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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暴，使巴金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对于新文学的兴

趣。1931 年，巴金把全部精力贡献在文学创作上，正式献身文学创作。此时的巴金已抛

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以自己生活过近二十年的封建大家庭为素材，把多年来积蓄已

久的对于不合理的制度的愤怒在《家》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家》之后还有两个续

篇：《春》和《秋》，共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

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

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以及与这种家庭的决裂。对题材的熟悉和作者感受

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同

一时期的泰国 1932 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的前夕，泰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倾向现实

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青年作家。西巫拉帕受西方作家的影响，努力打破传统的旧

形象，摒弃以王公贵族的生活为题材的传统，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这种反映

现实，从不同角度反映泰国社会新思想与旧思想、新一代与老一代，表达自己

明确的思想的政治理想。1934 年，发表了《以罪斗争》，他用笔写出了他所看到的

黑暗现实，也倾泄了他不平的心声，围绕着反封建斗争的主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

会和婚姻制度的腐败与黑暗。 

 

第一节  作者经历：巴金与西巫拉帕 

 

巴金与西巫拉帕都是有名的作家，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

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 20 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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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巴金晚年患有帕金森氏症、慢性气管炎、高血压、恶性间皮细胞瘤等多种疾病，曾表

示要求安乐死。西巫拉帕是泰国作家，翻译家。古腊·柿巴立的笔名。读完中学即

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并半工半读入曼谷法政大学深造。曾担任多种报刊主笔

和泰国报业协会主席。1958 年应邀访华，因国内发生沙立政变而滞留中国，卒于北

京。他是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民主战士与泰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杰出代表。组织

过文学团体君子社。1932 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前后的社会生活，及知识分子成长过

程。他的作品对泰国新文学的产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一、巴金                                                                      

巴金（1904-2005）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五四” 运动

后，巴金受新思潮影响，积极参加一些反封建的社会活动，1923 年离家到上海、南京

求学，1927 年赴法国留学，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其中， 吸

引他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思想。后来，他曾经说过： “我们都是

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年轻的巴金 初的志向是要献身社会革命事业，他被无政

府主义激进的思想所吸引，曾经翻译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向往俄国

“民粹派”，还直接参与过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作为一种道德人格的追求，巴金在这

些活动中，成为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政治活动的失败、理想的失落又使巴金

入痛苦和矛盾，转向以文学来宣泄自己的感情，于是产生了 1928 年处女作《灭亡 》， 后

来连续发表的作品都带有这种情绪格调，自然也能警醒当时因种种原因而陷入感情痛

苦的青年知识分子。巴金是以战士的姿态从事创作的，他的小说大都是写家庭的崩溃

以及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前期的作品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那

种叛逆与追求的躁动情绪，其主导面是反专制反封建的。作为一个敏感、单纯、热情

而富于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巴金以创作作为自己生活的有机部分，坦诚地记录和描写

自己的生活经验，表达自己对生活独特的理解和追求。在他那里，生活与艺术、人品

与文品，是二而合一的，加上他又总是笔锋常带感情地描写和讴歌青春，抒发青年人

的时代苦闷，所以他有点像 20 年代的郁达夫，首先被广大青年读者所欢迎，成为青年

所信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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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创作历程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从 1928 年 9 月写《灭

亡》起，到抗日战争爆发为前期；从抗战爆发到全国解放为后期。前后约二十年的时

间，巴金写了 20 多部中、长篇小说，70 多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随笔等，还

有 30 多种外国文学译作。但影响 大的还是小说创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创作。巴金

所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的中、长篇小说，与茅盾、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

的中、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而巴金

小说所创造的“青年世界”是 30 年代艺术画廊中 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巴金也因此

为扩大现代文学的影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巴金前期小说创作非常丰富，

一共写了 12 部中、长篇小说和 60 多部短篇小说。题材也比较广泛，有写工人、农

民、城市贫民悲苦生活与抗争的，如中篇《砂丁》、《雪》和短篇集《光明集》与《将

军集》中的一些作品，但更多更集中的是那些描写青年反抗者、革命者的作品。前期

有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正面描写青年、革命者所从事的社会斗争的，如长篇《灭

亡》、《新生》和《爱情三部曲》等；另一类是揭示封建旧家庭残害青年的罪恶及其走

向崩溃的命运的，以《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为其代表。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

曲》，包括《家》（1931 年在《时报》连载发表，1933 年初版）、《春》（1938 年初

版）、《秋》（1940 年初版）   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

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

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对题材的熟悉和作者感受

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

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40 年代中期，是巴金创作的又

一个高峰期，不过他的创作风格变了，他开始写没有英雄色彩的小人小事，写社会重

压下人们司空见惯的“委顿生命”，写“血和痰”，调子也变得悲哀、忧郁，由热情奔

放的抒情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他这时期的翻译也由俄国虚无主义

者的英雄故事转向斯托姆的爱情小说与王尔德童话。巴金风格的演变固然跟当时令人

窒息的现实社会气氛和作者在战时生活中所经历的磨难有关，更是由于作者摆脱青春

时期的浪漫而趋向中年的沉稳。巴金的后期小说创作，从题材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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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顺着《家》的路子写旧家庭没落的，除了《春》和《秋》外，还有《憩园》；另一

类是反映抗战时期现实生活的，主要有《火》三部曲、《第四病室》和《寒夜》。这些

作品中，中篇《憩园》和长篇《寒夜》是比较受读者欢迎的，这是巴金作品中 富感

染力而内涵又较丰厚的作品。 

巴金还有《复仇》、《光明》、《将军》等短篇小说集，从更多的方面，反映动荡不

安的社会生活。如《还乡》写乡民们反对恶霸乡长的尖锐的斗争；它的姊妹篇《月

夜》描写了这个恶霸杀死了参加农会的农民的惨象。《煤坑》通过一个初下窑的矿工的

感受，描写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有许多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知识分子的

不同面貌，如《知识阶级》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大学教授的卑劣行径和虚伪的丑

态的。《春雨》里则写了一个不满哥哥只求混饭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

此外，作者还根据自己广泛的经历和知识，写过好些篇取材于外国社会生活的小说。

《马赛底夜》描写了隐藏在资本主义豪华都市中的罪恶和荒淫。《马拉的死》取材于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神·鬼·人》短篇集中的几篇则写出了某些日本人

的精神空虚的面貌。《将军》描写流落在中国的白俄贵族的沉沦。这些短

篇一般都是摄取一个生活片断或就一两个人物的性格来写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

较长篇广阔，在构思和艺术表现的集中精炼上，也有它独特的成就。有些作品，如

《狗》、《幽灵》等，主要采用象征的笔法，描绘现实生活中严酷的矛盾和斗争。这些

短篇，处处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人世间不幸和苦难的高度敏感，迷漫着由此而来的内心

不安和痛苦，同时却又激荡着对于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们都是巴金短篇小说共

同的思想特色。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二、西巫拉帕 

西巫拉帕(1905-19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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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巴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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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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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并任过泰国报业协会主席。西巫拉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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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巫拉帕很喜欢看书，从各种各样的书中他得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知识、新思

想。也因如此，他开始喜欢写作，从作品中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用笔写出了

他所看到的黑暗现实，也倾泄了他不平的心声。西巫拉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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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西巫拉帕从文学中他立志要当一名作家，从在学校里

写新闻、诗歌、短文、小说、剧本到翻译，他都有过创作。西巫拉帕是个多产的作家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期，西巫拉帕相继出版了有长篇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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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罪斗争》(1934 年)、《画中情思》（19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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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罪斗争》中，西巫拉帕用笔写出了他所看到的黑暗

现实，围绕着反封建斗争的主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婚姻制度的腐败与黑暗，

描写了两个不幸的女子形象——婉鹏和妍。这两个女子虽然社会地位不同，性格也有

很大的差异，但在封建思想的迫害下却遭遇到了相同的悲剧。通过对这两个女子的悲

惨遭遇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对贵族阶层以及包办婚姻的痛恨、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渴

望，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以罪斗争》中的重要人物玛怒，便是这种受到新思

潮冲击的新青年，玛怒的性格是沉着的，他坚决反对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包办婚姻制

度，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他的大哥玛纳却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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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玛纳对母亲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却只是伤心地痛哭，强忍着精神上的痛苦，

而不敢对命运做出抗争。 

《生活的战争》和《画中情思》给他带来了声誉，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

《生活的战争》以书信体的形式叙述了一对患难与共的情人 后不得不分手的故事。

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男主人公拉屏坚贞的爱情和他对穷人与弱者的同情。女主人

公蓬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死后她无依无靠、生活潦倒，和拉屏萍水相逢，成为

一对热恋的情人。后来，蓬经不起贫困生活的折磨，到一家电影公司充当演员， 后

终于与拉屏分手，嫁给电影公司的老板。拉屏悲痛欲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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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暴露了社会的卑鄙污

浊和人们的伪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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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中情思》写一个青年诺帕蓬和王族贵妇人吉拉梯之间的爱情悲剧。小说以日本为

背景，写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诺帕蓬，在与吉拉梯的一次邂逅中，对她一见钟情，狂

热地追求吉拉梯。然而，当时的吉拉梯已经是一个有夫之妇的中年妇人，她感到自己

已开始衰老，没有什么前途了；而诺帕蓬却是风华正茂，又是未来的银行家。由于年

龄与地位的差异，青年诺帕蓬对贵妇吉拉梯的热恋终于慢慢冷却下来。吉拉梯经不起

严重肺病的折磨和内心的痛苦终于含恨离开人间。她临终时未能 后一见自己心爱的

人，只好感伤地给诺帕蓬写下一句遗言：“纵然我得不到爱情而寂然死去，但我仍感

到宽慰的是我有了心上人。”作者以深刻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反映

出当时由于受到政治上的冲击而失去了权势的贵族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凄凉、悲怆和怀

念昔日荣华的心情。吉拉梯的遭遇正代表了这个阶级当时的可悲处境和没落情绪；而

诺帕蓬却相反，他是那么年轻有为，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旧传统和旧势力是那么无

情，而对一切变革又那么向往。他正是当时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

从《画中情思》到《后会有期》的创作，前后间隔十三年时间(1937-1950)，《后会有

期》的思想性较前者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说，《画中情思》所描写的仍不离儿女私

情和个人前途，那么《后会有期》就广阔深刻多了。它表现了青年的觉悟和对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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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小说的主人公哥麦留学澳大利亚，他原是一个纨袴子弟，没有什么理想。后来

遇上了一位具有进步思想和有抱负的澳大利亚姑娘南希，在她的启发开导下转变成为

一个正直的大学生。他敢于面对现实，正视人生。他对祖国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

同情，对社会上种种不平现象痛加抨击。后来，他甚至觉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

国家民族的出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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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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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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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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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创作背景：中泰社会文化的异同 

 

   中泰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对中泰两国的作家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另

外，中泰文化的不同，对有着不同生活道路的中泰作家的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同

的。但是中泰婚姻制度是大相同的。 

一、社会结构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在黑暗混乱之中，人们的精神生活急需找到安慰，西洋文

化蓬勃发展，这些为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时期比较出名的

长篇小说作家就有巴金。 

在正式步入文坛之前，巴金就已有过将近 10 年的从事实际社会革命活动的经历。

他早年从母亲和底层劳动者那接受了朴素的人道思想和质朴的正义观念。“五四”运动

之后，他又从安那其主义者和俄、法国革命党人的著作中吸取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养

分，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而牢固的社会政治信念。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

家，他始终没有忘怀文学的社会使命。他说：“我的作品中无论笔调怎样不同，而那贯

穿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

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

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 大的敌人。我永远忠实地守住我的营垒，

并没有作过片刻的妥协”。30 年代中后期到 40 年代初期巴金发表的长篇小说《激流三

部曲》（《家》、《春》、《秋》）以激烈的情感喷发来倾吐对不合理社会的痛恨和对理想社

会的执着追求。标志着巴金的创作的成熟，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这一时期巴金的

创作，家庭的题材更加典型，更具有象征意义，人物描写更具有典型化内涵，艺术表

现日趋成熟。  

巴金《激流三部曲》的“激流”象征着五四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股奔腾不息

向前发展的生活的激流，现实生活固然黑暗，但生活并没有停滞，历史是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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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暗的现实让那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年轻人懂得爱与恨，欢乐与痛苦，这种认识汇

成强大的冲击力，推动历史长河的奔腾，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其中寄寓了

作者的生活信念——美好的社会一定能够到来，表现了作者乐观向上的态度。 

巴金以自己实际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写成了《激流三部曲》。他通过一个封建大家

庭的腐朽、没落，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某一方面的历史缩影。他付出

很大的力量，描写了封建大家庭内部的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描写了老一代的专

横、卑劣和败坏，还写了青年一代的痛苦、反抗和新青年。 在巴金的许多小说中，社

会的批判往往是与家庭问题的探讨联系在一起。从《激流三部曲》等小说对封建旧家

庭全景式的描摹，《寒夜》等小说对“五四”思潮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家庭的关 注。 

巴金的作品客观上反映了由于社会文化变迁所带来的家庭生活模式的嬗变。家庭

是社会的细胞，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中，“家”则更被赋以某些特殊的文化意味。因

此，在家庭模式发生急剧变化的 20 世纪，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无不对家庭问题表现出

某种特殊的关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对家族制度的种种弊端有了具体形象的揭

露。一方面，作者集中笔力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专制与不义、愚昧与残酷；另一方

面，《激流三部曲》还展示和歌颂了封建家庭内部年轻一代的觉醒和反抗，揭示了

时代生活的变迁给封建家庭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从而“宣告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

刑”。在中国家庭模式发生急剧变化的 20 世纪，巴金的作品继承和深化了鲁迅所开创

的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现代家庭问题的理性思考的新文学传统，为中国家庭模

式的现代转换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思考。 

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寻找救国救民良策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感到

改造国民灵魂，重铸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性，巴金的创作也充分显示了这方面的独特

思考。他通过对健全人格的探寻和对畸形人格的批判，为读者建构或展示一种理想的

现代人格。巴金通过觉慧和李佩珠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了对于理想英雄的人格神

话的建构。到了 40 年代，他极力挖掘和弘扬的则是存在于许多普通人身上的“不害

人，不欺世：谦虚，和善，而有毅力坚守岗位”的人格精神。与此同时，巴金还通过

周如水、高觉新、汪文宣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刻画，对保守的、畸形的人格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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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挖掘与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的创作主要弘扬志愿军战士“一人吃苦，万人

幸福”，把个体的生命联系到事业和群体之中的理想人格和“征服”困难的硬汉精

神。他把自己放在灵魂的天平上，严厉而自觉地进行人格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完善，再

一次向人们展示了现代人所应具备的人格取向。综观巴金及其作品的人格追寻可以看

出，他强调一个健全的现代人必须具有独立完善的思想意志、坚定执着的理想追求和

高尚纯洁的道德情操，他强调人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自觉的群体意识，必须有社

会的责任感，这体现的是对现实社会博大的人文关怀。而哪怕作为人类社会普通的一

分子，至少也应该做到“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这连同前面提到的

“不害人，不欺世”，则是现代人的行为准则或道德底线。巴金用自己的创作，也用

自己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无数读者思想人格的形成，从而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现代国

民文化性格的重铸。 

    同样，1920 年以后，泰国经济逐年恶化，国库入不敷出。1929 年以后又受世界

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影响，危机加深，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七世王虽大力裁减官

吏，紧缩开支，但已无力回天。1926 年留法学生比里·帕侬荣秘密组织“民团”回国

之后于 1932 年 6 月 24 日联合军官举行政变，七世王被迫接受君主立宪政体。皇权衰

落，贵族地位下降，是这次革命的直接结果。但由于泰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

很不彻底，它很快与封建势力妥协，人民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所以也难于

得到人民的支持。封建势力企图复辟，新贵们的内部争权夺利，泰国国内的局势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陷于动荡不定之中。 

         1932 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的前夕，泰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倾向现实主义和浪漫主

义的青年作家。他们受西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

等人的影响，努力打破旧框框，摒弃以王公贵族的生活为题材的传统，直接取材于现

实生活，反映泰国社会的矛盾，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西巫拉帕就是这批青年作家的

代表人物。他在小说《男子汉》中，通过几对男女的爱情纠葛批判了社会上的不合理

现象，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憧憬、理想和情操。小说内容新颖，受到群众欢迎。阿

戛·丹庚亲王也是当时一位青年作家。他的小说《人生的戏剧》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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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描写了一个贵族家庭的没落。作者认为人生即是戏剧，生活的幸福和痛苦是变

幻无常的，流露出一种悲观情绪。女作家多迈索开创了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她

的描写手法细腻，富于哲理。她的第一部小说《她的敌人》，描写了年轻人对封建礼教

的反抗，在当时颇受欢迎。 

  总之，这批青年作家的作品，着重反映现实。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新思想与旧

思想、新一代与老一代、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及

其知识分子阶层，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朝气蓬勃的情绪。 

  1932 年 6 月 24 日，资产阶级维新政变震撼了泰国的旧体制，君主专制制度崩溃

了，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民主党提出了要求平等的口号，体现了时代要求，这在文

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 

  从“六、二四”政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30 年的泰国文学，西巫拉帕的小说代

表当时的进步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在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专制独裁，要求自

由民主，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渴望。后来逐渐发展为要求国家民族以至劳动

人民的解放，并明确地提出文艺要为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服务的问题。西巫拉帕就

说过：“认为小说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的观念已经过时了”，“作家唯一的愿望就

是能够写出对社会有益的作品”。西巫拉帕的作品《以罪斗争》、《画中情

思》、《生命所需要的东西》等，就反映了这一文艺思想的发展过程。《以罪斗争》反映

了人们对包办婚姻的痛恨和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渴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地

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腐败与黑暗，控诉和揭示了封建家族和封建旧礼教、旧

道德的罪恶。 

所以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泰国，社会背景都对文学作品产生着

影响。巴金与西巫拉帕的作品，着重反映现实，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深刻地揭露了

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腐败与黑暗，还展示和歌颂了封建家庭内部年轻一代的觉醒和

反抗。让人们不禁为当时的年轻命运感到哀痛，更激发起这个时代有良知的人们对黑

暗制度的奋勇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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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姻制度 

中国的婚姻与家庭经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包办婚姻制度，

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说，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自己无权决定，完全遵照

父母的意志。父母决定的婚事，青年男女不同意也没有办法。父母不同意的话，青年

男女互相无论怎样满意，也不能成婚。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婚姻不但由父母包办，严

格按照“六礼”进行，而且等级森严，强调“门当户对”。就是说，地位高的人家要找

地位高的人家，地位低的人家要找地位低的人家，富的找富的，穷的找穷的，否则，

就是“门不当，户不对”。为此，许多青年男女，虽真诚相爱，却由于不是门当户对，

遭到了家长的强烈反对，不但不能喜结良缘，反而可能闹出人生悲剧，成为封建婚姻

制度的牺牲品。 

另外，在社会极不平等的旧中国，男女极不平等，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存在着买

卖婚姻、纳妾、逼婚、抢婚等现象。有势力、有地位、有钱的男人，可以任意霸占民

女，可以娶几个老婆，妻妾成群。封建帝王更是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

妃”。而女子呢？则没有自由选择丈夫的权利，也没有在婚姻的权利，一旦丈夫死了或

被丈夫遗弃了，必须终身守寡，不能另嫁他人。 

中国封建的婚姻制度与习俗，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社会。因此，在中国近代以来

的革命史上，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压迫妇女，争取妇女解放，

一直是革命的重要内容。 

泰国的婚姻与中国婚姻是大相同的。泰国的封建社会，也是包办婚姻制度。在泰

国的传统制度中，婚姻制度有过群婚制、对偶婚制、一夫一妻等多种形式。在社会实

践中，由上述婚姻制度而衍生出的一些婚姻习俗也常可以看到。如从妻居，即男方要

到女家长期生活；服务婚，即男方在女方家干 2-3 年活，经过考验后才可以结婚。有

的地方还有抢婚。婚前同居（试婚）、一夫多妻等现象。根据现在泰国法律规定是一夫

一妻制，但是在传统中，国王至百姓都可以一夫多妻，并且加以提倡，一般有三、四

个老婆是很正常的事，但在法律上，只承认一个老婆，可是又允许非婚生的孩子跟父

亲姓，并且有继承权。也就是说，法律明确保护婚外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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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封建的婚姻制度，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社会。在现代，提倡婚姻自由、男女

平等，反对包办婚姻、压迫妇女，争取妇女解放。 

三、文化模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入的，特别是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到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阶段，伴随着政治运动与社会变革，发生了场思想文化革命，即“五四”新文化运动

和文学革命。在反帝反封建、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

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从而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开端。随着

新文学运动的成长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并且通

过不同的创作途径，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初，是“五四”的

风暴，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从二十年

代中后期起，他们陆续投身于文学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为深受欢迎的著名作

家。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坚持反

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

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 

    泰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其文学、艺术、绘画都有其独特的风格。泰国政府很重视

维护本民族的文化，认为泰国文化体现的是国格，是维系国家团结的重要根基，对国

家的稳定繁荣有决定性的影响。国王蒲密蓬说过：“维护文化就是维护国家”。泰国文

化一般分三种，即语言文化、宫廷文化和传统文化。其中泰国语言属音调语言，不同

音调有不同意思。著名的泰国文学也多为佛教文学及宫廷文学，宫廷文化则受佛教和

婆罗门教影响很深，造就了多彩的泰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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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春》《秋》与《以罪斗争》的写作背景 

 

    泰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佛教之国。佛教文化来自印度，并对泰国文学的发展有着

十分大的影响。泰国学术界有这么一句话：“印度文化是泰国文化的父亲，中国文化是

泰国文化的母亲。” [1] 例如印度的《罗摩衍那》传入泰国就对泰国文学的发展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 

    在 1932 年 6 月 24 日，资产阶级维新政变震撼了泰国的旧体制，君主专制制度崩

溃了，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民主党提出了要求平等的口号，体现了时代要求，这在

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些作品的内容在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专制独裁，

要求自由民主，反映了人们对包办婚姻的痛恨和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渴望。后来逐渐发

展为要求国家民族以至劳动人民的解放，并明确地提出文艺要为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

民服务的问题。

                                                        
 

[1] 栾文化，泰国文学发展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3 月第 1版。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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