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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倾城之恋》与《画中情思》的创作比较 

 

 

第一节 两位作家的创作背景 

 

一、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文坛 “奇迹”的女作家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的开端，就是在

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和外来文学思想的过程中，把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创

作手法相结合，于是有了中国文坛 20-40 年代的成就和繁荣，以及对中国文学的

深远影响。它掀动了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高潮，也给女性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冰心、庐隐、丁玲、张爱玲等 一批有才华的女作家脱颖而出。她们冲破了

传统文化禁忌，以女性视角观察女人、写女人，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女性形象。刘

澎与王纲在《张爱玲的光景空间》中曾说： 

 

       她是一个梦，一个属于旧上海纸醉金迷的梦。 

       她是一个谜，一个一生漂泊、结局未知的谜。 

       她是一个座方碑，一座可能永远让人无法逾越的碑。 

       她是一口井，淘不尽，挖不完‥‥‥ 

       她的世界，深刻，敏感，才气四溢。 

她，演绎而淡雅，华丽有脱俗；高傲又现实，神秘却不失亲切。种种的不和

谐使她成为一个谜，其人是迷，其文亦是谜。“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

女子。”李碧华如是说。他将都市千般繁华下的满目苍凉，温柔富贵中的凄情哀

婉，都表达的淋漓尽致”当生命褪去其华丽的外表，露出赤裸的不堪任何碰触的内

核时，即便是他也逃不脱这浮世的悲欢，只能发出这苍凉莞尔的一笑。 

是的，就是她，她是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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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才女，一段传奇。[1] 

    张爱玲（1920-1995）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929

年迁回上海。童年在北京、当她四岁时，全家迁居天津，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

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她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孙女，前清大臣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在小时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

1938 年 张爱玲考取了伦敦大学（伦敦大学当时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因为战

争，英国已不能去了,就该在香港大学专攻文学。她 23 岁就与胡兰成结婚，抗战

胜利后分手。1996 年张爱玲逝世，终年 75 岁。 

张爱玲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生涯。1943 年，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

《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 第一炉香》,然后在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发表了她一

生中几乎所有 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 第二炉香》、《茉莉香

片》、《心经》、《封锁》（1943 年 8 月）、《倾城之恋》（1943 年 9 月）、《金锁记》

（1943 年 10 月）、《琉璃瓦》、《年青的时候》、《花凋》、《鸿鸾禧》、《红玫瑰与白

玫瑰》、《桂花蒸 阿小悲秋》，以及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

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

车》、《自己的文章》、《私语》、《谈画》、《谈音乐》等。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

《红楼梦》研究。事实上，张爱玲在五十年代已完成她 主要的创作，包括《倾

城之恋》、《金锁记》、《赤地之恋》、《半生缘》等等。 她的作品，主要以上海、

南京和香港为故事场景。 

在张爱玲的这些作品中， 能代表她的风格的当数《倾城之恋》。《倾城之

恋》是写一对精明过份的男女是如何在爱情上锱珠必较，功利全局， 后却因香

港的沦陷而成全了那份世故的的故事。这是一部香港式的传奇，却深刻地反映出

乱世中的人情全然没有些许纯真，这部小说对人性冷漠的描写令人震慑，仿佛出

自一个饱经沧桑的大家之手，其艺术之圆熟，语言之精美堪称中国现代爱情小说

中的经典之作。 

 

 

 

[1] 刘澎 王纲：《张爱玲的光景空间》 [Z]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 12 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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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巫拉帕 ——— 泰国的思想家、作家、新闻家 

  泰国 优秀、 负盛名的现代作家 西巫拉帕、他是泰国新文学的奠基人、

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已经逝世 105 年了。 

    西巫拉帕作为一位作家在文坛上将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里，写下了数十部

长篇小说和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同时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报告文学和散

文 。他把文学从旧文人手中接了过来，大声疾呼“要把赏玩变成严肃的工作”

[1]。在文学创作路上、在刻意追求而不断探索的漫长的艰苦旅程中，为泰国文

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前期作品充满了反封建的精神，后期作品具有更

大的社会意义。他自己曾说：“作家的职责就是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

观，使之符合人民的要求，才能够写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作品。”西巫

拉帕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和民主战士，西巫拉帕始终为实现泰国的独立、民主和

人民自由而努力。他遭受迫害、遭受捕获，晚年被迫流亡国外，但也正因为，、

他赢了读者和泰国人民的极大尊敬。 

  西巫拉帕（原名古腊·赛巴立）1905 年 3 月 31 日，出生于泰国王朝五世

末期曼谷一个中等职员家庭。他父亲 35 岁就离开她了，他童年的时候是跟母

亲、祖父、祖母一起度过的。在小学毕业后他曾入一所少年军事学校，以后转进

一所曼谷的贵族学校贴西林学校，在中学期间，他就发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才

能，他和当时的同学（后来他当时的同学也成了作家的蒙昭•阿卡丹庚和索•古拉

玛洛赫）办起了校刊的《雅士》，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在 1924 年，西巫拉帕正式

在勾顺•勾莫拉占开办的翻译合作讲习所、白天教泰语、晚上教英语、空余的时

间学习写作。西巫拉帕这个笔名也是勾顺•勾莫拉占给起的。在 1929 年西巫拉帕

聚集了贴西林母校一些爱好写作的同学和校友，办起了《雅士》杂志，并形成了

以他为核心的一个文艺团体——“雅士社”。 

贴西林学校读完中学后，即投身于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中。后考取法政大学

的法学士学位，取得旅法的资格。他担任过多种报刊主笔、总编辑，并任过泰国 

报业协会主席。1929 年中，西巫拉帕邀请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君子》杂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发展史》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3 月 第 1 版，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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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1932 年 6 月 24 日资产阶级维新政变震撼了前后的社会生活，君主专制制度

崩溃了，君主立宪政体建立。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

貌。1924 年:第二世界大战期，他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泰国而首次被捕入

狱。1936 年西巫拉帕动身去日本考出报业，同年年底回到了泰国，动手从《生活 

的战争》到写《画中情思》。1952 年他因积极参加要求取消限制言论自由的新闻

检查制度和从事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再次被捕入狱。在 1958 年，西巫拉帕应

邀率领泰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 访问期间泰国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他为避免

政治迫害，不得不留居中国。西巫拉帕在中国还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和“亚

非作家紧急会议”，1962 年 10 月 1 号在天安门国庆，毛泽东跟西巫拉帕说“我

听大家说你是泰国的鲁迅”。 

1974 年 6 月 16 日西巫拉帕因病于北京逝世，终年 69 岁。中国人民为他举

行了隆重的葬礼，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向他献了花圈。他的骨灰安葬在中国八

宝山革命公墓，在泰国在贴西林寺公墓。 

        西巫拉帕在泰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成就与影响超过了泰

国当代任何一位作家。他早期的主要作品《生活的战争》、《画中情思》、《降

服》、《人魔》、《男子汉》、《共存的世界》、《结婚》、《爱与恨》、及中短篇小说集

《向往》等。前两本是他的成名作，在作品中充满了反封建的思想色彩；《生活

的战争》是泰国现实主义文学中诞生 早的一部作品，它出版于 1932 年 5 月

底。距“六•二十四”革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生活的战争》是权势和金钱与纯

洁感情和道德的战争，读者在这部小说中，听到了这样的画外音：阶级地位的变

化不只是金钱和财富的变化，它还会葬送人们纯真的感情。《画中情思》在泰国

现代小说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它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是西巫

拉帕 好的一部作品。它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所取得的成功在那个时代还

是无人可比的。它既是作者早期、中期创作的一个总结，又为作者后期的革命现

实主义作品架设了一座桥梁。如果说《生活的战争》是西巫拉帕对现实主义的探

索，《画中情思》也是一部真正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1]，它有着高深的思想内涵 

和重大的社会意义，标志着西巫拉帕已摆脱了前期作品的浪漫式的才子佳人气，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发展史》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3 月第 1版，第 231 页。 

 

  

 
 
 
 

 
 



 
 
 
 

 

9

走向了创作的成熟阶段。西巫拉帕早期的作品不是尽善尽美的。当时的泰国新文

学处于幼年时期，题材相当狭窄。创作上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全凭作家的知

觉，因而反映生活，表现社会必然是指有些肤浅。在写作上只追求情节的曲折和

故事的生动，常常忽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 

     西巫拉帕的后期作品有中篇小说《后会有期》、长篇小说《向前看》第一部

《童年》和第二部《青年》、此外还有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政论、专题文章、

演说和翻译等。他后期作品是其艺术创作成就的顶峰，寓含着更大的社会意义。

《后会有期》写的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泰国留学生勾梅在澳大利亚受到教育，走到

向了新的生活道路，立志献身于人民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通过人物的对

话，写出了“物产丰饶，人民贫困，社会充满剥削和压迫的非正义的泰国，明确

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 [1]。这篇小说表明西巫拉帕的

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集中反映了他一致性在思想上的巨大收获。《向前

看》是西巫拉帕 后一部作品，原计划中的三部曲，但没有完成，这部作品可以

看出这构想中的三部曲是企图同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表现从二十

年代到五十年代泰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西巫拉帕后期的作品从创作倾向看，是属

于革命现实主义这个范畴，由于作者拿握了唯物史观，所以他看清了人类历史发

展的进程。这些作品不但能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而且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迪

和奋斗的勇气和信心。 

西巫拉帕是一位全新为人民服务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总是随着时代的

步伐而不断前进，他为人廉洁正真、追求真理、不被金钱所收买。在他逝世之

后，泰国文化界人士曾经用板专利、举行讨论会、展览会和成立“西巫拉帕”基

金会等各种形式来纪念他，他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泰国人民的心里。 

    作家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是作家创作的基点。尽管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与泰

国现代作家西巫拉帕，他们的生活时代、创作道路、生命之路不相同，然而他们

的作品都反映出当时由于受到中泰封建黑暗社会的冲击而失去了权势的贵族所流

露出来的那种凄凉、悲怆和怀念昔日荣华的心情。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发展史》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3 月第 1版，第 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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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两部作品的创作视角 

 

   “视角”意为以一个特定的观察点或角度切入文本所能看到的东西、类似摄 

影镜头的焦距，是研究者进入文本意义的角度和方式。“视角”包括观点和角度; 

观点指的是表述所采取的位置或观察点，角度则更直接得指向表述所承载的时间

和空间[1]。在两部作品，叙述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爱情悲剧；“一个城市的倾覆

成就了两个小人物的爱情 ”的倾城之恋与“无爱有福比无福有爱好”的画中情

思。 

 

一、“一个城市的倾覆成就了两个人物的爱情 ”的倾城之恋 

    张爱玲讲故事的视角若即若离，他总要明明白白的告诉听书人：“请您寻出

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我将要说给你听

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然后再引退到故事的背后静观其变，时

不时地进行一下旁敲侧击，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了然于心[2]。在《倾城之

恋》中，张爱玲在开头描写的视角直接从空间与场景开始，通过婚恋把读者引向

了倾城之悲哀结尾。 

张爱玲生于上海,从小接触传统文化的陶冶,所以小说场景常是上海、香港

的，她的许多小说都是以婚姻爱情为主线, 婚恋视角是其创作的基本视角。《倾

城之恋》则借助这一视角创作, 展现了作者极其个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表达了

她对婚恋问题、亲情问题、女性问题及人性等方面的思考与认识。 

张爱玲《倾城之恋》，已把整个故事的性质预先暗示出来，使人读完全篇后

感受着一种通体谐和的情调。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

“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

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这展现上海城内代表着传统封建势力与现

实的脱节：人家的十一点，代表公众时间、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

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倾城之恋》 

 

 [1] 刘巍《中国女性文学精神》 [M], 学林出版社，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75 页。 

[2] 刘巍：《中国女性文学精神》 [M], 学林出版社，2008 年 12 月第 1版，第 77 页。 

中，张爱玲描写她生活的环境和她自己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关系，对她一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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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两个城市一是上海二是香港，当然这两城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

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

[1]。  

  《倾城之恋》中,香港的陷落成就了这一场爱情的传奇,目的是要表现“苍凉

的人生的情义”。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白流苏一个懦弱的女性形象，生命在封建大

家庭受到沉重压抑，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男主人公范柳原是一个有钱的华侨, 

从小他在英国长大，让他变成了一个“西化”的庶出的中国人，承认他是“新

派”、“洋派”。范柳原关注的是“真心、爱情”，白流苏关注的是“依赖”、

结婚”，但范柳原这个新派、洋派却爱上白流苏这个旧派、中国派[2]。他们的

爱情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时间与耐力是某种获胜的前提, 所以, 两人均不

开口表态, 均不退步, 都采取以守为攻的姿势而不主动出击。这不像爱情而更像

一场战争与对弈,没有爱情普通意义上的圣洁、纯真、炽热与全身心投入,而是功

利算计、患得患失、锱铢必较,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如果没有战争的震撼与洗礼,

这场拉锯战也许会变成无期,或者干脆断裂,在无结局处与尴尬处收尾。如果说战

前柳原与流苏的爱情是利益上的算计与相持, 战后的爱情则是对现实无奈的妥

协。 

  爱情，是全世界文学和艺术作品 永恒的话题，一部部世界名著，向我们展

示了各种各样的爱情，或甜蜜动人，或催人泪下。从《倾城之恋》里。是张爱玲

凭着情感理解世界，其笔调是无奈的，创作的风格很现实、整体充满着浓浓的苍

凉，对人生的弱点、苦难及婚恋的不美好的故事，透过她笔下不幸的婚姻关系,展

出她彻底的悲观而都市生活又形成了她特有的“上海人”视角。 

 

二、“她求爱不得，无爱而婚，因爱的幻灭而死”的画中情思 

   “她求爱不得，无爱而婚，因爱的幻灭而死” 使“我死了，没有爱我的人； 

 

 

[1] 艾晓明. 反传奇—重读张爱玲《倾城之恋》[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9。 

[2] 蓝棣之.对于现代文明的厌倦---张爱玲的《倾城之恋》[J]. 涪陵师专学报(清华大学中文系),1999,7。 

 

但是我感到满足，因为我有了我爱的人 ” [1] 这句话是吉拉娣一生爱情悲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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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照，是 这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意味着女性的希望已破灭。 

     西巫拉帕在他的《画中情思》小说中借助男主人公的眼光叙事，则是用男女

主人公之爱的创作视角，小说的情节是围绕着吉拉娣的爱情悲剧展开的， 后

则是以吉拉娣的爱情悲剧结局的。 

小说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吉拉娣自幼生活在一个贵族家庭，幼小时所受的

是严格的封建家教，他长大了就像所有的女子一样憧憬过爱情，梦想过婚姻、有

甜甜蜜蜜的爱情生活,跟她爱的男人结婚，但因她的阶级地位令她选择了一个没

有爱情的婚姻。诺帕朋是年轻、热诚、真挚的，他们的爱情产生于绝美的山水

间，诺帕朋的爱，唤醒了吉拉娣那颗早已经绝望的心，给了她生命中 美丽的感

情。但是由于吉拉娣的年龄、地位和已婚的事实，她只能将爱情深深埋藏在心

底。这场悲剧爱情揭示当时泰国社会中的封建礼教、家庭束缚、传统思想和伦理

道德。 

在《画中情思》小说中还说到一幅普通油画，是吉拉娣画的，在那幅画中隐

藏着一段美丽的爱情，她只得将自己的感情与思念寄托在这幅画里,但吉拉 

娣令诺帕朋知道：“诺帕朋的爱情产生在那里，也死亡在那里”，而吉拉娣：

“但另一个人的爱情却在行将崩溃的身体里熊熊燃烧。”可以说油画是男女主人

公的爱情悲剧象征。 

    综上所述，不但《倾城之恋》将乱世中一对男女各自带着自己的私心、互相

试探的爱情游戏，刻画得细腻又深刻,与《画中情思》中深深相爱却无法相守的

爱情悲剧,展现了两部作品中不同的爱情悲剧，而且在创作视角方面，张爱玲与

西巫拉帕也不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小说中：借了城市的倾覆成就爱情悲

剧，和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小说中：她求爱不得，无爱而婚，因爱的幻灭

而死成就爱情悲剧。 

 

 

 

[1] 西巫拉帕 (泰) ：《画中情思》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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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化及社会对两部作品的影响 

 

    “不同的文学反映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特征”文学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

映文化传统、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文学作品与文化、社会

又有一致性，关系十分密切。文化与社会是文学作品描绘了一定的文化与社会对

象，决定文学作品的内容，表现了创作主体一定的能力。文化与社会还常常直接

影响文学作品的一些具体潜能的大小、有无。 

在张爱玲与西巫拉帕的小说中，他们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传统文

化关系中来考察,他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放在经济问题,生存问题上;婚姻

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这反映了两个国家

的不同社会与文化人们的现实生活、内心世界及人与人的关系。 

 

一、 文化及社会对《倾城之恋》的影响 

 

在 20 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时代的文化主流是人们从觉醒走向 

解放、从个人走向集体，则大 多作品在主流与边缘之际穿行。由于中国特有的

文化背景，多数的女作 家在写作上融入了主流文化的洪流。而张爱玲，对于主

流文坛来说，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个“异数”，像一位作家所说的“偌大的 文

坛，哪一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她” 中国女性文学，在文化层面上， 不断追求着女

性主体意识的确立；在艺术层面上则尽可能多 方面地实现了女性个体经验的持

续展开，女性审美自由也就 从其间得到了开拓与深化。这当然与时代政治、文

化、经济 的发展有着特定的关联。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大伟绩，是

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和外来文学思想的过程中，把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创

作手法相结合，于是有了中国文坛 20-40 年代的成就和繁荣，以及对以后中国文

学的深远影响。 

中西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张爱玲的父母。她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

人物、风雅能文，给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她的文学嗜好，而张爱玲的母

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

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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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

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

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

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

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 初的印象。这种背

景使张爱玲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能够

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往往体

现出一种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审美特质，这在《倾城之恋》有着集中

体现，女主人公的白流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是来自封建的腐旧大家庭, 这个

中国派与男主人公范柳原西化的代表：从小在英国长大深受西风文化的熏陶，承

认他是“新派”、“洋派” 。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相遇，在深处，像中西方两种文

化的相碰撞，在过程中，两种文化从深处呈现出不同取向和要求作品从而刻划出

两种不同底层积淀着集体无意识。现代社会初始倡导的爱情是生长在封建废墟上

的玫瑰，因沃土肥料的缺失美丽却不会持久。那时的爱情是作为反封建的武器而

存在的，被剥夺了数千年的爱的权利的失而复得让现代女性们手足无措，他们并

没有爱上谁，他们只是爱上了爱情本身，爱上了作为“人”的爱情。 

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殖民地上海为主要社会背景，虽然当时

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但古老封建道德系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

勉维持着，她们仍无法自拔地陷入在对传统旧家庭的眷恋中。在几千年的以男性

为主的社会中，中国女性普遍沦为男人的工具和附属物，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已失

去了独立性，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

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张爱玲看到了女性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已经逐渐形

成的物质上对男性的依赖和无法改变的强烈的虚荣心。这种心理痼疾正是女性难

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根源。 

张爱玲作品中的通俗化特点，也与她生活的环境和她自己生活习惯有较大的

关系，她不仅像所有的上海小女人一样爱逛街爱吃零食，而且还酷爱看社会上流

行的小报。对她一生影响 多的两个城市一是上海二是香港 ，而上海是当时中

国 商业化 市民化的城市，当时的香港则是跟在上海后面亦步亦趋的上海的翻 

 

 

 
 
 
 

 
 

http://www.ddmap.com/map/21----%BE%AD%BC%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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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1]。在生活中，张爱玲始终没有成为她母亲所希望的淑女，但却按照自己的理

想成为了一个大都市里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倾城之恋》描写是女性在婚嫁上自

觉受封建意识奴役的典型。白流苏是一个离婚的女性，但在她的西式教养的外壳

里，依然裹着一颗 典型的封建遗少的灵魂。她的婚姻目的仅仅是为了一个经济

依靠，范柳原 是深受西风文化熏陶的人，渴望得到一点真心的爱情。范柳原关

注的是爱情，白流苏在乎的是婚姻，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

的因素。 

张爱玲，她生长在城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人，而且又把当一个城市人

作为自己的理想，因此，在她的作品中，不仅写的是城市与城市中的两种文化，

而且到处都流露着她对生活文明的喜爱和赞美。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以悲剧

收场，但这并不是城市生活中的过错，相反，正是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

罪恶。 

综上所述，在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背景影响可以归纳为：西中两种文

化，封建性的教养与现实主义。 

 

二、文化及社会对《画中情思》的影响 

泰国启蒙思想运动很微弱，取法西方、改革维新，又是王室领导的，在当

时，很少有人能看到封建统治的弊病。反对王权是现代文学时期才出现的。在

1932 年发生了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却没有发生深刻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泰

国虽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却没有接融封建主义的根基，旧思想，旧文化，旧的

剪纸观念依然如故，《画中情思》便是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 

自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到 1983 年銮披汶上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可以视为

泰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西巫拉帕等一批青年作家登上文学舞台并写出

了奠基性的作品，这是泰国现代文学诞生的一个标志。西巫拉帕的作品透露出资

产阶级改良运动前夜的时代信息，对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出了挑战，反映了社

会的某些情况，表达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追求。西巫拉帕早期的

作品都是爱情小说，这也是那个时代泰国文学作品 普通的热门题材 。 如果说 

西巫拉帕的作品是对传统的封建习俗的反映，那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通过这些 

 

[1] 《张爱玲-百度百科》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0390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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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故事反映了泰国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某些问题，表达了当

时青年的某些愿望和追求。 

    在 1936 年 5 月，西巫拉帕动身去日本考察报业，同年回到了泰国，动手写

了这部作品，次年出版。在写《画中情思》的四五年间作者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日本之行也开阔了他的眼界，西巫拉帕对泰国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画中情思》中，多了现实主义的成分、接融了人民生活的实际、有了较多的

社会意义，这是西巫拉帕的文学开创性作品之一。《画中情思》是一部真正意义

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重大的社会意义，标志着西巫拉帕摆

脱了其作品的罗曼蒂克的才子佳人气，走向了创作的成熟阶段。 

婚姻、恋爱自由的问题是妇女的人身自由问题。虽然在封建社会里男子同样

受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和束缚，但是受害 深的还是妇女，父母之命就可以决

定以一个人的终身[1]。西巫拉帕的儿子素拉潘•柿巴立说 “但是西巫拉帕住在曼

谷的一条名叫皇后的胡同里，那里住着一些贵族，西巫拉帕目睹了不少贵族女子

被束缚在封建家庭里，三十二岁仍然不能结婚，即使结婚了，也没有得到幸福，

这引起了作者的思索，邀起了他深深的同情” [2]。因此，西巫拉帕根据普普通

通的素材经过一书的想象、虚构、提炼和加工写出了吉拉娣的爱情悲剧，塑造了

一个十分鲜明、感人的被封建宗法制度葬送的贵族女子的典型形象，诺帕朋,他

是一个留学生、是一个时代的先进人物，他对吉拉娣的爱情、是一种憬羡于她的

美丽冲动。他的爱情热烈，但没有深厚的基础，因经受不住时间和距离的考脸，

在爱情与事业之间，他选择是 “事业” [3]。 

    综上所述，在张爱玲《倾城之恋》与西巫拉帕《画中情思》中，封建社会的

婚恋在相似之中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正是这些同中之异才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他们当

时文化情况与社会情况的认识。“相同性会使人们看到对作者的文化情况与社会

情况; 相异性不仅使人们看到对国家的文化情况与社会情况的差异, 而且会使人

们意识到中泰文学各自的特点,因而也更有利于中泰文学的相互学习,取长补

短。”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发展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3 月第 1版，第 206 页。 

[2] 栾文华：《泰国文学发展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3 月第 1版，第 231 页。 

[3] 栾文华：《泰国文学发展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3 月第 1版，第 23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