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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河畔的故事》、《花街》、《弄斧集》等。 

  

 第一章   年腊梅与老舍相似的人生经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泰国华侨华人逐渐接受从中国传来的新文化和新文学，

并由此产生了以泰国华族及泰族人的社会生活题材以及使用中国汉语现代白话

文创作的泰国华文新文学。泰华新文学不是中国新文学的分支，而属于世界华文

文学的范畴，中国文学和泰华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泰华新文学是在中国的

“五四”新文学影响下产生的，使用汉语，并继承了中华文化精神。 

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纪元，出现了群

星璀璨，百花竞放的局面，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老

舍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作家，其作品无论题材和艺术风格都极具代表性。而年腊

梅则是活跃于当时泰国文坛的作家之一。不同的国度，相似的创作风格及人生经

历吸引后学以比较的视角来探讨其作品的文化蕴含及社会意义。 

年腊梅和老舍都是出生于动乱的战争年代、自幼丧父、家境贫寒、身挑家庭

重担，生活经历艰辛坎坷。他们都深知底层社会民众的生活与疾苦。 

 

               第一节   身世背景 

 

华人移居泰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

1-5 年），中国的航船就到达过泰国。此后，因中泰关系的密切，中国沿海地区

逐渐有人去泰国经商、定居。这些劳动力有较高的生产技能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颇受泰国人民的欢迎。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平均每年有十多万中国劳工进入泰

国。移居泰国的华侨华人既给所在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在与泰族人民和

睦共处、文化交融的同时，通过华文教育源源不断地传承着中国的文化和文学。 

1938 年，泰国与日本签订《暹日条约》。为了帮助日本实现“大东亚文化圈”

的战略目标，亲日的泰国政府展开了禁绝华文的活动。次年八月，釜披汶封闭了

泰京八家华文报，并大规模查封华校。到了 1940 年 6 月，全泰国二百九十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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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荡然无存。出生于这一时期的年腊梅当然无华语学校可读了。 

此后的三十余年里，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呈现出封闭——放松——限

制——放宽的反复状态。鉴于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泰国政府曾一度做过

适当的变通，然而，在这三十年中，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仍以抑制为主，

汉语的地位几经沉浮。 

泰国华文女作家年腊梅，原名许静华，年腊梅是她的泰文名字。1934 年 6

月 16 日生于泰国。祖籍中国广东省饶平县。常用的笔名有：无盐、许心怡、李

虹、李洵、李可欣等。年腊梅的祖父是华侨，祖母是泰国人，父亲是中泰混血儿，

母亲是华侨。父亲早年经营农场兼做海产、粮食生意，家庭生活富裕。日本侵华

前夕，父母变卖家产，将全部资金汇回中国，想在故乡置业安家。但随着日寇侵

华及占领泰国，全家人与中国大陆失去联系，家道中落。父亲经不起经济破产的

打击，忧愤成疾，在年腊梅七岁的时候撒手人寰，家庭生活随即一落千丈。母亲

靠做小贩挑担买卖带着全家大小七口人艰难度日。为分担母亲的重担，年腊梅 8

岁开始即打工，做学徒学织布和裁缝，也做过女佣。年腊梅 14岁成为一名正式

的织布工人，而且后来成为了一名服装师。由于家境贫寒，年腊梅家庭条件只能

勉强撑着让两个弟弟进学校，她姐姐无缘进学校，而年腊梅也只读过一年泰文。

年幼的她，尝尽了各种杂工的艰辛和酸楚，但同时也练就了她坚毅不屈的个性。 

    中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老舍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老舍原名舒庆

春，笔名有“舍予”、“老舍”等。1899 年 2 月 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寒的清

末满族家庭里。老舍先生出生的时候，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古老封建帝国的政治体

系崩溃，整个社会处在风云激荡中。父亲舒永寿是保卫皇城的一名士兵，1900

年 8月 15 日在抵抗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巷战中阵亡。由于老舍的父亲过早去世，

家庭生活变得更为艰难，一家人全靠母亲缝洗和当佣工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老

舍刚一懂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自幼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

该如此”的看法；母亲的含辛茹苦，经济上的羞涩拮据，生活上的巨大压力，给

老舍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而塑造了老舍自幼刚强、自尊上进，勤奋

好学的性格。这些艰辛的生活经历使得他身不由己地处在北京底层市民的行列

里，在大杂院里与贫穷阶层的市民朝夕相处，小巷里居民的琐碎事充满于耳，灌

满于心。使老舍从小就熟悉车夫、小业主、小商贩、工人、下等艺人和娼妓等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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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在水生火热的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也使他

从小就喜爱上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戏剧、曲艺等，这些都是他后来文

学倾向于写平民生活和擅长于话剧创作的生活基础。 

 

二第节   创作生涯 

      

   年腊梅虽只读过一年泰文，但母亲曾是红极一时的潮剧名青衣，由于从小受

母亲讲故事和唱词曲的熏陶，使她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尽管母亲反对，

但她仍然坚持不懈，勤学苦练，白天做完苦工，晚上就躲进被窝里用手电筒偷偷

看书，用中文拼命地练习写作。自小热爱文学的她穷尽毕生精力从事文学创作，

癌症晚期躺在病床上，还在争分夺秒的修改文稿。在当织布女工期间，她的第一

篇习作《让位》在曼谷华文报的“少年园地”发表。从此她和文学结缘。并下定

决心拼命挤时间读书写作，锲而不舍。在年腊梅创作的道路上，有两位重要的文

坛前辈，即张综灵和方修畅。1952 年年腊梅认识了张综灵，他当时任曼谷《中

原报》编辑，负责“国际”、“服务”、“通俗小说”和《大众文艺》等版面编

辑工作，年腊梅凭着“试一试的心理”给《大众文艺》寄去了散文《童年忆》，

没想到果真刊登了，并收到了张综灵的一封信，约她到报社会晤。对于这件影响

她一生的事，年腊梅曾说：“他见面便问起我的生活情形和学习状况，送给我好

几本书，记得其中有卡耐基的《处世教育》、《世界史大纲》、《世界地理大纲》、

苏曼殊《断鸿零雁》、《唐诗三百首》、《词选》、还有一本张先生的《实用新

闻学》。”张先生还对她说，“写作的素材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寻觅，你

除了读文艺书籍外，也应该读应用文和史地，然后再读古典文学对写作才有进

步......”接受张综灵的指导和建议，捧着他送的书，年腊梅日夜啃书，

由白话文再到古典文学，一一品味。1955 年，泰国《世界日报》创刊，张综灵

任总编辑，他介绍年腊梅到该报社当一名剪报员，历时四年。 

另一位对年腊梅的文学生涯起重要作用的人是方修畅先生。他是年腊梅十八

九岁时候认识的。当时，方修畅任《中原报》“大众文艺”版编辑。年腊梅给该

                                                        
[1]  陈贤茂主编. 泰国文学史第二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8) 

[2]  张国培.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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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四个板块：“学习”、“通俗小说”、“万象”、“大众文艺”投稿。方修

畅在“万象”版刊登了她的文章后约她前去见面。从第一次捧着方修畅借给她阅

读的文艺理论书和小说集之后，年腊梅便经常去拜访方先生，向他老人家请教一

些文艺理论难题，同时也和方先生的两位千金华儿和莱儿结为朋友。方修畅对年

腊梅的指导和栽培，使她永远铭记于心。年腊梅说：“每次读方修畅先生的诗，

总会想起三十年前他老人家对我栽培的一片苦心，他的教育、以及对一个小辈的

关怀。” 

泰华新文学的创始时期，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时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

国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大陆求学的华侨青年和新移民从大陆南渡。他们在国内

接受了新文学思潮的影响，来泰国后又大多从事文化、教育、新闻等工作，这些

青年接受了提倡新文化的激进思想，开启了华侨作家用华文进行创作的先河，并

由此开始了泰华新文学的拓荒时期。从 1956 年到 1975 年，泰华文学经历了一个

波浪形的“繁荣转入沉寂”时期。1955 年 4 月在万隆会议上，中泰两国外长就

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达成协定，许多华侨加入泰国国籍，为华侨的生存提供了保障，

也缓和了泰华关系。一些泰国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华侨文学青年已经相继成熟，成

为泰华文坛的生力军。其中，年腊梅就活跃于这一时期。1964 年，由方思若与

其夫人何韵创办的 《华风周报》 ，通过与众多泰华作家的共同努力，推出了第

二个长篇接龙小说 《风雨耀华力》。年腊梅是创作者之一。 

艰难困苦的生活压力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磨练了她坚强的意志，也使她从

中体验到真实的社会与人生，特别是下层社会人民生活的形形色色。对文学创作

的执着追求和向往激发了她日日夜夜勤学苦练的决心和毅力；名师的启蒙和指引

更使她对生活道路的选择充满信心。尽管创作的道路布满荆棘，但她仍然以坚强

不屈的毅力排除万难，她的内心充满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激励着她奋勇向前，最终

成为泰华文坛上最杰出的女作家。三十多年来，年腊梅问世的作品约计一百余万

字。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花街》、《湄南河畔的故事》、中篇小说《在鹰爪

花架下》、长篇小说集《黑腊肠》、散文集《长春藤》、杂文小品《弄斧集》、

人物写真集《泰华写作人剪影》及与几位泰华作家共同出版的小说集《轻风吹在

湄江上》、《尽在不言中》、《泰华短篇小说集》等。 

                                                        
[1]  张国培.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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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华文女作家年腊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泰国《世界日报》

资料室职员，泰国《新中源报》新闻版编辑，《中华日报》经济版编辑，《中华

日报》文学、华园、妇女版编辑，泰华写作人协会理事等职务。1993 年 3 月 28

日在泰国曼谷家中因病逝世。享年五十九岁。 

老舍于 1918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

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提倡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

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

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1924

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自 1925 年

起，陆续写了 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作了生动的揭

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

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

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

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诉对于祖国命

运的忧患，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1926 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

会。1929 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

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年 7

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 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在这两所大

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创作法等课程。课余

继续从事创作。沿袭原来的艺术取向的，有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

都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效果。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取向含蓄，相当圆

熟地形成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

者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愈来愈残酷的社会现实，创作呈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

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一是更加关怀重视贫民的苦难，以此

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骆驼祥子》以农村来

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

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 年 11 月济南沦陷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 年 3

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抗战 8年中，对文艺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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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抗日多有贡献。他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为民族解放服务为宗旨。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1946

年 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

作和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舍在美国收到

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回国写作的信件，便立即抱病束装就道，于 1949 年 12 月 12

日回到故乡北京。此后，老舍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历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

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戏

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朝友好协会副会

长等职务，并多次代表中国作家到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

访问。 

    1951 年初创作的《龙须沟》，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平

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献给新中国的一曲颂歌。《龙须沟》是老舍创

作上的里程碑，他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他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

担任多种职务，但仍勤奋创作。五十年代后半期创作的话剧《茶馆》描绘了近代

北平的历史风云。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

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写出旧

中国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

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荣誉。 

“老舍不但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甚至几乎获得国际最负盛名的诺

贝尔文学奖。老舍在一九六八年被提名，到了最后五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

第一名就是老舍。各国言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

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对此没有答复，老舍实际已经死于一九

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于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而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

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再剩下的四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

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老舍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

                                                        
[1]  舒乙.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