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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曾心微型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的方式和特点 

 

曾心的小说与现实直接挂钩，符合“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写作准则。以小

见大，以微见著，这也符合微型小说的基本特点。曾心的微型小说创作独具匠心，

直面社会现实问题，发人深思，给人以启迪，正如鲁迅的小说中写道：“真的猛

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曾心的微型小说的反映社会

现实的方式和特点主要有三点：其一，血肉丰满、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四十余

篇微型小说中涵盖了热心教育、善良捐躯的教师，破产的逃债者，孤老无依、寂

寞成病的老者，热爱华文的美国媳妇，贫病交加却大方捐助华校的老年病者，孝

道缺失、金钱本位的子女，“忘年”求学的中年妇人，善良厚道的好好先生等；

其二，跌宕起伏、趣味生动的故事情节。曾心的微型小说情节设计巧妙，能合理

设计故事情节却又吸引读者，有的似潺潺流水水到渠成，有的则巧设悬念峰回路

转柳暗花明，有的更是步步推移揭开谜底惹人深思，典型的代表有《三愣》、《如

意的选择》、《巷口拐弯处》、《互考》、《种子》、《躲债》、《生日》、《窟》、《走山巴》、

《复明》等；其三，简洁明快的语言描写。语言是构造小说的基本要素，尤其是

作为微型小说，需要简明规范的用语，并且能够准确刻画文中的人物形象，构造

富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曾心的微型小说用语力求简要，使用得法值得肯定。 

 

第一节  丰富的人物形象 

 

曾心微型小说集《蓝眼睛》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样，展示了整个泰国华人世

界的各个层面，深入到社会、经济、家庭和华教等各个领域，小说各有侧重，但

都反映出作者求实的写作态度和对社会的高度关注，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作者

塑造人物形象，凸显关键人物的鲜明个性，注重情绪化，推进小说的进程，用于

揭示小说的主题，虽是走“常规路线”，亦有过人之处，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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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形象多样 

作为医生的曾心，可以悬壶济世救治病人，让病人得以康复，还病人一个健康的

身体；作为作家的曾心，笔耕不辍，籍实事以慰心灵，造人物以表心情。作者笔

下的人物丰富多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年龄层次。 

作者笔下的人物男女老少，无所不有、丰富多样。作者注重对各种年龄人物

的观察和选定，别具匠心，不仅是对于泰华社会各个年龄段人物的一种记录，也

是一种赞美、期待、告诫和同情。 

儿童、少年人物：《互考》中的刚上过几年学的小妮；《流血》中的刚满三岁

纯真善良的小女孩；《丧礼上的陌生人》中大眼睛、“国字脸”的男孩；《啊！人

心》中身残志坚年仅十三岁的女孩等。这些人物的性格不仅有纯真无邪，如小妮、

意志坚强，如十三岁的“无臂”女孩，也有性格后天“缺陷”、唯利是图的“大

眼男孩”。 

作者选取这些人物要赞美小孩纯真善良的品性和艰苦不屈的个性，体现出一

种如朝阳般的希望之光；而对于有家教上的“问题儿童”——“大眼男孩”作者

是持一种告诫和批判的态度的，“人之初、性本善”，但不能在后天教育上施加不

好的影响，“误人子弟”。 

青壮年人物：《蓝眼睛》中的跨越国界热恋的儿子和“蓝眼人”李密；《如意

的选择》中乐于助人、品德高尚的青年人；《家规》中数典忘祖、抛弃传统、唯

利是图的儿子“威汕”；《一块小小的青草地》、《互考》中女孩看不懂华文的父亲；

《种子》中继承母亲遗愿赴泰国教泰语的“李老师”；《盯线》中发生家庭信任危

机的年轻夫妇；《生日》中只会伸手向父亲要钱、忘记父亲生日的子女们；《老两

口》中自私自利、忘恩负义、孝道缺失的美国留学生；《躲债》中两个同病相怜、

化敌为友的善良商人；《一桶水》中“出人意料”的“忍者阿贵”；《一张照片的

风波》中“可爱”的大陆夫妻两；《走山巴》中的相会理解、尊重的“郑强”夫

妇；《复明》中的善良单纯的“刘三”等。 

作者对于作为泰华社会中“有前途”、“可改变”的青壮年有着自己的见解和

希冀。年轻人接受新观念、新知识能力强，对传统“不屑一顾”的情况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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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希望的是“取舍得当”。即对国际婚姻持赞同意见，条件是文化能融通，尤

其是具有华人意识；批判孝道沉沦、无视伦理道德，如《老两口》中孝道沉沦的

儿子；青壮年是社会的和谐、家庭的稳定所在，如金融危机的条件下、人心浮躁、

社会不安定因素时刻潜伏，“阿贵”的一忍再忍避免了冲突的发生；夫妻间产生

矛盾和误解时需要互相理解、信任和支持，需要对责任感的维护，如何“擦亮双

眼”是作者所关心的；有经济能力、能够乐善好施的青壮年，如《一块轻轻的青

草地》和《复明》中两位善良、不求回报的主人公。其次，作者还表示了中泰交

流、泰华融合需要青少年努力的观点，如，在《种子》、《互考》中都有这些思考

的注入。 

中老年人物：曾心微型小说中，中老年人物出现的 多，他们是作者接触

频繁的一类人，也是揭露泰华社会问题 多的一类人。 

中老年人物主要有：《头一遭》中阔别多年的“中泰兄弟”，他们反映的是中

泰民间持续不断的友好交流和中国经济富强、中泰互助的现实；《捐躯》中无私

奉献的“玛妮老师”；《三愣》中吝啬与大方两面性兼具的“陈亚牛”；《寂寞病》

中老年孤独、无处诉说的“李太太”；《钥匙》中无奈至极、难于发泄的“李伯”；

《老泪》中儿子与媳妇不孝顺的暮年“陈伍”；《巷口转弯处》中相互谦让、有礼

节的“官与民”；《家规》中恪守家训、不受金钱诱惑的老店东；《互考》中没有

学过华文、却有中华心的公公；《社会的眼睛》中正直敢言、善良憨厚的稞条伯；

《种子》中求学若渴、热爱华文的胖妈妈；《伏线》中孝道缺失、虐待老人、

后遭到报应的“李嫂”；《古董》中几个讨论古董的“故友”；《生日》中生日时被

儿女遗忘、出钱时被儿女想起的“李佳坤”；《老两口》中苦心送儿子出国，但儿

子并不孝顺和体谅父母的“陈育才”夫妇；《品茗谈天》中妻子去世、儿女不在

身边、孤独成病的“陈伍”；《三个指头》中弘扬中医、救死扶伤的“朱一新”；

《窟》中变卖别墅、供子女上学、被子女遗忘、 终死在家中几天才被发现的可

怜老人；《三杯酒》中为庆祝中国申奥成功举杯同庆、并动员全家学汉语、去旅

游的“老陈”；《断臂》中迫于生计装做乞丐、 后“如愿以偿”的善良乞丐；《李

嫂》中自己不仅执着学习汉语，还“强迫”全家学习汉语的六十多岁的“李嫂”；

《老店主》中厚道老实、坚守原则的泰国老人；《土地》中热爱故土、多文化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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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李国土”；《第一百零一例》中坚守职业道德、坚持多读华文作品的老编辑

等。 

曾心是一名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在悬壶济世、耳闻目睹的过程中，

收集各类人物信息，付诸文字，展示于世。他对中老年这一群体，高度关注，如

上所述，微型小说集《蓝眼睛》中四十篇共有二十四篇塑造了中老年这一类人物

形象。 

曾心通过中老年的人物形象，反映的主题如下几种：有孝道沉沦，老者或是

孤独寂寞，或是被遗忘，或仅仅是子女只取不存的“银行卡”，如《寂寞病》、《老

两口》、《钥匙》、《老泪》、《伏线》、《生日》等中的人物形象；老者热爱中国文化，

有强烈的“根源”的意识，如《互考》、《三杯酒》、《土地》中的人物形象；通过

老者批判丑恶、赞美正直善良的品德，如《头一遭》、《捐躯》、《社会的眼睛》、

《古董》、《老店主》等。 

第二，职业、身份类别。 

作为医生，他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曾心的社交面广，耳闻目睹的事件很

多，写作素材广泛、在人物的选取上多样性表现明显。 

曾心的微型小说集《蓝眼睛》中出现的人物身份有中国商人、留学国外的学

生、教师、乞丐、病人、老年孤独者、店员、破产商人、民代部长、聊天医生、

老中医、书法艺术者、卖水果的“胡子学生”、学汉语的学生、家庭主妇、普通

工人等。 

要想把这些人物都用文字写到小说中，着实需要下一番功夫。不仅要了解他

们、清楚他们的特点，还要知道他们心中的声音。曾心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都

有很深刻的了解，具体的职位、身份都能够一清二楚地把握到。这些都是作者平

时在生活中善于发现、收集的结果。只有血肉分满、类型多样的人物才能吸引读

者，丰富小说的内涵。 

二、人物性格多样 

曾心微型小说的包罗万象，将泰国华人的世间百态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可

以说小说人物的塑造功不可没。而人物的 主要方面则属于性格，性格的塑造首

先需要定好位，然后从各个细节动手雕琢， 终变得有血有肉、丰满到位。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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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位匠心独运的作家。 

曾心的微型小说集《蓝眼睛》共四十篇，刻画的人物超过四十个，性格各异，

或闪现出各自身份所相应的特征，或烙上了时代或经历的印记，曾心用独到的视

角，精细的笔法，将之跃然纸上，奉献给读者。 

曾心微型小说集《蓝眼睛》中的人物性格特征有如下几大鲜明的类型。 

第一类，品德高尚。《捐躯》中善良无私的玛妮老师；《一块轻轻的青草地》

中厚道慷慨的经理；《如意的选择》中乐于助人的年青人；《社会的眼睛》中正直

敢言的稞条伯；《好好先生》中心态平和、与世无争的“好好先生”；《巷口拐弯

处》相互尊重、以德服人的民代部长；《躲债》中化敌为友、患难见真情的两个

破产商人；《断臂》中奋不顾身、见义勇为的“老乞丐”等。 

第二类，孝道丧失、良知泯灭。《钥匙》中饱受折磨、无奈苦闷的老汉；《老

泪》中利益熏心、金钱本位的儿子与媳妇，暮年凄惨地“陈伍”；《家规》中数典

忘祖、唯利是图的“威汕”；《伏线》中孝道丧失、恶毒的母子；《古董》中“雄

财”的惹人深思的“家严”；《生日》中只认钱不认人的儿女和被家人遗忘的老人；

《丧礼上的陌生人》中同父异母的孩子们和“共事一夫”的两个妻子；《窟》中

边卖别墅供子女上学、 终死了三天才被人发现的的老人和不愿赡养父母的子女

等。 

此外，作者还塑造了一些反映老年寂寞病和泰华融合、赞美华文教育以及暗

示如何化解矛盾的人物形象。如《品茗谈天》、《寂寞病》中的老者；《三个指头》

中坚持发扬中医的老者；《蓝眼睛》中对洋媳妇转变看法的夫妇两；《三杯酒》中

对中国申奥成功无比自豪的三代人；《走山巴》和《一桶水》中克制欲望和冲动

的人物等。 

总之，无论从年龄层次、社会职业还是人物性格上看，曾心微型小说人物形

象丰富，各有特色，共同组成曾心微型小说的核心部分，为表达主题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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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动的故事情节 

 

故事情节对微型小说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故事由情节与细节排列而成，

编织故事情节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作家叙事艺术水平和思想感情表达能

力的高低。曾心注重故事情节的设置，在微小的篇幅中，要么设置悬念、要么展

现多幅画面，要么层层递进，激发读者兴趣，发人深思。 

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往往会因作品中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产生一种

紧张急切的期待心理，这种心理成为继续阅读的巨大吸引力。善于结构作品的作

家，往往善于设置悬念，将原本平淡无奇的故事写的起伏跌宕，引人入胜，曾心

的微型小说之所以令人手不释卷，很大程度上就得助于他设置悬念、巧设扣子的

艺术手腕。[1] 

正如《伏线》一篇的标题，曾心擅长以伏线的方式选取情节与细节，并进行

多幅画面的排列组合，层层推进，造成悬念与戏剧性，让读者急欲了解，欲罢不

能。这是一个普通的关于孝道沉沦的故事。李嫂在清理房间时发现了一个旧椰子

壳，“顿时，她的心仿佛被一只小手抓破了似的”。小说先用倒叙，交代了这个椰

子壳的来历：那是二十年前，李嫂虐待婆婆，用以盛粥给老人吃的食具。婆婆死

后，李嫂要把椰子壳扔掉，却被儿子小虎阻止：“留着，等以后我盛饭给你吃！”

真是出语惊人，匪夷所思，普通的故事变得极不普通。接着，再用顺序，小虎到

酒楼庆祝生日，让母亲李嫂在一楼吃糯米糕，他与老婆、孩子则在二楼吃鱼翅。

“这种情景，在李嫂的眼里看来，比她当年用椰子壳盛粥给婆婆吃更为‘狠毒’。

气得她回家就要上吊。”在倒叙与顺序之间，作者加上了一段议论：这个椰子壳，

看似平常，但却蕴藏着家庭内一种特殊的烦恼。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将来的运

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亲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 

这既触目惊心的点题，也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李嫂可以受到报应，小虎

难道就不会受到报应吗？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此一代代下去，如何是个了局？更

妙的还在结尾：当她的脖子套上绳环的时候，忽然想起银行还有一本定期存折，

霎时，垫在脚下的凳子，却无力踢开。 

                                                        
[1]曾心.蓝眼睛——浅论曾心微型小说的艺术手法（刘华）.泰国：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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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 生动的注解。840 字的微小篇幅将故事的

情节生动地串联，把人的性格刻画地有血有肉，不能不让读者拍案叫绝。 

曾心的微型小说的情节上另一个特点是，他的微型小说大多数都有一个精妙

的标题（这对篇幅短小的文体尤为需要）。或为主要事件的提示，如《丧礼上的

陌生人》，写郑默之去世，其妻与三个未出嫁的女儿哭丧，“半道中杀出个程咬金”，

来了个叫“爸爸”的男孩及男孩的妈妈，那妈妈还持有正式的结婚证，可以堂而

皇之地争夺郑家财产，让人莫名惊诧！或为人物性格的概括，如《三愣》，写 59

岁的陈亚牛找医生看病，愣头愣脑，对一百铢诊费还讨价还价；听说华文小学将

要复办，竟慷慨解囊，卖了地皮捐助学校。前后对比，反差强烈，也感人至深。

或为基本动作的显现，如《三个指头》，写被人誉为“朱半仙”的老中医朱一新，

在切病者脉搏时，忽觉胸闷胸痛，知大限将至，仍坚持为病人把脉。作者有一段

精彩的描述： 

这时候诊，只剩下三名病号，便请他们到他的卧室去，躺在床上的他，伸出

三个指头，把完第一个病号的脉，又伸出三个指头，颤抖地把完了第二个病号的

脉，再伸出三个指头把 后一个病号时，他的三个指头再不会动了，僵硬地停在

病人的跳动的脉搏上。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个指头”是朱一新医德、医术的全面展示，

也是震撼读者心灵的神来之笔！ 

常言说得好：“无巧不成书”。对于微型小说的作家来说，设置悬念，抖包袱，

在“巧”字上做文章，并不是很难的。难的是“以繁复的思想、深驰的想象、纵

横的情感，来调整因短小而可能带来的浮面流弊”[1]。曾心的对策是“留白”与

“跳跃”。如《捐躯》，写一位死于拯救溺水学生的女教师玛妮，死后还将自己的

尸体捐出来给学生解剖实习用。然而，通篇并未提到她是怎么样死的。作者留出

了二处空白，设置了三次跳跃，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想象力和再创造力。一处空

白是女儿记起“今天我们上第一节人体解剖课时······那尸体好像是玛妮老师”，

但立即被父母亲否定：一个看到她发表文章（《与学生灵犀相通》，题目显示出匠

心），另一个亲见她扶盲人过马路（专做好事），女儿的疑云顿时消散。第二处空

                                                        
[1]疫弦.掌上小札特辑的联想.台湾：联合文学，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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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是在女儿的房间“看到一张复印的遗嘱”，上端有医生的签字：“死于拯救溺水

的学生。”其泰文字潦草得像英文，有一个字很像“妮”，似乎更靠近了一点，但

仍难确定。二次跳跃均尾随此二次空白：第一次彻底否认，第二次似是而非。直

到第三次学校举行尸体集体火化，父母发现了玛妮老师的遗像，欲告诉女儿，女

儿正陷入受益于玛妮老师的回忆。不是女儿不知道，而是女儿不忍心将其真相告

诉父母亲，以免引起伤痛。悬念与包袱就是这样一步步解开的，既出人意料之外，

又在人之意料之中。玛妮老师一直没有出现，而她的高大形象却永远活在我们的

心中。全文不过 1500 字，却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想象与真切的情感融汇在一

起，不是大手笔，根本写不出来。 

微型小说的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情节的艺术。微型小说的情节虽然不

求完整，但要把它安排得波诡云谲，引人入胜，确实是不太容易办到的事。曾心

的微型小说很注意这一点。如《锁匙》，写李伯到底有什么伤心事，作品一直引

而不发，使读者对故事情节发展的趋势和主人公命运的归宿的可能性产生一种异

常关注的心理状态。那一把一把钥匙的“丢失”，使读者体会到在泰华社会老人

三宝（老妻、老友、老钱）的重要性。虽仍是写老人的社会问题，又和《寂寞病》

不同。这不但是男女主人公的身份、性别的不同，还牵涉到前妻孩子抚养的社会

问题。它所反映的生活深度，比《寂寞病》更胜一筹。 

曾心微型小说情节安排的另一个特点是注意戏剧性。在这戏剧性的主要通过

碰巧、凑巧、巧遇、巧合体现的。如《如意的选择》，写“我”的车半路抛锚了，

前来助人为乐的竟是未过门女婿，这该多巧！这篇小说要不是有这些体现未来女

婿美好的情操的巧合情节构成，这篇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就要受到极大的削弱。《种

子》写胖妈妈的老师竟是她四十年前李老师的女儿，自己在此成为了李老师女儿

的学生，中泰两国的深情厚谊不言自明，这种情结构建可谓巧妙至极。再者，这

种巧能够不使人感到人为地安排，是因为这偶然情节是生活现象的提炼，是一种

必然过程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