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语 

 

        曾心的微型小说创作是在泰华文学这片沃土上，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当今微

型小说创作的艺术理论和方法，在其微型小说创作中独辟蹊径，体现了作者的

独特风格。他的微型小说所涉及的生活面极为广泛，所描绘的生活场景极为真

实，所揭示的思想主题极为深刻，所创作的人物极为生动形象。为读者全方位

地展示了泰华社会，用微型小说描绘出泰华社会的风俗习惯、生活内容和历史

渊源。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是，曾心把泰华微型小说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

水平。他有一种对现实人生独特的洞察能力，这种洞察力是他独特的生活经历

和职业特点所赋予的，使他看到了旁人所不能看到、体会到旁人所不能体会的

人生的真谛和事物的本质。他用极其丰富的色彩和一种美丽的笔调，来表现他

的主题，使主题更清晰、简洁，从而更加引人入胜。  

        本人认为：曾心的微型小说作品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其原因在于它具有

其自身的风格和独特性。这种风格和独特性表现在他用 简约的形式表示了

丰富的内容，充分展示了微型小说的巨大魅力。同时，他的微型小说具有中国

古典文学的审美：在含蓄中张扬，在朴实中深刻、在简约中复杂、在自然中美

丽、在平凡中伟大。既有社会的外部表现，也有内部的人性挖掘；既有现实的

社会性的慎重思考，也有浪漫的理想性自我抒发。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

充满了色彩、气度、丰润；他的微型小说很少写到畸形与病态的东西，在整体

创作上追求一种艺术的完美和人格的完美，当它们在微型小说创作中统一起来

时，便形成了曾心微型小说艺术风格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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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刘再复，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

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刘再复既

以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是 1986 年

十大畅销书，曾获“金锁匙”奖。他的《论文学主体性》等论文，曾在国内引

起全国性的讨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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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以前所修的专业是会计，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企业管理。2002 年到北京语

言大学曼谷学院学习了几年现代汉语，两年前在朋友的多次劝说下来中国华侨

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我从一个门外汉进入了文学研究领域。由

于文学基础薄弱，再加上工厂事务繁忙，学习颇为吃力。好在我的运气非常

好，鼓励我帮助我的老师和同学很多。在论文开题之前，我的恩师李世之教授

亲自领我拜谒了泰国著名作家曾心先生。曾先生给我提供了大量有关本论文写

作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并且还常常询问论文写作的进展情况。何福祥博士热心

地向我介绍了自己撰写论文的经验。我的导师范军副教授更是以严谨治学的态

度和循循善诱的教法予以悉心指导，对这篇论文从结构、内容到细节都给予了

具体的指教。  

       在此，谨向范军副教授、何福祥博士、李世之教授、曾心先生，以及中泰

华大文学院的老师们、同学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他们为我付出了许多心血与汗

水，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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