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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司马攻文学创作的概况 

 
 

马君楚，笔名司马攻、剑曹、田茵、陈齐等，于 1933 年出生于暹罗，祖籍潮南

区成田乡，少年时曾回家乡读书，17 岁重返暹罗谋生。由于从小便接受中华传统优秀

文化熏陶，且聪颖好学，就此打下了良好基础。先生于六、七十年代代经常遨游西欧

各国及国内各府，从而拓展了心灵视野，宽阔了创作源泉，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内容

广泛。与此同时，司马攻先生所从事的各项商务企业，由于经营得当，管理有方，亦

获得相当成就，从而成为泰华文学艺术界中，亦文亦商学者事业家的成功典范。难得

的是先生无论商务怎样繁忙，始终没有弃舍那支神来之笔，以高雅流畅的笔调，写下

许多清新洒脱的散文、充满情趣的游记、和犀利幽默的杂文以及深富人情味的中短篇

小说，他以一颗灼热的心，一份诚挚的情，在这片文学园地努力耕耘。 

 

第一节 司马攻的文学创作 
 

 

司马攻的文学成就斐然，他从上世纪 60 年代涉足文学创作以来，硕果累累，先

后出版了散文集《明月水中来》、《司马攻散文选》；杂文集《冷热集》、《挽节集》、《蹄

影集》、《泰国琐谈》、《湄江消夏录》；随笔集《梦余暇笔》、《人妖·古船》；微型小说

集《独醒》、《演员》；诗集《挥手》；文学评论集《泰华文学琐谈》、《司马攻序跋集》

以及《司马攻文集》等；他还主编《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泰国卷》10 卷文集（1998

年）和《泰华作协千禧年文丛》32 册（2000 年）。1985 年，他被聘为“泰华写作人协

会”顾问，后被选为第 4届副会长。1990 年，“泰华写作人协会”更名为“泰国华文

作家协会”，司马攻被选为会长至今，为泰华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司马攻的写作生涯开始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1970 年以后，他虽然也断断续

续为香港、台湾及泰国一些报刊写过文章，但那时他对写作没有太大的兴趣，1971

年到 1972 年之间，他应《东南日报》主任魏登（笔名史青）和总编辑吴继岳之约为

其写专题，一年之间写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八九十篇，差不多 50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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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期的作品都被他收入《泰国琐谈》一书中，后来他自己称这些作品为“四不

像”。这些作品在艺术水平上不高，但是有作家自己的感受和发现，显示了司马攻观

察事物的敏感细腻和良好的文字功夫。之后，他停笔了十二年，直到 1986 年，他才

又拿起笔，1988 年，他和梦莉等联手出版了《轻风吹在湄江上》，半年后有和其他作

家合作出版《尽在不言中》，同年出版了他的杂文集《冷热集》，受到读者与批评界的

好评。自此之后，他的创作丰富起来，短短的几年中，出版了散文、杂文、特写、随

笔、微型小说、散文诗及文艺评论集等各种文体的作品十几本专著，他的作品数量多

质量高，是泰华作家中领军人物。 

他的散文有自己特色。第一，表现在题材上，“怀忆故乡”之作占了他整个散文

创作的一半以上。他虽然出生于海外，但是整个童年在潮灿的平原上度过，潮灿特有

的文化在他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终身难以忘怀。另外，他在泰国的有一段时

间，华文被排斥和冷落，虽然这令人不快的一页已经过去，但历史留下的阴影没有马

上消失，他的思乡怀旧在寂寞痛苦中，有一种弘扬中国传统文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先生出任泰华作家协会会长以来，曾多次率团赴中国及新、马、港各地，出席

有关华文写作交流研究会，希望让更多的读者能了解泰华文学先生更在泰国主持召开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国与地区逾五十位作家学者来泰共同商讨当前

各国及地区华文文学的趋势与流向，增强彼此间对华文艺术的交流联系，研讨大会取

得圆满成功。 

 司马攻的散文以抒情见长，注重发掘寻常景物中不寻常的内在美，以情动人。

他的散文集《人妖·古船》、《明月水中来》中的作品受到佛教影响非常明显，他的散

文作品中有许多道德及小乘佛教教义的插入。 

佛教在泰国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成为泰国的国教。早期，印度婆罗门教

就已经在现在泰国地区的一些独立小国传播。13 世纪，小乘佛教从印度传入泰国，之

后与泰国当地已流传并流行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和祖先鬼神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相结

合，形成了既有当地流传宗教教义又具有泰国特点的小乘佛教。在泰国宪法中，规定

国王必须是虔诚的佛教徒或佛教赞助者，在泰国，直到现在僧侣还有很高的地位。古

今泰国皇室，政府和民间的很多仪式都采用印度教和佛教礼仪，如国家庆典、皇家礼

仪、阅兵仪式、民间仪式、商店开张、结婚祝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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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有僧侣到场诵经祝福，丧葬祭祀也由僧侣祈祷超度，由此可见，佛教在泰国有

着很大的影响。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佛教思想已完全进入了知识分子和上层文人的思想深

处，佛教义理及佛教学说在泰国的广泛传播，影响了文人的心态和审美观。因此我们

有必要探讨佛教与散文之间的关系，这样更能有助于全面深刻的认识和评价司马攻的

散文。 

 

 第二节   司马攻散文的创作背景 
 

泰华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处于沉寂的状态，八十世纪之后终于走出了低谷，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而在这一派喜人的景象中，散文更是以自身的魅力散发

出迷人的芳香，甚至有压倒群芳的态势。可以这样说，八十年代泰华文学的繁荣，主

要是散文创作的繁荣。 

泰华散文在八十年代的繁荣，有着时代的影响、社会的因素、文化的背景和作家

主观的努力。从客观环境来说，主要是由于七十年代中后期，中泰两国建立了外交关

系，由于时局变的明朗，中泰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于是散文的创作也随着时局

的变化而出现了“治治世之音安以乐”的转机。这时期，各种华文报刊如《新中原报》、

《中华日报》、《泰商日报》等等纷纷创刊，出版华文作品， 举办“散文征文比赛”

等活动，这些无疑为泰华散文的勃兴提供了必要的阵地和契机。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泰华作家中，百分之八十是广东潮灿的老作家，他们对中国

文化传统有着深深的认同感，里面有一种无法斩断的寻根意识。这正如司马攻先生在

《泰华散文集》中说：“很多人说，用华文在海外从事写作，这恐怕是最末一代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用华文来写作的作家，也都是末代的作者了！末代这个词是可

悲的，用华文来从事写作的人都不想当末代作者，我们不想要这个头衔，更不想华文

在海外真的有末代。”又说：“我们希望这些集子的出版，就好似在下坡路上筑了一个

站，使泰华文学的滑落能够停一停，看看有没有峰回路转的机会，更希望由这套丛书

的出版，对泰华作者有所鼓励，对外则起着桥梁的作用，使其他地区的读者对泰华文

坛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对目前寂静的泰华文坛有所刺激，而对未来泰华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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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参考的价值。”这是一番发自内心肺腑的话，他们处在一个开放文明的时代，但是

他们又别无选择的生活在一个华文日趋衰微的社会环境里，这样虽然他们的脸上还有

笑容，但是心里却有很多的苦涩。真是面对着年轻的一代与华文日趋断层的严酷现实，

他们这些中老年作家感到了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使他们感到有责任通过散文这一文

学形式来延续中华文学在海外的传承，并使之在年轻的一代心中扎根。基于这些原因，

尽管有的作家已经功成名就，过着安逸的生活，有的已经白发苍苍，他们仍然拿起笔，

呕心沥血，锲而不舍的写出一篇篇散文。这确实是一种不屈的精神，令人深感敬佩。 

除了客观原因和作家主管的努力，散文这一文体自身的优势也是它在八十年代兴

起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大家知道，散文的特点是自由自在，可长可短，即可叙述，也

可议论，即可写实又可抒情。它的这一特点正好适合泰华这样的商业社会里作家的写

作习惯和读者的欣赏要求。泰华作家大都亦尚亦文，文学时他们经商之余的创作，他

们的时间一般比较零碎而有限，这样一来，他们自然比较倾向于那种短小精悍的文学

形式来记载下他们工作之余的所思所想，或抒发他们的人生的感怀。从读者的角度来

看，现在的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以及各种传媒的竞争，他们往往没有耐心去读长

篇巨制，散文的短小精悍却符合他们的阅读心理，正是这两方面的结合，散文在八十

年代的泰华文坛上大放光芒。 

上面几个方面的原因，是散文复兴的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十年代出版

的散文集达到 20 多本，其数量超过了同期出版的诗歌集、小说集。主要的作品集有：

梦莉的《烟湖更添一段愁》；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湄江消夏录》、《泰国琐谈》、

《梦余暇笔》；姚宗伟的《瓦罐里开的花》、《东游随笔》、《欧游见闻录》；陈博文的《雨

声絮语》、年腊梅的《常春藤》、《泰华写作人剪影》；史青的《北游麟爪》。在不长的

时间里，出版了这么多的散文集，而且有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八十年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司马攻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作家。他和梦

莉被称为“文坛双英”。司马攻对他所处的社会现实感到不满，但是也不深恶痛绝，

所以他时不时对这个现存的社会考察和描述，更对其嬉笑怒骂。他的作品中，故乡题

材充满了温情和陶醉，以泰国为背景的题材则讽刺和温和的气氛并存。他的作品深刻、

含蓄和简洁，他喜欢表现人生大树上的根部，不是它的枝叶和繁花，总的来说，司马

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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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攻出生在泰国，祖籍是中国广东省潮阳市，他本名马君楚，写作时常常用司

马攻的笔名，所以现在这个笔名被大家熟知。他一生阅历丰富、文学天赋极高，又继

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他为人温文尔雅、谦逊平和，但是平和之中不乏幽默和俏皮。他

把文学家的纯真和梦想与生意人的务实和精明结合起来，形成了他作品理智、敏感和

犀利的风格。 

司马攻在泰华文坛上的地位，主要是他散文的成就。《明月水中来》、《人妖·古

船》以及合集《轻风吹在湄江上》、《尽在不言中》、《泰华散文选》是他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