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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骆驼祥子》与《判决》的社会学意义比较 

 

 

《骆驼祥子》与《判决》都是现实主义小说，这两部作品的作者都运用悲剧

手法来描绘个人与社会的主题，就是说作者通过艺术与语言的组成揭示了社会

的现实与人性的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现象我们通常总结成哲学，由抽象

的哲理来解释形象，但不能否认抽象的哲理本来就难于理解，所以小说就把难

于理解的哲学变为更好理解与更吸引关注的工具，通过这两部的价值的展现，

就证明了《骆驼祥子》与《判决》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作用。 

根据上面，所以可以说现实主义小说就是社会问题小说，一般都选择当前现

实生活中人民大众迫切重大 的一些问题作为题材。从本文研究论过，老舍在写

《骆驼祥子》的当时，北平以及中国遭遇的重大问题就是国家政治方面的冲突,

造成战乱的形势，况且还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种种问题，所以导致《骆

驼祥子》里的主人公“祥子”的悲剧的原因的根源，必定是政治动乱与经济萧

条所造成的。泰国的八十年代的一个小镇作为《判决》的背景。八十年代的泰

国与二十年代的中国自然有大大的不同形势，泰国的种种方面算上安定。发展

中的泰国社会变化迅速。但这么快的变化使泰国人在精神上默默的生存了一些

问题，发展变化使泰国人变成唯物主义者，泰国社会变成资本社会。人们的公

平、宽容与人道意识日渐淡化，《判决》里的乡村也无法逃避这种状况，人们

思想与心理也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造成了“人们正常的、冷酷的制造出

来并施加于人的一个普通悲剧”。
30

(P6-P7) 

 

第一节导致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原因异同 

 

可以说祥子与发的人生就等于两部悲剧；难于拥有幸福、被压迫、被剥

削、被人们轻视、困苦、磨难、委屈的一生的生活，而且 后还发现自己人生

 
30
 查·勾吉迪 ：《判决》[M]，曼谷：吼呐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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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去了生存的意义，全空白，因此给他们带来心理的折磨，于是消失了生存的

目标。虽然这两个苦命的主人公具有相同的苦难，相似的问题，但因为他们的

故事发生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文化，所以想子与发的悲剧根源

既有不同既有相同。 

一、导致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原因的相同 

（一）残酷的社会 

在不同的背景，时间与文化，两个社会必定具有不同的详细点，但在他们

祥子与发的这两个社会却发现同样的残酷，存在种种的腐败。主要就是人与人

之间的迫害，在祥子的封建、兵乱动荡不安，资本社会，底层的祥子的被剥削

是普遍的现象，底层的卖力气的祥子也免不了这个命运，给读者留了 深刻的

印象就是孙侦探把祥子的积蓄拿走的一段情节，祥子在杨宅拉包月买劳动的时

候也是因为被剥削受了不少的委屈，就表示了剥削阶级的问题，还有虎妞在婚

姻的夜间对祥子的侮辱；“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嘛！你不是娶媳妇

呢，是要那点钱，对不对？”
31

(P135)，在祥子的所有糟糕的遭遇，他不只是失

去了财产，他自己的尊严也是渐渐的被破坏。来看发的佛教社会，因为唯物的

发展使人们心理受到了影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与宽容只是小镇社会的表

面，发从人们得到的伤害也不比祥子所得到得少，偏见的社会冷酷地判决他，

他没有做的罪使他一生下地狱，于是已经堕落的他，就逃避不了被剥削的命

运。其实佛教也不能使人们赢过他们的人性。无法与社会斗争的他们只能当失

败者的角色。发只能向自己发泄自己的委屈 

这是罪过，是命运。但我什么时候为恶过呀？到现在连条鱼也还没杀过，

别人的一块钱也没有偷过，他人的妻女也没沾过，从不说谎，没骗过人，酒别

说是喝了，连看也不想看，身体力行（五戒）未曾马虎过，我为什么受到惩罚

呢？或许是前世造的孽？！
32

(P43) 

上面是发还没堕落的时候的抱怨，那时候他却不清楚他做错了什么，为何

得被惩罚，只能承认也许是前世造的孽。作者还描写一段，表示了他对社会的

怨恨。在死亡来临之前，那时的他已经堕落，对自己的人生灰心放弃。 

 
31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32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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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鼓和钟声仍在着，狗接着钟鼓声凄凉地叫个不停。他想到那天被他打死

的狗，想到自己造下的孽。在他的一生中，他犯了三种罪孽杀狗、欺骗长老和

喝酒。这罪孽在他死后恐怕都是要下地狱的，但是别人对他对犯下的罪过呢？

恐怕要比他的所作所为要多得多吧，如果人们所相信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也

在地狱里见到的、认识的人肯定不会少。他故意等着他们。
33

(P307) 

当时发已经清楚了，他所受到惩罚，都是别人给他造来的，就是围绕他的

社会的造成。再看另外一个失败者“祥子”，在他被孙侦探把祥子的积蓄拿走

的一段情节。无反抗的他，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只能带哭音地说“我招谁惹谁

了”然而，好像这种残酷社会注定使他走向地狱的道路，他的 后的希望就跟

着小福子一起死去了，从此他不再想什么，不在希望什么，像一条狗，只为肚

子才出来受罪，肚子饱了就去睡，他的人生完全变成一片空白。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

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

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

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

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

去。”
34

(P211) 

从上面可注意到了，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大相同，他们都拥有过弥漫希望的

时光，但他们俩都无法接受社会的真实，不跟这么惨酷腐败的社会顺着流的他

们，无法在这种社会找到幸福，这社会里的人们都不停地互相迫害，尤其像他

们的两个底层劳动者，给他们留下只是委屈与伤口，所以社会对他们来说就变

成地狱，这地狱就慢慢地毁灭他们的希望，渐渐毁灭他们的人生。两部小说里

面都描写了他们对社会的抱怨，他们对社会的绝望，才走到 后他们对自己人

生的放弃。 

（二）他们自己 

不能否认，祥子与发的大部分的痛苦、压迫与委屈的根源来自他们的社

会，但如果我们真正地去观察，却发现这些痛苦与磨难，只能使一些人，走向

 
33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34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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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而毁灭自己，在《骆驼祥子》与《判决》里我们所看见的人物就有祥子、

发、小福子与二强子。在这两部的小说里还有对人生不肯认输的凯大伯和小麻

子的祖父。痛苦与磨难只会使一些人对自己的人生灰心而放弃、痛苦与委屈只

会使一些人吸毒上瘾。痛苦与磨难只会使一些人变成行尸走肉，但祥子与发都

对残酷的社会有同样的反应，他们绝望、灰心、放弃，他们喝酒，邪恶之念，

走上地域之途。虽然 终他们能告诉自己，害自己的是社会使与他人，但他们

都不知道那些还不是完全的答案，除了社会与他人，就是他们伤害自己，他们

的无知，无觉醒使他们走向堕落，他们对社会、人生、人类的思想缺乏了解，

除此之外他们本性软弱，不坚强，缺乏与人生的苦难斗争的勇气。每个社会必

定因为环境就具有自己的特点或问题，其实没有哪个社会太可爱和气或没有哪

个社会太残忍是人类无法生存，都顺着自然规则，所以社会先把机会伸出给强

者。人生是没有必定性的东西，我们没给个人再过人生的路上必然会遇见幸福

与痛苦，幸福与痛苦的融合就我们人生的滋味，人生的实在。 后是思想，思

想是我们人类拥有的 大的力量，成功或失败都在那里开始，希望或失望都有

思想产生，所以影响我们 大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只要我们乐观的对生

活，不把烦恼放在心上，思想变成心态，具有向上的心态的人们，绝不会走向

地狱，例如这两部小说里的凯大伯和小马儿祖父，他们所遭遇的困境与磨难也

不比祥子和发所遭遇得少，但他们两个旧不想祥子和发一样去毁灭自己的人

生，他们还是坚强的根凄惨的命运去斗争，不轻易放弃生活。幸福与苦难都取

决于我们的思想与心态。 

（三）祥子和发与社会的异己 

从本文的研究发现祥子与发都出生于底层，在小说的情节发展的过程，

他们都是孤独者，身边没有可靠的亲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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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祥子的悲剧的开头。发的父亲去世过后

一个孤独的发，也是对社会的现实一个人挣扎。从乡下到北平来的祥子与从小

到大一直当小沙弥的发，他们与社会的异己显得十分明显，他们对社会的异己

就强调了他们的孤单。在《骆驼祥子》里我们可以看到，祥子的不合群就是他

保留着农村哺育他教养他的一切，他不懂资本主义的原则，他没察觉到围绕着

他的危险，他意识不到他人的狡猾。他不懂投资，当高吗建议他放高利贷他却

不肯，怕丢了那笔钱。他的狭窄的想法使他只把所有的希望放在车子。《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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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里的发也是不合群，与他的社会对照，显然发太清白了，在寺庙里长大的

他完全没被脏东西染过，小沙弥的生活使他没接触过人性的恶心，这一切造来

了发对他社会的异己。异己主要就给他们带来了孤独，对发来说还引起了小镇

们对他的不满，而祥子呢他的异己使他不停的造来了困难。如果他们懂得适

应，也不必得放弃自己所有的原则，只是适应，生活必定会过得更好,像《骆驼

祥子》里的高吗，《判决》里的凯大伯。 

二、导致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原因的相异 

根据祥子与发的身世研究就会发现，导致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原因的大部分

具有相同性，但如果详细地分析也会发现导致祥子与发的悲剧的不同原因，虎

妞与祥子在一个夜晚发生了男女的不平凡的关系，也是导致祥子的悲剧的一个

原因，干脆地说就可以说祥子的性欲造成了他的痛苦生活，这一点就与发的悲

剧原因有较大的不同，虽然发与颂菘在小茅庐两个人独立的住在一起两年时

间，但发与继母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他仍然清白，性欲不能胜利他。祥子失

去了性欲的控制的一刹那使他的生命加倍痛苦，由新郎的失误造来的婚姻生活

难以找到幸福，何况根本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的婚姻生活设于祥子的伤神，

他们之间的矛盾使祥子受到身心的变化。祥子不只有一次因性欲而使他走向堕

落，在虎妞去世了过后，祥子对自然人性“性欲的需要”无法拒绝，他与夏太

太偷偷有了男女关系，恶有恶报，他所造来的孽罪使他染上性病，病倒很长时

间，从此他身体就开始虚弱，他的薄弱身体象征了他的身心的堕落。人类具有

不同人性的软弱，发的软弱表现于他在便成酒鬼的时候，发 饥渴的是从那个

恶劣的社会逃跑到自由的世界，他没有面对真实世界的勇气，很快他就成了酒

奴，酒使他变成鬼。他的软弱心理批准酒来伤害他的身体精神，破坏他的生存

的价值。 

从上所述，人性使人类不能具备完美，所以由人类来组成的社会，难以成

为我们需要的理想社会，首先拥有看穿自己智慧必定会助于我们不做孽罪的控

制，虽然我们无法控制社会，但可以从自己开始做善事，准备乐于助人，这些

本质，就是老舍与查·勾吉迪的主要告诉读者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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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说中社会对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地反映的异同 

 

小说中社会对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地反映不大相同，像泰国的农村，流言蜚语

就像一阵风票传得那么快，小镇们不停地找他人的事情来争论，从发开始喝

酒，他的一些行为有了变化，逃不出小镇们与老师们的关注。 

发的变化渐渐传到整个镇上，村民们什么说法都有。 

“他的父亲的火化仪式没人参加，他的心里难过。”有人这样说 

“这下子他开心了，现在他可以和颂菘那女人尽情寻欢作乐了,不会怕他老

爸的鬼魂了！” 

有人说，看见他醉了的时候边走边通经，泪流满面。“我看他会疯的！”有

人 

“你们看看，一个好好的人变成了酒鬼，看来是学坏了” 

假设发有机会亲耳听到，也许会使他知道，不能与他人的想法与言语寻找意

义，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说来说去，况且他们说了就忘记，没把那些话放

在心上，不管去寻找它的真实，发的一件事还是那么丰富的看法与意见。于是

他的身心完全被破坏，他就残忍折磨地去世了。小镇们对于他的死亡都有同样

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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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P315) 

在小镇们的眼里发永远是把父亲的老婆来当作自己的女人的无德者，颂菘

是与发合作这种罪孽者。无论怎么样这种想法就无法消失于人们的心目中。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村民又谈起了往事，谈了子淫夫妻这种有违伦常的事，

说老天有眼，一切都是报恶。你们看看艾发死得那么惨，而颂送也发了疯，报

应，这是现世的报应。”
36

(P320) 

                                                 
35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36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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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发的悲剧都有同样的反映，他不会忘记发所作的孽罪行为，没有一个

人表示宽容，他们都向发的尸体说活该，他们的行为好像在心里面正在诅咒

他，希望他来世走向地狱。对发的死亡感到伤心与同情只有一个就是发的唯一

朋友凯大伯。 

“凯大伯想起了自己这个收尸者的生涯，他对这个职业已经深感厌倦了。过

去的岁月里她从未得到过什么好处，现在他又和校长一起联手为他所爱所怜的

人的灵鬼造了孽。这个葬礼是她唯一一次寄予厚望的葬礼，他希望给发办得好

一点,因为这是他能为发做的 后一件事。”
37

(P327) 

至于《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人们没有加以陷害对待他，他还获得曹先生于

太太的关心，高妈还担心他。只有他自己不管别人，背弃社会，从此他开始不

管人们是否注意他，他不为任何人活着，之所他就与社会断绝了。 

 

第三节《骆驼祥子》与《判决》的社会学意义比较 

 

文学作为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征，常见的现实主义作品以底层文学为主，底

层文学一般会被批评于描述审视缺少，缺少文学性，语言缺乏审美，那就是不

肯定，现实主义作品的肯定在于它的作用是反映社会的真实，受到读者的赞扬

的现实主义作品，必定具有浓厚的真实性。《骆驼祥子》从登刊以来就为众多

的读者所喜爱，同时也受到许多批评家与语文教育家的欣赏，并作为典范的白

话文学作品选入语文教材，特别是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之中。在泰国的文坛上

《判决》也跟《骆驼祥子》同样地被欣赏，受到读者的喜爱，也被选入初中的

语文教材。这些的现象就证明了两部小说的作用。                                                 

《骆驼祥子》的思想与五四运动有较大的断层，按照林远在《浅析老舍作

品〈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五四思想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平等的

意识，而对于较少“五四”新文化思想的老舍先生，这种对虎妞的描写不得不

引发我们对于他男权意识思想的思考,从中可以看见其相对保守的女性观”
38

(P

1)，这一段关于凸显男权意识中的文章，使我们认为老舍先生与革命的思想有比

                                                 
37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38
林远.浅析老舍作品《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Z]浙江:浙江省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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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距离 , 而《判决》呢，按照《判决》的时代与内容来看，泰国八十年代

的平静政治状况证明了《判决》与革命文学也是有巨大的距离。所以老舍与

查·勾吉迪的创作主要目标，是在于反映社会的真实现象，揭示社会的问题，

作为现实主义作品的作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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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艺术来揭示社会是他们的自豪。 

《骆驼祥子》与《判决》的思想与内涵十分丰富，通过祥子与发以及其他

人物的故事，这两篇小说就把掩盖的问题向社会揭示，把人生正义告诉我们，

同时也暗示了人们该怎么对待生活，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该怎么改善我们的

社会。由于两位作家的思想比较相似使得《骆驼祥子》与《判决》的主要内涵

比较相同，但由于两部作品具有不同的背景与时代，所以使这两部小说的社会

学的意义也有些不同，首先先谈骆驼祥子的社会学意义。 

《骆驼祥子》的主要题材都有反映底层平民生活的作用，引起社会对底层

人民的同情，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提醒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人性。根据

祥子的身世与命运，小说明显地向社会揭示了当时北平的真实问题。作品真实

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市民的苦难生活，揭示吃人社会的不公道问题。这一过

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促使我们了解人性的弱点，从文化视角小说揭露了城

市文明的腐化与毒化， 后还告诉我们已注定的命运是逃不出的也是不可否认

的这一哲理。《判决》主要反映人们的偏见问题，说是“它突破了泰国的现实

主义文学的老框框”
39

（P395），《判决》的核心是“别轻易地判断别人”。发

的悲惨故事揭示了人们从来不察觉的问题，《判决》里的残酷社会是人们的黑

暗人性造出来的，由于偏见的思想而造出中伤的流言蜚语，人们的偏见产生的

不公正的判决把发推上绝路。这问题确实一直被掩盖，所以《判决》的人性黑

暗，人与人之间的伤害的被揭示，使人们意识到了人性的危险性，必定对社会

中的人，尤其是底层人民或者我们社会的弱者有肯定的作用，看过《判决》的

人们的意识上必定充满对弱者的同情，尽量避免用偏见来判断他人。发的堕落

与祥子的精神毁灭同样的与社会的现代化有紧密的关系，泰国农村的现代化也

跟北平一样掩盖了现代化与文明化的腐蚀与毒化，《判决》也同样地告诉人们

                                                 
39
栾文化.《泰国文学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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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是人们不能反抗的东西，怎样对待命运是两位作家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

总的来说两位作者主要提出的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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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存在的问题。通过两部生

动的作品就会明显的看出希望反映现实社会与试图改善社会现状是两位作者的

共同且主要目标，两部作品的成功就证明了两部作品的价值，阐释了这两部现

实主义小说对社会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