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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915年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以

巴金、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先驱者及其作品不但启蒙了中国一代青年的思想，而且

在泰国华侨华人社会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此产生了以白话文表现本国社会

生活和华侨华人心路历程的泰国华文新文学。其中陈仃先生的作品《三聘姑娘》

就曾三次提到《家》，并且把《家》作为小说中人物行动的指南，作者不讳言

《家》对《三聘姑娘》的影响。以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家庭为背景，描写老一

辈与新一代的冲突，描写家庭成员间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人

生走向的相互碰撞和交织，表现了反封建的主题，也反映了对人生道路的省思，

以及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在这一点上，两部小说都极为相似，从中

不难看出泰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血缘关系。 

在中国的文坛和评论界，对巴金和《家》一直以来都采取了褒贬间议的态

度，甚至对他的某些思想一直有着不客观的认知。但是就泰华文学界来说，巴金

的思想却在当时起到了指航灯的作用。然而，基于泰国政治、社会的特殊形态，

以及泰国政府对华侨、华人的政策，泰华文学在借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础上又

保留了明显的地域色彩和时代性，故此它又是脱离于母体文学而独立存在的。陈

仃的《三聘姑娘》绝不是对《家》的单纯模仿，而是作者在接受了“五四”新思

想的影响和作用下，对泰国华侨华人社会和家庭思索基础上的再创作，是针对华

人聚居地----三聘街中一个典型家庭内各个成员思想的揭示和分析，除了揭露封

建残余思想、西方文明对泰华年轻一代的毒害，也展示了中国先进思想对泰华青

年的广泛影响，真实地记录了华人融入泰国社会的历程，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泰国唐人社会的一个缩影。《三聘姑娘》被香港文艺界誉为“泰华文学的代

表作”18，它处处体现了作家独特的审美意识与艺术创造，有着其独特的艺术价

值，在泰华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替代。但是由于种种理由，中国和泰国国内对它

                                                
[18] 陈春陆、陈小民，《泰国华文文学初探》，广东新世纪出版社 1990年版，第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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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甚少。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让人们更加

关注、了解二十世纪海外华文文学，了解泰国华文文学，进一步认识到“五四”

新文学对海外文学，特别是泰华文学的深刻影响。同时更对那些像陈仃先生一

样，对泰华文学及中泰文化交流作出奉献的前辈表示纪念与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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