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家》与《向前看》的不同 
 

第一节  焦点表现不同 

 

中华民族的千年沉重和百年沧桑的封建历史文化积淀，使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代的作家们置身于特殊的精神环境中。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生活现

实，面对中国人民在改革道路上的艰辛和挫折，作家的写作需要进行“民族精

神的重铸”和“表现的深切”，表现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因此在作品中着重

现实、直面人生，深入表现民族在时代的奋进中走出困境、走向希望与光明的

艰难过程。《家》的批判优点就集中在了五四期间新时代面临的 大困难——

反封建这一点上，进而体现出了“五四”后中国青年的思想面貌。 

小说中的反封建精神，主要表现在这几点上： 

一、对封建家奴制的批判  

  鸣凤是高公馆的丫头， 
[1]
 她“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脑后垂着一根发

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

话的时候，脸颊上现出两个酒窝。” 
[2]

 “这张美丽的脸上总是带着那样的表

情：顺受的，毫不抱怨的，毫不诉苦的。像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切，吞下了

一切，可是它连一点吼声也没有。”鸣凤就是这样一个勤劳善良、美丽纯朴的姑

娘，她安于卑贱，逆来顺受。她有过美好的幻想，
[3]
 “ 想象着自己穿上漂亮

的衣服，享受着父母的宠爱，受到少爷们的崇拜。后来一个俊美的少爷来，把 

她接了去，她在他的家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但这样的幻想在高公馆里的“主尊

奴卑”的观念下是不允许的， 她只有在太太小姐们都进入梦乡后，在夜深人静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6 页       
[2]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12 页       
[3]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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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才能享受那么一点“自己的自由”。 现实与美梦、白天与黑夜的鲜明

对比，让她清醒地意识到美梦的虚幻和现实的残酷。  

 然而，真正束缚断送她一生的是她那个“简单的信仰”：
[1]
 “ 她觉得

世间的一切就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到这个地步，

也是命中注定的。”她从对她好一点却又早逝的大小姐那里加深了“红颜薄

命”的理解，在公馆长达七年的奴仆生活里，从喜儿的命运中，从自己亲身体

会中，“命中注定”的观念日益占据了她的思想。可见，“主尊奴卑”的封建家

奴意识在她的经历中不断强大，直到连她自己都认为这是“命啊，一切都是命

里注定的。”   

就是因为这个“信仰”让她不敢勇敢面对觉慧的爱，当觉慧喊她时，
[2]
 

“她回转身，站住了，带笑地问：‘你喊我做什么？’她看见他不说话，不顾含

笑地望着她，便又掉转身子向前走了。他连忙向前走了两步，又接连叫了她几

声。她又站住，掉转身子依旧问那一句话：‘做什么？’”她做出冷淡的样子

说。”从“回转身站住了”“又站住，掉转身子”可以看出她渴望爱情，但从

“冷淡”的表现和“‘你是少爷，我是丫头，我怎么敢跟你多说话？’这句话又

可以看出她有作为奴仆所具有的强烈的自卑，这种观念 终成了她与觉慧之间

无法逾越的鸿沟，使原本可以美好的爱情变得压抑苦闷。 终，“命中注定”的

这种“简单信仰”更导致了她走向了生命的终结，在得知要嫁给冯乐山作小妾

后，她向主人苦苦哀求而毫无结果，欲向觉慧求救却始终欲言又止。即使是在

生命的 后一刻，她也未曾想过要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就是她深受封建家

奴制毒害和驯化的结果。    

鸣凤是第一个从读者眼前消失的鲜活女性，她的死就是遭到了封建家奴制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20 页       
[2]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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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凶残迫害，导致丧失了她年轻貌美的生命。但是，当所有的希望破灭后，鸣

凤选择了以死反抗。 终，她以她的清白之躯捍卫了她作为人的尊严：用她无

辜的生命向专横残酷封建家奴制度提出了有力的控诉！  

    二、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 

    在《家》中，大部分的婚姻都在封建婚姻制度的干涉下而得不到真正的幸

福。但 大的婚姻悲剧都集中在了“梅”的身上，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

建婚姻制度对青年一代婚姻自由的压迫与扼杀。       

梅是一个美丽善良的才女及富家小姐，与觉新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

本来她与觉新的婚事是可以有幸福美满的结果的，但因封建家长内部在“牌

桌”上的矛盾，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迫害下，她开始了

悲剧的命运。 
[1]
 “ 依旧是那张美丽而凄哀的脸庞，依旧是苗条的身材，依旧

是一头漆黑的浓发，依旧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只是额上的皱纹深了些，脑后

的辫子又改成了发髻，而且脸上只淡淡地傅了一点白粉。”在书中，梅的话语总

是含着感伤，她的笑总是带着悲哀，她的眼里总是闪着泪光……所有描写梅的

词语，都带着凄凉压抑的感情，而她的命运也是如此的凄惨：先是与觉新的婚

姻美梦彻底破灭，使她一度绝望；再是不能作主的婚姻同样不幸，结婚一年丈

夫便死去，年纪轻轻就守寡，婆家又容不得她；再次见到觉新，又由于封建伦

理观念而压抑着内心激烈的情感 ，想见觉新却又只能避而不见 ；由于生活长 

期的压抑与抑郁，久而导致重疾在身， 后凄惨地死去。梅死后，她的母亲后 

悔不及，她终于明白是因为当时拆散梅与觉新的美好婚姻而导致了梅的死亡。

但是假如一切能够重来的话，悲剧还是会重演，因为她是封建制度下的家长，

也是封建婚姻制度的执行者，她一定得按着千百年来在人们脑中形成的“伦理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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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去做。所以只要婚姻制度不变，婚姻的悲剧便永远都在不停地上演。              

每一段关于梅的场景，使人看后心都在隐隐作痛，特别是死的时候“头发

飘散在枕畔，瘦削的脸像纸一样地白，额上那一条皱纹显得更深了。她的嘴唇

微微张开，好像要说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就断了气似的。”巴金用这种无声的控诉

使读者对梅深切的同情在瞬间转变成对残酷无情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极度愤恨，

再一次把矛头指向封建婚姻制度，对其进行有力的批判。 

三、对封建迷信与礼教的批判  

高公馆表面是一个书香门第、礼仪之家，大多数人都读过多年的书，甚至

克明还到日本留过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应该不会相信鬼神之说，但他们

对请“端公”驱鬼和“血光之灾“事件却随声附和着，就只因为担当不起“不

孝”之名。而那些无知的太太们则受到封建迷信的毒害，加上封建等级制度的

作祟，为了顾一条已经冰冷的死尸而硬是把临产的瑞珏迁到城外去，还得颠簸

过桥。 

从书中看来，瑞珏是一个符合封建礼教规范的模范女子。她的描写都是

“体贴”、“温柔”、“温和”的，在公馆中凭着她的善良、贤惠为家中上上下下

的主仆所喜爱。但就是这样讨人喜欢的模范女子， 终未能逃出封建迷信与礼

教的魔掌。为了避免 “血光之灾”，她被迫迁出公馆，“出城”“出桥”，

后在一个凄凉冷落的院中难产而死，并且由于陈姨太的警告“男人不能进月

房”，临死前连自己的丈夫都见不上一面。她的死表面上是由于难产，而实际上

却是封建迷信的残害与封建家长制的罪恶。而觉新，直到妻子死后，他才“突

然明白”，真正夺去他妻子的，“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 

  尽管如此，在“五四”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高公馆也出现了新一代的青

年。他们敢于大胆地追求自由生活，敢于对抗封建制度，敢与命运斗争，他们 

的口号是“我要做一个人”。从新一代的觉醒与成长更能看出《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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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封 建 旧 制 度 的 批 判 。 而 觉 慧 就 是 新 一 代 典 型 的 代 表 。  

  觉慧同样生长于封建家庭，却是高公馆里 早的觉醒者。
[1]

 “ …… 我们

这个大家庭，还不曾到五世同堂，不过四代人，就弄成了这个样子。明明是一

家人，然而没有一天不在明争暗斗。其实不过争点家产！……”他认识到封建

家庭的腐朽与残酷，不愿像觉新那样顺从着做“作揖主义”，他追求自由， 终

勇敢的走出封建家庭去追求新的光明道路。他被家人认为是一个“幼稚而大

胆”的叛徒，而正是他的叛逆精神，激励着他公然对抗封建专制制度。他勇敢

地与女仆鸣凤自由恋爱，公然对封建家奴制反抗。他虽然身为富家少爷，却具

有民主的平等意识。在封建婚姻制度中“主尊奴卑”，少爷与奴仆恋爱，这是绝

对不允许的。但觉慧对这种观念视若无睹，他一次次告诉鸣凤“我不过是一个

平常人，跟你一样的人”这种平等的概念，而这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平等意识

明鲜与封建家奴制是针锋相对的。当鸣凤以死抗议不平婚姻时，他对整个家

庭、整个封建社会都感到愤恨，觉民劝他忘记时，他说了一句“忘记？我永远

不会忘记！”甚至在梦中与鸣凤逃婚，并因鸣凤的死多次感到无名的悲哀，这

也可以看出觉慧并不因为鸣凤是卑下的女仆而迅速遗忘。当然，他也有“小资

产阶级”的自尊心，他也希望鸣凤能出生名门，在得知鸣凤要嫁给冯乐山当小 

妾时，对于挽救鸣凤还有些犹豫不决并 终将她放弃。这也说明，他仍带有思 

想的阶级的局限性。   

     在反抗封建专制婚姻制度上，他主要表现在帮助觉民逃避包办婚姻。他义

无反顾地作为抗议的代言人向“ 高阶级”的封建家长高老太爷提出抗争。他

深知大哥觉新的痛苦，也知道觉民和琴是真心相爱的。尽管觉民和琴的爱情已

经遭到了封建家长的阻挠，但为了避免觉民再踏上大哥的不归路，他暗中出谋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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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策，让觉民逃婚，并且掷地有声地向封建家长提出婚姻自主。为此，他一方

面鼓励二哥争取胜利，另一方面勇敢地面对家人尤其是高老太爷的责问 
[1]

 

“他虽然感到空气压近人，但是他并不惶恐。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在心里暗

笑……”在这个一切由高老太爷说了算的封建地主官僚大家庭里，他勇敢地去

面对“敌人”并果断地坚持下来了，直到高老太爷临终前松口“婚事不提了”

才宣告“胜利”。这对觉慧反抗意识是一次严格的考验，而事实也证明，他的反

抗 是 坚 决 无 畏 的 ， 他 在 “ 五 四 ” 新 思 潮 的 洗 礼 下 迅 速 成 长 。 

  高家是书礼之家，但受到封建迷信毒害的人太多，高老太爷病重时，他们

竟请“端公”驱鬼。对此，觉慧大胆对封建迷信和抵制，“他的面容异常严肃，

眼光十分骄傲。他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并对克明等人

予以讽刺“你们是要爷爷早一点死”，“要把他活活地气死、吓死！”。因为

他们都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只因担不起“不孝”之名，就任由“端公”来

家中捉鬼。在“端公”装神弄鬼愚弄人的时候，整个公馆中只有觉慧敢于制

止，敢于反抗，他愤慨地与他们对立，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 后众人也只

好无趣地散去。这又是他对抗封建迷信的又一成功。    

觉慧 终是离开了高公馆，走上革命的新道路。他坚定地冲出了封建家庭

的束缚，彻底与封建旧家庭决裂。尽管他眼前的那一条“连接不断的绿水”并

未使他看清未来的方向，但他已经有了坚定的民主革命目标，不再是那个局限

于公馆繁杂琐事里的觉慧，而是一个准备投身于民主运动的广大青年代表。他

将是向封建旧制度宣战的民主战士，因为他所选择的是一条 坚决 彻底也是

有效的道路。 

在作品中，作者无论是写人，或是叙事，甚至剖析人物心理，都是带着浓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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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的感情色彩。巴金在《家》中把批判优点集中在反封建这一点上，把个人情

感融入了作品之中，虽然有时缺乏冷静，但细腻的心理描写，单纯明快的结构

和简洁生动的语言，流畅奔放，使读者能感到作者与小说的共同命运，有共同

的爱恨，甚至会认为那就是作者本人的生活一样，更真实地体现出了青年一代

在时代的在走出现实困境、走向希望与光明的的艰难，更体现出了他们坚定的

民主信念与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 

    与《家》所不同的是，西巫拉帕用了“置身于外”的平静语调客观地来对

《向前看》进行描写，语言朴素自然。书中以詹铊、尼塔、阿诚三个不同性格

的青年作为代表进行朴实无华却又细致的描写，简练而传神，让读者看到 1932

到 1942 年间泰国青年一代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运动的精神面貌。 

1932 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政变使泰国成功的结束了君主专制，确立了君主立

宪体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教育的普及，报刊的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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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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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作品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专

制独裁，要求自由民主，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阶层在民主运动中

的风姿，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朝气蓬勃的情绪。因此在《向前看》中西巫

拉帕主要以阿诚、尼塔、詹铊作为新一代觉醒青年代表，表现泰国青年一代投

身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的运动中的风姿，体现泰国光明的未来。 

詹佗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在佛寺师父的帮助下来到叻察他尼公

馆，并得到了求学的机会。他从佛寺老师父那里受到“乌鸦与凤凰”的等级观

念，并一直遵守着“处小慎言，谦恭承旨”的规矩。从他眼中，看到了有天壤

之别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勤劳纯朴的乡村之地，人与人之间没有等级观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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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辛勤创造生活，却经常受天灾人祸破坏而受苦挨饿；另一个则是繁华奢

耻的大都市，人们无需劳作，只要凭着“贵族”的称号，便能过着奢华无忧的

生活。在叻察他尼公馆的生活中，他看到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凶残与不公平，但

也在这种观念横生的世界里，他也幻想着在“爵爷”的恩惠下能“飞上枝头变

凤凰”。 

政变发生后，在封建势力内部引起了骚乱与恐慌。“爵爷”被罢了职，詹铊

与受到“爵爷”恩惠的人们都感到了惊慌害怕，在与尼塔的会面中，他语调是

“伤感”的， 
[1]

 “ 眼里充满了愁苦的神情” 。但在尼塔与乌泰老师的引导

下， 在父亲来信的语言中，他理解了新运动带来的伟大意义。 
[2]

 “ 他对自己

曾经一度对这次变革有所不满这一点感到十分惭愧”， 终他保持了自己正确的

思想，对新民主运动充满了希望，坚定了民主信念并刻苦学习新民主知识，立

志从法律学校毕业后，当一名维护正义、做有利于人民的检察官， 终回到自

己的家乡去任公职。詹铊是贫苦人民的青年代表，虽然曾一度受封建等级制度

的迷惑，但 终坚决地走出了迷茫，成为了积极为人民谋求利益的一份子。   

尼塔是三个人中民主意识 强烈的一个，他聪明勇敢，从小就受着父母

“为人在世，贵在自立，依靠自己的力量”的熏陶教养而有着高中的品德，他

同情在灾难中生活的劳动人民，又对贫苦大众的坚忍精神充满了敬重。他尊重

真理，崇尚正义，他在与鲁吉勒的辩论中说道“史册上没有记载众多的为保卫

我们的国家而血洒沙场献出生命的普通人民的名字”，敢于与封建历史作对，歌

颂保卫祖国却没有名垂史册的普通百姓的勇敢。政变发生后，他主动地去理解

新运动的意义， 认为    
[3]
   “  新人是属于人民的”、  

[4]
  “ 一 切 凡 是 不 合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158 页         
[2]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172 页         
[3]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155 页          
[4]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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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事情，都会得到改革，使其变得合理起来。”，他对民主充满了信心，面对

着独裁，他仍相信“可能有一些人在破坏我们的民主，但必定会有另外一些人

来拯救它，把它恢复过来，并且比过去做得更好”。他更有着坚定的信念与崇高

的理想  
[1]

 “ 要做一个宁可错放十个人而不愿冤枉一个好人” 的好法官，为此

他积极地学习新的法律与政治知识。对政变后当局的不民主做法，他充满了愤

怒地提出抨击。为了寻求新的民主道路，他远赴重洋去英国学习法律，等待着

为泰国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阿诚是书中 早投身于民主运动的一个。他出生于一个家境清寒的华裔家

庭，具有善良、乐于助人的美德。在学校里，他经常帮助学习差的学生，
[2]

“一般的学生尽管与阿诚并不亲密，但是大部分人都喜欢他，因为他是个对谁

都无害的人”。但他有许多封建等级观念带来的苦恼，老师经常会因为他的出生

而对他有偏见，甚至因为犯了唯一的一次错而被“爵爷”校长骂成“坏透了的

老百姓”。这使他在潜意识里就认识到封建等级制度的黑暗与无情。但他与詹

铊、尼塔都共同拥有一个非常好的民主意识启蒙老师——乌泰老师。在乌泰老

师的帮助下，他开始认识到了“贵族与老百姓”的分别与一个人的品质无关，

而在因为父亲的去世而不得不失去求学的机会时，“爵爷”校长放下身份跟他为

“老百姓”事件道歉，这使他在潜意识里感受到了民主的仁慈与爱。 

离开学校后，阿诚一直没有离开过学习和书本。《圣经》里耶稣对于人类邪

恶行为的指责的教诲，启发了他对事物的批判能力，使他从正反两个方面认识

了人生，他深受热爱人类的那种伟大的爱感动，也认识了人类的卑鄙和奸诈。

从人物传记里，他看到了不同的英雄人物，有封建专制的残暴君主，有为了拯

救下层人民于水火而进行正义战争的人物。他痛恨封建专权人物，崇拜民主，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196 页  
[2]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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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林肯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决心追求民主。为此，他刻苦学习英文，在报社

工作期间，他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学习却不感到劳累，这些都是民主这个伟大

目标为他带来的无限动力。在报馆里，他经常有条不紊地向公众报道国内外时

事；他埋头翻译外国新闻，把国际形势的 新消息带给泰国人民，也把民主的

理念传达给泰国人民，使他们更加重视和关心国际形势和人类的命运。特别在

政变以后，人们对新制度充满了希望，阿诚则通过报纸把整个社会的新希望新

迹象报告给人民，更做为人民的喉舌，把人民的生活、意愿和心声传达给各界

人士，希望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进步带来帮助。 

随着政变带来的新希望被当政者的做法笼罩上各种阴影，人民的理想开始

破灭了。看到他的祖国离开他所羡慕和向往的民主目标越来越远时，阿诚忧心

如焚。他勇敢地拿起了笔，用文字与一切非正义行为作战。在受到当局的威胁

后，他用了他们总编辑的话说：“我们不需要子弹和压迫人的势力去与谁开火，

但我们将继续用我们的语言和道义去作战，一直到我们精疲力竭倒下去为止，

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的。”表现出了为民主献身的无畏精神。日本侵略泰国后，

政府与其签订了同盟。他愤慨地参加了“自由泰”爱国团体，对政府把国家引

向战争危险深渊的行为提出激烈的抨击。由此可见，阿诚有着坚定的民主信念

并对国家、民族命运和人类的苦难真诚的关心，他痛恨不人道的思想，有着坚

定的民主目标，并投身于民主运动中作出实际的贡献。 

文中还提到曾经和詹铊一起在佛寺中生活的另一个苦孩子——阿登。曾经

的阿登在贫穷的压迫下被引上偷盗道路，在多次出入监狱中，与警察串通做着

明偷暗抢的勾当，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帮助下，他摆脱了

那种生活，并投身到劳动人民的集体中去，寻找新的生活，并立志为劳动人民

做出贡献。阿登是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成功典型，从他的身上，使读者再一次感

受到了泰国民主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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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却又细致的语言描写，使读者跟随着作者的引导仿佛看到了画面的重

播，真实把故事情节再现，从詹铊、尼塔、阿诚三个人的努力奋斗与阿登的转

变中，精确传神地提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感情显得真实，使读者在作者的笔

下看到了泰国人民的新希望，并由此与作者产生共鸣，形象地把了泰国光明美

好的未来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第二节  展示的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的

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之前的旧民主主义如  
[1]

 “洋务运动”、 
[2]
 “戊戌变

法”及  
[3]

“辛亥革命”等， 终都因触及封建制度或因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

复辟而宣告失败。然而，在“五四”时期，中国民主力量已经认清了封建主义

的本质，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封建专制势力的出卖主权密切相联，

中国的落后又与封建思想对人的压抑息息相关。在这个封建与民主、新时代与

旧社会交替的时代里，封建制度腐朽的气味仍笼罩着无声的中国。这促使中国

人民认清了，要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彻底反封建，把封建制度的黑暗与

不合理揭露出来。因此，在展示当时整个社会弊端时，《家》侧重表现了封建大

                                                        
[1]

    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 

[2]
  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

思想解放的潮流。  

[3]
   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一次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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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内部里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青年一代的束缚和迫害，由此来展示出封

建制度的腐败。 

青年是社会的希望，是国家未来的主力军。可在《家》中，封建势力却不

断地对青年一代进行残酷的压迫与伤害，使年轻的灵魂活在压抑与痛苦之中。

觉新和梅本是青梅竹马、真心相爱的一对恋人，只是因为双方母亲在牌桌上产

生了摩擦，就狠心地拆散了这对情侣，使梅在悲惨的命运中痛苦寂寞地死去。

瑞珏在封建家庭中可以说是受大家喜爱的模范“体贴、温柔”，但在陈姨太的

“血光之灾”之说中亦未能逃一死，她和梅一样，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除

了梅和瑞珏外，还有在高家做丫头的鸣凤、婉儿等也是被封建礼教所摧残。年

轻善良的鸣凤被高老太爷当做一件礼物送给了老恶棍冯乐山做小妾后走投无路

而投湖自尽的。而鸣凤的死并未能阻止悲剧的蔓延，却引发了另一个丫头婉儿

的人生悲剧，被高家用来替代鸣凤嫁给冯乐山。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就在黑暗的

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残害下如流星般消逝。    

从表面看，高家是个书香门第之家，家庭内部尊卑有序，礼法森严；但实

际上，在这个貌似人人知书达礼的大家族中，却处处充满着尔虞我诈和勾心斗

角的激烈战争。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

老太爷的招牌，用尽心思耍尽花招。他们先是请“端公”驱鬼，吓死了老太

爷，接着又为了避“血光之灾”，害死了瑞珏；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战而导致

商场被毁，但却硬要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高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

家。除此而外，这个封建大家庭的挥霍奢侈，还造就了“克”字辈这一代整日

只会挥霍无度的寄生虫，过着穷奢极欲糜烂的“败家子”生活。如高老太爷

喜欢的五儿子克定，不但黄、赌、毒样样精通，还骗取当卖妻子的首饰，在外

面私设公馆，蓄妓取乐。一个个虚有其表的伪君子，却也常道貌岸然地批评觉 

慧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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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家》与《向前看》的不同 
 

第一节  焦点表现不同 

 

中华民族的千年沉重和百年沧桑的封建历史文化积淀，使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代的作家们置身于特殊的精神环境中。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生活现

实，面对中国人民在改革道路上的艰辛和挫折，作家的写作需要进行“民族精

神的重铸”和“表现的深切”，表现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因此在作品中着重

现实、直面人生，深入表现民族在时代的奋进中走出困境、走向希望与光明的

艰难过程。《家》的批判优点就集中在了五四期间新时代面临的 大困难——

反封建这一点上，进而体现出了“五四”后中国青年的思想面貌。 

小说中的反封建精神，主要表现在这几点上： 

一、对封建家奴制的批判  

  鸣凤是高公馆的丫头， 
[1]
 她“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脑后垂着一根发

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

话的时候，脸颊上现出两个酒窝。” 
[2]

 “这张美丽的脸上总是带着那样的表

情：顺受的，毫不抱怨的，毫不诉苦的。像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切，吞下了

一切，可是它连一点吼声也没有。”鸣凤就是这样一个勤劳善良、美丽纯朴的姑

娘，她安于卑贱，逆来顺受。她有过美好的幻想，
[3]
 “ 想象着自己穿上漂亮

的衣服，享受着父母的宠爱，受到少爷们的崇拜。后来一个俊美的少爷来，把 

她接了去，她在他的家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但这样的幻想在高公馆里的“主尊

奴卑”的观念下是不允许的， 她只有在太太小姐们都进入梦乡后，在夜深人静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6 页       
[2]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12 页       
[3]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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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才能享受那么一点“自己的自由”。 现实与美梦、白天与黑夜的鲜明

对比，让她清醒地意识到美梦的虚幻和现实的残酷。  

 然而，真正束缚断送她一生的是她那个“简单的信仰”：
[1]
 “ 她觉得

世间的一切就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到这个地步，

也是命中注定的。”她从对她好一点却又早逝的大小姐那里加深了“红颜薄

命”的理解，在公馆长达七年的奴仆生活里，从喜儿的命运中，从自己亲身体

会中，“命中注定”的观念日益占据了她的思想。可见，“主尊奴卑”的封建家

奴意识在她的经历中不断强大，直到连她自己都认为这是“命啊，一切都是命

里注定的。”   

就是因为这个“信仰”让她不敢勇敢面对觉慧的爱，当觉慧喊她时，
[2]
 

“她回转身，站住了，带笑地问：‘你喊我做什么？’她看见他不说话，不顾含

笑地望着她，便又掉转身子向前走了。他连忙向前走了两步，又接连叫了她几

声。她又站住，掉转身子依旧问那一句话：‘做什么？’”她做出冷淡的样子

说。”从“回转身站住了”“又站住，掉转身子”可以看出她渴望爱情，但从

“冷淡”的表现和“‘你是少爷，我是丫头，我怎么敢跟你多说话？’这句话又

可以看出她有作为奴仆所具有的强烈的自卑，这种观念 终成了她与觉慧之间

无法逾越的鸿沟，使原本可以美好的爱情变得压抑苦闷。 终，“命中注定”的

这种“简单信仰”更导致了她走向了生命的终结，在得知要嫁给冯乐山作小妾

后，她向主人苦苦哀求而毫无结果，欲向觉慧求救却始终欲言又止。即使是在

生命的 后一刻，她也未曾想过要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就是她深受封建家

奴制毒害和驯化的结果。    

鸣凤是第一个从读者眼前消失的鲜活女性，她的死就是遭到了封建家奴制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20 页       
[2]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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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凶残迫害，导致丧失了她年轻貌美的生命。但是，当所有的希望破灭后，鸣

凤选择了以死反抗。 终，她以她的清白之躯捍卫了她作为人的尊严：用她无

辜的生命向专横残酷封建家奴制度提出了有力的控诉！  

    二、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 

    在《家》中，大部分的婚姻都在封建婚姻制度的干涉下而得不到真正的幸

福。但 大的婚姻悲剧都集中在了“梅”的身上，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

建婚姻制度对青年一代婚姻自由的压迫与扼杀。       

梅是一个美丽善良的才女及富家小姐，与觉新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

本来她与觉新的婚事是可以有幸福美满的结果的，但因封建家长内部在“牌

桌”上的矛盾，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迫害下，她开始了

悲剧的命运。 
[1]
 “ 依旧是那张美丽而凄哀的脸庞，依旧是苗条的身材，依旧

是一头漆黑的浓发，依旧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只是额上的皱纹深了些，脑后

的辫子又改成了发髻，而且脸上只淡淡地傅了一点白粉。”在书中，梅的话语总

是含着感伤，她的笑总是带着悲哀，她的眼里总是闪着泪光……所有描写梅的

词语，都带着凄凉压抑的感情，而她的命运也是如此的凄惨：先是与觉新的婚

姻美梦彻底破灭，使她一度绝望；再是不能作主的婚姻同样不幸，结婚一年丈

夫便死去，年纪轻轻就守寡，婆家又容不得她；再次见到觉新，又由于封建伦

理观念而压抑着内心激烈的情感 ，想见觉新却又只能避而不见 ；由于生活长 

期的压抑与抑郁，久而导致重疾在身， 后凄惨地死去。梅死后，她的母亲后 

悔不及，她终于明白是因为当时拆散梅与觉新的美好婚姻而导致了梅的死亡。

但是假如一切能够重来的话，悲剧还是会重演，因为她是封建制度下的家长，

也是封建婚姻制度的执行者，她一定得按着千百年来在人们脑中形成的“伦理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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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去做。所以只要婚姻制度不变，婚姻的悲剧便永远都在不停地上演。              

每一段关于梅的场景，使人看后心都在隐隐作痛，特别是死的时候“头发

飘散在枕畔，瘦削的脸像纸一样地白，额上那一条皱纹显得更深了。她的嘴唇

微微张开，好像要说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就断了气似的。”巴金用这种无声的控诉

使读者对梅深切的同情在瞬间转变成对残酷无情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极度愤恨，

再一次把矛头指向封建婚姻制度，对其进行有力的批判。 

三、对封建迷信与礼教的批判  

高公馆表面是一个书香门第、礼仪之家，大多数人都读过多年的书，甚至

克明还到日本留过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应该不会相信鬼神之说，但他们

对请“端公”驱鬼和“血光之灾“事件却随声附和着，就只因为担当不起“不

孝”之名。而那些无知的太太们则受到封建迷信的毒害，加上封建等级制度的

作祟，为了顾一条已经冰冷的死尸而硬是把临产的瑞珏迁到城外去，还得颠簸

过桥。 

从书中看来，瑞珏是一个符合封建礼教规范的模范女子。她的描写都是

“体贴”、“温柔”、“温和”的，在公馆中凭着她的善良、贤惠为家中上上下下

的主仆所喜爱。但就是这样讨人喜欢的模范女子， 终未能逃出封建迷信与礼

教的魔掌。为了避免 “血光之灾”，她被迫迁出公馆，“出城”“出桥”，

后在一个凄凉冷落的院中难产而死，并且由于陈姨太的警告“男人不能进月

房”，临死前连自己的丈夫都见不上一面。她的死表面上是由于难产，而实际上

却是封建迷信的残害与封建家长制的罪恶。而觉新，直到妻子死后，他才“突

然明白”，真正夺去他妻子的，“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 

  尽管如此，在“五四”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高公馆也出现了新一代的青

年。他们敢于大胆地追求自由生活，敢于对抗封建制度，敢与命运斗争，他们 

的口号是“我要做一个人”。从新一代的觉醒与成长更能看出《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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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封 建 旧 制 度 的 批 判 。 而 觉 慧 就 是 新 一 代 典 型 的 代 表 。  

  觉慧同样生长于封建家庭，却是高公馆里 早的觉醒者。
[1]

 “ …… 我们

这个大家庭，还不曾到五世同堂，不过四代人，就弄成了这个样子。明明是一

家人，然而没有一天不在明争暗斗。其实不过争点家产！……”他认识到封建

家庭的腐朽与残酷，不愿像觉新那样顺从着做“作揖主义”，他追求自由， 终

勇敢的走出封建家庭去追求新的光明道路。他被家人认为是一个“幼稚而大

胆”的叛徒，而正是他的叛逆精神，激励着他公然对抗封建专制制度。他勇敢

地与女仆鸣凤自由恋爱，公然对封建家奴制反抗。他虽然身为富家少爷，却具

有民主的平等意识。在封建婚姻制度中“主尊奴卑”，少爷与奴仆恋爱，这是绝

对不允许的。但觉慧对这种观念视若无睹，他一次次告诉鸣凤“我不过是一个

平常人，跟你一样的人”这种平等的概念，而这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平等意识

明鲜与封建家奴制是针锋相对的。当鸣凤以死抗议不平婚姻时，他对整个家

庭、整个封建社会都感到愤恨，觉民劝他忘记时，他说了一句“忘记？我永远

不会忘记！”甚至在梦中与鸣凤逃婚，并因鸣凤的死多次感到无名的悲哀，这

也可以看出觉慧并不因为鸣凤是卑下的女仆而迅速遗忘。当然，他也有“小资

产阶级”的自尊心，他也希望鸣凤能出生名门，在得知鸣凤要嫁给冯乐山当小 

妾时，对于挽救鸣凤还有些犹豫不决并 终将她放弃。这也说明，他仍带有思 

想的阶级的局限性。   

     在反抗封建专制婚姻制度上，他主要表现在帮助觉民逃避包办婚姻。他义

无反顾地作为抗议的代言人向“ 高阶级”的封建家长高老太爷提出抗争。他

深知大哥觉新的痛苦，也知道觉民和琴是真心相爱的。尽管觉民和琴的爱情已

经遭到了封建家长的阻挠，但为了避免觉民再踏上大哥的不归路，他暗中出谋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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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策，让觉民逃婚，并且掷地有声地向封建家长提出婚姻自主。为此，他一方

面鼓励二哥争取胜利，另一方面勇敢地面对家人尤其是高老太爷的责问 
[1]

 

“他虽然感到空气压近人，但是他并不惶恐。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在心里暗

笑……”在这个一切由高老太爷说了算的封建地主官僚大家庭里，他勇敢地去

面对“敌人”并果断地坚持下来了，直到高老太爷临终前松口“婚事不提了”

才宣告“胜利”。这对觉慧反抗意识是一次严格的考验，而事实也证明，他的反

抗 是 坚 决 无 畏 的 ， 他 在 “ 五 四 ” 新 思 潮 的 洗 礼 下 迅 速 成 长 。 

  高家是书礼之家，但受到封建迷信毒害的人太多，高老太爷病重时，他们

竟请“端公”驱鬼。对此，觉慧大胆对封建迷信和抵制，“他的面容异常严肃，

眼光十分骄傲。他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并对克明等人

予以讽刺“你们是要爷爷早一点死”，“要把他活活地气死、吓死！”。因为

他们都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只因担不起“不孝”之名，就任由“端公”来

家中捉鬼。在“端公”装神弄鬼愚弄人的时候，整个公馆中只有觉慧敢于制

止，敢于反抗，他愤慨地与他们对立，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 后众人也只

好无趣地散去。这又是他对抗封建迷信的又一成功。    

觉慧 终是离开了高公馆，走上革命的新道路。他坚定地冲出了封建家庭

的束缚，彻底与封建旧家庭决裂。尽管他眼前的那一条“连接不断的绿水”并

未使他看清未来的方向，但他已经有了坚定的民主革命目标，不再是那个局限

于公馆繁杂琐事里的觉慧，而是一个准备投身于民主运动的广大青年代表。他

将是向封建旧制度宣战的民主战士，因为他所选择的是一条 坚决 彻底也是

有效的道路。 

在作品中，作者无论是写人，或是叙事，甚至剖析人物心理，都是带着浓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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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的感情色彩。巴金在《家》中把批判优点集中在反封建这一点上，把个人情

感融入了作品之中，虽然有时缺乏冷静，但细腻的心理描写，单纯明快的结构

和简洁生动的语言，流畅奔放，使读者能感到作者与小说的共同命运，有共同

的爱恨，甚至会认为那就是作者本人的生活一样，更真实地体现出了青年一代

在时代的在走出现实困境、走向希望与光明的的艰难，更体现出了他们坚定的

民主信念与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 

    与《家》所不同的是，西巫拉帕用了“置身于外”的平静语调客观地来对

《向前看》进行描写，语言朴素自然。书中以詹铊、尼塔、阿诚三个不同性格

的青年作为代表进行朴实无华却又细致的描写，简练而传神，让读者看到 1932

到 1942 年间泰国青年一代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运动的精神面貌。 

1932 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政变使泰国成功的结束了君主专制，确立了君主立

宪体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教育的普及，报刊的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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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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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作品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专

制独裁，要求自由民主，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阶层在民主运动中

的风姿，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朝气蓬勃的情绪。因此在《向前看》中西巫

拉帕主要以阿诚、尼塔、詹铊作为新一代觉醒青年代表，表现泰国青年一代投

身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的运动中的风姿，体现泰国光明的未来。 

詹佗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在佛寺师父的帮助下来到叻察他尼公

馆，并得到了求学的机会。他从佛寺老师父那里受到“乌鸦与凤凰”的等级观

念，并一直遵守着“处小慎言，谦恭承旨”的规矩。从他眼中，看到了有天壤

之别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勤劳纯朴的乡村之地，人与人之间没有等级观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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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辛勤创造生活，却经常受天灾人祸破坏而受苦挨饿；另一个则是繁华奢

耻的大都市，人们无需劳作，只要凭着“贵族”的称号，便能过着奢华无忧的

生活。在叻察他尼公馆的生活中，他看到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凶残与不公平，但

也在这种观念横生的世界里，他也幻想着在“爵爷”的恩惠下能“飞上枝头变

凤凰”。 

政变发生后，在封建势力内部引起了骚乱与恐慌。“爵爷”被罢了职，詹铊

与受到“爵爷”恩惠的人们都感到了惊慌害怕，在与尼塔的会面中，他语调是

“伤感”的， 
[1]

 “ 眼里充满了愁苦的神情” 。但在尼塔与乌泰老师的引导

下， 在父亲来信的语言中，他理解了新运动带来的伟大意义。 
[2]

 “ 他对自己

曾经一度对这次变革有所不满这一点感到十分惭愧”， 终他保持了自己正确的

思想，对新民主运动充满了希望，坚定了民主信念并刻苦学习新民主知识，立

志从法律学校毕业后，当一名维护正义、做有利于人民的检察官， 终回到自

己的家乡去任公职。詹铊是贫苦人民的青年代表，虽然曾一度受封建等级制度

的迷惑，但 终坚决地走出了迷茫，成为了积极为人民谋求利益的一份子。   

尼塔是三个人中民主意识 强烈的一个，他聪明勇敢，从小就受着父母

“为人在世，贵在自立，依靠自己的力量”的熏陶教养而有着高中的品德，他

同情在灾难中生活的劳动人民，又对贫苦大众的坚忍精神充满了敬重。他尊重

真理，崇尚正义，他在与鲁吉勒的辩论中说道“史册上没有记载众多的为保卫

我们的国家而血洒沙场献出生命的普通人民的名字”，敢于与封建历史作对，歌

颂保卫祖国却没有名垂史册的普通百姓的勇敢。政变发生后，他主动地去理解

新运动的意义， 认为    
[3]
   “  新人是属于人民的”、  

[4]
  “ 一 切 凡 是 不 合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158 页         
[2]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172 页         
[3]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155 页          
[4]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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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事情，都会得到改革，使其变得合理起来。”，他对民主充满了信心，面对

着独裁，他仍相信“可能有一些人在破坏我们的民主，但必定会有另外一些人

来拯救它，把它恢复过来，并且比过去做得更好”。他更有着坚定的信念与崇高

的理想  
[1]

 “ 要做一个宁可错放十个人而不愿冤枉一个好人” 的好法官，为此

他积极地学习新的法律与政治知识。对政变后当局的不民主做法，他充满了愤

怒地提出抨击。为了寻求新的民主道路，他远赴重洋去英国学习法律，等待着

为泰国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阿诚是书中 早投身于民主运动的一个。他出生于一个家境清寒的华裔家

庭，具有善良、乐于助人的美德。在学校里，他经常帮助学习差的学生，
[2]

“一般的学生尽管与阿诚并不亲密，但是大部分人都喜欢他，因为他是个对谁

都无害的人”。但他有许多封建等级观念带来的苦恼，老师经常会因为他的出生

而对他有偏见，甚至因为犯了唯一的一次错而被“爵爷”校长骂成“坏透了的

老百姓”。这使他在潜意识里就认识到封建等级制度的黑暗与无情。但他与詹

铊、尼塔都共同拥有一个非常好的民主意识启蒙老师——乌泰老师。在乌泰老

师的帮助下，他开始认识到了“贵族与老百姓”的分别与一个人的品质无关，

而在因为父亲的去世而不得不失去求学的机会时，“爵爷”校长放下身份跟他为

“老百姓”事件道歉，这使他在潜意识里感受到了民主的仁慈与爱。 

离开学校后，阿诚一直没有离开过学习和书本。《圣经》里耶稣对于人类邪

恶行为的指责的教诲，启发了他对事物的批判能力，使他从正反两个方面认识

了人生，他深受热爱人类的那种伟大的爱感动，也认识了人类的卑鄙和奸诈。

从人物传记里，他看到了不同的英雄人物，有封建专制的残暴君主，有为了拯

救下层人民于水火而进行正义战争的人物。他痛恨封建专权人物，崇拜民主，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196 页  
[2]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 年版。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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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林肯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决心追求民主。为此，他刻苦学习英文，在报社

工作期间，他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学习却不感到劳累，这些都是民主这个伟大

目标为他带来的无限动力。在报馆里，他经常有条不紊地向公众报道国内外时

事；他埋头翻译外国新闻，把国际形势的 新消息带给泰国人民，也把民主的

理念传达给泰国人民，使他们更加重视和关心国际形势和人类的命运。特别在

政变以后，人们对新制度充满了希望，阿诚则通过报纸把整个社会的新希望新

迹象报告给人民，更做为人民的喉舌，把人民的生活、意愿和心声传达给各界

人士，希望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进步带来帮助。 

随着政变带来的新希望被当政者的做法笼罩上各种阴影，人民的理想开始

破灭了。看到他的祖国离开他所羡慕和向往的民主目标越来越远时，阿诚忧心

如焚。他勇敢地拿起了笔，用文字与一切非正义行为作战。在受到当局的威胁

后，他用了他们总编辑的话说：“我们不需要子弹和压迫人的势力去与谁开火，

但我们将继续用我们的语言和道义去作战，一直到我们精疲力竭倒下去为止，

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的。”表现出了为民主献身的无畏精神。日本侵略泰国后，

政府与其签订了同盟。他愤慨地参加了“自由泰”爱国团体，对政府把国家引

向战争危险深渊的行为提出激烈的抨击。由此可见，阿诚有着坚定的民主信念

并对国家、民族命运和人类的苦难真诚的关心，他痛恨不人道的思想，有着坚

定的民主目标，并投身于民主运动中作出实际的贡献。 

文中还提到曾经和詹铊一起在佛寺中生活的另一个苦孩子——阿登。曾经

的阿登在贫穷的压迫下被引上偷盗道路，在多次出入监狱中，与警察串通做着

明偷暗抢的勾当，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帮助下，他摆脱了

那种生活，并投身到劳动人民的集体中去，寻找新的生活，并立志为劳动人民

做出贡献。阿登是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成功典型，从他的身上，使读者再一次感

受到了泰国民主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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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却又细致的语言描写，使读者跟随着作者的引导仿佛看到了画面的重

播，真实把故事情节再现，从詹铊、尼塔、阿诚三个人的努力奋斗与阿登的转

变中，精确传神地提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感情显得真实，使读者在作者的笔

下看到了泰国人民的新希望，并由此与作者产生共鸣，形象地把了泰国光明美

好的未来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第二节  展示的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的

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之前的旧民主主义如  
[1]

 “洋务运动”、 
[2]
 “戊戌变

法”及  
[3]

“辛亥革命”等， 终都因触及封建制度或因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

复辟而宣告失败。然而，在“五四”时期，中国民主力量已经认清了封建主义

的本质，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封建专制势力的出卖主权密切相联，

中国的落后又与封建思想对人的压抑息息相关。在这个封建与民主、新时代与

旧社会交替的时代里，封建制度腐朽的气味仍笼罩着无声的中国。这促使中国

人民认清了，要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彻底反封建，把封建制度的黑暗与

不合理揭露出来。因此，在展示当时整个社会弊端时，《家》侧重表现了封建大

                                                        
[1]

    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 

[2]
  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

思想解放的潮流。  

[3]
   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一次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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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内部里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青年一代的束缚和迫害，由此来展示出封

建制度的腐败。 

青年是社会的希望，是国家未来的主力军。可在《家》中，封建势力却不

断地对青年一代进行残酷的压迫与伤害，使年轻的灵魂活在压抑与痛苦之中。

觉新和梅本是青梅竹马、真心相爱的一对恋人，只是因为双方母亲在牌桌上产

生了摩擦，就狠心地拆散了这对情侣，使梅在悲惨的命运中痛苦寂寞地死去。

瑞珏在封建家庭中可以说是受大家喜爱的模范“体贴、温柔”，但在陈姨太的

“血光之灾”之说中亦未能逃一死，她和梅一样，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除

了梅和瑞珏外，还有在高家做丫头的鸣凤、婉儿等也是被封建礼教所摧残。年

轻善良的鸣凤被高老太爷当做一件礼物送给了老恶棍冯乐山做小妾后走投无路

而投湖自尽的。而鸣凤的死并未能阻止悲剧的蔓延，却引发了另一个丫头婉儿

的人生悲剧，被高家用来替代鸣凤嫁给冯乐山。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就在黑暗的

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残害下如流星般消逝。    

从表面看，高家是个书香门第之家，家庭内部尊卑有序，礼法森严；但实

际上，在这个貌似人人知书达礼的大家族中，却处处充满着尔虞我诈和勾心斗

角的激烈战争。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

老太爷的招牌，用尽心思耍尽花招。他们先是请“端公”驱鬼，吓死了老太

爷，接着又为了避“血光之灾”，害死了瑞珏；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战而导致

商场被毁，但却硬要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高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

家。除此而外，这个封建大家庭的挥霍奢侈，还造就了“克”字辈这一代整日

只会挥霍无度的寄生虫，过着穷奢极欲糜烂的“败家子”生活。如高老太爷

喜欢的五儿子克定，不但黄、赌、毒样样精通，还骗取当卖妻子的首饰，在外

面私设公馆，蓄妓取乐。一个个虚有其表的伪君子，却也常道貌岸然地批评觉 

慧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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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封建大家内部对青年一代的束缚及内部矛盾的描写，把矛头对准

了封建统治势力，使人们认清封建制度的黑暗腐败，号召他们从封建专制主义

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与家庭内部和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展开勇猛

的斗争，从而勇敢地走出封建制度的桎梏， 后才能真正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

钟。 

如果说《家》是为了敲响封建制度的丧钟，那么《向前看》可以说是为了

拉响民主起航的汽笛。从《家》中，读者看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黑暗现实，但

从《向前看》中，读者却能看见泰国民主新希望的光明前途。 

1932 年政变前，泰国仍是一个保持着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国王唯

我独尊，至高无上。拉玛六世在位末期由于挥霍无度，以致入不敷出，国库空

虚。拉玛七世登基后不久，为了财政平衡，只能大事裁员。1929 年世界经济危

机爆发，更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临这样的灾难，封建统治阶级无

力解决问题，反而增加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压力，迫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发

动了 1932 年的“六、二四”政变，从此改写了泰国的封建统治历史。尽管政变

采取的是军事密谋方式，因客观环境不许可，没能发动群众参加，但当人民党

夺权成功后，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的，从文中 146“有的人则欢声雷动，表

示欢迎”“贫苦的人民盼望着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等就可以感受得

到人民对新政党的寄望。  

在《向前看》里，詹铊是曾生活在两种极端世界里的人，他看到了劳动人

民的苦难，也看到了贵族生活的奢糜，虽然他曾经在贵族的“恩惠”下对民主

犹豫不决，但是在尼塔和乌泰老师的帮助下， 终坚决的走出迷惑，积极寻求

民主的真理、学习新的民主知识， 后投身于维护正义的检查官职位上，为谋

求乡亲的利益做出贡献。一直视真理为生命的尼塔从一开始就对民主充满了信

念，并主动积极的去寻求民主的真谛， 后远涉重洋去追寻新的民主道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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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诚实的阿诚从一开始就投身于民主运动中，利用手中的笔为利器，把锋芒指

向了一切非真理的作为，尽管受到当局的阻碍，但他却对民主有着坚定的意

念。矜持文雅的西拉里生活在上层社会里，但他却彬彬有礼，对所有人一视同

仁。在政变后，他敢于指责政府的的独裁统治行为，抨击当局的不良用心。生

活在 低层的阿登一直过着偷盗者流离失所的生活，在资产阶级人士的帮助

下，成为一个投身于广大劳动人民中的一份子，准备为人民服务…… 

与这些热情投入国家民主运动的生气勃勃的青年对比之下，政变之前，封

建统治者对当时的国家局势却是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了。当时在暹罗陆军

和民党中各有一批人认为，在泰国，真正有学问、有才能、能解决问题的人，

因为不是出身贵族，或者年纪太轻，所以得不到重用；王室贵族们和年老昏聩

的大臣们却把持着生杀予夺、飞黄腾达之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其

中不少人认为，既然局势已经到了国王无法解决的地步，就应该给年轻人以参

与治理国家的机会。这些现象，刚好与书中所提到“这些人认为，既然生活与

普通老百姓相差甚远的上层人物的政府不能解决已经成为穷苦人民严重灾难的

国家问题，就理应有所变革。……他们只是认为既然上层人物政府的能力值得

怀疑，就应该有变革。”的现象相符，进一步说明当时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实

行君主立宪，是顺乎泰国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合乎民意，也是得到泰国人民

广泛支持的。作者通过詹铊、尼塔、阿诚等泰国青年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来展示

他们的青春活动，把人民踊跃参加民主运动的积极性表现了出来，使泰国民主

道路的光明前程在他们奋斗与努力的过程中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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