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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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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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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判决》老舍与查·勾吉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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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祥子的三次落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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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

部生动的作品就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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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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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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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祥子与发的悲剧根源

既有不同既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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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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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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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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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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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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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随着论文的 终完成，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一年里完成论文期间的一次次徘

徊，一次次绝望，为自己的无能有过懊恼，有过悲叹，对于刚学汉语的学生来

说用汉语写作非常困难,但在鼓励，支持我的他们的关怀下，我的论文 终就完

成了。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毛翰教授，他学识渊博、师德高尚。毛翰教授的

幽默、宽容大度、无私的关怀，使我深为感动，以谢师恩。感谢我的同事,巩俐

老师和戴韵老师，他们一直关心着我的生活和学习, 他们的许多观点给了我很

大启发，本文的许多观点也直接来自于我们之间的讨论，还帮我修改写作，

“巩俐、戴韵太感谢你们了啊!”。感谢同学们，尤其吴倩雯同学，他们都给我

了巨大的鼓励！论文完成过程中，同学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分享资

源，探讨论文，这一切都印下了在我心里。感谢 Miss Umpika Sawaswong 我的

好朋友，感谢她为我所作的一切。 后，感谢我的母亲“妈如果没有您的支

持，我就没有今天，谢谢您！”。 

 

 

                                                      李玉良 

                                                          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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