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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骆驼祥子》与《判决》的人物比较 
 

 

 

第一节 祥子与发的身世比较 

 
祥子与发分别是《骆驼祥子》与《判决》的主人公。祥子和发都出生于农

村，属于底层人民。他们为了生存卖力劳动，为了自己人生小小的梦想努力拼

搏。祥子的 大梦想是拉上自己的车，发的梦想只是出家当个好和尚。祥子为

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断奋斗。发呢，假若有机会他的梦想很容易实现，无需费心

费力。但 终他们的梦想都没能实现，连基本的生活也不能维持下去。 

祥子从“健壮、充满希望与精神”到“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的过

程，展示了失败者的自然，揭示了社会生存的问题，也是人性的谜底。梦想与

爱情，原本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有的人只要努力付出就会过幸福的生

活。但是有的人却不同，无论怎样拼搏 终的结果也是失败。并且在失败的道

路中受了许多痛苦与折磨，祥子是后者的代表之一。梦想、情欲、爱情、一个

个地走进他生活来，车、虎妞、小福子也一个个给他留下了大伤口。说他的失

败生于他的人性也有道理，或说他的凄惨故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造

成的也不能否认。老舍有意地把祥子叙述成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生活中所

遭遇的“三起三落”都像是谜语一样，必须通过思考才能领悟。 

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认准拉车这一行，他把买上自己的车，过好车夫的

生活当作自己唯一的梦想。为了凑钱买车，他咬牙苦干，吃用都很小心。经过

三年的奋斗终于买了第一辆车，梦想着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才拉半年的车

就被北洋军阀的逃兵夺走了。祥子并没有轻易地放弃，倔强地从头开始。可是

这一次，辛苦积攒的钱又被国民党的特务孙侦探敲诈走了，买车的梦想再次成

为泡影。后来他与虎妞结婚，为了生活，虎妞给他买了一辆车，祥子又有机会

拉上了自己的车。但好景不长，虎妞死于难产，为了给虎妞置办丧事，祥子被

迫卖掉了车。这样，他始终也实现不了那个朴素的梦想。即便虎妞没有死，祥

子拉上了自己的车，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要强的他也不可能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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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的其他人物中，老马和二强子也是人力车夫，他们都有自己

的车。祥子在茶馆里初次见老马，便暗示祥子在这种社会要强算不上什么东

西。 “孩子心重，甭提多么要强啦！媳妇也走了。我们爷儿俩就吃这辆车；车

破，可是我们自己的，就仗着天天不必为车份儿着急。挣多挣少，我们爷俩苦

困，无法！无法！-------祥子听着，看着，心中感到一种向来没有过的难受。

在小马儿身上，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在老者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

来！”
18

(P88-P89)，小马后来因得病却没钱治疗死了。另外一个二强子，拉人力

车的酒鬼，把自己的女儿卖了买了车，而后又为自己打死的妻子办丧事，便把

车便宜卖给了虎妞和祥子。二强子天天喝烂醉、逼女儿卖身养活一家人、时常

回家找女儿要钱。但他所有的可恶行为，来自生活的压迫，心烦郁闷就喝酒，

逃避一切的苦难。就算祥子继续拉上自己的车，要强，要体面的生活，仍然是

个不能实现的梦想。 

身为底层农民，习惯于出力劳动的祥子，把拉上自己的洋车当成一生的梦

想，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种失误，思想狭窄，没有尖锐的眼光，即使自己

拼命拉车到老，也是会无法维持生计的。尤其在这种社会的压迫下，连买上了

车，却不能保护，不合理地失去了，几次的受委屈，接连的受打击，他梦想的

毁灭了，是导致他堕落的主要原因。 

情欲是祥子与虎妞的关系的开头。祥子与虎妞睡在一起了之后，给他的生

活增加了压迫。虽说在那种关系之下被害者是祥子，但从生理的角度来说，不

能拒绝这件事是他的情欲所造成的结果。事情发生过后，他发现虎妞已经不是

处女了，更觉得虎妞是个脸皮厚又淫乱的人，用这种肮脏的手段来故意引诱

他。祥子感到疑惑、羞愧、难过，但在不知不觉中却被“女味”所吸引：“奇

怪的是他越想躲避她，同时越想遇到她，天越黑，这个想头越来得很厉害，一

种明知不妥，而很愿试试的大胆与迷惑紧紧地捉住他的心------”
19

(P53)。在情

欲的根基上，缺乏相亲相爱的婚姻生活显然十分别扭，充满矛盾，双方都无法

得到幸福，反而都被伤害。对祥子而言，这更是一场难以忍受的灾祸。“要了

 
18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19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15

                                                

她，便没了他”自尊全没有了，他们俩之间的阶级问题令他感到，自己只是老

婆的玩物，自己不过是“在老婆手里讨饭吃”。然而无论多么折磨，有了虎妞

就等于他有了伴儿，至少有了归宿。后来虎妞的头胎大难产，残酷的社会使她

没有得到医生的救助而死去，祥子又受了一次的震撼的打击。但欲望像毒品一

样，虎妞去世才不久，祥子在夏家拉上包月车时，抗不住年轻的夏太太的引

诱，染上了淋病。 

自从祥子不幸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便跑到北平城里来做工了。从进都

城一个陪在身边的亲人都没有，非常寂寞，到后来结了婚，老婆却是“又丑又

黑，已不是处女的老姑娘‘虎妞’”。 虎妞并没有他想象中女子的温柔、善良

与清白，保守的祥子不能把她当做“心中的伴侣”。对祥子来说，与虎妞结合

是一种灾难，完全与他的理想相反。虎妞死后，小福子向他含蓄地表明了自己

的心意，愿意跟他一起过日子，她的表白不难打动祥子的心，也许本来祥子早

就看上了她。但考虑到小福子的贫苦家庭，便感到重大的负担，不能马上接受

她。只好答应“等着吧！等我混好了，我一定来娶你。”
20

(P182)但当祥子 后

回到小福子家时，二强子却因苦于生计，把她卖到了妓院。即便她沦为妓女，

祥子也还是愿意娶她的。但是也来不及了，小福子上吊自尽了。小福子的死亡

是祥子的人生中 大的打击，所以“心中完全是块空白，不再想什么，不再希

望什么。”
21

(P211)，于是变得懒惰，贪婪、麻木、缺德， 终完全变成了个一

具“行尸走肉”。 

《判决》的人物可以分成两组，用颜色白与黑来比喻是 好的象征。作者

故意把 ‘发’ 塑造成一个非常善良、纯洁、清白的人物，用来强调对比对方的

残酷、狡猾、黑暗。从角色来看，发必定是正面人物，对方也必然是反面人

物。可怕的是，发只是一个小人物，完全无力反抗，他被反面人物所围绕，慢

慢地被逼迫， 终走向死亡的道路。白色的发与灰色的祥子的不同在于，在发

的身上没有出现过爱情，也没有不可控制的欲望。发的堕落都由他人造成的，

黑暗的社会，不止害他变成了酒鬼，还让他染上重病死去。直到发成了一具尸

体，社会也没有放过他。 

 
20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21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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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发的心中只装着父亲与佛教。当他明白事理的时候，就已经成

为一个小沙弥，在一个小镇的寺庙里勤奋苦读佛教经典。虽然他年纪很小，但

他考上佛学第一级。这给整个小镇的人们带来了的喜悦，发自然也受到了人们

的赞赏。小镇的人们都觉得，发将来会是个值得尊敬、值得崇拜的好和尚。但

后来，发的父亲老了。发不能忍受老父亲卖力劳动，干苦活干杂役，便还俗帮

父亲干活，过着平静无欲的生活。直到父亲死去，发的悲剧凄惨故事就开幕

了，他独自一人孤独地应付着这个黑暗的社会带来的一切。 

“因为人们的耳软心活，给发带来了孤单的折磨”。父亲死了以后，发继

续供养着年轻但是精神有些不大正常的继母。“别勾引我的老公！”
22

(P10)，继

母“颂菘”在与拉迈吵架时的一句口误，使得小镇的人们猜疑发与继母有染，

并不断地在这个虚构的事实上添枝加叶，涂抹色彩。于是乎，发在一夜之间改

变了受人尊敬的形象，变成人们所取笑对象。人们与他断绝交往，拿他开心。

他听着又恼着，他越不承认，越引发人们对他的不满。发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

这一切，觉得问心无愧就好了。发继续劳动埋头工作，工作成了唯一使他开心

的事。可每到夜晚，劳累了整天的发想好好睡觉，流言蜚语却在他脑海里闪

现，他痛苦、寂寞、委屈、哀伤，这样的折磨使他彻夜难眠。过了一天又一

天，人们没有轻易放过发与松颂，不论他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都会变成丧

失道德的罪恶行为。发的名声也越来越臭了，人们也越来越仇恨他了。到了他

父亲的葬礼，无论发多么努力邀请小镇的人们来参加，但 终都没看到一个人

影。发伤心难过，“‘爸爸！’发呼唤着，‘大家都厌恶我，没有人来参加您

的葬礼-------’发哭泣着似乎丧失了理智‘爸我要把您火化了------’他短短续

续、自言自语地说着“我下辈子还要和爸爸在一起------ ”23 (P148)。由此可见，

人们显然完全地拒绝了他，发痛苦万分。从前发总是自愿帮助小镇里的人们和

老师们，他想得到的回报只有一个，只要他们接受他，承认他是小镇里的一部

 
22
查·勾吉迪. 《判决》[M] .曼谷：吼呐出版社，2008. 

23
查·勾吉迪. 《判决》[M] .曼谷：吼呐出版社，2008. 

 
 
 
 
 
 
 

 
 
 
 

 
 

http://www.ilib.cn/Class.aspx?Query=%E6%9F%A5%C2%B7%E5%8B%BE%E5%90%89%E8%BF%AA
http://www.ilib.cn/Class.aspx?Query=%E6%9F%A5%C2%B7%E5%8B%BE%E5%90%89%E8%BF%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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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承认他的存在，他就满意了。是不是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呢。如果我

们理解他的感受，就不难以感受到他的痛苦，他的孤独。 

自从父亲的葬礼，发就开始喝酒，用酒来逃避残酷、寂寞的世界。喝酒过

后的他什么都不怕，忘掉了自卑，没了烦恼。慢慢的，他就变成了真正的酒

鬼。发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认真工作，有负责心的发了。于

是，人们更加讨厌他， 后校长也解除了他的杂役工作。发丢了工作，现在 

“酒”成了他的生活中 可贵的东西。什么都没有的“酒鬼”，又被校长趁机

侵占他的五千二百铢存款。发向人们告状，可谁会相信一个酒鬼，更何况对方

是深受人们尊敬的校长。原本被侵占财产的发却成了中伤别人的罪犯，被警察

逮捕了。由于校长出面“说情”，发又当面道歉，这才被释放。精神上的折磨

加上酒的毒害使发染上重病，在他获得“自由”的当天晚上就死了。但事情并

没有就此结束，他 憎恨的校长成了他葬礼的主祭者。他的火化仪式是佛寺委

员会验收工程的 后一幕，他象猪狗一样成了火化的试验品。 

纯洁的发为他的不能融合的那种腐败社会，毁灭了自己的生命。传统的偏

见，世俗的眼光，不公正的判决，冷酷地造成了“一个普通的悲剧”。发的错

在哪里？从发所遭遇的事情来看，作者有意指出了，太善良的人也无法在这么

惨酷的社会生存，至少会被生活所折磨。对照的看发与围绕他的社会，就能看

到小白雪和黑泥涂， 后小白雪必然被融化或者消失。对于充满诈骗的平凡社

会，发“好”的太过度了。在这种社会被人们崇拜的却是属于“校长”那一种

类的人。不自私，不会骗人的发与他们有着具有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给发带

来了一场大灾祸。 

根据祥子与发的身世会发现，当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与社会斗争时，

他们俩都没了父母，身边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为了生存单独奋斗。两位作者

的描写都以“个人与社会”作为题材，但还有一点不同，查·勾吉迪批判的对象

是冷漠的社会，老舍他不止批判社会，同时还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发是善良清

白的人，被冷漠的社会所淘汰的他，到死还坚持他的美德。但开头单纯的祥

子，却被社会所吞噬，放弃了生活自甘堕落，纯白变成灰黯。人是社会的一部

分，人生活在社会中，难免会受到社会的制约。人生的道路，是由社会环境、

社会的地位，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祥子与发的悲剧，是复杂的社会环

境造成的。他们的残酷的遭遇也是那个黑暗社会的产物。 

 
 
 
 

 
 

http://www.ilib.cn/Class.aspx?Query=%E6%9F%A5%C2%B7%E5%8B%BE%E5%90%89%E8%BF%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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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祥子与发的性格比较 

 

我们常见的男主角大部分是英雄的形象，具备美好的品质，比如勇敢、善

良，有让人羡慕的结局，能够引起读者爱慕之心。还可见另外一种，文章开头

人品恶劣，但通过真实生活的教育，后来就变好了，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

然，在现实主义小说里，这两种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必定不属于底层人民。在真

实的世界里，太善良、单纯的底层人民，几乎不能在这种社会里好好过生活，

这个世界往往不需要太善良、太单纯的人。为了增强对生活的抵抗力，健康地

与真实的社会去斗争，我们必须要了解社会的真实，领悟人性，看穿人生。 

为了增添《骆驼祥子》的教育意义，老舍把祥子描写成一个很复杂的人

物。来自农村的祥子到城市谋生，他具备了农村人老实善良的品质，他保留着

农村哺育他教养他的一切，小说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绘祥子的内心世界。当他

在曹府拉车，不小心翻了车，车给碰坏了，曹先生也给摔伤了，祥子引咎辞

工，情愿把车退给主人作为赔偿，表现了他的责任心。在严寒夜晚的小茶馆

里，他买羊肉包子给老马祖孙俩吃，也显示了他对困苦的人的深切同情。这些

都描写了祥子的美好品质，但好像这世上没有谁能够一直做个好人。在城市里

生活了一段时间，接连受到了几次的失望与打击之后，祥子变了，变成了完全

相反的人。后来的他，不得不拉车却又厌恶这样的生活，为了几个钱可以出卖

别人的性命。他变得懒惰、狡猾又爱占便宜，小说结束时，他就完全变成了

“一个行尸走肉”。 

当祥子还热爱生活，积极去奋斗，充满精神怀抱着梦想时，买车的过程遭

遇的三起三落都没有让他放弃。由于生于农村，他有着农民的思想，车夫拉上

自己的车等于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买车变成了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理想，车是

他的一切。不管多么累，不管受到人们多么的白眼屈辱，为了实现买车的愿

望，他拼命苦干，不停的拉扯挣钱，小心按照计划积聚钱。这些都足够显出他

倔强、坚韧、耐劳的性格特征。但作者同时揭示并批判了祥子自身的固有的缺

陷。他不合群，别扭，自私，爱体面，在没有公道的社会里，穷人为了维持个

人的生存被逼迫，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脆弱，于是走向堕落。钱会把人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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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的社会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作者生动地写出

了社会下层在经过了无尽的悲痛后，把对于社会的不公愤恨，转嫁于金钱之

上。其实，罪恶的不是金钱，而是不健康的心理。也正是这种扭曲的愤世嫉俗

刻画出社会的悲哀，人性的悲哀，组成了一幕社会的悲剧。 

祥子性格特点是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他爱体面、好强，从他与虎妞

的争论可以看出来。自从虎妞到曹家去找他，欺骗祥子说自己怀孕，祥子就在

心里盘算，娶了虎妞用她的钱买了车去拉。虽然用老婆的钱有一点不体面，但

想到他与虎妞之间的特殊关系，也觉得无可厚非。但让他去接受刘四爷的帮

助，掏刘四爷的钱吃饭，他做不到的。“他没想到虎妞还有这么一招。把长脸

往下一拉呢，自然这的确是个主意，可祥子不是那样的人。-------赶到别人给

你钱呢，你就非接受不可；接受之后，你就完全不能再拿自己当个人。你空有

心胸，空有力量，得去当人家的奴隶：做自己老婆的玩物，做老丈人的奴

仆。”
24

(P136)祥子与虎妞的不同性格以及想法，总是矛盾，引起多次冲突。 

多次受到被现打击得粉碎，接触了几个车夫的生活故事之后，祥子改变了

想法，有了新的思维。“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要强有什么用

呢”
25

(P208)。从此，祥子彻底崩溃并堕落了。他吃、喝、嫖、赌、偷奸耍滑，

他彻底成为了城市的垃圾。他没有回到曹先生那里，却变着法去串宅门骗钱

花。怎么样能占便宜，他就怎么办。多吸人家一支烟卷，买东西使出个假铜子

去，喝豆汁多吃几块咸菜，拉车少卖点力气而多挣一两个铜子，都使他觉得满

意。为了一点赏钱，他还出卖了阮明。 后，祥子的信用丧失得已赁不出车

来，他的病也日渐严重起来。于是，他又靠给红白喜事做杂工来维持生计，他

成了以个还有口气的死鬼。 

祥子性格的变化来自整个社会的沉重压迫。他身上本来具有的优良品质，

没能使他在这种社会拥有幸福生活，让他过上理想生活，反而不断的迫害他，

不断的逼迫他去承认，出卖劳力底层人民永远不能过好日子。终于资本主义社

会的真实就染上他，他 终变成了在这种社会能生存的野兽。他为了存在什么

 
24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25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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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做，不顾了体面，不管了要强。自私的他，不幸的他，就是“社会病胎里

的产儿”
26

(P224) 

从上面能够使我们深切地看到，社会与个人具有紧密的关系。《骆驼祥

子》中的祥子是抗拒不了社会的，所以被社会吞噬。但《判决》中的发，虽然

也无法抗拒逼迫着他的社会，但他始终保持他的好品质，没有伤害过谁，没有

骗过谁。他的心里还是清白的，但发的清白必须用生命来换取。可见，对这样

的社会来讲，发的清白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发的生命也同样没有什么价值。 

“孝顺”是发 美好的品德。他是个很孝顺的孩子。虽然他的理想只是想

当个好和尚，但因为看到年龄大的父亲独自劳累，就不能安心看下去，还俗做

个平民帮助父亲干活。他去当兵，把所得到的酬金全都拿给他父亲。无论父亲

怎么把钱浪费花掉，他一点儿都不提。后来父亲与一个精神不大正常的大姑娘

有了关系，带她回家当发的“继母”。人们都说发的父亲“人老心不老”，孝

顺的发也没有一句埋怨父亲的话。只要父亲感到幸福，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三

年后，父亲去世了，这算是发的人生中的 大的失去了。 

从他与继母有不正当的关系的流言蜚语传出去的那天开始，就有人表示出

对他的厌恶。厌恶他的原因就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深信流言，所以讨厌他不道

德、兽性的行为；另一种是嫌发嘴硬，不好好承认他与继母已经发生了关系。

有的人当着发的面不停的提问，不停地催促发赶快讲出与颂菘睡觉的情节。发

很心里清楚，只要他愿意满足他们的渴望，告诉大家他与颂菘真的有那种关

系，事情就不会变得这么严重。但他的诚实性格使然，他不能欺骗自己、欺骗

别人，他也不会做下对不起父亲的这种事。他能做的只是等待人们相信他是清

白的那一天。 

因为对父亲的孝顺，加上对颂菘的同情，使他不能赶走松颂。他的决定不

免让小镇的人们的分外关注，即使发生了流言蜚语，即使不能保全自己的名

声，由于他善良的心，使他坚定地继续接受供养松颂。发是具有人性的人，总

是这么善良。有时想保护自己，想证明自己的清白赶她走；有时可怜她，不忍

 
26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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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看她受苦。他不知道如何做决定，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不断的冲突与矛盾困

扰着他的心。 

小说使我们了解到，发的人生目标是被大家承认与接受的。他想成为社会

的一部分，被人们注重，被人们尊敬是他想当和尚一个重要原因。他曾经跟凯

大伯喝酒，喝醉了后向凯大伯倾诉，在迷糊中埋怨父亲，怪父亲使他不能出

家。假如他能出家，他一定会认真学习佛教经典，一定会在一个雨季里把巴利

文佛曲攻下来。他还想到曼谷去深造，得个“玛哈”再回到他的小镇寺庙。但

在真实情况下他放弃了他的梦想，埋头做杂役的工作，为大家服务，希望得到

人们的喜爱。父亲的葬礼那天，他连一个小镇的人的身影也没看见，发所得到

的回报太残酷，如果读者理解他这一点，就会感受到他的痛苦。 

发为了逃避痛苦而喝酒，直到上瘾，这显示了他软弱的性格。他经不起所

有的打击，不够忍受所有的痛苦。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寺庙里的他，完全没有对

真实世界的抵抗力。充满道德的他太脆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抗这么恶脏的

社会，也没有勇气跑到别的地方去谋生，只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逃避一切。父

亲葬礼的当天，酒就走进了他的人生，不久之后他的生活中酒就成了再也不能

缺少的一部分。它是发的好朋友，每天跟着他、倾听他、安慰他， 后也是酒

带给他死亡。发的悲惨死亡，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发怀抱着美好品质死去

了，始终腐败的社会没能控制他，没能改变他，但是反观，发死亡也没能让那

个无可救药的社会清醒。 

 
第三节 祥子与发的命运比较 

 

命运指关于人的生死寿夭 ，富贵贫贱，吉凶祸福等命中注定的平生遭遇。

祥子和发具有共同的可怜虫的命运，从他们出生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出

生于社会 底层的他们，长大了就成为了 底层劳动者。人为何生于不同的阶

级就要遭遇不同的幸福痛苦，究其原因，只能说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不讲道

理不讲公平，命运就是这样的捉弄一切。通过研究祥子与发《骆驼祥子》与

《判决》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世，我们不难发现，命运与社会的 大相同在于

个人无法反抗它们，越反抗它们越会留下更大的伤口，承认与忍受也许是 好

的出路。因为祥子所处的社会，是中国二十年代的社会。当时的北平，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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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风吹雨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法抗拒，不统一的政治不能维护社会安

稳。中国人民的死活由命运来决定。而发呢，他的倒霉在于围绕着他的人们，

他们的心底冷漠，假仁假义，这样的社会不能靠讲道理而存活。由于他们的悲

剧命运，所以他们俩只有两条路可选，凄惨地活着，或者悲惨地死去。 

祥子的人生过程，分为两大阶段，一个是努力向命运作抗争，祥子开始的

奋斗有我们欣赏的一部分，但后来的放弃和堕落，则让人惋惜。从一个朝气蓬

勃的人，变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和淘汰的人。这样的转变符合当时社会情况，

封建迷信思想的盛行，让屡受挫折的祥子终于屈服于这种思想，由“认命”到

放弃， 终沦为了行尸走肉，后者就是祥子生活的第二阶段。 

《判决》中的发打死一条狗的情节，是作者查·勾吉迪运用被打死的那条

狗来象征发的命运。那条狗不知不觉的被人们认为是疯狗，会给他们带来危

险，该被打死，人们的猜测，把那可怜条狗送上了死亡的道路。这如同这个孤

苦一生的他，具有到死都不为人理解的命运的写照。发的人生悲剧，是人性的

黑暗，人们的偏见以及冷漠无情的社会所造成的。切断世界上美好花朵的黑

手，终将发带进了不见天日的黑暗。作者活灵灵地将善良的失败，悲惨的命运

展示在我们面前，来讽刺吃人乱世的现象，使人感到更为可悲的是人们的不觉

醒。他们愿意恶劣胜于良善，无愧地压迫孤苦的发，直到他找不到任何的出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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