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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四朝代》与《家》中女性的生命历程比较 

 

第一节  生命历程及其背后的生活空间 

个人的命运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生命周期的定义宏观地表达出一个文

化的社会性别理念和行为规范。个人生命划过历史的天空，便是个人的生命史。

个人的生命史是人生非己莫属的生命体验，也是个人寓于社会历史 真实的轨

迹。正是因为如此，社会学与人类学才将个人生命史作为重要的研究资料，并与

之勾勒个人社会史背后的日常生活空间。 

    一个人的人性如何，完全是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其生活的历史背景相互作用的

结果。 生活史对个人而言极具尊贵的意义，中国儒教中“日三省吾身”的教诲，

佛教中教人得自在的教义以及消解苦难便是幸福的终极追求，都体现了个人生命

史的尊贵与值得珍惜。 

对于一个时代而言，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生命轨迹，但这些不同的生命轨迹

终究要有重合的地方。比如，在巴金生活的时代，穷苦农村人家出生的鸣凤和出

生于城市、生长于富家的瑞珏在生命轨迹上有很多差异，但是两者共同经历的时

代精神，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过渡型”人格——生活在新旧社会的门槛上，

身受压迫而心怀犹豫， 终走上了凄绝的路子。 

因为普遍性的人生都无一例外的要经历出生、发育、成年、结婚、生子、老

年、死亡等生命阶段，这使得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的生命历程具有可

比性，并且，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生命周期中看出个人日常生活背后的社会结构，

深入个人生活的文化系统。如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根据美国贫民窟妇女的生命历

程采集， 终发现了贫困文化在人生贫困经验中的决定性作用。文学比较中的生

命周期虽然不追通过生命周期的比较发现社会性的规律，但也有助于理解重复于

个人命运背后的文化事实，进而理解个人镶嵌于历史车轮这一状态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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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生命周期的阶段与层次 

一、婴孩：还不会走路，说话的孩子 

第二章 出身富贵者 

第三章 出生贫贱者 

二、未成年人：处于能从走路说话到婚前阶段的人 

1.孩童，还不懂情歌与有关性的评论 

未婚青年，已懂情歌与有关性的评论 

三、青年 

1.结婚而婚姻幸福者 

2.结婚而婚姻不幸者 

未结婚者 

四、中年 

第四章 有子嗣者 

第五章 未有子嗣者 

五、老年 

1.得其善终者 

不得其善终者 

 

个人生命史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命过程，生命或绚烂或平淡，或得其位育
6
之

道或不得其位育之道，固然与个人对日常生活的重视与守护，殚精竭力地生活的

程度。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生命历程寓于生命展开的历史情境与文化遗业。个人

的生命空间与生命迸发的张力,一般难以超越其生命呈现的历史情境所允许的限

度。在传统社会，尽管各国对女德的重视程度与规定不同，但在街头抛头露面终

究是“不正经”之举。女人的生命空间，很大程度上被束缚与家庭之中，家庭成

为女人生活空间的主体，有没有美满的婚姻，有没有孝顺聪明的子嗣成为衡量女

性是否得其位育之道的标准。就婚姻而言，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得到的是一

种福气，得不到的便成为一种命运。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黛玉与泰国《四

朝代》中的巧娥都是婚姻不得其位育的典型。就家庭而言，女人是否有子嗣并获

                                                        
 
 

 33

 
 
 
 

 
 
 
 



第三章 《四朝代》与《家》中女性的生命历程比较 

 
 

 34 

得主妇的地位，一直是女性是否能在家庭中得位育之道的体现。陆游的妻子贤惠

美丽，但因其不会生育而被婆家所驱逐，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家庭中

是极平常的。因为传统中国人的自我救赎与寻得永恒之道，乃是看到自己的血统

得到延续。 

依凭女性生活的两个重心，女性的生命历程不妨可以划为出生、未成年、青

年、中年、老年等五个阶段（如表一）。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森在研究人的生命

史中曾经指出，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经历一个危机，产生生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加以适应后获得心灵上的成长。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有积极或消极的发展，而

且每个阶段的适应都可能影响下一阶段的情况，消极的情感必须加以克服、积极

的情感必须加以增强，人生才能得其位育之道。如青年期，埃里克森认为青年时

期存在亲密或孤独的危机，青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大多数的青年会在这一时

期坠入情网而有些青年陷入孤独的境地。埃里克森称前者为亲密，只有适当的认

同或信任，才能顺利度过此难关，而孤立自己或逃避群体的人不免会限制个人成

长。  

 

第二节  《四朝代》与《家》中女性的生命历程比较 

 

《四朝代》与《家》中主要女性的生命历程可以用下表进行表示： 

表二：小说《四朝代》与《家》中主要女性生命历程表 

小说 人物 出身 幼年 青年 成年 老年

铂怡 显 贵

庶出

家庭幸福 婚恋美满 接受别人的儿

子、生二子一

女，丧夫 

善终

坤琴 显 贵

庶出

家庭幸福 私奔 艰苦经营家庭，

与夫不离不弃 

善终

《四朝代》 

巧娥 显 贵

正出

家庭幸福 未婚 寄生皇宫 善终

长公主 显贵 家庭幸福 未婚 显贵 善终

巴佩 显贵 家庭幸福 婚恋顺利，但不幸 几经波折后，渐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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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懂事 

坤文 显贵 家庭幸福 未婚 家庭败落，依靠

铂怡生活 

善终

鸣凤 卑微 丧母，沦

为奴婢 

与三少爷觉慧有缘

无份，旋即被逼为

冯乐山做妾，投湖

死 

  《家》 

梅芬 富贵 家庭幸福 与表兄觉新有缘无

份，嫁给自己不爱

的男子，旋即寡居，

郁郁吐血而死 

  

瑞珏 富贵 家庭幸福 婚姻尚幸福，因卷

入复杂家庭关系为

封建家长构陷，于

城门外生产难死 

  

琴（张蕴

华） 

普通 家庭自由 与觉民自由恋爱、

私奔，后参加革命

  

琴之母 普通 未知 未知 丧夫守节，抚养

幼女并给她自

由的发展环境 

善终

 

《四朝代》中的铂怡和瑞珏都是温柔敦厚的东方女性贤妻良母的典范。铂怡

儿时因为庶出忍受大姐的欺辱，可她有慈爱的父亲呵护她。十岁时母亲不堪于做

封建家庭妾的低位而离家出走，将她寄养于长公主门下，进宫后又得到长公主的

喜爱，有巧娥这样的豪气朋友处处保护她。青年的时候虽然经历初恋的分手，却

得到更能呵护她的人的执着追求，嫁入门第很不错的坤伯雷家，家庭丰裕，婚姻

幸福。中年丧夫寡居，后经家国之变，自己 心爱的儿子亦早早离他而去，白发

人送黑发人， 后家园为日本侵略者炸毁，返回老家居住，长寿而善终。结婚，

接纳别人的儿子作为长子，自己生子，被洋人媳妇吓到，与大姐和好，送两个儿

子留学欧洲等等，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利。她逐渐成长为一名传统、善良、宽容

的女性，一个慈爱伟大的母亲。她以静制动，用自己沉静高尚的品格赢得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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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喜爱。瑞珏出生于地主家庭，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经历了一个丰裕的青少

年时期，青年后，依从母亲的意愿嫁给未曾谋面的觉新，自己觉得婚姻幸福，为

了儿子和丈夫，自己处处忍让，与人为善，但是 终因封建家庭内部的勾心斗角

而被逼迫往旧城门外老房子里生产，难产而死去。瑞珏与铂怡的一死一生，一方

面应证了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学说，也就是一个人的每一阶段如果能顺利通过的

话，那么其生命定然会饱满，幸福。但是也说明，个人作为镶嵌在历史车轮中的

一粒沙子，很多时候的努力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很难以取得如期的愿望，生

命的饱满与否其实跟生命展开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的生活空间息息相关。 

《家》中的梅芬、鸣凤，《四朝代》中的巴佩、坤文、长公主等都是婚姻不

得其位的典型。就子嗣而言，《家》中刻画的青年女性，梅芬、鸣凤没有一个留 

有子嗣的，瑞珏有一子海臣，瑞珏将之视为全部，而瑞珏自己却在后来的难产中

死去，瑞珏其人 得封建社会女性人格的精神与气质，却在难产中死去，而子嗣

是整个封建家族香火旺盛的象征，瑞珏之死在此极具象征意义——在宗法制的大

家庭中，女性除了宰制的命运外，一无所有，而瑞珏的难产死说明这个制度已经

无药可救，也无根可继，必然走向衰亡。鸣凤是出生于社会底层的女孩，她九岁

便失去了母亲，然后被卖到高家做丫头。完全失去了人格上的自主与自由，听命

令、做苦事、流眼泪、吃打骂成为了平凡生活中的点缀。她的 终理想，便是能

一辈子服侍三少爷觉慧，但因为身处封建大家庭的 底层，她只能以主子的“财

产”的方式存在， 终被高老太爷像一只花瓶一样送给冯乐山做妾，投湖而死。

同样是婚姻不得其位者，《四朝代》中的巴佩、坤文、长公主甚至连铂怡的母亲，

其命运尚且没有因为婚姻的打击而万劫不复，长公主终身与坤文与坤文终身未

婚，在作者的视野中并未觉得她的生命有残缺，坤文的专横跋扈、冷漠似乎应该

遭到命运的打击，但其单身且不是命运报复的内容，巴佩新潮活波，却 终和一

个人品低下的人结为眷属。这一切的展开极贴切生命本身的无常，正如诺祎皇室

的身份而未能与巴佩小姐结合令人叹息一般，这种叹息没有爱情悲剧的味道，只

是生活加诸人类自身的诸多无奈之一而已。对比《四朝代》中女性于婚恋的态度

及她们的人生际遇，可以发现《家》中的女性无疑将婚恋作为一种终究追求而至

于到了一所悬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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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代》中铂怡的异母姐姐坤琴的生命史和《家》中琴有相似之处，两人

在性格上都是自立自强的人，童年都在趋于衰落的封建家庭中度过，都经历了周

边人的指手画脚，在婚姻选择上都选择了私奔的方式。有意思的是婚后的生活，

坤琴和琴的生活在近代语境极具象征意义，从出走的情节上讲，两人堪称东方的

“娜拉”。但“娜拉”出走之后一直是知识界关注的问题。坤琴在和銮欧叟大夫

私奔后，开始经营自己贫困却多姿多彩的生活，每一次身边的人有了灾难，她都

会无私的帮助他们。她和丈夫相濡以沫，即便在 艰难的时候也不离不弃，她以

自己独特的人格开创了与铂怡迥异的幸福之路。琴出走后的路子无疑是近代五四

精神的胜利之一，琴是巴金理想和信仰的化身，她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属于自

己的价值判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新女性”，她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突破封

建家庭的束缚与觉民私奔，在巴金其后的著作《秋》中，她又大胆的认为追求个

性的解放要同革命结合起来，于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比较《四朝代》与《家》中女性的生命经历，一个非常大的差异便是命运的

终结方式不同。《家》中的女性极少有善终的，绝大多数属于非正常死亡，而《四

朝代》中的女性除了铂怡的母亲，大多数都寿终正寝。铂怡之母嫚彩的离家属于

不满封建家庭的勾心斗角，但在作者看来，她的死是如春花临风凋谢的自然，而

非人为迫害的结果，《四朝代》中其他人物的死亦是如此，这种生命凋落背后的

哲学归因是生命因缘。而《家》中女性的命运却是封建礼教迫害的结果，从这点

上看，作者的视觉中极具阶级冲突与压迫的意味。当然两部作品中女性的不同命

运背后有着很深而复杂的社会文化根源。 

《四朝代》与《家》中女性人物的生命历程历程中都有很强的悲剧性。不同

的是，《家》中的女性人物的命运的悲剧是结构性的，《家》中女性无一例外的体

现了一种“外部要求”与“自我追求”的矛盾冲突中屈服于“宿命”，实即屈服

于社会现实和群体价值观的无奈。鸣凤因为不愿意做行将就木的老淫棍冯乐山的

妾而投湖自尽；梅芬因为没有嫁给心爱的人，另嫁的丈夫又早死，终日以泪洗面，

过着尼姑庵似的生活；瑞珏贤惠、美丽、顺从， 终因为“避血光之灾”，被封

建家庭从家中赶出破庙里生产，难产而死。这些人物的悲剧在于个人与其所生活

的社会（特别是家庭）之间紧张的结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指出，个人与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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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关系，唯有在个人目标与手段之间取得和谐，才能得其位育之道，否则，人

物的命运多是悲剧性的。《家》的青年人物没有一个得到其位育之道的，女性人

物的命运没有一个不在封建制家庭的迫害中牺牲的，这对作者而言，意味着中国

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到了不改革不可的边缘。而《四朝代》中女

性人物的悲剧性却是历史性的，是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与时空无限性对比之下产生

的虚无与荒谬之感的反应。铂怡与其生活的家庭、王朝在个人与社会的机构上没

有紧张的关系，坤琴和坤文也没有。但是一个人经历四个朝代，享受了荣华富贵、

生命的沉沉浮浮之后， 终留给人无限的悲剧之感，这种悲剧，是一种“念天地

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悲剧，也是一种天地无限，行者无疆的悲剧意识。简

单的说，两部作品女性的命运同属悲剧，但两部作品所显示的悲剧哲学是不相同

的。《四朝代》女性的身上反映了弥漫于整个国民上空的佛教文化的生命意识，

在佛教中，人世的种种，被看做是浮生，人的生命过程都是浮在本质上的现象，

生命中充满了苦与辱，人生的意义便是要从这种苦辱中寻找生命的真谛，开创不

同的生活可能性。因此《四朝代》的生命是极丰富的，如铂怡的哥哥颇魄从一出

场便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铂怡非常的担心她这个哥哥的命运，可到老他与世无 

争、潇洒的性格反而生活得令人放心，而他的一生也没有经历什么苦难。还有坤

文，这个前期让读者容易心生痛恨的人物，后来却在铂怡的照护下得以安享晚年。

正是因为作者以佛教的自然之心描摹着这个乱世浮生的人情世故，所以才使得小

说中的人物在命运上尽管无常，但也自然。《家》背后的哲学是一种进步历史观

的哲学，这非常契合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心态，近代以来，接受西方观

念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勇于接受了物竞天择的社会进步史观，认为中国的进步唯有

在通过斗争，破除原有的封建遗业，社会的进步才能 终达成。所以《家》中所

采取的叙事模式正是“要么战斗，要么死”的叙事方式，这种哲学对封建家族制

度及其背后的文化极具冲击性和解构性，但是有一个很要命的伤，便是容易走向

伤感主义的焦虑。瑞珏、梅芬以及鸣凤的死说白了不是由作者决定的，很大程度

上是由五四运动建立的“进步”的两性关决定的。要撕破一个旧制度，不妨在意

识形态里构建出一些鲜活的牺牲，这种牺牲自始至终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不忍触

睹。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西方（特别是拉丁美洲） 近有关性别史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的构建过

程中，在历史上长期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妇女及其身体，起到了作为铭刻和

塑造现代民族国家权力的关键媒介作用，相应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

中知识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通过女性品格与美德的构建国民性的努力。各国在这

个问题上的努力是相同的，但采取的方式却是迥异的。在泰国，温柔敦厚、慈爱、

顺从的女性成为朱拉隆功王朝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历史典范，在拉玛五世时被推

广为全民族女性美德的产物，铂怡无疑是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的产物。然而到了雅

玛六世时期，随着泰王对于社会变革的推进和新风尚的推崇，活跃于职业和公共

领域的“现代女孩”逐渐威胁到“父权制家庭及其意识形态的基础，即在国家意

识形态中被表达为‘贤妻良母’的顺从女性。《四朝代》中，铂怡的女儿巴佩在

其法国兄嫂和哥哥影响下，成为了非泰的、现代事物的象征。而相比之下，当雅

玛六世时期男人们被鼓励去改变其政治文化方式时，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成为了

历史的宝库，代表了传统的一面。雅玛六世的婚姻在小说中极具象征意味，他所

选择的第一位皇后，是一个新潮的人儿，但是很快他变觉得受不了这个皇后的时

尚， 终走上了分手的路子，继而找到了一个传统的女子作为自己的妻子。所以

我们可以了解瑞珏和铂怡在具有相同的生命史却分别有了不同的命运，因为在巴

莫看来，铂怡代表了泰国传统女性的理想人格，是值得颂扬的，而在巴金看来，

瑞珏是封建时代人性扭曲的产物，是值得同情与惋惜的。 

  总之，比较《家》和《四朝代》中女性的生命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家》中

女性生命的残缺与《四朝代》女性生命的圆满背后，有着作者视觉的差异，也有

着两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貌中主流话语的影响。两者的异同，必须放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解读，而非一个“扼腕叹息”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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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巴金小说《家》与克立.巴莫的小说《四朝代》同属于近代东方文学史上极

具经典性的文艺创造。两部作品都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描写了近代西方思潮冲击下

封建家庭的没落和各色人物情状，同时也描写了大量的女性形象。比较两部作品

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如下相同点：两部作品中的女性都是性格鲜明、活泼生

动的；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都身处近代东西文化强烈碰撞的历史情境，都显示

了个人镶嵌于历史车轮中的孤独与无奈，在命运上都极具悲剧意识；两部作品的

女性人物都置身封建家庭的没落，个人的生命史和家庭的衰亡紧密联系在一起；

两部作品的作者都在女性人物身上注入了深刻的人间关怀。产生这些相同点的原

因既有偶然性的巧合因素，另外，两个作者共同身处“大幕将落之时（《四朝代》

中七世王语），对时代风云的感同身受也是两部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充满共性的

原因， 

 另外，由于中泰两国历史上的文化差异较大；女性在两国社会历史中地位

迥异；封建社会形态在两国历史中的不同呈现；以及作者的不同表达意图，使得

两部作品的女性人物形象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如《家》中的女性人物塑

造中极力淡化的“国”意识与历史感在《四朝代》中被凸显出来；《家》中努力

抨击的封建制家庭在《四朝代》中被讴歌；《家》中呈现的残缺的女性生命史在

《四朝代》的呈现中表达为生命的圆满与完善；《家》中女性身上极力彰显封建

势力压力下无爱的婚姻与可悲的女性命运在《四朝代》中呈现为庇护制度下婚姻

家庭的多种可能；《家》中呈现的女性人物结构性的悲剧原因在《四朝代》中呈

现为一种历史性的悲剧。这些差异一方面表现了两国社会文化历史的差异，同时，

也是作者在创造过程中不同视觉使然。本论文前面的文本对这些不同点展开了详

细的讨论，下面做简单的归纳。 

首先，两部作品都显示女性乃至整个人类的个体如沙子一般镶嵌于历史车轮

中的悲剧性命运，但巴金在《家》中极力表现的悲剧性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无情

地将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的悲剧，所以《家》中刻画的可爱的女性人物极少有

 
 
 
 

 
 
 
 



 

结 论 

善终的，这很容易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一种张力，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那“万恶”

的中国式封建家庭。而克立.巴莫《四朝代》中表现的悲剧性是浮世人生心比天

高、命比纸薄的人生存在性忧虑，其中有极强烈的泰国佛教文化色彩，泰国佛教

中人们将人所生活的世界称为为充满无常而短暂的浮世（floating world），这

种无常与无奈贯穿任何一个人生命的始终，《四朝代》代中绝大多数女性人物生

命史圆满，圆满的生命背后却都有一种人生的悲怆。这无疑是这种悲剧观的体现。 

其次，巴金《家》中的女性人物极少有涉政治及关注国家命运的，琴（张蕴

华）也是一直到激流三部曲的 后一部的《秋》里才有积极关注世事，为个性的

自由而参加革命的想法，其余女性的终极关怀一直未出“家庭”的范畴；而《四

朝代》中女性的命运大多不仅维系于家庭一端，而且和代表国家权力的皇族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四朝代》中大多数的女性参与皇族生活并与皇家的兴衰共进退，

与国家命运共沉浮，“家”、“国”意识的差异背后是深刻的文化差异，中国几千

年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培养了驯服卑弱的女性人物形象，女人被排斥在公共生活

领域之外，而泰国因其特殊文化体系而使得女性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女性不仅

在家庭生活中被偏爱，拥有财产继承权利，同时也能和男人一起参与社会事务。 

再三，在社会性别意识上，《家》中的年轻女性都自觉不自觉的通过与家庭

的对立构建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貌中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有非常深的五四新

文化渊源，属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国民性格改造的范畴；《四朝代》中的女性

大多因循旧有的品格与德性，并自觉地将之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根本，这固然也

是泰国近代民族主义对性别角色与性别意识构建的范畴，但由于女性在历史上的

低位不同等原因，两部作品呈现出不同的价值面向。在女性理想人格上，巴金认

为琴（张蕴华）是其理想的化身，其人与《四朝代》中  在性格与命运上都有近

似之处，强烈表达了作者希望彻底推翻封建制家庭制度，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

追求；而克立.巴莫则以温柔敦厚的铂怡为理想人格，其人物性格近似于《家》

中之瑞珏，表现了克立.巴莫热爱泰国传统文化，追求纯真与温情的写作立场。 

除了上述两部作品所呈现女性人物形象的同异之外，作者的视觉与时代背景

也值得关注。《家》与《四朝代》的文本产生近代东方各国不断寻求民族独立、

摆脱殖民统治的历史情境，各国文化人都积极致力于本国国民性的改造，女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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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作为国民性重构的重要内容，在文艺作品中有不同的呈现。《家》与《四朝代》

的女性形象呈现的方式与异同，与作者所处的文化语境和作者自身对生活的体验

有极为紧密的关系。两部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可见“自传式”的写实风格，但由

于两部作品的目标迥异，使得相似的人物性格 终具有截然不同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