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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克立·巴莫亲王的文学生涯 

 

   蒙拉差旺克立·巴莫亲王是泰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家在英国留学时就开始英

文著作。归国后开始泰文著述，在大学执教同时研究并撰文介绍曼谷王朝第六

世王的生平及著作。 

自四十年代来便以博学多才蜚声文坛。 

公元 1950 年创办《沙炎叻》日报，后相继创办《沙炎叻周评》、《超公》

月刊，并主持日报的专栏写作。此后以克立·巴莫为核心逐渐形成泰国现代文

学的“沙炎叻派”。他们的创作活动为开拓和繁荣泰国现代文学做出了贡献。

克立·巴莫亲王著述颇多他的写作体裁极为广泛，小说、戏剧、诗歌。文艺评

论、时事评论及翻译，应有尽有；写作领域所及更是广阔，文学、艺术、语

言、政治、经济、宗教及民俗，元所不包。主要文学作品有《四朝代》、《芸

芸众生》、《红竹》等以及短篇小说多种。克立·巴莫又是中国古典名著《三

国演义》的爱好者及研究者，著有《资本家版三国演义》、《终身丞相曹操》

等历史小说，影射五十年代泰国政治，并编译了《孟获》、《慈禧太后》等以

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 

 

第一节  小说和散文创作 

 

    蒙拉差旺克立·巴莫的小说多数是长篇小说，他的长篇小说多描述通过人

物的塑造，有关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主。例如；《四朝代》、

《芸芸众生》、《红竹》等。此外还有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爱好者及

研究者，著有《资本家版三国演义》、《终身丞相曹操》等历史小说，影射 50

年代泰国政治，并编译了《孟获》、《慈禧太后》等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

说。除此之外，蒙拉查翁克立·巴莫亲王还主持电台专题节目和多种学术研

究，并发表论文集多种。由于他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法政大学特聘他为名誉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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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拉查翁克立·巴莫亲王涉足文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创作的旺

盛期是 50 年代。公元 1948 年以后，克立·巴莫政治生涯受挫，因而余暇很

多，这也促使他把脚踏到文学创作这一条船上。他创办了《沙炎叻》日报，自

任董事长作为言论和作品的发表阵地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戏剧、散文、通

俗文学、政论等作品，一时声名赫赫，成了文坛上的大作家。 

对蒙拉查翁克立·巴莫亲王本人说来，政治和文学两种生涯也许是密不可

分，相辅相成的。他经历丰富，知识渊博，能言善辩，会演古典舞剧，还拍过

电影，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有利条件，也是他文学创作成功的基础。 

蒙拉查翁克立·巴莫所涉及的领域颇多，本书所论述的只限于他的文学创

作。 

《四朝代》用人物的性格史描述出的一部形象化的断代史 

长篇历史小说[1]《四朝代》（公元 1935）是克立·巴莫 孚盛名的作品。

这部近百万言的臣著，通过一个贵族女子珀怡的一生，展现了曼谷王朝第五世

王到八世王（公元 1868-1946 年）几 10 年间的社会生活。小说描述了发生在泰

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皇宫的利益和喜丧，以及西方影响所导致的社会变迁。它

是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四朝代》在国外也受到普遍重视，成为研究泰国现代文学必读的重要作

品。除文学成就外作品中描述的宫廷生活、佛教文化、风土民情以及历史演进

的各个细节同样受到重视。英国学者提出研究东方（尤其东南亚）现代史的学

者不应忽视对《四朝代》的研究。美国文学评论家赫勃特·飞利普教授撰文评

介蒙拉查翁克立·巴莫，说他“是泰国当代 突出的学者， 有成就的作家

《四朝代》无疑是当代泰国文学中 伟大的作品”。引自（《暹罗知识界》公

元 1969 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蒙拉查翁克立·巴莫《四朝代》（泰）[M]草花出版社 2000 

 

 

 



 
 
 
 

 
 

 30

 

 

 

 

 

    蒙拉查翁克立·巴莫小说的艺术特色《芸芸众生》用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

的社会生活万花筒。 

《芸芸众生》实际上是由 11 个独立的短篇组成的。它没有统一的人物，各

篇之间的内容，情节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前面有一个楔子，大意是这样的：一

艘轮船从班培驶向曼谷，途中遇到了暴风雨，所有的乘客不管是男的、女的、

老的、少的、善的、恶的，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遇了难。作者用各个短篇

写出了他们的生活道路、他们的追求、向往和各自所遵循的道德，刻画他们的

性格。把这些人物放在一起就好像一个社会的万花筒，一个小小的社会缩影不

论从作者的创作意图上看，还是从作品的实际内容上看。这部作品都是人生的

一个展览，人们灵魂的一人展览，不管是善良的，残暴的、美丽的还是丑恶

的，作者力图写出的是人物性格本身发展的轨迹，而用来表现这些人物性格的

故事不少是寓意深远，耐人寻味的。有些篇写得是极好的、像第四篇和第九

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短篇小说之林的精品，它和世界上的名篇相比恐

怕也是毫不逊色的。“芸芸众生”佛教教义指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般也用来

指众多的平常人。 

第四篇《“高贵”的灾难》（原章元标题，此标题为笔者所加）写了一个

十分特殊的人物，他的命运是发人深思的。探猜雷虽然有一个“蒙昭”的头

衔，但父亲去世，家庭败落，他过的却是穷人的日子。皇族的身份从小就成了

一道高墙，使他无法和小朋友亲近，在学校里他“成了一个被圈起来的怪物。

孀居的母亲和一位“伯伯”相爱，但为了使儿子不致失去“蒙昭”的身份，忍

痛没有结婚。母亲贫病交加，但仍然不同意儿子到街上叫卖，怕有失皇族的体

面。探猜雷成年之后，在政府的一个部里当了小职员。24 岁时他与一个摊贩的

女儿情投意合，女方的父母也从不把他当做外人，来往亲密随便，但当他正式

求婚时女方的父母得知他的皇族身份，立刻正襟危坐，诚惶诚恐，说活也用起

了皇语，往日亲密的感情一下子全都不见了。因为高攀不上，父母拒绝了这桩

婚事。他在部里当小职员，但鉴于他的皇族身份，上司用他不便，同事也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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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来。他既得不到关心，也得不到晋升，好像生活在孤岛上。生活上的打击

和事业上的挫折使他决心摆脱身上的枷锁。他隐姓理名，到了农村，做了一个

普通的庄稼汉。他和乡邻相处和睦愉快，嬴得了大家的尊敬和信任，当上了村

长。但命运仿佛在和他开玩笑，若干年后，部里的一位大官前来视察——原来

这位大官是当年与他地位相等的同事一下子又认出了他，于是乡亲们断绝了和

他一切往来，他又被抛回到原来的世界，在去曼谷的途中终于遇难。 

“探猜雷的悲剧表面上看来是来自于“一生下来就支配着他制约着他的蒙

昭的爵衔”，而实际上是因为他穷，不能像一般的王公贵族那样行事，他的身

份和地位，爵衔和实际是分裂的。他是人从贵族阶层跌落下来的人，但还留有

一个贵族的空头衔。 可怕的是家庭里，社会上的等级。观念又成了囚禁他的

牢笼，使他不能上，又不能下。“它必须生活在用别人的信念，别人的感情构

造起来的框子里，探猜雷自己的向往和感情是不能打碎这个框字的”。悲剧也

就从这里发生，探猜雷一生热切向往、苦苦追求的并不是皇族的享受而仅仅是

普通人的生活和乐趣，但这也不属于他。他下决心，逃亡了，但“蒙昭”这个

阴影 终还是找到了他，葬送了他的一生。” 

    “探猜雷的不幸并不是自己造成的、是封建的等级社会，传统的等级观念

把他制造成一个肢体健全的畸形人，一个各个阶层都不能授受的“多余 的人”

从这篇作品中我们不但能看出作者对社会极为深刻敏锐的观察力，而且能够通

过他的独特的选材，奇妙的情节，意想不到的结局，欣赏他艺术上的魅力。” 

“在这本书中的第九篇《艾展》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爬上去而下不来”的

典型，展本来是个“泥腿子”，后来当了兵。他 大的长处是“绝对服从”，

因而得到赏识，被提拔为军官，济进了“上流社会”。为了与自己身份相，他

娶了一个有地位人家的女儿做妻了，又改了一个文雅的名字“素拉鸟”。为了

彻底把自己浑身的泥土气味打扫干净，他竟然断绝了和家人的来往。像上台阶

一样，他一步步升到了中校。但人并不总交好运。由于战争，经济调敞，他被

解除了现役。由于放不下中校的架子，因而找不到合造的工作，穷困袭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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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莫展，妻子也随之病故。在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又想了老家。他想，一

个“上等人”的荣归肯定会受到乡下人的敬慕，但实际上却根本没那回事，直

到他在海上遇难，人们发现他尸体时，也没有把他叫做“素拉鸟中校”。仍然

称他为“艾展”。 

贪图富贵，追求虚荣，忘掉自己“根”的人，在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以

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比比皆是，但是在一个短篇中能把这种人物的性

格和心理变化写得层次分明，生动人微，合乎情理，应该说是不可多得的。这

篇小说主要人物写得十分出色，次要人物也写得极为生动，比如艾展的弟弟昭

斑来见哥哥的时候，作者是这样写的： 

 [1]昭班一身土气，从皮肤，长相、举止、直到谈吐，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乡巴佬。昭

斑也深有自知之明，他不敢去高攀上等人的哥哥，也没有写他平起平坐的企图。昭斑坐在地下

与坐在椅子上的哥哥谈话。素拉鸟决定把这些在那时对他毫无用处的财产交给弟弟昭斑和妹妹

温。他写了字据，昭斑就要了一点马弁、伙夫等人吃的东西在后边厨房吃了。那一夜昭斑也是

和这些勤杂兵在屋后睡的，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他就回去了。 

    这段十分简练的文字，从仪表、坐态、吃饭、睡觉几个细节的描述就把一

个带着泥土气味的淳朴的农民形象。以及在自己亲人面前还摆官架子的哥哥跃

然纸上了。 

    小说的结尾，素拉鸟中校去见区长的描写也极富戏剧性。小说中的主人公

和一般的读者都不会料到，素拉鸟中校去见的区长正是他年轻时一同当兵伙伴

昭连。而急于寻找“伯乐”施展“抱负”的艾展也绝没有想到他受到的竟是

使他讨厌的与他平起平坐的朋友式的欢迎。作者用了寥寥数语就把两个人不同

的心理状态，不同的性格特点——一个自命不凡，谒力摆出臭架子，一心一意

想充当这一代老百姓的主宰；一个是心无芥蒂，朴素自然，依然是几十年前滑

稽乐观的老样子——刻画得淋漓尽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300、301、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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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古典小说翻译 

 

    蒙拉查翁克立·巴莫又是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爱好者及研究者，

著有《资本家版三国演义》、《终身丞相曹操》是他把中国古典历史小说的

《三国志演义》翻译成泰文并评论刘备及曹操的一部作品。 

作者写《三国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

的开山之作。 

泰国大部份读者看《三国志演义》后的结论是刘备是仁君的典范，抱着

“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观念化身，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

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心，近得民受到人们普遍爱哉，形成了拥刘

反曹的倾向。 

与刘备相对照的是曹操，写他是奸邪权诈推行暴政的代表，与刘备水火相

故，他心灵深处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他

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对部下更是阴险，残

酷。 

可是蒙拉查翁克立·巴莫王却不以为然，他写曹操是个“人杰”“雄冠

开，宽仁大德之心”，其实人爽直负责任，敢作敢为，处理家大事，只为公无

私，不委托他人，志气坚 chāo，当他立志统一中国后，就坚持不懈，刻苦备斗

非达到目的不可的，他忠于皇室，始终不变。 

    他唯一的弱点是心地善良，因怜悯敌人，终於被危害，他是作者心，目中

“终身丞相曹操”。 

蒙拉查翁克立·巴莫亲王这一部作品，被不少学者的反对，但也有些读者

认为，也可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小说中的人物，启发读者深刻去了解

《三国志演义》的隐意。《三国志演义》第一次描述曹操的恶行，是在他行刺

董卓不成出走时，途中杀害吕伯奢一家的惨事，虽然事出误会，然过后曹操并

无表示悔意，甚而说出两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负我”其自私自利

的极度表现，使人寒心连愿弃官随他出奔的陈宫也弃他而去。罗贯中描述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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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十分细腻，于是曹操的奸雄衔头，也随之千古定案。蒙拉查翁认为这是

曹操的弱点。 

蒙拉查翁克立·巴莫对慈禧太后的看法是： 

慈禧太后生于公元 1834-1908 年见她是个有奇特历史的女性她背着中国皇

帝治理国家 57 年之久，她的权力越于中国人几佰万个之上，她去世不久中国朝

代既结束。 

慈禧太后是清代末期的“女皇”，她专制顽固，阴险狠毒，穷奢极欲；在

外国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买国以求存身。她的一生祸国殃民，给中国造成极

大的灾难和耻辱，至今犹为人民所痛恨和唾骂。剖析了慈禧太后这个封疆王朝

没落阶段的 统治者的腐朽本质和她违。杭历史潮流，螳臂挡车的阴暗心理、

揭露了她善搞阴谋的卑鄙及及朝廷宫闱中争取夺利荒淫无耻的生活。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况。 

有些读者没有彻底的了解有不少人常拿珀怡作比喻好坏。蒙拉查翁克

立·巴莫亲王为了使读者正确的了解她才将此书译成泰文供读者研究真相。 

 

第三节 报刊编辑 

    克立·巴莫不仅是泰国当代有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他对报刊界亦有巨大

的贡献，他在英国留学时就当过英文报刊的编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创办了“沙炎叻日报”（暹罗日报）和“沙炎叻周

刊”（暹罗周刊）等刊物，并且开始文学著作，他几乎天天要自己为报刊撰

稿。还自任董事长，作为他言论和作品的发表阵地，后相继创办《沙炎叻周

评》、《赵公》等月刊，并主持日报专栏写作。此后由克立·巴莫为核心逐渐

形成泰国现代文学的“沙炎叻派”他们的创作活动为开拓和繁荣泰国现代文学

做出贡献。 

克立·巴莫的作品连载于《沙炎叻》日报（1950 年克立·巴莫创办的日

报，现为泰国发行量 大的报纸之一。例如：《四朝代》、《红竹》、《芸芸

众生》及《生、老、病、死》等甚得到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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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蒙拉差旺克立·巴莫亲王(1911-1995)是泰国现当代一位华裔著名作家、经

济家、戏剧家和文化家，他诞生于停泊在湄南河岸的一条船上，泰国中部信武

里府，因武里县。他有华人血统，其曾祖父是曼谷王朝第二世皇的儿子，曾祖

母是曼谷王朝第二世皇的“昭宗安帕”王妃，她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姓林家族。   

克立·巴莫亲王读完中学后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获

学士位。回国后担任财政部顾问兼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创办了“沙炎叻

日报”和“沙炎叻周刊”并且开始文学创作，他著名的作品有《四朝代》、

《红竹》、《芸芸众生》和《终身总理曹操》等。他还是个文化学家对泰国各

种古典戏剧都感趣。1975 年 6 蒙拉差旺克立、巴莫亲王担任泰国第十三位国务

总理，他是二十世纪中一位为建立泰中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主要人物，也是中国

人民一位真诚的好朋友，从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

家、文化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对中泰文学界与政治变革有极大贡献的华

裔人士，他的思想与创作是泰国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在泰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

重要的地位，也是后代人应向他看齐的好榜样。 

他的政治思想是──忠于皇赞成君主立宪治的民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