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   论 

 

自古以来，中泰两国就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关系历史久远，两

国人民亦有深厚的传统友好感情，中国的古典小说曾被翻译成泰文传入泰国。

但在中国建国以前，中国几乎连一本泰国文学作品都没有翻译过，中泰文学交

流比较亦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对中泰两位现实主义作家的两部著作初步进行

比较研究，重点研究《家》与《向前看》的各种内在因素与外部影响，旨在探

索巴金与西巫拉帕两位文学巨匠在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上的独特魅力，使读者从

同一时期下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出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现实主义作品中

了解其相似与差异之处。让泰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中国人民在上个世纪为反封建

付出的努力，也让中国人民认识泰国人民在上个世纪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

所作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当时相同的历史时期中，亚洲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及作品都出现了很多相

似之处。巴金与西巫拉帕都同在时代使命的要求下，背负起青年一代对社会的

责任，积极传播新思想，热情投身于社会进步活动，并把自身的经历、内心的

热情与自己的文学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作品成为促进社会进步无形的力

量。因此，他们都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和泰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为背

景，以现实生活为根据，各自写出了在两国现实主义新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

长篇小说——《家》和《向前看》。这两篇小说都是在亚洲革命风暴下中泰两国

的社会缩影，在某些程度上来说，是当时整个中泰社会的代表。 

在这以前的中泰两国，都经历了长久的封建统治时期，但在新时代的潮流

的影响下，封建统治者已经无法控制社会形势，封建制度的弊端开始在人民面

前暴露无遗。西方新思想的传入，使新一代青年迅速觉醒并热情地投身于进步

运动中，这些在两部作品中都有体现出来，而且这两部作品都具有浓厚的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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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意识及激烈的反抗精神，使其成为作品 相似的亮点。但从外部的社会文化

背景来看，中泰两国人民有着不同的文化传承及文化心理结构，造成了《家》

与《向前看》两部著作间的不同。 

中国“五四”期间，巴金从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中接受的是反压迫、争取

自由民主的思想。他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特色，通过《家》里封建大家

庭内部对青年一代的束缚及内部矛盾来展示封建制度的腐败，塑造了众多的人

物形象来展示反封建运动的广泛影响，进行反封建的启蒙和呼唤，从而带动新

一代青年冲破封建桎梏，进而投身新民主运动。而由于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不断

涌进了泰国，西巫拉帕这批泰国现实主义作家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重在描写

内心世界，刻画了一批胸怀大志，敢于冲破黑暗，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进的泰国

青年一代在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运动中的风姿，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及其

知识分子阶层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朝气蓬勃的情绪，从而反映群众心声，

唤起人们的觉醒。 

本文认为正因为《家》与《向前看》这两部作品中存在的相似与差异，成

就了中泰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使读者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后整个亚洲所面临的共

同社会问题，及亚洲人民为了解决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也反映了亚洲多国间由

于文化结构、国情的不同而导致出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的不同。 

基于中泰文学的比较研究在国内外都处于基础起步阶段，巴金的《家》与

西巫拉帕的《向前看》之比较更是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对这两部现实主义作

品的进一步探索还有待深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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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坐在电脑前把自己写的论文又粗略地看了一遍，想着今晚就要把论文完

整地打印出来了，不由轻轻叹了一口气。回想起刚开始读研的时候，仿佛只

是发生在昨天，心里的兴奋与不安犹存，没想到就这样匆匆地过了两年，一

切都结束得那么快。不，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追求知识的脚步并不会随着

学业的结束而宣告停止。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尽管未来不知是否还

有机会再次进修学业，但不管身在社会还是校园，中国文学知识是无穷无尽

的，我想值得用我一生的时间去追求。                                        
在这里，我要感谢教导我、帮助过我的老师们：黄河、王建设、李晓

洁、许总、陈旋波、毛翰、徐华、蔡志城、赵平、何福祥、谢玉冰、高伟光

等等，特别是我的导师黄河先生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与教导，他用他那独特的

教学方法引导我一步一步走进中国文学知识的海洋。“一日为师，终身为

父”，恩师的教诲将永远铭记于心。只因对中国文学的接触极为有限，无法

像中国学生一样把论文完成得系统、深入，对这一点有愧于恩师，希望将来

有机会，再拜恩师门下，再次探研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另外，也很感谢范军

老师帮我办理“中国之网”方便我上网查资料。 
作为一名身上流着一半是中华热血的华裔，我渴望能凭着自己的勤奋与

努力，在中华文化的知识海洋里邀游。“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

舟”，这句话就像黑板里的一盏明灯，照亮着我未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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