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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和《四朝代》是两个国家不同作者的作品，但是其塑造的女性

形象是如此的相似和有可比性，比如两部作品都有着被奉作理想女性的人物，也

都有一些封建的、墨守成规的没落贵族，也有一些金钱至上、六亲不认，但 后

都重新找回人性的人物，更有封建社会特有的妾形象。这种创作上的巧合是源于

什么原因呢？我们下面就分别从作者、女性所处时代以及中泰两国宗教文化等方

面入手，来探讨两部作品女性形象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第一节 女性形象整体相似的原因 

 

《京华烟云》和《四朝代》中的女性都生活在 20 世纪初的封建社会中。这

个时代对中国和泰国来说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

后一个封建王朝分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异族入侵，这个时代人们的

生活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在泰国虽然看似平静，但人民大众也同样孕育着

对封建统治的颠覆，并 终于 1932 年 6 月爆发革命，实现了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另一方面，自五世王的出访欧洲，力图变革，到后来历代国王对西方的积极学习，

泰国的社会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动荡的社会中，任何的思想和传统都处在

前所未有的不稳定状态，因此，产生了这么多个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林语堂和克立·巴莫这两位作家在男权主义的年代，用他们的笔，有血有肉

地描述女性的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示着她们多姿多彩的美，同时也写出了女性的

痛苦和不幸，她们的绝望和向往，表达着他们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京华烟云》

和《四朝代》女性形象整体的相似，究其本质正是历史的相似，是人类社会发展

过程中封建制度下处在社会边缘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及其命运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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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和克立·巴莫两位作家抓住人物性格的特点，以现实主义的笔调，客观而

生动地反映了典型的女性生活和女性共同心理，从而具有普遍的意义，也就造成

了她们的相似。 

林语堂和克立·巴莫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们都

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们都本着“实录”精神，十分忠实地描写女性生活

的本来面貌。林语堂在《京华烟云》的序言中就说，“‘小说’者，小故事也。无

事可做时，不妨坐下听听。本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

发其罪恶。因此与新近甚多‘黑幕’小说迥乎不同。既非对旧式生活进赞词，亦

非为新式生活做辩解。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

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

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

应其生活环境而已。”[1]（P1）在小说《四朝代》中，克里·巴莫在序言中也提到

“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性格时，作者是严格地遵循了真实的原则，力求不让这些人

物说或做有悖于历史真实的事。”[2]（P2）遵循真实地创作思想，使得两部作品中

的女性人物更具生命力和可信度，因此可以说，二人在“实录”现实生活基础上

经过概括和提炼创造出了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的众多女性形象。 

另外，中泰两国都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农耕型封建社会，在 20 世纪初，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使得中泰两国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脚步，加之西方列强对

东方资源的觊觎，进一步冲击了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正是

出于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西方的拜金主义随着各种思潮一起涌入了东方社会

中，因此，便出现了如素云、莺莺和妩恩、布拉俳等众多迷失在金钱中的女性形

象。中国和泰国都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这样两部作品中也就很自然地

塑造出很多妾的形象，她们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女性形象，地位低下，受到男性

的玩弄和家庭的遗弃。 

总而言之，《京华烟云》和《四朝代》这两部中泰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现实

主义作品，因为相似的时代背景，中泰两国社会文化的交集，以及相似的婚姻制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著者序）.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序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4 



 
 
 
 

 
 
 
 

第四章  《京华烟云》与《四朝代》女性形象同异原因 

度，共同的男权统治，使得两部作品自然出现了一批在社会地位，家庭角色以及

思想性格等方面都十分相似的女性形象，她们共同构筑了两部小说的核心人物形

象。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各个阶层真实的女性生活。 

 

第二节 女性形象个体相异的原因 

 

一、作者的不同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表达了作者的主观愿望和理想，是作者思想的形象表

达。而小说家的思想、审美倾向必将聚焦于人物形象之中。而由于不同作者的人

生经历、审美标准和他们的思想高度是迥然不同的，这就使得他们塑造的代表自

己思想和审美理想的人物形象是相异的。 

林语堂出生在清贫的小山村，没有显赫的家世，父亲是个基督教的传教士，

因此林语堂从小受的是孔孟经典和基督圣经的双重教育，然而在生活上林语堂又

是一个道家思想的拥趸，这些复杂交错的思想背景使得林语堂在创作小说人物时

便显得真实而生动，因此我们才看到了一个儿时渴望裹脚，一时兴起就要给丈夫

纳妾的木兰，也能看到吟诗作对，独闯司令部救人的木兰，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每

一个都有着复杂的思想，独立的思维，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说到女性

形象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对林语堂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两个女人，第一个是他母亲，

第二个就是他的二姐，林语堂母亲是个贤惠的家庭主妇，勤劳而且勇敢，据说是

一个人赶走了一群地痞无赖，联想到木兰去司令部救立夫的勇气，我们似乎就能

找到小说人物的原型了，另外一个就是林语堂的二姐，林语堂的二姐长的清秀可

人，从小和林语堂关系 近，二姐不但可爱善良，而且聪明伶俐，曾和幼年的林

语堂编小故事讲给大家听，但是，由于家庭经济情况和封建思想的局限，渴望读

书的二姐不得不放弃进修的机会而选择嫁人，林语堂因为此事而非常难过，在《京

华烟云》中我们看到林语堂毫不吝惜的赋予了众位女性角色不逊于男性的才情与

智慧。可以肯定的是，林语堂是一个女性意识相当强的中国现代作家，男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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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他的制约远不如女性中心文化对他的影响。[1]（P146） 

克立·巴莫出身贵族，从小即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虽然历经君主立宪的改

制风波，但实际上泰国的王权统治一直延续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另外，泰国还是

一个虔诚的佛教国家，佛教被尊为国教。因此可以说，克立·巴莫是既受到佛教

的洗礼，又对封建的观念进行了传承，虽然一度留学英国，仍不能动摇这种强烈

的宗教信仰和人生价值观。这种宗教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女主人公帕洛伊的身

上，佛教不仅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 ,也是一种柔韧的统治力量。因而作者笔下

的珀怡（即帕洛伊） ,她一方面深受泰国封建传统的教育,另一方面又不可能不

被佛教气息所包围,受到佛教道德的训练,而事实上两者是密不可分、合二而一

的。[2](P41)另一方面，作为贵族的克立·巴莫，他创作出的女性形象都带有贵族

小姐的生活习惯和思想品德，因此，《四朝代》中鲜有描写下层百姓的生活片段，

生活在宫中或者豪宅中的这些女性们，她们对社会往往是妥协和怀旧的，这也成

了整个《四朝代》思想内容的主色调。 

在审美倾向上，两位作家也有不同的见解，林语堂追求的是道家的自然之美，

小说中女性无不透露着质朴的气息，不加修饰的华丽，比如崇尚女性的天足大脚，

喜欢木兰的坦白直率，甚至木兰终老的理想是归隐田间，做个农妇，回归自然；

克立·巴莫塑造的泰国理想女性形象则是处处要约束自己的，可以说是要完全遵

照着社会乃至男人审美标准那样的生活，因此，帕洛伊成为了泰国女性的典范，

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喜欢帕洛伊，就连六亲不认的妩恩大姐， 后也是折服

于帕洛伊的隐忍和善良，而像曹伊那样有着鲜明个性，锄强扶弱的女性在泰国是

不被接受的， 终只能老死在宫中，一辈子找不到自己的爱情。审美倾向的不同

一方面是由于两位作者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文化教育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

也体现了中泰两国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女性有着不尽相同的地位和权利。 

作者的思想高度决定着小说人物的行为和命运。林语堂一生避免参与政治，

对待一切事物，都是平和宽容的心态，小说《京华烟云》开篇即表明立场，不对

旧的社会进行怀念，也不对新的生活进行辩解，在那个缺乏信仰的年代，中国人

                                                        
[1] 王兆胜.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J].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8（1）. 
[2] 周婉华.泰国历史小说《四朝代》中珀怡性格的文化意蕴.[J].昆明：思想战线，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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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生活在迷茫之中，林语堂对国家命运的思索也映射在了小说中的人物身上，

那就是对民族和对同胞的热爱和忠诚，因此，在国难当头，日本欺压中国人的时

候，即使堕落如素云的女性， 后也能为国捐躯，戴罪立功。而小说《四朝代》

这部作品，无论从主题的主观性、客观性和时代性来看，这部作品的主题，都应

该归入歌颂封建制度的范畴。[1]（P84）克立·巴莫的出身和泰国的社会，决定了

作者的立场，也就相应的决定了小说中众多女性形象的立场，她们无论性格如何，

对待身边人事如何，都始终是维护着整个封建的统治体系的，因此，帕洛伊的生

命随着国王的驾崩而消耗殆尽，娶了多个小老婆的丕丕德并不受到丝毫的指责，

甚至帕洛伊会心甘情愿，毫无怨言的做丈夫私生子的母亲。种种这些都受制于作

者的思想，使得两部小说的女性各有自己的特点。 

 

二、文化的异质 

 

中国和泰国是两个有着显著文化差异的国度，虽然自古中泰两国就不乏贸易

往来，而且随着商贸的交流，把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诸如《三国演义》等历史

小说带入泰国，甚至克里·巴莫自己也创作过不少中国题材的小说，但是，《四

朝代》毕竟是一部纯粹的反映泰国贵族生活的文学作品，作者完全依据泰国当时

的史实搭建舞台。因此，两国文化上的差异性 终造成了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性

格命运的不同。 

中国自汉代以来便“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经典成为控制中国人

思维方式的统治工具，儒家思想对中国人影响之深，即使无孔不入的宗教，如佛

教、道教也无法与之相抗衡， 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体系。儒家思想

要求人们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 在道德

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

系。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这些儒家的要义都能从小说《京

华烟云》的女性形象身上找到，尤其是作为小说核心人物的木兰，虽然作者称其

为“道家儿女”，但是，木兰处事的“中庸之道”，对待世间万物的博爱精神，无

                                                        
[1] 李健.泰国小说《四朝代》主题论考.[J].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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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映出儒家文化对她的影响。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提倡

人们把握自己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木兰才会抓住机会，想尽办法去营救立夫，

在丈夫有了外遇，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刻，木兰积极主动与丈夫的外遇女子接洽沟

通，并和父亲一起巧妙地导演一场喜剧，化解了这场风波。即使是堕落的素云，

后也能通过为国捐躯完成对自我的救赎。身为妾的桂姐在家中能够运筹帷幄，

利用自己的优势为自己谋得在封建大家庭中生存的空间。这些都集中反映了儒家

思想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影响。 

与中国不同，泰国自古受到的便是印度小乘佛教的影响，历史上有名的经典，

如《拉玛坚》、《伊瑙》、《坤昌坤平》等都是取材于印度婆罗门教的故事传说。泰

国全国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佛教寺庙，仅在小说《四朝代》所处背景的曼谷地区就

有上百个寺庙，僧侣在泰国备受尊敬，即使是国王，见到僧侣也要向僧侣合十敬

拜。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唯一不排斥异教的宗教，佛教的这种宽容精神，深深地

影响着泰国人的思想，在小说发生的年代，西方思想已经涌入了泰国社会的方方

面面，西方文化的进入，甚至都不需要借助基督教的传播，而可以更为直接的存

在于泰国社会中，在《四朝代》中，在封建统治的中心，皇宫内就开始了西方的

舞会派对；帕洛伊对儿子娶回洋媳妇的包容与适应。但是，小说中的女性们，除

了帕洛伊的女儿布拉俳，其他人都表现出很传统的思想观念，虽然对西方思想和

文化并不激烈的反对，但是都能置身度外，帕洛伊和曹伊等人都能保持一辈子的

贵族传统，而丝毫不受时代的侵蚀，这归根结底是由于泰国的信仰一直都没有改

变过，她们以佛教教义为生活的伦常标准，而以国王为人生的精神支柱，这个根

基西方人没有能够改变过，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过是和王室进行妥协后的“胜利”，

加之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多是王亲国戚，她们的命运自然就和王室密不可分了，每

当王宫发生些许变化，她们的命运便随之起伏。 

家庭就是个小社会，它往往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导向，在《京华烟云》和

《四朝代》中，作者都是选择几个大家庭为小说的舞台背景，中国和泰国的家庭

文化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也决定了两部小说女性形象的相异。中国自古

以来是多灾多难的国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千年，在国

家不能提供给社会更多保障的情况下，家庭就成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剂，因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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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社会作用在中国特别明显，家庭在一个人的心目中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京

华烟云》中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命运都和大家庭息息相关，婚嫁讲究门当户对，

往往家庭的势力财富会决定婚后女性的地位，当牛家没落时，素云便倍感压力，

感觉到地位不再， 后选择堕落，其实这与家庭的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而在泰

国虽然也重视家庭，但是显然和中国还是有很大差距，泰国历史上比较稳定，虽

然历经和邻国柬埔寨缅甸的战火，但是总体的社会还是稳定的，特别是曼谷王朝

延续至今的封建统治，使得泰国人心中的依靠不是家庭，而是王宫，特别是像帕

洛伊和曹伊这样的贵族阶级，她们的命运和王室密不可分。当封建贵族没落的时

候，这些人的命运也便都跟随着没落了下去。 

综上所述，作者的生活背景，审美倾向，以及社会、宗教文化的诸多不同造

就了不同的女性形象。总体来看，由于中国近代封建统治退出历史舞台，激烈的

资产阶级革命，使得《京华烟云》中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较强的时代特色，这也

是中国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在近

代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境况下饱受质疑，在男性启蒙家看来，传统女性的

无知和体质的羸弱是造成近代中国衰弱的重要原因。[1]（P2）而由于泰国封建君

主制得以存留，加之作者的身份，《四朝代》中的女性形象则明显的呈现出传统

和保守的特征。 

                                                        
[1] 罗列. 女性形象与女权话语——20 世纪初叶中国西方文学女性形象译介研究.[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

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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