了上海，两个人久别重

逢。这段时间曼桢把所有的事情告诉给世钧，世钧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非

常自责。所以世钧其实是恨不得破坏已成定局的一切，来补偿曼桢所遭遇的痛

苦。他说: “好在现在见着你了，别的什么都好办。我下了决心了，没有不可

挽回的事。你让我去想办法。”曼桢不等他说完，已经像受不了痛苦似的，低

声说“你别说这话行不行？今天能见这一面，已经是……心里不知多痛快！”。

[2](P368) 

        曼桢也知道世钧结了婚生了孩子，更明白他们的爱情不可能是老样的。曼

                                                        
[1]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2] 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第二章  《半生缘》与《风尘少女》的创作思想 

22 

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1](P368）世钧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是一样

震动。世钧说：“你看不看得见月亮？它会守着你，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

世。”世钧在曼桢那里永远都是最好的，属于她的东西她常常会越看越好，因

为他曾经是属于她的。世钧可能是所有出嫁的女人最理想的老公。 

在《风尘少女》中，分别六年后，威回到了泰国，乐和威偶然在烟花院久

别重逢。威跟乐解释说他曾试图尽其所能带乐跟他在一起远走高飞。但终不能

反抗家庭的巨大压力，不得不跟乐分离被逼迫前往菲律宾读书。那段时间，如

果威固执着不服从家庭他们可能如愿一起生活。但是当威去读书接受高等教育

之后，他想到他学到的知识可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益处。威说： 

 

    “如果不去菲律宾，我也许真的已经和你结合了，我们如果真想 

那样做，是没有人阻止得了的。但是后来，当我学到了更多的知识之 

后，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我感到，如果我真的象上面说的那样做人， 

那真是太狭隘了。我应该成为这样一个青年，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并 

用所学知识为大众以及家庭和个人造福。难道不是这样吗？乐。”[2](P20)
 

 

        另外威已经与女人叫吉达拉，吉达拉是受过教育、性格善良的人。这些乐

都了解，但她并不记恨。重要的事乐自知时日不多，只要跟威托人照看女儿，

威愿意照顾他们就够了。 

        沈世钧与威两个人物都反映在封建社半封建社会时期虽然充满着自私自

利，但仍然还有男人愿意为爱情牺牲，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虽然牺牲和善

良有时难免让当事人痛苦，但却能够帮助维持世界与社会的和谐，使世人生活

的更加幸福祥和。 

 

 

 

                                                        
[1] 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2]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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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爱情与偏见——封建传统下的无奈抉择 

 

张爱玲的爱情笔下，她曾自我解释说：“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

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

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1]又说：“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

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

样。”[2] 

《国库辞海》中把“爱情”定义为“喜悦与倾情的欢爱”。爱的意义是对

某些事物产生了喜悦与倾情之感情和感觉。爱有多种，无论是父母之情、手足

之情、儿女之情、朋友、情人或者其他人之情。 

        至于“偏见”，《国库辞海》中把此意义定为“不应有的行为”并分为四

类： 

        1. 为爱而起 

        2. 憎恨而起 

        3. 畏惧而起 

        4. 无知而起 

         其实在社会上爱情与偏见，必然是对应的。年轻人的爱情可以普遍遇

见。爱是美丽的，它美化了世界。可是风雨无阻的美丽爱情是很难遇见的，不

管是爱情与金钱，还是爱情与偏见，通常都会产生矛盾。这些是在封建传统下

的无奈抉择，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长期以来讲究门当户对，出身高贵的人排斥

穷人及低等人。《半生缘》与《风尘少女》这两部不同国度的小说通过对各自

                                                        
[1]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J].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2] 林以亮.张爱玲语录，明报月刊 1967 年 12 月联合文学[J]，第 3 卷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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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告诉人们对于自己的爱情与家庭之间关系，什

么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应该怎样做选择？ 

    《半生缘》中的曼璐是一个渴望爱情和生活幸福的女人，但命运变化使她

的爱情只是一个梦，为什么会这样？ 

 曼璐的初恋是在她初中的时候发生的，跟一个叫张豫瑾的年轻男子相爱。

本来曼璐和豫瑾之前没有太多的感情，但却越来越眷恋，后来他们就订了婚。

这一段时间他们过得非常愉快。后来张太太回家乡去了，豫瑾仍旧留在上海读

书，曼璐和豫瑾一直通着信，也常常见面。曼璐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当她们

有了爱情后，都希望有自己的小家庭，可以生儿育女。曼璐的爱情是纯真的，

不计较任何回报。但命运对她很不公，上天上有意跟她作对，刁难她，她的父

亲死了，家里已经没有家长。曼璐是长女，家庭的重担自然落到她的肩上，所

以她要在家庭和爱情之间做选择。这段时间是曼璐最压抑的日子。为了养活家

人，她最终作出决定，放弃爱情，出去做了舞女。后来他们就解除了婚约，是

她这方面首先提出的。纯真的爱情并没有开花结果。与豫瑾短暂可悲的爱情成

为曼璐一段纯美的回忆和空虚心灵的一种慰藉，分离十几年之后当豫瑾再次来

到家中，曼璐和豫瑾重逢。但是他们的地位都变了。豫瑾是医院的院长，是有

教养的人，有荣誉和尊严，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尊重。而曼璐则是舞女，没有

受到较高的教育，从事的是在封建社会上被人们侮辱的舞女职业、是低等人。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都不太合适。虽然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件事都在发生

变化，但曼璐和豫瑾的感情没变。在他们的心里仍然充满着眷恋之情。不管他

们分开了多长时间，豫瑾为了曼璐一直没有结婚，但曼璐已经嫁人了。其实如

果曼璐没结婚，他们也不能结婚。豫瑾的母亲不会承认曼璐的，因为曼璐是舞

女，如果豫瑾跟她在一起将会被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曼璐将令他们蒙羞。 

 曼璐很高兴豫瑾来上海，其实她不想跟豫瑾见面，因为她怕面对自己的感

情。她对豫瑾的爱情和眷恋使她的行为违背了她的思想。她要跟豫瑾见面一

次。这次重逢，曼璐的热情再一次被点燃。可是物是人非， 此刻的她正带着

一副被声色犬马浸染的妖娆面容和脂粉气来息面对这个曾带给她快乐和幸福的

男人。那天曼璐穿深紫色的绸旗袍，从前豫瑾很喜欢她那件衣裳。曼璐希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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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以怀旧，她极力说每件事情都是为了让豫瑾继续疼她，关心她，但似乎没

有效果。书中有一段描写可以表现出曼璐对豫瑾的想念和伤心，曼璐说：“你

倒还是那样子。你看我变了吧？”豫瑾说：“人总要变的，我也变了。我现在

脾气也跟从前两样了，也不知是不是年纪的关系，想想从前的事，非常幼稚可

笑。”豫瑾把从前的一切都否定了。曼璐所珍惜的一些回忆，他已经羞于承认

了。[1](P145) 曼璐眼泪便抛洒似的落了下来。她感到对那次决定很伤心，如果

她选择爱情现在她跟豫瑾就有幸福了。 

 爱情、妒忌和仇恨混在一起就造成了偏见，这些是社会的现实。当有了爱

情，但爱情不能成功，同时自己所爱的人却爱上别人，爱情因此而产生了妒忌

和愤恨。如张爱玲对于爱情的那种近乎偏执的本能欲望，她说：“女人恨起个

人来，倒比男人特久得多。”又说：“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得更彻底”

[2]而这种恨一旦与爱情沾上边就会变得更为恐怖，也更有破坏力。曼璐也是这

样，她心中那个华丽的梦开始被渐渐击得粉碎。 

 豫瑾的善良使顾太太极力撮合曼桢和豫瑾两个人，同时两人也渐渐表现出

来对对方的好感。豫瑾也已经爱上了曼桢，曼璐因此而妒忌曼桢。曼桢什么都

有，无论教育、纯洁、朴实、善良、年轻、光明的前途以及爱情，而曼璐是舞

女，不干净，她的一生已经完了。曼璐真恨她，非常恨她。在书中曼璐说： 

 

    “我没有待错她呀，她这样恩将仇报。不想想从前，我都是为了 

谁，出卖了我的青春。要不是为了他们，我早和慕瑾结婚了。我真傻， 

真傻。”[3](P146) 

 

 她感到了威胁，感到了恐惧，在欲望的掌控下，这些打击让她做了一个罪

恶的决定。 

     再看《风尘少女》中的乐，是一对夫妇拿世俗观念逼迫她，使她不可能决

定自己的爱情路。 

                                                        
[1] 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2] 张爱玲.谈女人•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3] 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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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那天威来到妓院，命运就让他们相爱，友情变成了爱情。每个人都知

道乐是妓女，所以她一定要接待客人，但乐不是这样的。威是高等人，威来到

了妓院他就给主人一大笔钱。让主人不敢跟乐闹事，由于主人知道了威很爱乐

并且对乐感兴趣，最重要是乐能使主人得到了很多钱。因此，她去请求主人，

除了威之外，不再让她接别的客。乐想，既然自己要属于他，就要为他而保持

贞洁。乐对威的爱情，像普通人的爱情，但这个世界上，少数人的爱情不计较

任何报酬。为了恋人的幸福愿意牺牲自己。爱不是自私的，不想让恋人有压抑

的生活，就像乐自己极不想恋人被侮辱了荣誉。在书中乐说: 

 

       “假如我不是青楼女，不是栖身烟花港，我现在就可以对你说， 

   乐最高兴见到您。可是我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而爱您。我认为， 

   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那不是爱情，而是损人利已。人们的地位和 

   身世各不相同。您是名门子弟，有钱势，有名望，不该到这儿来，这 

   里是烟花港，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窑子。就连我，也不是该结识的人， 

   我是个烟花女子。您知道吗？”———“亲爱的，我爱您并不希望得 

   到任何报酬”。[1](P18) 

 

           但谁知道，她内心深处充满希望，等待出去有新的生活。乐只是幻想着有

朝一日威带自己离开这里到一个盼望已久的温暖的小家庭，幻想着能得到一个

普通妻子的幸福。她最希望的就是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乐除了爱情就没有什么跟威合适。无论是在教育、

社会地位的方面，还是在职业方面，乐跟威都很不般配。此外，还有威的家

人，坚决反对他们的爱情。由于威家庭的地位显赫，有社会的尊重、荣誉和尊

严，这些高于一切。社会人士普遍不接受妓女这类人进入他们的家庭。有谁把

她们担任看待？有谁想到她们虽然当妓女，但也同样是有血、有肉、有精神的

人。她们当妓女，必然有原因。很多人都忽视这一点。不管你是为生活所逼还

是被人卖到妓院，只要你是妓女，人们就鄙视你。这些事实并不能停止人们对

                                                        
[1]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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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憎恶和侮辱，妓女这个职业仍然令人憎恶的。威也知道他的家庭一定不

接受乐。虽然他们有真正的爱情但不能避免社会对低等人鄙视的事实。这些都

是造成的偏见，没有父母愿意看到自己孩子的妻子拥有被社会侮辱的职业生

涯。威的家人也是这样想的。这样的偏见是因为爱孩子，希望孩子有美好前

途，不愿意看到孩子有低落的生活，被人们说闲话。因此，威的家人尽一切努

力，把他们分开。阻止常常发生，但威不听家人反对的话，仍然表示想要跟乐

在一起。所以他母亲决定最好的方法是送他去外国读书。威是好孩子，所以他

就先选择了家庭。当然他也尽了一切力量带乐跟他在一起，但最后他的心意不

能达成。在书里威说： 

 

    “你恨我了。”他说，“但是当你了解了我的情况并且理解我之后， 

你将会认识到，我并非轻信寡诺之人。首先，我已尽了一切努力想找个 

工作，好接你去一起住，但是没能成功。就连我的母亲，对我的一意孤 

行也表示极为不满意。后来，他们要送我到菲律宾去学习，为了我的前 

途送我去深造。最后一次和你见面的那天，我本打算告诉你，可又怕你 

伤心了，而且，对于一个正处在放荡不羁的青春年华并且还不懂多少生 

活哲理的年轻人来说，出现这种情况也是难免的。………”。[1](P170) 

 

        上面所述的，《半生缘》中的顾曼璐与《风尘少女》中的乐，在爱情方面

她们都有纯洁的爱，是不计较任何报酬和渴望生活幸福的爱。但曼璐爱的道路

是她自己决定的，选择进入花花世界是为了生存为了家人，即使很伤心，也必

须牺牲自己的爱情。而乐的爱情之道路不是她自己决定的，是恋人的决定，使

她想拥有了新生活的梦想却又破碎了，她不知道原因，直到他回来。偏见是对

爱情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因素。两位女主人公的相同点是，她们都是妓女。“妓

女”、“舞女”因为是贫贱和遭人蔑视的职业，没有哪个家庭会接受会希望自己

的孩子跟她们结婚。但在《半生缘》中的曼璐是有差别的，嫉妒和仇恨成为偏

见，曼璐与豫瑾的爱的破裂是因为家庭生计所迫使她失去了机会和前途，而她

                                                        
[1]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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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妹妹——曼桢一切都有，无论是跟豫瑾结婚、还是光明的前途。这是封建传

统下的无奈抉择，正如泰国俗语所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避免，一

切都是不固定”。 

 

第二节     无爱与钱财——欲望驱使下的人生沦落 

 

        《半生缘》中的曼璐与《风尘少女》中的乐，她们两人开头都有相同的

命运。由于贫困的生活，十分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她们不能享受教育或享受较

高级的教育而是进入花花世界了。她们的沦落被逼无奈，只好去当了妓女、

舞女。她们的生活目标只是为了挣钱活命或照顾家庭，不过她们收到的钱却

从来不是爱上的人给的。人生命运被安排在“无爱与钱财” 和“  生活与生

存”的条件之下。过了半生，她们才有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但却是不相同的 

        在《半生缘》中的曼璐，当时年纪才十六岁，就要面临现实困境和精神

困境。由于他的父亲过世，家庭没有了顶梁柱，只有奶奶、妈妈、两个妹妹

和两个弟弟，曼璐是年纪大的。曼璐不可能做很多的工作，因为她没受到高

的教育所以做的工作待遇很低，赚到的那点钱就根本不可能养活家人。曼璐

的生活困逼，被逼无奈之下，只好进入花花世界当舞女。为人不齿的娼女，

从“人”就变成了“妖”，但她可称为一个伟大的牺牲者。曼璐对花花世界里

的生活充满着厌恶，找不到幸福。通常她要跟谁出去跳舞、招待的、对待的

都是陌生人并不是自己愿意交往的。虽然曼璐不想做但不可能不做。如果曼

璐不做就没有钱养活家人和自己，所以曼璐只好当舞女挣钱财。曼璐被迫当

了舞女，变成了旧上海一位有名的交际花。 

    《风尘少女》中的乐，是一个乡村少女，尚未成年。乐被恋人拐骗到城

市，卖到烟花港，精神顿时陷入绝望的境地，最终，一个心灵和躯体都曾经

纯洁无暇的农村姑娘，变成了一个烟花女，变成了社会鄙视的堕落的女人。

而她进入花花世界 ，社会现实与变化的地位迫使她走上堕落的道路。所以，

为了自己生存就得出卖肉体，最重要的是乐要接受妓女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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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有谁知，乐的心里充满着痛苦，妓女职业使一个女人需要付出很大努

力和耐心，包括把自己的肉体献给既不认识又不喜欢的男人，只是为了挣钱活

才不得不忍受如此屈辱肮脏的生活。这是最悲伤的事情，对于自己所爱的人与

不爱的人感情的差异悬殊。一个人对于自己钟爱的人，就愿意为他做一切事

情。反之，对于自己不爱的人是不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但由于生活的需要所

压迫也不得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钱财与生存”两个字谁都不能拒绝。 

        上面所述的，能看出她们两人的人生命运都其实都是一样的，她们都要为

生计奋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妓女的道路。为了什么要这样做

呢？如果不是为了谋生，为了钱财养活家庭，她们是不会走这条道路的。众所

周知，人们在遭遇困难没有选择时，有时就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些内心充满痛苦

的工作。不管那个时代，都没有人生活的好端端的就想要选择为娼，是生活或

邪恶势力逼着她不得不这样做的。 

    《半生缘》与《风尘少女》的两个女主人公沦为妓女，她们的命运开始了

转折。读者都想知道她们的结局是怎么样？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半生缘》中的曼璐，当她年纪老大不小了，顾太太很担心曼璐将来的生

活，想要曼璐嫁给一个富人，为的是能靠着这个富人也能给自己解决生活困

难。因为这一种舞女职业只是吃青春饭，一个人不可能倾其一生去从事。当曼

璐老了皮肤就会起皱纹，老板也不愿意让她在做这份工作，因为她不能再具魅

力招待客人了，客人们要跟年轻的姑娘跳舞。另外，顾太太不愿意看到别人来

侮辱和蔑视曼璐的尊严而使她羞愤。在现实世界，到处是自私和黑暗。有评论

指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婚姻在她看来就是‘长期的卖淫’，她这样对婚姻的

理解也是出于她亲见了许多那个时代女性的遭遇。”[1] 的确，那个时代的婚姻

与卖淫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获取生存筹码，但在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在小

说中母亲对曼璐说话： 

 

           她母亲说“……倒是你，你的事情我想起来就着急。”曼璐说“ 

我的事情你就别管了！”她母亲说：“我哪儿管得了你呢，我不过是 

                                                        
[1] 刘波.苦行僧的病态传奇[G]//王朔.十作家批判书.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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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你年纪也有这样大了，干这一行是没办法，还能做一辈子吗？ 

自己也得有个打算呀！”曼璐说：“我还不是过一天算一天。我要是往 

前看着，我也就不要活了！”……她母亲说：“也是我害了你。从前要 

不是为了我，还有你弟弟妹妹们，你也不会落到这样。我替你想想。 

弟弟妹妹都大起来了，将来他们各人干各人的去了……”曼璐不耐烦 

地打断她的话，说：“他们都大了，用不着我了，就嫌我丢脸了是不 

是？所以又想我嫁人！这时候叫我嫁人，叫我嫁给谁呢？” [1](P23) 

 

        在曼璐的思想深处也想金盆洗手，老老实实找个男人把自己嫁了，可是

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稍正派点的男人都嫌弃她，鄙视她。只有祝鸿才对曼

璐一直好好地对待和关心。本来鸿才有一个老婆了，在乡下，不过他从来不

回去的。他一直一个人在上海。最后她只好嫁给了这个叫祝鸿财的穷无赖，

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姨太太。这些是曼璐决定了的事情。自从她嫁过去后，他

们的生活似乎开始往好的方面转变，祝鸿财也开始财运好转，后来竟搬进了

豪华别墅，还买了辆车子。于是祝鸿财夸她有旺夫运，母亲看见自己的女儿

最后总算有个归宿，算放心了。 

        妓院的生活使乐能学习并更深刻地了解着人生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当她

初次结识那位叫威的年轻男子时，便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卫差教

给她的不同。威是公子有较高的地位，又是知识分子，外表英俊和态度和蔼。

彼此真诚相爱，那时威不知道乐有身孕了。现在乐不需要卖身的钱了，而乐需

要的是去外面跟恋人有新的生活。中国作家张恨水对风尘女子评价说：“她们

自然也有爱情，不过她所爱的人，不必就是花钱的客人。我经过种种试验，知

道女子的爱情，不是金钱买得到的。就是你花钱买来了，也不过表面上的应

酬，决不是真爱情。有一天，她不需要你的金钱了，她的真爱情一发生，就要

和你撒手了”。[2] 但最后那一次爱情与欲望都不能成功，威不辞而别。 

        相比之下，《半生缘》曼璐，可以说“能成功的、顺利的”，但在《风尘少

                                                        
[1] 张爱玲.半生缘[M].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2] 张恨水.金粉世家[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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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的乐，则是不能成功，失败的，乐的人生却像以前一样的。这什么是世

道？又让她回去重做娼女？乐怀孕的时候，她不想要孩子在这里妓院出生，因

为这个地方充满了龌龊。当她的女儿快到出生的时刻，乐强烈想要摆脱那屈辱

的生活。因此她怕女儿沾上污点，她非常担心她的女儿知道了妈妈是妓女，也

害怕社会上侮辱她的女儿像她现在被社会侮辱一样。 

        乐在女友沙茫的帮助下逃离烟花港，沙茫爱乐就像爱妹妹一样，所以沙茫

帮乐找工作。什么工作乐都接受，只要能有收入，乐尽力而为做的。当乐出生

了女儿，只有沙茫帮助和照顾乐和小女孩。每次遇到困难，沙茫都竭尽全力相

助，毫不考虑自己。沙茫每天晚上出去干老行当，为的是把钱养活乐和小女

孩，而她不愿意乐再回去干社会上侮辱的职业。后来，沙茫生了病，沙茫有好

几夜不能出去挣钱了，仅剩的一点儿钱也是坐吃山空，越来越少，不够买药和

家用。现在乐的生活又陷入严重穷困。乐该怎么做才好？为了报答沙茫的恩

情，为了养活自己，乐想到了最容易找钱的方法，那就是乐曾经干过的职业。

为了把钱照顾沙茫和女儿，乐无奈地选择这条老路。在小说中，作家是这样描

写乐的感情的：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乐想到它就心如刀绞。那是最容易的，也是 

        乐曾经干过的挣钱的行当。为了她那可爱的女儿的前途，乐曾下决心， 

        绝不再让人玷污自己。要再去干那个行当，对她来说，真是既厌恶又 

        害怕。她越想越不安，越想越痛苦……乐感到心如刀绞，既然人家都 

        说自己是个卖淫的坏女人，那就被罐子破摔吧，别再等着为谁守节了， 

        现在他大概早就是不认识咱了，没人能理解咱的苦处。就这样，乐悲 

        伤地流着眼泪，毅然决然地下定了决心。[1](P112)  

 

        乐再当妓女，有钱养活女儿了。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这是黑暗社会的

现实使得女人没有选择的路。只有钱财让她们的生活变得不困难，但这却需

要女人做出肉体和灵魂的牺牲，要做出那种社会上人们所蔑视的交换。在世

                                                        
[1]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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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每个人每个生命都要通过奋斗和奋勉，都希望有一天在生活上能满足

自己需求，能够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不挨饿。这些是一人生的最基本需要

的。 

 

第三节  理想与幻灭——爱情悲剧下的社会反思 

 

         40 年代，张爱玲的爱情就是经历了理想与幻灭，她以饱受内心挫折和创

伤的过来人的人格形象出现，描写着在现实人际纠葛苦苦挣扎而又注定一无所

获的薄命红颜。张爱玲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女性的生命模式经历了一次

全方位的回归，她笔下展示的女性生命有在写恋爱、恩怨、欲念时，总挥之不

去那种惘然、苍凉之感。女性传统生命状态在张爱玲笔下被展示得淋漓尽致，

对女性附庸生命意识的批判就越有力，对女性终极生命虚无的反省就越深刻。 

   张爱玲与高•素郎卡娘在小说中，都反映了人性黑暗复杂的方面在她们笔

下描写了情爱的虚假、同情女性、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她们的整

个创作渗透着生命的悲凉。 

   《半生缘》顾曼璐与《风尘少女》乐，她们两个人都有爱情的理想，希望

将来有更好的生活。但是，她们的爱情理想却最终幻灭，自然引起读者对她们

的爱情悲剧深刻反思导致她们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在《半生缘》中，曼璐作为一位年轻妇女，有着光明的生活和美好的前途

以及纯洁的爱情理想。她的爱也像普遍年轻妇女一样，渴望自己得到理想的爱

情、圆满的婚姻、幸福的的家庭。但悲苦的命运早早地降临到这位弱女子身

上，她为了肩负起沉重的家庭负担不得不踏上了卖淫之路，成为了娼妓，一切

美好的理想都化为乌有。她在黑暗社会的生活是十分痛苦和悲惨的。只是为了

养活家人，她不得不作出巨大的牺牲，牺牲自己的名誉，牺牲自己本该获得的

爱情。“子女孝敬父母”这这样的礼教教条使曼璐必须放弃她的爱和恋人了。

这些悲惨的经历深深地留在她永远的记忆当中。在现实世界中，社会上到处充

满着黑色、荒淫、痛苦和侮辱蔑视，使得曼璐的性格和品质在浸染中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由从前的忠厚、善良、纯洁变成了沷辣、尖酸、刻蒲、反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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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后来曼璐年纪大了，她想要靠着一个男人，过一种安稳的生活。她需要找

合适的人结婚，但由于“舞女职业”使整个社会对她封锁了机会，所以曼璐不

能找到一个好男人结婚。只有一个叫祝鸿财的穷无赖牵缠她、一直好好关心和

照顾她。所以，当曼璐再也不能找到合适的人跟她结婚时，最后她决定跟祝鸿

才结婚。其实，曼璐有过意中人。张豫瑾是院长或者称为曼璐的前男友、未婚

夫，他是曼璐最喜爱的人。豫瑾非常善良与诚实，对曼璐倾心相爱，一直没结

婚。曼璐的妈妈想要曼桢跟豫瑾结婚，虽然不能跟豫瑾结婚，曼璐对豫瑾的爱

仍然不变，因此，她对曼桢产生嫉妒和愤怒，都是同父母所生，为什么她们的命运

差别这样大呢？。  

从她嫁过去后，曼璐的生活就开始往好的方面转变，祝鸿财也开始财运好

转，后来有钱财、新车、豪华的住宅。此时，她总算开始有了希望，有了好的

生活，有丈夫爱着她以及完美的家庭。可是时间长了，祝鸿财对她厌倦了，对

待她越来越不好，并且开始到处在外面找别的女人，这让曼璐很伤心。为什么

不像她爱情的理想？后来，为了拴住自己的丈夫，曼璐想起母亲曾对自己说过

的“借腹生子”一事，或许这样就能把祝鸿财给牢牢套在手里了吧。于是她开

始想办法，她观察出自己的丈夫对妹妹曼贞是有真感情的，每次祝鸿财看见

她，都激动兴奋不已。又因为曼贞是自己的妹妹而不是外边别的女人，容易控

制些。最后她终于和丈夫合伙，拆散了妹妹和她男朋友世钧的婚事，把罪恶的

手伸向了自己善良的亲妹妹！ 当孩子呱呱坠地的时候，曼璐和曼贞的亲情从

此决裂，曼贞逃跑隐居到了一个她找不到的地方。后来，曼璐患了重病，濒于

死亡。这些使她开始反思以前的事情和恶劣的行为而自责，她想向曼桢道歉，

但没能如愿，在孤单绝望中死去了。 

再看《风尘少女》中的乐，作为妙龄少女，被曼谷的青年卫差花言巧语的

蒙骗，随他离家出走。这是乐的初恋，她心地单纯及老实，对世态人情认识肤

浅，不明是非，轻易地相信了骗子卫差的话离家出走到了曼谷。乐梦想在首都

获得美丽的爱情有机会跟高等的有钱男人结婚，在她的乡村大部分妇女都没有

这样的机会。乐现在希望她生活要比以前更好，她的乡村里每个人一定羡慕

她。最终乐知道卫差的真相，卫差所说的一切全都是谎言。现在乐一切希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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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她的梦想有好的生活也灭绝了，她恨自己上当受骗，恨自己失了身，

失去了女人最宝贵的贞操，失去了栉风沐雨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几件首饰。她

怎么办才好？留下又没钱，回家也不行。因此，当她无奈地走上烟花路，踏进

了这个充满着恐怖和黑暗的肮脏世界。妓女职业是她从来没想过的，更不愿意

一辈子要来做这个职业而被人们厌恶。但是，为了生存她必须要做。生活在烟

花港里像下了地狱。 

         直到有一天乐有机会遇到高等青年男人叫威，威对乐的喜爱好使乐的心再

一次燃烧起希望。她要有一个小家庭、有她的恋人，有小孩。这些是女人的一

辈子的欲望。但现实的世界，人们都知道他们的爱不能成功。不管是威的家

庭、他的社会以及家族的名与荣誉一定不承认与妓女的婚姻的。乐对威的爱是

纯洁的，她也知道和了解不应该把恋人的社会声誉降低下来。反正，在她的心

里有点希望，只要能从这里出去就会有有新的生活。后来，威家无法接受他们

的婚姻，逼着他到外国读书，因此威不辞而别，而就在此时乐已怀有身孕了，

威尚不知道。现在乐的梦想、欲望就再一次破碎。乐不想要女儿在这个地方出

生，所以她尽力想出办法来解决生活的困难。乐的好友沙茫有着和乐同样的悲

苦命运，沙茫爱乐像爱她的妹妹，所以沙茫就帮助她从这个地方出走。沙茫所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照顾乐女俩，直到沙茫生了病不能出去找钱。三个人的生活

怎么办？现在钱不够了。最后，为了报答沙茫的恩情和养活三人，乐决定做老

样的工作。后来沙茫去世，乐想要女儿有美好的将来、圆满的生活、别像她一

直身负污点、心灵十分痛苦，所以她就雇佣邻居来看孩子。乐的身体越来越颓

然，开始患上了重病。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她死了，女儿的生活一定很困

难。好像天生同情，使她跟威重逢。威现在结了婚。乐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她

就托人照看女儿。直到现在，乐没有什么可担心了，她就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综上所述在张爱玲与高•素郎卡娘笔下的爱情总充满磨难，有着或多或少

的缺憾，所以她们的作品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与婚姻。两部

作品中的两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当她们有了爱情就想要美丽完美，可是她们

的爱情理想却幻灭。这些都不是她们错的，错的是当时那个不合理的黑暗社会

对她们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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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两部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特点的比较 

 

1. 人物形象 

先看在《半生缘》中的顾曼璐的女性形象。 

一、 外貌  

顾曼璐是一个漂亮单纯的女人。她出生在一个普遍家庭，不富裕。她在上

海中学读书，她生活正在充满阳光，但是家庭生活发生了逆转，她父亲去世使

曼璐进入滚滚红尘之中做舞女。而在花花绿绿的世界，由于曼璐是一个美若天

仙、令人心醉的女人、她的柔美的身段和姣好的容貌使大部分的嫖客着迷，所

以曼璐被称为“这里的明星”。不过，曼璐表情却严厉，性格乖张，脾气说来

就来太可怕了。作家在小说中描写曼璐的身段： 

  

    头发乱蓬蓬的还没梳过，脸上却已经是全部舞台化妆，红的鲜红， 

黑的墨黑，眼圈上抹着蓝色的油膏，远看固然是美丽的，近看便觉得 

面目狰狞。[1](P18)   

 

    或者在小说中曼璐与豫瑾分离十几年之后重逢，曼璐的热情却再一次被点

燃。可是物是人非， 此刻的她正带着一副被声色场浸染的妖娆面容和脂粉气

息面对着这个曾带给她快乐和幸福的男人。 

二、 特点 

顾曼璐是一个爱家庭、有奉献精神、性情刚烈的女人，为了家庭的生计，

                                                        
[1] 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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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照顾全家的人，她一个人拼命地工作但无法找好的工作，养活家人。终

于，她就牺牲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做了一个巨大牺牲的妓女。再看，妓女职业

是在人们眼里看起来是十分不齿的。但她试图不理睬她周围的人们冷嘲热讽的

话。 

三、 家庭背景 

那时代的上海是“变化时代”，时代关系称为“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

系”，或称为“新和旧的关系”，或称为“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关系”。顾曼璐

来自一个普遍的家庭，不是贵族家庭。她父亲去世后家境贫寒。由于母亲年

迈，弟弟、妹妹年幼，只有曼璐最大的，也有能力去找工作。她很害怕家人将

面临着饿死的威胁，所以她选择的是为了家人出去工作，她一个人拼命地工

作，沦落为舞女。我们能看到曼璐做舞女的原因，她是在环境的逼迫下而自愿

把自己肉体出卖给无数寻欢的男人。最后，是最重要的“回报恩情”这个传统

观念使她选择牺牲自己。在小说中曼桢是这样评价她的姐姐曼璐的: 

 

    “我父亲一死，只有我姊姊一个人年纪大些。从那时候起，我们 

家里就靠着姊姊一个人了。 我姊姊那时候中学还没有毕业，有什么事 

是她能做的呢？就是找得到事，钱也不会多，只有去做舞女。”……“ 

反正一走上这条路，总是一个下坡路，除非这人是特别有手段的── 

我姊姊呢又不是那种人，她其实是很忠厚的。”[1](P16) 

 

    还有一段能表明：由于曼璐为了家庭经济的重担做了如此大的牺牲，她是

她的母亲最心疼、最难过、最心酸的孩子。母亲很担心曼璐的归宿，很希望她

能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不用再吃苦，不再做舞女。她抽出肋下的一条大手

帕来擦眼泪，说道：“也是我害了你。从前要不是为了我，还有你弟弟妹妹

们，你也不会落到这样。我替你想想，弟弟妹妹都大起来了，将来他们各人干

各人的去了……”[2](P23) 

                                                        
[1] 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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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背景 

顾曼桢比起顾曼璐来机会要好，因为曼璐没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只在中

学接受教育还没毕业， 所以她没有机会获得好工作，有什么事她能做的呢？

她找得到的事，钱又不多又不够养活自己和家人。万不得已，她只好去做舞

女。这些表示，在那样一个时代，上海的妇女没有机会上学就没有获得好工

作。除了舞女职业，还会有哪个职业能让妇女赚钱很多又不困难？ 

五、 社会背景 

    曼璐的困境能揭示了现代中国人的困境。就是说在封建社会，大多数妇女

没有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而在曼璐所处的时代，封建社会已经解体，这对于

封建时代的妇女来说已是较大的满足了。曼璐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她的理想不

是这样，由于她父亲去世，家里没有家长只有她最大的。所以她就放弃爱情进

入花花世界做舞女。也可以说曼璐是物欲社会中的精神牺牲者，她丢失的不仅

仅是爱情，还有一个女人完整的稳定的一生。因此，沉沦的风尘。从现代社会

的角度来看，曼璐是一个伟大的牺牲者，虽然她的身体被沾污，但是她的精神

依然是纯洁的。 

六、 人物性格与变态 

早期的曼璐——是一个爱家、纯洁、善良、忠厚、无私、坚强的女孩。但

她父亲去世使她的家境贫寒。曼璐是为了家庭做出巨大牺牲的妓女。在花花世

界歌舞的环境中的生活使她深深陷入进去，无法自拔。这些环境使她的性格变

成了一个矛盾、沷辣、刻薄的妇女，也变成了一个为了守护那份美好初恋回忆

凝成的精神寄托而向妹妹报复的杀手。由于她要用自己的青春年华换来一家人

的生计，所以对豫瑾的爱情只能埋在心底，这一段美好的回忆是曼璐最痛苦

的。同时，曼桢现在有美好的生活，有前途，令曼璐意想不到的是顾太太想要

曼桢跟豫瑾结婚。这些使曼璐对妹妹产了生嫉妒和憎恨。在小说中写道： 

 

            曼璐想道：“我没有待错她呀，她这样恩将仇报。不想想从前， 

        我都是为了谁，出卖了我的青春。要不是为了他们，我早和豫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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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了。我真傻。真傻。”[1](P146) 

 

这一点让我们了解曼璐的精神感又能看到她的变态，一切是从她的精神家园严

重毁坏。她没能在归宿的幻灭中来继续屈从着她的卑微。她的变态则作为挑战

卑微的另种方式。这种方式没有使她获得真正的胜利，她依然活在卑微中死去

。 

    再看《风尘少女》中的乐的女性形象。 

一、  外貌  

      乐是一个容貌秀丽、体态娇小的女人。她出生在一个乡村农民的家庭，不

富裕。 

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女人，她希望生活中充满着欢乐。但在世界上她却想

不到世人的狠毒，恶人的残暴，会使她踏上卖淫之路，成为了妓女。而在烟花

港的世界，由于乐是一个青春年华的、纯洁的，所以使嫖客对她着迷。在小说

中是这样描写乐的身段： 

 

           ……一个纯洁，充满着欢乐的天真活泼的姑娘。北聊府（是泰国 

       的行政单位。全国分为七十一个府）特帕拉区的大人和孩子们都还没 

       有忘记。因为乐长得象她的名字一样甜，左领右舍的乡亲们都喜欢她 

       …。[2](P30) 

    在沙拍沙一带却出现了一个既可怜又可爱的乐。她那盘在头顶别 

着一把大梳子的长发，现在经过修整，变成了和她那俊美的脸庞很配 

衬的短发髻，在她那带着忧伤的水灵灵的大眼睛上，有两道又细又弯 

的黑眉。原来穿的土布围幔换成了紧身合体的简裙，把她那单薄的身 

躯衬托得更加显出娇软无力的样子。她的言谈举止也学得象曼谷人一 

样。[3](P55) 

 

                                                        
[1]  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2]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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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点 

    乐是情窦初开少女的典型，富于幻想、向往幸福生活。毫无社会经验的少

女被曼谷青年的花言巧语所蒙骗，成为了妓女。当乐有真正的爱情的时候，她

看待爱人的荣誉比自己的幸福还重要。这些不只是爱情，还是忠诚。 

三、  家庭背景 

北聊府特帕拉区的女人。家庭的职业是种田，所以家境不至于贫寒，但财

富也不多。只有一些首饰，都是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后来，她跟一个男

人私奔了，她的那些首饰都被拿走了，最终被骗卖到烟花港沦为娼妓。在小说

中作者是这样描述她的： 

 

    ……她恨自己上当受骗，失了身，失去了女人最宝贵的贞操，失 

去了栉风沐   雨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几件首饰。她恨自己，恨得简直 

要发疯。她想起了父母兄弟，现在他们大概正在哭她这个违反习俗出 

走的人，或许正在痛骂她是个不孝之子。哪儿还有脸再回去见他们呢？ 

……[1] (P53) 

 

四、 社会背景 

        乐的困境能揭示了现当代泰国人的困境。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一部分妇

女受到社会的邪恶势力的压迫而沦落为妓女。乐也是一个妇女被恶劣的社会推

到最底层的妇女的典型，黑暗肮脏的生活使她更了解现实的世界和了解真诚的

爱情。 

    五、 人物性格 

    早期的乐——是一个爱家、美丽天真、朴实勤劳、富于幻想、向往幸福的

女孩。她遇见了风流曼谷年轻人卫差以后，本身为乡村少女和缺少社会经验使

她被男人挑逗和花言巧语的蒙骗，卖到烟花港变成了妓女。在花花世界歌舞的

环境中的生活使她深深陷入，无法自拔。这些环境使她的性格变成了一个矛

盾、坚强、奋发图强的妇女以及更好的了解世界。虽然她是妓女，生活充满难

                                                        
[1]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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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但是她很善良，很富有牺牲精神。每件事情她都能做，无论哪个职业，不

管多困难，甚至是是重做妓女，为了爱的人，她都可以不计代价地完全付出。

我们能看到乐在做这些时心里充满幸福和喜悦。 

    2.人物的角色转变 

    2.1. 顾曼璐的角色转变   

    经济角色 

经济角色的转变是工作能力的结果。由于曼璐是一个美若天仙、能令男人

心醉的女人，她的身段柔美，容貌姣好使大部分的嫖客着迷，她能靠自己出卖

美色生活，这是她在经济方面的角色转变。她的生活完全不同于古代传统女

性。例如，中国古代男人是在外面工作、找钱养活家里人，同时女人只做家

务、照顾丈夫和子女并没有自由，没有自己的思想，当时的女性也不参加其他

经济活动。主要的的经济来源只是从男性来的。但曼璐不是这样的，她父亲去

世以后，曼璐替她父亲当家长，一切事情都是她做的。曼璐没有受到高等教

育，找得到的工作钱又不多，不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只有妓女职业能挣很多

的钱。在某些方面她能表现出当代女性能靠自己的生活独立品格，不像以前的

中国古代要靠着男性。 

    家庭角色 

        一、 女子的身份——曼璐的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她也跟其他女人

一样，家庭角色仅仅是一个听从者，她必须服从母亲和奶奶的吩咐。她小时候

有完全的家庭，生活不困难，她一直在学校学习，不必想什么事情。她父亲去

世了，她必须要接替她父亲当家长。因为她的母亲年老、弟弟妹妹们年幼以及

家境贫寒，她不想看见家人很难受，所以她要离开学校，放弃初恋，出去找工

作，以便养活家人和照顾全家人。为了家人的谋生，她就牺牲自己的幸福，步

入了花花世界当中。在小说中有一段描写： 

 

       母亲很担心曼璐的归宿，很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不 

   用再吃苦，不再做舞女。她抽出肋下的一条大手帕来擦眼泪，说道： 

   “也是我害了你。从前要不是为了我，还有你弟弟妹妹们，你也不会 



第四章  《半生缘》与《风尘少女》艺术手法之比较 

41 

   落到这样。我替你想想，弟弟妹妹都大起来了，将来他们各人干各人 

   的去了……”[1](P23) 

 

对于女儿曼璐为了家庭经济的重担做了如此大的牺牲，作为母亲的可谓是

最心疼最难过最心酸的。 

        二、妻子的身份——曼璐跟祝鸿才结婚，总算能找到了可依靠的人，找

到了自己的幸福。曼璐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丈夫，无论是服侍丈夫还是照顾

家庭都是如此。但是，鸿才变得越来越不顾家，曼璐因此经常和他闹矛盾，渐

渐变得泼辣起来。为了留住自己的丈夫，她想方设法。曼璐知道谁可以稳得住

鸿才的心，那个人就是她的妹妹曼桢，曼桢还在他的心里永远永远的惦记。这

一点我们能看到在曼璐的心里有一点儿矛盾：一方面是要留下住自己的丈夫，

保住自己的家庭，但另一方面是不愿意做这样毁掉妹妹曼桢的一生幸福的事

情，可又禁不住嫉妒心的膨胀——她恨曼桢抢走她的心上人张豫瑾。在这里，

我们能看见曼璐的问题就是她没办法留住自己的丈夫，所以她只好欺骗妹妹给

她丈夫奸污了。 

       三、母亲的身份——她尽力做好的母亲，要特别爱护、好好教养孩子。 

    当她的二妹曼桢生下一个男孩子，后来二妹就逃避着恶劣的情况，而曼璐

只好做了母亲。两年的日子过去，曼璐可以做很好的母亲曼璐很珍爱这一男孩

子好像是自己的孩子，她竭尽全力好好儿养着小孩子。曼璐的身体越来越糟糕

了，她也知道这肠痨的毛病是好不了了，她很担心这个男孩子没有人照顾的，

所以她把男孩子带来给曼桢看。她希望曼桢一见到这男孩子的时候，就原谅她

的行动和愿回祝家养小孩。 

    2.2. 乐的角色转变   

    经济角色 

    乐跟曼璐有经济角色的转变一样是有能力做工作的结果。就是说乐被曼谷

男人拐骗卖到烟花港了以后，因而乐在曼谷没有亲友，现在她没有地方去，东

西和钱也都没有了，一无所有。她的痛苦生活就开始了，只有“共谋生计”可

                                                        
[1] 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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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她的生存。虽然“共谋生计”的意思是做妓女职业，但这个职业可以让她

有钱养活自己，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不至于沦落街头乞讨。 

    家庭角色 

        一、女子的身份——不听父母的命令，忘恩负义，遗弃父母，跟一个男

人私奔，使父母双亡。 

早期的乐是一个爱家、帮父母种田的人。但她被曼谷男人挑逗和花言巧语

的蒙骗，把家里的首饰带离她家乡出走。由于她的行为过错使父母双亡，兄弟

们背井离乡以及土地和房子也都沦入他人之手。这些能表示乐对父母忘恩负义

以及使父母双亡，她行动的报应是使她自己也沦为妓女了。在小说中描写乐行

动的结果： 

 

       “女人刚跟人家跑走两三天，伊老姨就不时地晕厥过去，她太伤 

心了。甜姑娘不只是人跑了，还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伊老姨 

    这样病了两三个月就去世了……”。[1]
 
(P146) 

           “伊老姨死后还没来得及烧，戈老舅就死了。他死是因为酒喝得 

       太多了。他一想起老伴和女儿就愁得没法，拼命喝酒，直到去世。只 

       剩下阿翁和阿汶，他们没有钱给父母办丧事，便把地卖给了哈龙老板， 

       拿钱来办完父母的丧事之后，便不知流落到哪儿去了……”[2](P147) 

 

二、妻子的身份——服侍丈夫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丈夫有幸福。由于她是

妓女，因此她的爱就是真心诚意地爱他以及她不想拉着爱人的生活下降或损坏

声誉、名望和功名。  

    当乐有机会遇见一个爵家的公子威。由于威认为自己爱着乐，并且双方都

爱得真诚以至想拉着她跳出了火坑。同样，每次威来访她，她就服侍威和让威

的精神很舒服。虽然他们有真诚的爱情，但是在实际上乐一直知道他们的事情

不能成为现实。威不能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迫。我们可以看到这点，乐在

                                                        
[1]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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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身份，虽然乐是一个底层、没有受到教育的人，但基本上是善良的人。她

就是从来没想到自己。她有爱情，她又不想拉着爱人落下一个坏名声。这些爱

情是毫无所求地爱，只是希望爱人有快乐的。 

        母亲的身份——她想要特别爱护，好好教养孩子，不让女儿像她那样走

上妓女的道路。  

       作为母亲，乐所作的努力就是为了自己和女儿的生活，为了女儿受到好的

教育和有更好的将来，使她想摆脱那屈辱的生活。因为她不要让社会上的人们

侮辱鄙视她的这位有妈妈做妓女的女儿和对女儿的不公平的对待。当乐生下了

女儿之后，她就想要特别爱护，好好教养他和威的这一块爱情结晶，所以她尽

量刻苦努力找钱，如：当上了女佣等。就这点而，她对女儿的爱是最大的爱，

她对困难的生活从来没有投降并且她重做妓女。在生活无奈之下，她决定把女

儿交给邻居照管得好，愿不接近女儿，愿痛苦地想念女儿。 

    3.两位女主人公的比照 

综上所述，我们对两部作品女主人公进行能够找到许多相似点和不同点，

突出地表现在人物形象、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社会背景、角色转换等方面，

如下表所示： 

表格: 顾曼璐跟乐之间的比照 

 

 《半生缘》曼璐 《风尘少女》乐 

发表时间 1950 年 1937 年 

女主人公所在的

年代 

上海解放后 1932 年政府更替后 

家庭背景 家境贫寒沦为娼妓 家境不到贫寒，但她跟一个男人私奔

了以及被骗卖到烟花港沦为娼妓 

教育背景 初中还没毕业 没有提及文化程度 

人物形象(性格变

化) 

早期的曼璐：爱家、纯

洁、善良、忠厚、无私、

早期的乐：爱家、美丽天真、朴实勤

劳、富于幻想、向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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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 

后期：矛盾、沷辣、刻薄 

后期：矛盾、坚强、奋发图强、更好

地了解世界 

经济角色  有能力做工作和可以自己

做工作不要靠着男人的

钱。 

有能力做工作和可以自己做工作不要

靠着男人的钱。 

家庭角色  

一、女子的身份  

听母亲的命令，工作赚钱

是为了养活家人以及照顾

全家人 

不听父母的命令、忘恩负义、遗弃父

母并跟一个男人私奔致使父母双亡。 

二、妻子的身份  服侍丈夫，为了留住自己

的丈夫，欺骗妹妹给她丈

夫奸污了 

服侍丈夫和做的一切为了丈夫有幸

福。由于她是妓女，因此她的爱就是

真心诚意地爱他以及不想拖累爱人的

生活下降或损坏声誉、名望和功名  

三、母亲的身份 她尽力做好母亲，要特别

爱护，好好教养。 

她想要特别爱护，好好教养。不要女

儿像她那样走上妓女的道路。 

 

 

 

第二节   两部作品情节结构独特点的比较 

 

 张爱玲《半生缘》中的故事情节，她用细腻的笔写了“真实”的故事，

就是从婉约情爱到苍凉人生体现出超人的灵性和对生活的敏感细腻，感悟深

刻。这些能反映作者的文学功底和细腻的写作手法。 

《半生缘》情节曲折和富有传奇色彩，多种感情，多样人生，反映那时代的

社会事实。有的章节作者能传感达情，通过对爱情悲剧的真实描绘写，让读者

甚至流泪了。这部小说不是只写爱情的故事，而是更多地写真真切切的人生。

我们看在《半生缘》中十四年后世钧和曼桢重逢的场面，两人抱头痛哭，世钧

说“我下了决心了，没有不可挽回的事。你让我去想办法”。可是他心里却清

清楚楚的知道“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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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所以曼桢才会哭着说“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1] (P366) 等。故事情

节和色彩绚丽的字眼使读者迷恋、陶醉。 

此外，她还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去展示人性的深刻变幻和人性中贪婪、自

私、残酷。包括小说中的人物作者要表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特别是普通

的人性更真实，更具有永恒的意味。这些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悲剧特征与表示了

艺术风格使情节生动和更具有吸引力。有人说：张爱玲的《半生缘》（使用）

通篇结构严谨，虽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但是给读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毛姆所言：“感情是自己的，发生的事件却未必事事与我相关”[2](P164) 

这句话应该是我们看张爱玲爱情小说时应抱的态度。 

    在《十八春》和《半生缘》里，张爱玲笔下有了一对真正两情缠绵的男

女，无论他们的遭遇和故事结局怎样，他们是最富张爱玲本人爱情体验的产

物。这部小说是她和胡兰成恋情投影的寄存处。从小说的创作时间，到张爱玲

修改的费心，到我们所作的一些分析，都包含着她微妙的创作意味，尤其像她

这样不喜被人关注隐私的脾气，就更不愿意直接承认或表现她的情感得失。 

    可以说这部小说以及作者写作的风格，似乎道出了大半她前半生的感受。

由于张爱玲童年失落于家庭的爱，青年失落于胡兰成的爱，再后又失落于时代

的爱，三者交融在一起，在张爱玲心理留下了一片孤独荒凉的阴影，而她又出

生于没落贵族家庭，传统的道德和文化意识长期积淀渗透而成的潜意识造成了

她的一种无意识的复归指向，所以在她作品构思中着力创造一种怀旧的艺术氛

围，在写作风格上常常使用“复古”[3] 的结构和方式。 

水晶曾在《详论<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中说： 

 

    张爱玲一直被人认为是现代中国作家里最客观的一位。根据夏志 

清先生在“序文”里的说法；“她的小说都是非个人的，自己从没有 

露过面，但同时小说里每个观察，每个景象，只有她能写得出来，真 

                                                        
[1] 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2] 万燕.女性的精神——有关或无关乎张爱玲[J].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3] 徐岱 .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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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表达了她自己感官的反应，自己对人物累积的经验和世故。”《半 

生缘》的人物，是张爱玲“从客观世界采撷而来的，就像动物学家采 

集标本一样，”而她“有关这些‘标本’的虚构故事，可以写得像一 

篇实验室的报告那样正确无误”。[1] 

 

    同时他又说：“她写《半生缘》绝对是有感而作。”事实上，张爱玲是把自

己的感情移植到书中的任何一个她想寄托的人物身上去了。 

         再看高•素郎卡娘《风尘少女》中的故事情节，她是使用现实主义( 

Realism )方法写作的。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 Realism )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在文学

艺术史上，有两大主要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地

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人物。 

    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是“要反映社会现实的生活，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

象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作为表现手法，它和写实同一概念，只

是一种艺术的写实，不排斥凭借想象的夸张，其基本要求是明白易懂。”人民

大众需要生动、需要真实、需要感觉就像在身边的艺术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更重要的是包含着精神层面的要求；当下语境下的现实主义在精

神内涵上要求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彰显时代精神，体现艺术的继承与创 

新，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取向。关于这类现实主义的小说有克

立·巴莫写的《四朝代》，麦阿侬的《我们的土地》，多迈索写的《第一个

错误》以及高•素郎卡娘写的《风尘少女》等。 

《风尘少女》可以说是“新写实”小说。有一个简单的情节结构，作者揭

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抨击了社会的不公平，表达了改变现实的愿望，歌颂

了劳动人民互相同情、团结互助的高尚品质，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

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1] 水晶曾.在《详论<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见《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 161 页.所引夏志清 

    先生的序文为该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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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风尘少女》的“前言”中高•素郎卡娘说：“我希望写着在 

大豪宅的家庭事情，生活充满着痛痒，很难受，比在大豪宅的主家 

或者后代事情、那些行为充满着喜悦。由于，这一些事情都是幻想、 

神话或滑稽的事并不是生活的真实”。[1] 

 

   除了以上描述之外，作者还有能力创造描述细节情况，故事内容复杂和

变通，无用赘句的，一气呵成。有一些章节作者能传感达情，通过对爱情悲剧

的叙述，让读者为之流泪。人物形象塑造栩栩如生，环境描写色彩斑斓，这使

故事情节生动丰富，更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在《风尘少女》中的女主人公身

上，作者希望透过她表达人性在黑暗社会里是如何扭曲的并期待着“善”的人

性。这些可认为是这一部小说的核心。 

 

        高•素郎卡娘在《风尘少女》的“前言”中曾经说过：“我写完 

    了《风尘少女》这部长篇后，深有感触。无论是男还是女，各司其 

    职，凭着个人的智慧与知识生存。在尘世间，也许下下人有上人智， 

    上上人却没意智。恶行如果尚未有人发现的话，它仍然会被‘善’ 

    的一面所掩盖。但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承认，即使在被人称为 

   “坏女人”的众人中，具有优秀品格的仍然不乏其人呢？”[2] 

 

    李建评论这本书的情节结构时说：“作品内容翔实，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甜

——乐的身世，步步深入，展开故事情节。既没有游离于主题之外的情节叙

述，也没有不着边际的无用赘句，紧凑严密，一气呵成，因而引人入胜，使人

开卷后即不忍释手。”[3](P7) 

 1937 年，第一次发表了长篇小说《风尘少女》。那时，在泰国文学，女作

                                                        

[1]  ก.สุรางคนางค.์หญิงคนชวั[M] . ณ สํานกัพิมพบ์า้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ปี 2547 

[2] 同上. 

[3]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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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写这种关于“娼女”的小说被认为是奇怪的事，有的人认为是“裸体小

说”。这部小说招来了很长时间的非议。后来，为了保护这本书，泰国公主站

出来对这部小说予以正面评论。 

 

         拍翁昭 จุลจกัรพงษ ์评论这本书道：“在《风尘少女》的故事和人 

     物都相当贴近现实，尤其作品中妓女的生活状况更是现实社会的 

     缩影。由于从事的行业肮脏，主人公名誉和形象毁尽，但是内心却 

     是无比纯洁和高尚。《风尘少女》这本小说故事情节描述精彩，不仅 

     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紧张和好笑，而且对于年轻的缺乏危险意 

     识的女读者来说，更是个影响极深的反面教材，通过主人公的悲惨 

     遭遇，年轻的女读者们要以此为鉴，学习保护自己。” [1] 

 

    高•素郎卡娘的笔下，《风尘少女》是她的代表作。在泰国，文坛作家和读

者都承认这部作品有价值也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文学作品。 

 

第三节    两部作品语言风格的比较 

 

《国库辞海》中把“著作”定义是一个语言表达了艺术作品，为对于人与

人之间的沟通。语言美或语言的艺术属于语言的明确和适当的场合时，每种语

言也可以调味，以适宜的旋律使之美丽。 

张爱玲《半生缘》中的语言体现了朴素而最有现实感的特点，就是说在故

事语言风格上作者使用平实的语言、沉静和缓的语气，文字平淡而质朴，机智

调侃的语调没有了，技巧的使用也有收敛。这些我们能看到她的笔触揭示将一

对男女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诉说着人世的温情和无奈，通篇结构严谨，又给

人留下深刻的印记。通过小说的描绘来表达自己情感的手法在文中比比皆是。

如： 

                                                        

[1] ก.สุรางคนางค.์หญิงคนชวั[M] . ณ สํานกัพิมพบ์า้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ปี 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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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石翠芝额前打着很长的前刘海，直罩到眉毛上，脑后却蓬着一 

大把鬈发。小小的窄条脸儿，眼泡微肿，不然是很秀丽的。体格倒很 

有健康美，胸部鼓蓬蓬的，看上去年纪倒大了几岁，足有二十来岁了。 

穿着件翠蓝竹布袍子，袍叉里微微露出里面的杏黄银花旗袍 。[1](P56) 

 

    ( 石翠芝的举止纯净、质朴，然而，在她的人生充满着幸福。) 

 

          “我倒很希望你能够去玩一趟，那地方风景也还不错，一方面你 

    对我这人也可以多认识认识。”[2](P135) 

 

（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可是又不明说，通篇没有一个爱字，爱意却已经

弥漫其中了。） 

 

    曼桢倒真有点着急起来了，望着他笑道：“你怎么了？”世钧道： 

“没什么。—曼桢，我有话跟你说。”曼桢道：“你说呀。” 世钧说： 

“我有好些话跟你说。”……… “我爱你”。[3](P135) 

 

     (虽然不说话但多少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能会感受到了快乐和甜蜜。) 

 

      从以上的一些摘录，可以看出，张爱玲是一位造诣非凡的语言大师。在她

的笔下《半生缘》把张爱玲那种精妙绝伦，回味无穷的语言表露无疑，就象一

窗精巧细致的窗棂格纹，少了每一格都不成，只是放在眼里便透着美，但到底

美在哪里却又一时道不明。 

高•素朗卡娘的《风尘少女》这一部小说，作者使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又

运用得十分准确贴切。作者没有去罗掘佶屈聱牙的冷词僻句，也没有堆砌华丽

                                                        
[1] 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2] 同上.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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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藻。但对每一个词语都不掉以轻心，字斟句酌，反复锤炼。这些我们能看到

作者的天才，她以辛辣的笔触揭示了社会的丑恶，打击了社会黑暗的不公正。

通过小说的描绘来表达自己情感的手法在文中比比皆是。如： 

 

            一道探照灯的光柱从远处射来，在光柱后面只能隐约看到一个 

        黑色的庞然大物。许多小火花象焰火一样飞上漆黑的夜空。[1](P1) 

        

（照灯的光柱、夜晚、黑暗，这三点是从一开始“乐”的悲惨人生，被黑 

暗的社会对待她得不公平。） 

 

        她恬静纯朴、带着忧伤，毫无轻佻矫揉造作的神情，看得出是刚 

从穷乡僻壤来到这里没有几个月的姑娘，举止还不象京城姑娘那样落 

落大方。[2](P17) 

 

    ( 乐的举止纯净、质朴，然而，在她的人生充满着眼泪和悲伤。) 

 

        那是一张奸滑的脸，微露凶光的眼里隐藏着狡诈，嘴里咬着嚼烟， 

嘴唇向外撅着，粗短的脖子下面是一段臃肿不堪的身躯，从衣着上看， 

她并不十分富足。她那笑声和寒暄声使坐在面前的这个农村姑娘心惊 

肉跳，毛骨悚然。[3](P43) 

 

（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妓院老妇女的丑恶嘴脸。） 

 

        要是没有地方去，留在我这儿也行。不过，甜姑娘，我可不是什 

么有钱人。要是甜姑娘愿意留在这儿，就得携手相助，共谋生计。… 

 

                                                        
[1]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2] 同上.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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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不想在这儿，到别处去也行，随你的便。[1](P53) 

 

     ( 老妇女的说话使乐心乱如麻，疼不欲生。) 

 

      从以上的一些摘录，我们不难看出，高•素朗卡娘在她的笔下《风尘少

女》一文中运用熟练的艺术手法，读之使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 

                                                        
[1] 李建.风尘少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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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比较研究张爱玲《半生缘》与高•素朗卡娘的《风尘少女》这两部作

品，我们可以了解中-泰两个女作家的创作思想、作品的主题思想、男女主人

公的形象及艺术构思的异同，特别是作品中的男女悲惨的爱情，其中女主人公

的爱情充满着幻灭、后悔，同时又是一个妓女，这个共同点写得如此相似真是

不容易的。张爱玲与高•素朗卡娘出生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与教育，可

是她们的内容创作的形式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文学作品中，她们两个却触及

在旧社会底层的女性权利和角色，通过对她们艰难生活的描述来揭露了社会的

丑恶与世人对待她们的不公平和侮辱蔑视。这一些形象反映了作者同情女性的

悲惨命运。 

    另外，作品中的描写方面，描述的环境、时代、地点、人物的感情，都影

响到每位角色的塑造。作品文字通俗易懂，内容翔实，情节生动，能引人入

胜，有时候动人心弦催人泪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沦为妓女各有其不同的原因，可是都不是自己

的欲望，而是被环境逼迫使然。这些对她们的爱情有了很大影响。《半生缘》

中的顾曼璐是因家境贫寒，自幼丧父，老小七人全靠她一人做舞女来养活。而

《风尘少女》中的乐是因被曼谷年轻人卫差的挑逗和花言巧语的蒙骗拐卖到烟

花港而成了妓女。可是有关爱情在她们俩的心目之中却有着相同的命运，那就

是她们俩都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爱情，最后却是失望的爱情。这使她们两位的爱

情不能成功。 

《半生缘》顾曼璐有过两次爱情的经历，第一次爱情失败原因：当曼璐在

中学时，她跟张豫瑾有了爱情。后来她父亲去世，曼璐就以青春的代价换来了

一家人的生计。面对和豫瑾的爱情，曼璐又在痛苦挣扎中埋葬这段美好的回

忆。曼璐不能回去跟豫瑾结婚，主要是那时代社会上的人们都侮辱鄙视底层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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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尤其是妓女。第二次爱情失败原因：当她在做舞女时，曼璐能找到了可依

靠的人，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她决定跟祝鸿才结了婚，但是没多过多久，她的

丈夫祝鸿财渐渐变得越来越不顾家，每天经常闹矛盾。所以，为了家庭，为了

留住自己的丈夫祝鸿财，她就欺骗妹妹曼桢给鸿才强奸了，她也希望曼桢替她

生一个孩子。 

在《风尘少女》中的乐也有过两次爱情的经历，第一次爱情失败原因：在

宋干节集会上，乐遇见了曼谷的青年卫差。她希望跟这个男人结婚，生活充满

着幸福。她却被卫差的挑逗和花言巧语的蒙骗下，贸然以身相许，并随卫差离

家出走。卫差占有了甜的身体和心灵。此外，卫差还用花言巧语骗了甜的财

产。卫差把甜骗至曼谷后，卖到烟花港。第二次爱情失败原因：在烟花刚里，

乐结识了侯爵家的公子威。后来，他们有了互相真诚的爱。这一次爱情，他们

都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实际上当他们一起过生活时，威承受着社会

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这个问题乐也很了解，知道他们两个不可能住在一起。由

于乐是个娼妓，所以威家无法接受，逼着威到外国读书，因此威不辞而别，一

去不复返。最终，乐的爱情像梦想，她的爱情失望了。 

由此我们能看到张爱玲《半生缘》与高•素朗卡娘的《风尘少女》这两部

作品要表示男女爱情悲剧，或是家庭需要，或是被逼无奈，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有了爱又放弃爱，但导致她们爱情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她们从事的是妓女职

业。这些使她们无法选择自己爱情的道路，直到生命的尽头。 

另外，在两部作品体现着她们一贯的美学风格，全文流泻着一股苍凉之

美，本文就具体从人物形象、情节构思、语言风格，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两部作

品的苍凉美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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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层次教育领域，给我一个崭新的学习的机会。我是一个泰国人，本

来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很陌生，也很难看得懂，但是在许多老师们协助和指引

下，我渐渐地对它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广泛的了解。 

一路来要感谢的人很多。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马华祥教授，他对我的

论文从结构、内容到细节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在他的明确的指导下，我的思

路日益清晰。当我不知道如何写哪个方面的论文时，他一直激励着我。这些就

成为我论文写作的推动力。 

除了有各位尊敬的老师们之外，还要感谢一位许哥哥。 

一言难尽，总觉得最好的感谢，就是我曾试图进行自己学习。凭一颗学习

的心，在文学路上继续探索。 

张小云 

2011 年 3 月于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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