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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伤逝》及《生活的战争》的写作背景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论是哪一部

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

在一定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脱离

社会背景而独立存在。 

 

第一节 鲁迅、西巫拉帕及其作品简述 

在鲁迅逝世时，郁达夫在《怀鲁迅》中有这样一段话：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

群；虽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

望的奴隶之邦。”[1]

 

    从这句话中我们隐约能够感受到郁达夫大师的心情，这也从另一方面反

映了鲁迅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 

    我们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中，也能看出鲁迅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是非

同一般的。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

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

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

                                                        
[1] 郁达夫，《怀鲁迅》,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七卷第五号。 

 4

http://baike.baidu.com/view/4784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63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529.htm


 
 
 
 

 
 
 
 

 

第一章 《伤逝》及《生活的战争》的写作背景 

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

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

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1]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而且是非常客观的。可以说，鲁迅是

20 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民主战士。 

    鲁迅于 1881 年 9 月 25 日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由

于出身环境的熏陶，他从小就接受了包括中国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家文

化等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但是当他十三岁那年，由于家庭变故，便

家道中落。家庭的变故对少年的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家庭的长子，

他不得不同孤弱的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也就此

结束。他过早的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时间的冷暖。而家庭的变故以及变故

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那时起就亲近了下层劳动人民，使他更加了解了

下层人民的痛苦。这也为后来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经验和素材。 

    后来鲁迅在南京求学及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广泛地接触到了先进的西方

文化。所以在经历了 19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重大变迁

之后，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思想。 

    鲁迅先生从 1907 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人之历史》起，至其生命陨殁，

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的著作。《狂人日记》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

第一篇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此外，其还著有小

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

拾》以及《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华盖集》等等杂文集共 16

集。而且他还留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  

    鲁迅堪称中华民族的精魂，他的精神时刻影响着他的读者和研究者，以

及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鲁迅是 20 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融会

贯通了中西文化，创造了具有独特个人风格而又不失民族特性的文学。鲁迅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98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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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为武器，时刻关注民族的发展，揭露现实的不公和黑暗。他在其文学

作品中时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思想和人性的问题。所以说鲁迅和他的

文学作品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和无法替代的。 

    作为鲁迅唯一一篇涉及爱情题材的小说《伤逝》，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

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

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 

这篇小说是以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涓生的手记的形式来写的。从形式

上看，是一篇关于个人爱情生活的自叙传和忏悔录。子君其实是以两副面孔

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一个是会馆时期的子君——

我不妨把她称作恋爱时期的子君。这个子君在小说中是一个新女性的形象，

果敢，有见识，有主见。而吉兆胡同时期的子君——即同居时期的子君——

却是一个旧女性的形象，怯弱和无知，带有中国旧时代烙印的传统女性。作

品以"涓生手记"的形式，以小说主人公的切身感受，回顾跟子君从恋爱到激

情破灭一年间的经历，从而通过涓生的反思和悔恨，揭示出恋爱和婚姻问题

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的 终解决，不能仅靠着个性的解放，而应该

是整个社会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论文中认为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所要表达

的另一主题，也是造成这起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就是人性的自私。 笔者认

为这才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所在。 

    《伤逝》作为鲁迅唯一的以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这篇小说

里面没有大的明显的矛盾冲突，但却处处又充满着矛盾冲突。而且这篇小说

写得异常凄切哀婉，情意悠长。而且作品的语言十分的凝炼优美，如诗的语

言一般。作品在叙述方式上采用了"涓生手记"的形式，以涓生的回忆来叙述

他与子君的这场令人悲哀心碎的恋情。在叙事的过程中不断穿插着涓生的议

论和抒情。这样的写法造成了小说的双重效果：一是真切地记叙了涓生、子

君两人的情感历程及其悲剧结局，使作品所表述的故事显得清晰、完整；二

是主人公的议论与抒情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和感情力度，作品凸现出涓生

深深的自责与忏悔，加深了作品思想内涵的感染力，也更加重了故事的悲剧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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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西巫拉帕诞生于 1905 年 3 月 31 日，是泰国 负盛名的现代作家、

翻译家、新闻工作者。他是泰国新文学的奠基人。 

西巫拉帕原名古腊·赛巴立，出生于泰国王朝五世末期曼谷一个中等

职员家庭。四岁开始读书，在越贴西林学校读完中学后，即投身于新闻工作

和文学创作。后又入曼谷法政大学深造，获得了法学士学位。他担任过多种

报刊主笔、总编辑，并任过泰国报业协会主席。他是泰国现实主义文学杰出

的代表，又是一位为国家独立、民主、自由而斗争的热情战士。在日本帝国

主义占领泰国期间，因反日而被捕入狱。以后，又因从事进步活动而再度入

狱。1958 年他曾率领泰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1974 年 6 月 16 日逝世。 

    西巫拉帕从 1924 年开始创作活动，他的处女作《情刃戮心》大约在

1924 年出版。1929 年，西巫拉帕聚集了贴西林母校一些爱好写作的同学和

校友，办起了《雅士》杂志，并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一个文艺团体——“雅

士社”。后来，这些成员不少发展成为有名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西巫拉帕

是个多产的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降服》、《人类的恶魔》、《男子

汉》、《色情世界》(以上均于 1928 年出版)，《向往》(1929)、《惹祸》、《宫

女之毒》、《精神威力》、《爱与仇》(以上均 1930 年出版)、《生活的战争》

(1932 年)、《罪孽》(1934 年)、《一幅画的后面》、《生活的森林》(1937

年)、《生活所需要的东西》(1939 年)、《后会有期》(1950 年)、《向前看》

(上集 1955 年、下集 1957 年出版)等。 

    《生活的战争》和《一幅画的后面》给他带来了声誉，奠定了他在文

坛上的地位。西巫拉帕也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在这些短篇中也提出了严肃

的社会问题，描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塑造了许多有觉悟、为真

理而斗争的青年典型。1949-1951 年间写的《那种人》、《回音》、《从邯郸来

的慈善家》、《离群的羊》、《劳驾，劳驾》等，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在文艺创作道路上，西巫拉帕走过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旅程。他前期作

品充满了反封建的精神，后期作品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他自己曾说：“作

家的职责就是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之符合人民的要求，才

能够写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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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泰国文学作品研究社在 1979 年 11 月出版《向前看》第二部时所

说，“在泰国的文坛上，西巫拉帕的作品好比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他的作

品总是走在时代的 前列……。西巫拉帕在佛历二十五世纪 后十年

(1947-1957)的作品，好象光辉灿烂的朝阳，给泰国文坛照亮了前进的道

路”这是对西巫拉帕的创作成就和历史地位的中肯的评价。  

泰国学者差哇啦新在 1975 年版的《生活的战争》前言中这样评价西巫

拉帕的作品。 

 

       西巫拉帕的作品是时代的反映，因为作者总会把当时的社会

风貌和特征写入他的作品中。读者应该注意到，西巫拉帕的作品会

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改变。[1]（P.2） 

 

    除创作小说外，西巫拉帕还翻译了不少进步作品，如高尔基的《母

亲 》 等 ， 同 时 还 写 了 大 量 的 政 论 文 章 、 报 告 文 学 和 散 文 。 

    西巫拉帕在泰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整个创作活动对

泰国新文学的产生、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他的中期作品《生活的战争》以书信体的形式叙述了一对患难与共的

情人 后不得不分手的悲剧故事。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男主人公拉宾坚

贞的爱情和他对穷人与弱者的同情。女主人公帕罗恩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

父亲死后她无依无靠、生活潦倒，和拉宾萍水相逢，成为一对热恋的情人。

后来，帕罗恩经不起贫困生活的折磨，到一家电影公司充当演员， 后终于

与拉宾分手，嫁给电影公司的老板。拉宾悲痛欲绝，饮恨而去。小说深刻揭

示出一个社会问题，即不同阶级地位的人很难有真正的爱情。作者在这一青

年男女爱情悲剧中所要揭示的不仅仅是阶级对立的社会问题，笔者认为，作

者更主要的是将笔触直指人性，人性的自私 终导致了这一爱情悲剧。同时

也暴露了社会的卑鄙污浊和人性的伪善。在这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并

                                                        
[1] 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前言，曼谷：科学宝库出版社 1975 年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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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和矛盾，但是却充满着各种小的摩擦。这跟鲁迅的《伤

逝》有着极其的相似性。而且这部小说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写作手法，在

当时的泰国文坛都是别开生面的。小说优雅动人的语言以及贯串其中的人生

哲理吸引着无数青年读者。 

    综上所述，鲁迅的《伤逝》与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在创作年代上

很接近，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以及语言的运用上，两部作品之间也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所以本论文将两部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找出，在同

一时代中，在不同的国度，造成这种爱情悲剧的根源。 

 

第二节《伤逝》的社会背景 

 
 

    《伤逝》写于 1925 年 10 月 21 日。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比较混乱

的时期。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先进的思想便不断地传入中国。而且由于帝

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的斗争，使得中国国内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首先民国政府迁都北京后，便一直为北洋军阀所控制。后来袁世凯复辟

帝制，进行了专制统治。随后各派军阀便轮流掌握政府的执政大权。虽然

说，辛亥革命建立的国民政府，推翻了原来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但是旧有的阶级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变。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

并没有从人们的头脑中彻底的摒除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依然受着儒家三纲五常

正统思想的影响。 

    1915 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人们的思想开始逐步得到解放。于是人们

开始根据资产阶级革命家“天赋人权”观点，积极争取在家庭中人人平等，

婚姻自由等权利。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在批判封建旧文化中，不断的批判传

统的封建家族式的大家庭。提出要建立新型家庭的主张。他们主张要打破旧

的非人道的不自然的家长包办的机械婚姻制度，建立起平等、自由、以恋爱

未基础的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主体的新式婚姻。他们反对门第相当、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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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合的择偶条件；主张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取消包办和买卖婚姻。除此之

外，他们还提出离婚自由，改变以前的专门针对妇女的盲目和非人的片面的

贞操观，主张今后的贞操观应该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的，两性共同自

守，不受外界干涉，男女双方都有验收贞洁的义务，社会对男女贞操要平等

对待。而且提出女性也有财产继承权和受教育的权利。 

    同时这一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下，“科学”、“民主”、“人权”、

“自由”等思想开始兴起。鲁迅也是新文化运动中勇猛顽强的民主主义文化

战士。他主要是用他的文学作品作为战斗的武器，对儒家叙说，对旧的伦理

道德展开批判。鲁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深刻的揭露了封建制度和

封建礼教的罪恶，使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斗争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而且随后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次五四运动波及到各行各业。而且在

这次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

定了基础。从此，民主自由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而且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民主科学等思想，对中国人民

起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从而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创造了条件。马克思

主义的传入，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个性

解放和妇女解放等思想对当时的青年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些影

响下，中国社会中要求改革和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

社会主义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当时的北京政府为了实际形式的需要，

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但是由于国内各地军阀混战，以及西

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国民党和共产党

开始合作建立起了合作统一战线，随后领导了国民革命。从此中国国内开始

出现各种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 

    当然新的思想的传入，不可能一下子就被正统思想所接受。而正统思想

为了维护其正统地位，也必然会对新思想进行镇压。鲁迅先生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背景下，在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各种新思想的影响下，于 1925 年创

作了他的唯一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伤逝》，并以此作为武器对中国封

建制度进行猛烈地抨击。以此来宣扬和倡导新的思想，倡导个性解放，妇女

 10



 
 
 
 

 
 
 
 

 

第一章 《伤逝》及《生活的战争》的写作背景 

解放和婚姻自由。 

总上所述，鲁迅在创作《伤逝》时，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

在社会政治领域都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且这时的中国社会也正处

于一种混乱和动荡的时期。鲁迅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用自身的深

切感触创作的《伤逝》，也多多少少会带上时代的烙印。 

 

 

第三节《生活的战争》的社会背景 

 

 
    西巫拉帕的《生活的战争》写于 1932 年。而这一时期泰国的社会状况

跟鲁迅写《伤逝》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具有及其的相似相。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便逐渐深入到泰国。那时

候，泰国虽然表面上保持着独立的地位，但事实上，也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

样成为了英法国家的殖民地。所以泰国的国家也是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的。 

    而泰国的西方文化是西方人送来的。他们利用宗教在泰国传播起本土的

文化和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在泰国的传教士便学会了泰国当地

的语言，于是他们就产生了让当地人学习英法语言的强烈愿望。随着外语的

兴起，以及四世王、五世王派遣的留学生，所以懂得英文的人便逐渐多了起

来。而这些人也成为了吸收西方文化，介绍西方思想的主要力量。 

    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泰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逐渐的被人们批评和摒

弃。于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泰国，也纷纷效法西方。民主自由的思

想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正如栾文华教授说的： 

 

        一个变 动 的大时 代，必然带 来一次大的思想启蒙。

[1](P.144) 

 

    泰国这时候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着一种思想变革。西方的关于民

主、自由、人权、婚姻和妇女地位的思想，在这时也被泰国人们所接受。于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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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现了一批像中国新文化动时期一样的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西巫

拉帕也正是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看到了封建传统制度的阴暗面，

看到了传统思想落后的地方，于是他也就像鲁迅一样，以自己的文学作品为

武器，猛烈地抨击和揭露社会中不公和丑恶的一面。 

    在经历了四世王倡导的向西方学习，五世王倡导的改革，以及六世王的

继往开来，人们在思想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也像中国一样，想用

“师夷”的方法达到摆脱西方的目的。虽说这种方法见效甚微，但是这些向

世人宣传了民主，自由的思想。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人的存在及价值。这种

新的思想，也影响了当时的妇女，使她们也开始觉醒，不在成为家庭和男人

的附庸，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这种思想也打开了文人、作家、翻译家

的眼界，使他们的时代感增强，面对世界和新的潮流，面对社会的变动和思

想的变化，文学界也形成了一股求新、求变、求用的新风。于是文学开始关

注了反对封建的人身束缚的问题，文学与人民的爱国激情，与人民的生活和

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有了思想启蒙作为基础，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封建王权统治的落后。再

加上 1929 年发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时泰国本国的经济也逐年地恶

化。于是在 1926 年以比里·帕侬荣为首的留法学生秘密组织了“民团”，并

于 1932 年 6 月 24 日联合军官举行了政变，七世王被迫接受了君主立宪政

体。从此封建皇权统治开始衰落，封建贵族的地位开始下降。但是由于泰国

本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这次革命并不彻底，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皇权统治

的根基。所以很快，举行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就与封建势力妥协。普

通的人民百姓并未从中得到任何的实际利益，所以也难于得到人民的支持。

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重建专制统治，新贵们的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使泰国

国内的局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 

    泰国的进步作家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出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以反映社会和

时代现实，揭露人性和社会政治阴暗面为主要内容。而且由于动荡的政局环

境，使统治者无暇顾及到文学的发展，所以这一时期也是泰国文学史上少有

的自由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文学，也必然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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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的特点，反映这一时代的特征。 

    西巫拉帕就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一位作家。他创作的《生活的战争》

是在 6·24 革命发生之前创作的，而这时也正是泰国各种思想比较活跃的时

期。而且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巫拉帕受到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比较大。他的作品《生活的战争》就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脱胎而

来。《生活的战争》是以《穷人》为蓝本的，西巫拉帕讲故事的背景、语

言、人物等进行了重新的改动，形成了自己的作品。 

    由于《生活的战争》是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写作而成，而且其写作的

年代是泰国各种新思想比较活跃的时代。作者本人也是一位追求文学改革的

作家，所以《生活的战争》也被烙上了时代的烙印，批判或者揭露当时社会

中一些丑恶和不公的社会现象。 

     

          第四节 两部作品的社会背景比较 

     

    在前两节我们分别介绍了两部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这一节我们来对两

部作品的时代背景进行简单的比较，以便我们更能清楚的找出两者之间的不

同点和相同点。 

    首先，这两部作品被创作的年代，鲁迅的《伤逝》创作于 1925 年 10

月，而西巫拉帕的《生活的战争》是创作于 1932 年 5 月。这两部作品同属

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作品。只是一个属于 20 年代，一个属于 30 年代。而这

一时期，中国和泰国都处于一种动荡之中。这时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和共产

主义运动兴起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和社会是处于动荡不安的时

代的。 

    而 30 年代的泰国跟中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三十年的泰国社会也是处

于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反对本国封建统治斗争的时期。泰国国内也出现了各

种各样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所以泰国的社会和政局也处于动乱之

中。 

    两者的不同在于，鲁迅创作《伤逝》的年代，在中国已经推翻了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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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皇权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政治是偏向于民主

型的政治。而且这时中国政府的统治权大都是由各个派系的军阀所掌控。所

以中国这一时期的统治又是属于军人统治。而在泰国，西巫拉帕创作《生活

的战争》时，泰国依然是传统的封建皇权统治，泰国的政治还是偏向于集权

专制的统治类型。因为泰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在“1932 年 6 月 24

日”。西巫拉帕创作《生活的战争》的时间正好是革命发生前的一个月。所

以《生活的战争》是产生在封建皇权专制统治之下的。 

    正如栾文华教授在《泰国文学史》中所指出的： 

    

      “生活的战争”是泰国现实主义文学中诞生最早的一部作

品，他出版于 1932 年 5 月底，距“6·24”革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P.229) 

 

    以上是两部文学作品创作年代及国家政治环境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虽然在创作年代和国家社会政治环境背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 但是两部

作品所要传达的主题思想却是一致的。即都是要抨击和揭露当时社会的某些

不合里和丑恶的现象。揭露社会的卑污和人们的伪善。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

两位作者在两部文学作品中都将矛头指向了人性，在两部作品中，作者的暗

含的主要思想是在于抨击和揭露人类或者人性的自私的本性。 

    其次，从社会思想潮流上来讲。两者同样具有着极其的相似性。首先鲁

迅在创作《伤逝》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过程当中。中

国社会上，流行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科学、自由、博爱、独立和妇女解

放，婚姻自由等的思想。同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

播。可以说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期。《伤逝》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创作出来

的，所以《伤逝》作品中的主人公具有着新的进步思想。但 终由于传统思

想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被消除的，所以这一时期正是新旧思想论战的时

期，或者说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各种新思想于旧的传统思想的交替时期。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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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泰国，西巫拉帕创作《生活的战争》的年代也正是泰国各种思潮兴

起的时代。首先在《生活的战争》创作之前，西方的民主思想、自由平等思

想、独立自主思想等思想就已经在泰国流传开来并被人们所接受。而且在泰

国社会中也出现了类似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而且马克思主义和共产

主义等思想在这一时期也都闯入到了泰国，泰国的无产阶级也起来进行反抗

压迫的斗争。特别是四世王和五世王时期送出去到海外留学的留学生，这时

已经归国，所以在他们的引领下，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在泰国更是越加

兴起并成为潮流。随后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生活的战争》就是

在这样的思想潮流之中创作出来的。而且很明显可以看出，西巫拉帕受到俄

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大。这在《生活的战争》中有所

体现。而鲁迅先生的同样受到了来自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这在

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再者从作品本身来看。距笔者了解，鲁迅创作的《伤逝》并没有以其他

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为参照物，而是根据作者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以

及自己对社会、人民和日常生活观察的基础上独立创作的。而西巫拉帕的

《生活的战争》，当然也会有作者在对社会的观察，对生活的感受。但是据

栾文华教授讲，《生活的战争》是参考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穷人》

创作的。 

 

         这部小说（《生活的战争》）以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5 年创

作的《穷人》为蓝本，故事情节基本保持原貌，人物有所改动，社

会背景是泰国的而不是俄国的，语言则是西巫拉帕自己的，所以这

部小说不是翻译，也不是抄袭（作者指出了出处），而是一种移植或

再创作。[1](P.229) 

 

    所以鲁迅的《伤逝》和西巫拉帕的《生活的战争》在文本创作的背景上

也是存在着差异的。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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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分析比较的是两部作品在创作背景上的异同点。通过分析比较两

部作品创作背景的异同，能够使我们更清楚更深入了解两部作品的主题思

想，和在人物形象以及造成两部作品中青年男女爱情悲剧的原因。而且通过

分析两部作品创作的背景，以及分析比较创作背景的异同，为我们进一步分

析比较两部作品的人物形象和造成爱情悲剧的原因作了 基础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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