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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在于反映社会的现象，人间社会的现实就具有人的渴

望与欲望所为造成了社会的复杂故事产生了喜乐与悲剧。悲剧故事的主人公往

往是躲在底层社会的劳动者,他们的困苦不只是来自生计问题，社会的残忍是他

们艰难的因素。他们是小人物，没有大梦想只要过正常人的生活，但始终被排

斥被拒绝，在吃人的社会中他们失败了。假如没有现实主义小说反映这些社会

的问题，这种现象就被人们冷酷地对待，把它当成普通的现象。 

唤醒人民意识的工具必须真实，现实主义小说的构成要素有人物、情节、

环境、语言。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特点是：深入细致地刻画人物性格，人物性

格既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又有丰富性，真实表现人物、命运发展的轨迹。由前面

的构成作品才具有提倡问题的功能，优秀作品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通过作品的

生动叙述引起读者的同情，使他们更加关注社会问题。 

《骆驼祥子》这部小说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

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

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泰国作家查·勾吉迪的长篇小说《判决》一书(1981 年出版)在泰国文坛影

响较大,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赞扬,文学专家素帕·沙瓦迪拉称这部作品“美丽

得像一座刚刚落成的建筑物或雕像”,它挑战式地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其中的价

值.1982 年获东南亚联盟文学奖。查·勾吉迪以社会 底层的普通人为主要描

写对象,以犀利的笔触深刻剖析了泰国社会现实,使作品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

思想内涵 

    由于上面的两国的现象使笔者对《骆驼祥子》与《判决》产生研究的兴

趣，尤其男主角悲剧的共同点与异同点，小说对中泰社会问题的的反映、小说

内容上是否真实、对底层人民有益如何、读者是否同认等方面。笔者希望本题

目应该体现出他们作品的价值及现实主义小说对社会的意义，同样希望对两国

的社会历史尤其底层社会上更加了解，希望能够对在研究现实主义小说与社会

方面的学员提供有益的研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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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骆驼祥子》与《判决》的创作比较 
 

 

第一节     创作背景的比较 

 
老舍的《骆驼祥子》与查·勾吉迪的《判决》分别是中国与泰国的一部名

著，这两部小说的作者都用他们犀利的目光，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大胆揭示

了社会问题的真实面，体现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两部作品的相同之处在于

都是现实主义小说，当然没有两部完全相似或完全相异的作品，不同历史、文

化、背景与习俗创造了不同的现实主义小说，因此《骆驼祥子》与《判决》从

大体上看，所看到的就是中国与泰国的掠影，再仔细一点看，就能看到 30 年代

的北京与 80 年代泰国的一个小镇，再更仔细看，就能看到 30 年代的北京人在

拉洋车，80 年代的泰国农民在过宋干节，这些不同的地理，民族与时间再加上

不同的文化给了作品的不同的素材来源。虽然写作的工作运用的工具不多，只

有纸和笔就能够显示出小说的内容来，但那些文字的背景与来历都存在不少故

事，不比那些小说的内容少。一部被读者们或者文学专家们赞扬的、充满价值

与创新性的文学作品，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研究的，例如作者的思想根源与灵感

的来源等。 

出生并成长于北京的老舍先生，在代表作《骆驼祥子》中深刻地表现了他

对北平的感情，同情北平底层人民的感情，这一切都是真、情、清，创作的灵

感源于中国人民在战乱时期的苦难生活与因阶级关系所造成的不公平的社会现

象。中国 30 年代一个拉洋车师傅的故事是《骆驼祥子》的题材，揭示出底层的

劳动者无论多么努力地工作生活都无法获取幸福的问题。老舍把北平作为《骆

驼祥子》的背景，那时的北平是今日的北京——中国的首都，里面充满着复

杂、阶级、幸福、苦难等。城市的命运导致人民的命运，像两条同行的平行

线。 

根据历史上的记录，19 世纪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北京，不断地被风吹雨

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法抗拒，不统一的政治不能保证社会安定。中国

人民的死活由命运来决定，幸福与稳定太理想化也太遥远。从 19 世纪后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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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日本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直至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为了实现侵占全中国

的企图，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进攻北平。已经遭受严酷的自然灾害的华

北，在战争的摧残下愈发地无力反抗，全民族的艰难与贫苦，在悲剧性的不断

上演。 

1936 年初，“老舍听一位同事讲起一个人力车夫三起三落的遭遇以及另一

个车夫被军队抓走，逃出时偷偷捞回了三匹老骆驼的故事。”
1(导读P2)，加上老

舍自幼所见旧北京下层社会的生活，种种画面活跃在他脑中，使他产生写《骆

驼祥子》的念头，并开始收集资料准备《骆驼祥子》的创作工作。《骆驼祥

子》开始在《宇宙风》第 25 起连载，作品刚载一半，全面抗战就爆发了。在抗

日气氛的影响下这部作品引起了不少人们的注意。后来老舍得到了文学评论专

家“赵圆”的称赞“小说家的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 重要的贡献，是他对市

民阶层、市民性格的艺术表现和对于中国现代小说民族化的独特道路的探

讨。”这些称赞十分恰切。老舍先生十分用心地创作《骆驼祥子》“我要观察

的不仅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那些小事情

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

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动社

会。”
2(知识连接  P2) 

《骆驼祥子》的主要内容与北京当时状况有直接关系，所以小说要反映的

是北平的 20 年代的重要问题，小说里的人物遭遇的战乱与艰难贫穷，全都是中

国当时的政治动乱与经济萧条所造成的，这一点与《判决》的创作背景有所不

同。 

八十年时代的泰国正处在发展国家的阶段，在 1967-1972 年间，泰国计划

建路到农村，强调发展繁荣农村，这一政策把汽车、电器和通达的公路送到了

农村。《判决》在 1981 年创作，那之前发展中的泰国社会变化迅速，人民的生

活水平提高，泰国农村地区人们的生活、思想与心理也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查在《判决》中也反映到了 

                                                 
1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导读）[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2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王海波编辑知识连接）[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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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学校里又添了一座新房子，学生又多了起来，学校

扩大了，别的地方的学生纷纷到这儿来上五年级到七年级的学程。佛寺后面的

公路已经开通，运输公司的汽车来往不断，直通省城和曼谷，小镇也渐渐繁荣

了起来，有消息说，不久以后电就会通到这里来了。佛寺里，有些僧舍被拆除

了，为的是修建泰国古代式样的新房子。曼谷人所赠献的黄袈裟和来带礼物的

僧衣陆续出现在寺里因为交通方便多了。”
3(P14-P15) 

自从七十年代两次政治事件以后，泰国平静下来，已经没有革命斗争的现

象了，泰国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通俗小说，“为人生，为人民”的作品渐渐消

失。泰国文坛在徘徊，找不到光明地仰望着。查·勾吉迪的贡献是他突破了现实

主义的老框框，在选材上大胆创新，这不单使他自己的作品有了一个新的境

界，也给文学界以优异的启示。1981《判决》为他带来创作生涯第一高峰，被

视为当代泰国小说进入成熟期的代表作。 

由于查·勾吉迪是龙仔厝府人，生长在小镇上的查深刻地观察泰国农村的生

活，同时也了解农村人的信念与文化等。为了能够在曼谷上高中，查曾住在寺

庙当过庙童，这一生活经历增加了他对佛教的了解和理解，成为他后来创作的

主要素材。上高中期间，查·勾吉迪对文学格外感兴趣，渐渐萌发了当作家的愿

望。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作品《流氓学生》在学校的期刊上刊登。在上工艺学

校时查·勾吉迪开始接触西方文学与西方哲学，这些对查·勾吉后来创作的构思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使查·勾吉迪的代表作《判决》的题材远离腐朽，揭示了我们

没察觉到却隐藏在生活之中且天天上演的问题，引起读者的思考。 

“自然灾难是一种可怕的灾难，给人类带来艰苦的灾难，但这种灾难在某

时某地偶尔发生，与人类制造的灾难不同，后面的灾难更常见、更残忍，默默

地插入。可这些灾难太平常了，我们一点都不察觉。我经常被问，为什么我的

作品才充满了哀伤，我不能给答案，但我想反问，难道我们的今日的人间是那

么舒适愉快的世界吗? 我的作品不是悲观作品，但我拿我们世界悲观的角落来

提醒我们人类，为我们意识到我们人类有意或没有意的互相伤害。”
4
(P6-P7) 

                                                 
3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4
查·勾吉迪 ：《判决》[M]，曼谷：吼呐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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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所以创造出《判决》，主要目标在于向读者揭示社会问题，当时泰

国社会物质文明在不断地发展，但精神文明却危机重重，人们的公平、宽容与

人道意识日渐淡化，就连人们 崇尚的佛教信仰也无法帮助人民从这种状况中

解脱出来。 

综上所述，便是老舍产生创作《骆驼祥子》的灵感，老舍便由此开始收集

资料。而查·勾吉迪的灵感在于它对泰国社会的观察，慢慢地积累素材、构思并

选择题材写成《判决》，是一步步逐渐积淀而成的。除此之外，《骆驼祥子》

与《判决》的内容都与当时国家状况有直接的关系，主要题材都有反映底层平

民生活的作用。 

在世界上的不同角落、不同状况与时间的条件下各有自己的问题，除了对

我们人类有巨大影响的自然灾难以外，对我们人类有着更强大的损害力的是由

我们人类自己造出来的灾难，例如从战争的破坏，导致经济萧条与政局动荡，

使得我们的地球家园混乱肮脏，使得人们难以幸福地生活。为了唤回我们的亮

静的世界，文学发挥了它们的作用。 

 

第二节    创作思想的比较 

 

老舍与查·勾吉迪都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在学习过程中吸取来

的营养，不局限在文学的艺术方式上，汲取得更多的应该是思想与哲理，老舍

先生曾多次提及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对他的影响。1924 年至 1929

年，老舍在伦敦把精力主要用在教书上，而业余和假期则到图书馆开始写小

说。而查·勾吉迪在上工艺学校期间 欣赏的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  与让-保

罗·萨特的小说。有些泰国文学家认为，查·勾吉迪的文学作品是在两位作家的影

响下创造出来的，尤其是以“个人与社会”为主题的小说，例如《判决》、

《走投无路》、《腰刀》、《失败者》与《水中漂起的烂死狗》。 

老舍从小接触的就是下层平民的生活，在旧北京的大杂院中长大的老舍很

痛苦地维持艰难的生活，下层平民们包括老舍都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人

们为了 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而这种劳动力的出卖往往是以一种

痛苦的贱卖形式进行的。这种现象，这种苦痛的滋味，憋在老舍的心里。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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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26 岁时去伦敦教书，教学之余，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受到英国批判

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影响，才使得老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小到大

一直接触着的那种生活、金钱与人性，得到深切地觉悟，激发了他酝酿已久的

灵感，至此，他开始写小说。他说“我是读了些中国文艺之后，才决定也来实

施自己的笔。”
5
（P398）他的第一部作品是《老张的哲学》。 

老舍的觉悟带来了运用文学来批判社会与反映社会的意识，老舍以现实主

义小说与悲剧手法创作他的小说。《骆驼祥子》是很突出的例子，尤其通过他

所塑造的人物，反映出了所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例，个人主义：“他的命可

以毁在自己的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了什么。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

灭个人，这是个人的两端。”
6(P215)祥子的别扭反映了当时严重的个人利己主

义等问题。刘四爷的传统概念与虎妞的变态情欲揭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社

会问题。祥子的三起三落、小福子与家庭的遭遇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残忍，

祥子出卖的是体力，而小福子出卖身体，报酬是艰苦与死亡。还有祥子与虎妞

的婚姻生活，祥子与小福子的关系，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钱比感情重要，

生活的艰难逼着人们忘掉爱情。 

《骆驼祥子》是这样一个故事：祥子——一个曾经是那么要强的头等车

夫， 后却还是没有挣扎出悲惨的命运。人生并没因为他的要强而多给予了他

什么，大兵、骆驼、曹宅、孙探长、虎妞、小福子……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没

让他逃脱车夫的 终命运。“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

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只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

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

末路鬼！。”
7(P224) 

由上面可以看出，老舍批判北京二三十年代动荡的社会是推祥子走向绝望

的根源。老舍先生把经不起苦难的祥子比喻成“骆驼”，虽然骆驼是那么的强

大、健壮、坚忍，但这些优秀品质总还是有限度的，骆驼劳动过度也会累，甚

                                                 
5
老舍.《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z]，传引易新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中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1. 
6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7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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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累死，所以祥子的人生与骆驼 相像。活力又充满希望的祥子 终就成了

“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他所生存的那个社会太恐怖，牵引着他的命

运 终走向残忍。 

祥子老实、善良、固执、要体面、不合群、别扭、自私的性格，使祥子

“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是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这也是老舍同时

揭示和批判的祥子自身的固有的缺陷，他把这些性格集于一身塑造了祥子这样

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不少人也具有祥子这种性格，我们这样的人聚在一起，

才形成了这样的社会——自私的、阶级的、无同情的、残忍的、没有温暖的冷

酷的社会。 

查·勾吉迪在被采访时说“别轻易地判断别人”是《判决》的核心，所以说

查·勾吉迪向读者提出的观念是“不论犯错或没犯错，个人的立场往往受到社会

的偏见与社会的判断的伤害，给个人带来孤单的折磨，甚至全身心受了伤。”

在这本书的前面作者有一句题词，称它是“人们正常的、冷酷的制造出来并施

加于人的一个普通悲剧”，
8
(P8)由此，作家的主要思想便具体起来了。 

《判决》里还有几段内容反映了作者的主要思想。 

“发一边洗着澡，一边翻来覆去想着被他打死的那条狗——他不是疯狗

吗？如果不是疯狗就不该一命呜呼，我为什么把它当成疯狗呢？那是校长说

的，但校长怎么能肯定它一定是疯狗呢？可能是从他的样子，嘴里淌着黏涎、

来尾巴所得出的结论吧。如果这条狗是人，那就等于是处死一个无辜之人，但

它不是人！别再想了，算得了什么。”
9(P87) 

其实这条狗的命运正是发的命运的写照，这条狗所碰所遭遇的结终，难道

发能逃避吗？再看作者对发的命运构思。 

“村民们的结论实在草率，谁也没有亲眼看见我颂菘做过那种事，为什么

他们一口咬定而且深信不疑呢？从前他们喜欢我、称赞我，可现在他们却憎恨

我、嘲讽我，好像过去的我已经死了，留下的只是个无可救药的新的我，可是

我的为人并没有变啊！他们是凭什么来判定的？只因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同

住在一个屋子里，就非得做那种事不可吗？或者换作是他们自己，他们必定会

                                                 
8
查·勾吉迪. 《判决》[M] .曼谷：吼呐出版社，2008. 

9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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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吗？唉，算了！谁想说就让他们去说吧，反正我没有做过他们说的这些

事！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
10

(P45) 

“还未过午，发的死讯便传遍了小镇的大街小巷，人们又把他的罪恶翻腾

出来，大加挞伐，无休无止。好像发并不使人留念，他的死讯并不令人疼惜，

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丝毫的悲伤，反而对许多人来说，带来的是莫大的快

慰。”
11

(P315) 

由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在批判偏见，批判发的社会。从关于发的流言

蜚语被传出去后，发的生活就开始被人们所关注，人们痛快地编造着发与颂菘

所做的超乎想象的男女之事，用于茶余饭后的取乐。虽然发的故事给他们带来

娱乐，但发并不能因此而逃脱被这种社会拒绝甚至遗弃的命运，他们说发与颂

菘的事不是人可以做的，小镇的人们难以接受发。在这种情况下，发因为自己

没有犯任何错，而被人们批判惩罚，每天都过得非常抑郁、难过，便用酒疗

伤，从而变成酒鬼， 后像那条狗一样悲惨地死去，结束了一个没有价值与意

义的生命。人们却因此再次有了娱乐的资本。 

自从有了当作家的愿望，查·勾吉迪就不断阅读品尝着无数作家的作品，尤

其是阿尔贝·加缪  与让-保罗·萨特两位法国作家的作品，学习多了，查·勾吉迪

就有了对人类与社会的奇特思想，他详细观察人的心理、社会的变化。查·勾吉

迪所积累的素材，使《判决》的风格和题材与其他作家的作品不同，《判决》

对人类的偏见及心理阴暗面的反映，加上悲剧的艺术手法，成功地打动了读

者，读者不能拒绝《判决》的真、作者的情，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上这种故事确

确实实地存在着。 

此外查·勾吉对泰国农村的社会变化也有感想，这反映在小镇的电、路和车

的到来，小镇的人们开始更注重物质，而忽视人与人的平等，愈发崇拜有钱或

有地位者。由于城市式的繁荣的进入使农村的原本社会渐渐破灭，是《判决》

的另一个构思。由于新开通的公路、电气、新学制、学校地位和校长势力的提

高，佛寺慢慢地失去了社会核心的地位，校长开始代替方丈，电影开始代替戏

剧，汽车开始代替牛车。在这些繁荣进入的同时发的命运慢慢地走向毁灭。 

                                                 
10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11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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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主要提出的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问题。按照让·雅各·卢梭的理论

“人性本善但被社会染成恶劣”，祥子与发被罪恶的社会所吞噬，个人的社会

抗拒着他们，他们就无法生存，个人无法反抗社会。在缺乏正义和自由的社会

里，个人的独立仅是美丽的梦幻而已，无论是祥子的三次落泊、祥子的爱情故

事（她与虎妞的结合，小福子的毁灭）、祥子不能实现的梦想，还是因流言蜚

语而导致的发的悲惨命运，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骆驼祥子》与《判决》的主

题都是个人与社会的存在的问题。通过这两部生动的作品就能明显的看出反映

社会与改善社会是两位作者的共同主要目标。 

 

 

第三节 创作语境的比较 

 

作为一名作家，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家，老舍与查·勾吉迪都意识到自己的任

务，或者可以说因为他们看到社会的黑暗就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拿起

笔来反映社会。写社会的真实是埋在他们心里的信念，运用文学手法来揭示社

会的丑恶是他们的自豪。 

对于北平，老舍有一种特有的深刻的感情，因为关怀才担心，因为关心才

观察，因为爱才不能忍受北平的堕落。有一位文学专家说过，在北平出生在北

平去世的老舍不管在哪里，写出来的作品都是写北平。在《骆驼祥子》中老舍

就这么写北平“太阳西平了，河上的老柳歪歪着，梢头挂着点金光。河里没有

多少水，可是长着不少的绿藻，像一条油腻的长绿的带子，窄长，深绿，发出

些嫩腥的潮味。河岸北的麦子已吐出了芒，矮小枯干，叶上落了一层灰土。河

南的荷塘的绿叶细小无力的浮在水面上，叶子左右时时冒起些细碎的小水泡。

东边的桥上，来往的人与车过来过去，在斜阳中特别显着忽忙。仿佛感到暮色

将近的一种不安。这些，在祥子的眼中耳中都非常的有趣与可爱。只有这样的

小河仿佛才能算是河；这样的树，麦子，荷叶，桥梁，才能算是树，麦子，荷

叶，与桥梁。因为他们都属于北平。”
12

(P31)虽然在老舍的描写下看到与感觉到

的人是祥子，因为这座城市给从乡下来的祥子工作、给祥子吃住，祥子就觉得

                                                 
12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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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可靠和可爱，但实际上真真切切地看到感受到这一切的是老舍，牢牢记得

北平的是老舍，因为北平给了他生命，给了他难以忘怀的少年生活。 

老舍的作品的特殊在于“京味”。我们将描写北京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

称为“京味文学”，老舍的“京味”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他个人精神气质、文

化根底的自然流露。
13

（知识连接P4）《骆驼祥子》的京味源于老舍对市民语言及

民间文艺的热爱与熟悉。老舍对地道的北京话的熟练驾驭与运用使他被称为

“语言大师”，《骆驼祥子》大量应用北京口语、方言，还有些老北京的风土

人情的描写，读来亲切自然、朗朗上口，是现代白话文小说的经典作品。老舍

对人物的塑写具有自己的主张，“表现什么应用什么语言，一个学者与一个车

夫的言语是不相同的，便应当用于车夫所用的语言去表现”
14

（P149）老舍语文

教育。例如车夫聚集在小茶馆里的情节。 

“天极冷，小茶馆里的门窗都关得严严的，充满了煤气，汗味，与贱臭的

烟卷的干烟。饶这么样，窗上还冻着一层冰花。喝茶的几乎都是拉包月车的，

有的把头靠在墙上，借着屋中的暖和气儿，闭上眼打盹。有的拿着碗白干酒，

让让大家，而后满满的喝，喝完一口，上面砸着嘴，下面很响的放凉气儿。有

的攥着卷儿大饼，一口咬下半截，把脖子撑得又粗又红。有的绷着脸，普遍地

向大家抱怨，他怎么由一清早到如今，还没停过脚，身上已经湿了又干干了又

湿，不知道有多少回！其余的人多数是彼此谈着闲话，听到两句，马上都静了

一会儿，而后像鸟儿炸了巢似的都想起一日间的委屈，都想讲给大家听。连那

个吃着大饼的也把口中匀出能调动舌头的空隙，一边咽饼，一边说活，连头上

的筋都跳了起来：‘你当他妈的拉包月的就不蘑菇哪？！我打他妈的——

嗝！——两点起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竟说前门到平则门——我拉他妈的三个

来回了！这个天把屁眼都他妈的冻裂了，一劲的放气！转圈看了大家一眼，点

了点头，又咬了一截饼”
15

(P84)。 

由于泰国 80 年代的大部分读者都喜爱读通俗小说，且比较喜欢爱情题材

的小说，使当时泰国的文坛大量地生产出通俗小说，不同群写出别的题材的作

                                                 
13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王海波编辑知识连接）[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14
老舍.《戏剧》（老舍文集）[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5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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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肯定不受读者的欢迎，虽然有这样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查·勾吉还坚持当现实

主义小说的作者，继续创作有价值，值得思考探索的作品。大多泰国作家不能

把作家当职业，不能用作品解决温饱问题，所以他就有另外能赚钱的工作，牛

皮鞋生意使他不用担心生活费用的问题。因此使查·勾吉不考虑小说的卖量，专

心投入写《判决》，1982 年《判决》获得了东盟文学奖，从此之后，就愈发受

读者们的欢迎，到现在《判决》出版了不少于 42 次。 

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在写《判决》之后，查·勾吉的作品具有运用象征手

法的特点，例如《腰刀》运用人吃人的象征手法，来比喻阶级社会的现象，但

这部作品受到专家的批评，“在哲学的残酷与物理的残酷之间也许作者糊涂

了，运用文学来启发读者对于社会平等的意识有繁多手段， 好的手段不必是

激烈的手段，要痛快地提出人吃人的社会也不必真正地绘画人在吃人，文学

既具有艺术的语言，在激烈的语言上文艺必须保持审美”
16

(P164)。《腰刀》是

查·勾吉迪在 1984 年完成的作品，这篇评论也有不少道理，作者描绘餐桌上放

着人肉在被人用腰刀切着吃，使读者对《腰刀》难以接受，通过这种象征手法

也不能使读者理解作者要表达的含义，更不能使读者对社会问题产生救助的意

识，但在 1980 年写成的《判决》显然是一部满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判决》

里也运用象征手法来表达，含蓄性很高，同样的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却能使读

者越看越入神，不得不跟着小说思考他的含蓄内涵。在文学上《判决》有一定

的成功，在叙述上查·勾吉迪精细的好像在绘画，慢慢地一笔一笔地描绘好像是

在慢慢地上色似的，加上曾经上过工艺学校的他有跟艺术家一样的灵魂，作品

使读者深受陶醉。 

《判决》中的浓厚哲理与社会观，运用悲剧手法来展示，悲剧往往是将美

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产生出悲剧的效果。或者可以说这两部小说都

运用失败审美的手法，失败审美的价值在于这种手法能使读者对悲剧小说产生

深刻的印象，启发读者观察社会，面对真实的社会。《判决》中的失败审美有

两种形式，即人物的失败与社会的腐败。在《判决》中，主人公（发）死亡前

后的描写，成功的营造了悲剧气氛，激起了读者内心的情感，让读者自然而然

地同情发，并深切感受到感到社会的黑暗。 

                                                 
16
杰达纳·纳卡瓦查拉.《二十五年东盟文学奖》[M].曼谷：泰国文学公会，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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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喊着颂松，她只是看了看他，他用一息尚存的意识，对他说着话，声

音极其轻微 

“你------离开------这里------，别在------这里------住了。” 

她对发的话已经习以为常，她没有说什么，继续整理者蚊帐，把蚊帐放好

以后便钻进去睡觉了。 

法的呼吸又细又弱，身子微微地发抖。 

“‘------冷------’ 

他嘴里吐出这细微的声音，他是在跟谁说话？他已经不是孩子了，如果是

和父亲睡一起睡在戏棚里的孩子，那么父亲会给他盖上被子，而且会伸过手来

搂着他，他大概不会觉得冷了。可是他已经长大了，一个人睡着，谁能给他盖

上被子呢？ 

他又呕了起来，鲜血从嘴角流出，流过面颊，颧骨和脖子，两个鼻孔同样

也流者血。他身体颤抖得很厉害，时而猛然抽搐，弄得整张竹床摇动着，脚乱

动手乱抓，好像在跟死亡的黑影作 后的决斗。 

挣扎和抽搐消失了，他静静地躺者，还剩细微的一口气，安静的时刻快要

到了。 

死亡的翅膀紧紧环抱着他，它的嘴慢慢地啄食着发的意识， 后一息生存

的意识正在离发而去。 

发的身体猛地一抽，双眼亮晃晃的张开了，他好像看到了天际中十分可怕

的东西。 

发死了-------。 

发这个人死了------”17
(P300-P301) 

作者为发的人生的结局，精细地塑造，为告别凄惨的人生，塑造了残忍的

死亡。虽然在小说里发就是失败者，但《判决》里的这个失败者，使《判决》

获得了成功，展现了《判决》的价值，向社会展现了文学发挥的作用。 

 
 

 

                                                 
17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第 300-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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