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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社会影响 

    西巫拉帕是泰国现代文学史上把政治内容引入小说的第一个人。

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使西巫拉帕写出了泰国作家以前所没有涉及到的内

容。[1]
   

 

他的思想和创作使他成为泰国“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文学运动中的

旗手。 

在西巫拉帕的作品里，之所以说《向前看》是最杰出的一部，是因为小说

的主题思想非常深刻，西巫拉帕塑造的觉醒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形象，具有深

远的社会意义。那个时代虽然早已过去了，但是直到今天，他所塑造的那些知

识分子形象的社会意义历久弥新。如贵族子弟西里拉在作品中的着墨并不多，

但他却是作品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之一。因为作品中所揭示的这一形象的社会意

义是通过其被捕以及被判无期的悲剧命运来表现的。小说从他从英国获得法学

士学位回来写起，选取了几个简单但是富有特征性的情节，通过他与同学聚会

时的闲聊和他妻子的叙说来表现的。 

这篇小说以其深切的表现和独特的格式反映当时泰国社会中“被压迫者”

的苦楚和“压迫者”的哀痛。并深切地挖掘出了这一现象的历史根由，以引起

“觉醒者”的重视。有着深远而又耐人寻味的意义。作者暗示，知识分子要有

出路就要觉醒和反抗黑暗的统治。这种觉醒首先要认识到只有社会政治制度的

改变，才能改变知识分子被压迫的地位。其次，要把个人的命运和历史使命结

合起来。因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从来都是依附于某一个阶级的。如果脱离民

众的斗争而孤立地追求自由民主，最后只会无路可走。 

《向前看》中，西巫拉帕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描写是全面而深刻的，对于革

命的不彻底性，以及最后向封建势力妥协的软骨病，脱离人民群众和缺乏正确

革命理论指导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分析。他对这次泰国资产阶级政变描写的实

质意义在于揭示这次革命是在封建思想还弥漫在泰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泰国

                                                        
[1]栾文华.泰国文学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3月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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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一个全民性的深刻思想革命运动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次单纯的政权更替

和不彻底的政治革命运动。西巫拉帕所试图证明的是：政治革命若不伴随着深

刻的思想革命，必将半途夭折。 

作品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表现出了“资产阶级政变”后泰国社会、政治

的巨大变化和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描绘出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觉醒起来并投

身于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反抗压迫的斗争历程。对泰国进步文学的发展

产生深远的影响。作者运用了叙事的方法，把泰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在作品中

重演，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批判

精神，教育和激励了无数青年勇敢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中泰现代文学

发展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也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 

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泰国当时的社会：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觉

悟，不少人已经献出了生命，但旧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广大群众还不够觉醒，

新的道路正等待着革命者去探索。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以詹铊、尼塔和阿诚为代表的泰国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

形象。他们的成长历程和对民主、自由的不懈追求见证着那一代人为了国家民

族的未来所作的一切。他们即是当时泰国无数进步青年的一个缩影，又是个性

鲜明的革命者的典型。 

《向前看》最大的价值是它的思想意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意义。这

部作品把革命者放在历史的中心地位，把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当做小说的

主人公，时代哺育着他们，他们也经受着时代的风雨和考验。这种对待历史、

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以前的文学作品根本不可能见到的。这不仅充分肯定了

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为了追求自由、民主所作的努力和牺牲，也极大地鼓舞着后

来的知识分子勇敢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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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说的艺术成就 

第一节   鲜活的人物塑造 

    

    西巫拉帕是一位富有独创性的作家。他开放进取的文学精神和灵活多样的

艺术表现形式，展示了他惊人的艺术创造力。他的目光所到之地、心手所及之

处极为广阔和深邃。西巫拉帕的作品体现了泰国现代小说的崭新品格，成为新

文学的主要创作方向，更显示了泰国文学已经告别了历史的过去而进入了一个

新的纪元。泰国人民尊称他为泰国文化界的“元帅”，“泰国文学天空中的王

鸟”。 

《向前看》是泰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坛上一颗闪亮的明珠，小说中那些具有

鲜明特征的人物形象无不透露出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天赋。他通过这些个性鲜

明的典型人物，概括了那个时代中各个阶层人物的特征。 

在小说的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上，西巫拉帕尤其注重白描。《向前看》中

对于尼塔和詹铊的肖像描写即典型又有特点： 

 

这个当教员的身着蓝色绸丝幔，亚麻布的上衣和整齐的鞋袜；今年

刚满十九岁，身材修长，嘴唇又俊又俏，鼻子端端正正，一双大眼睛

聪颖明亮，举止像个大人那样温文尔雅。那个在内务部当簿记的年轻

小伙子，穿着一条藏青色土布筒裙，只穿鞋子而不着袜，个字粗壮，

胸脯厚实。他穿的那件斜纹布上衣紧了一点，这更加显出他身体魁梧

壮实。他的高度由于走路时头部略向前倾，背微向前弯的姿态而显得

矮了一点，这是因为他多年来在大官员的官邸里当奴仆，走路必须弯

着腰的习惯造成的。他的脸庞宽大，皮肤粗厚，头发刚硬。和其它饱

满的部分相比，鼻子似乎显得扁了一点。那偶或出现的，显示出诚

实、谦逊的咧嘴微笑的笑容，是他那宽大的脸庞上最有魅力的表情。[1]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12月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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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描写，彻底摒弃了旧小说对人物肖像所作的凡俗的描绘。用简练的笔

触勾勒人物身上最有特点的印记，生动传神。不但如此，作者还继续深入，由

外而内，深入地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灵魂。 

 

从离开叻察他尼公馆坐上汽车起，詹铊.农粦令的心就七上八下地

跳动着，他拘束地坐在司机身旁，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微露惊惶

神色的双眼直视前方。玩偶第一次挪动身子，但双手还是交叉放在膝

盖上。他转过头来，腼腆地对乃曾微笑了一下，同时用摇头代替回

答，表示他没看见经过的市场或任何其它东西。[1] 

 

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但就整篇作品而言，其中的人物形象却有

轻重主次之分。在此笔者拟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检视一下小说中主、次要人物

的艺术功能，借以窥探作者的艺术匠心。 

次要人物是一篇小说总体构思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通过一定的结构和小说

中的主要人物、故事情节、生活环境组成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实现着作

家的创作意图。因而，在一位高明的作家手里，一篇小说的次要人物不应该是

游离的，更不应该是可有可无的，它和作品的其他要素胶结在一起，互相渗

透，互相加深，发挥着多方面的艺术功能。 

首先《向前看》中詹铊的父亲虽然不是主角，但是作者在小说开始不久便

通过詹铊的回忆，讲述了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他年轻时遭恶人陷害，曾两次被

刺，都侥幸生还，后被捕无辜含冤入狱四年。出狱后又被警员跟地方官僚勾结

栽赃陷害。最后走投无路，在佛寺老师父的帮助下出家为僧，逃过一劫。作者

用平实无华的描述，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那种反映着时代气压的阴郁和沉重，

但并不使人消极颓废，却反而引人深思，促人奋起，激励着人们改造现实的决

心和勇气，发人深省。在当时的反封建斗争中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产生这种

效果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西巫拉帕本人是在这种理想的光照之下，来揭露社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12月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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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黑暗现实的。试想，如果《向前看》中没有詹铊的父母，没有从他们身上所

引发出来的那种对当时社会的思考，相信作品绝不会在一开始就产生那样强烈

的、发人深思、促人奋起的艺术效果。 

其次，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还起着突出主要人物，刻画主要人物的作用。通

过设置各种次要人物来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是西巫拉帕塑造典型的一个重要

手段。在《向前看》中，这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把主人公放在各种社会

联系的交叉点上，通过与形形色色人物的矛盾纠葛，揭示主人公多方面的性格

特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塑造出真实、丰满，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典型。

比如文章一开时，在描写詹铊第一天跟随瓦查粦少爷去学校的过程中，对他和

瓦查粦少爷还有司机乃曾的描写： 

 

他小心约束自己，一动也不敢动，看上去像是坐在褐色奥贝尔牌

汽车后座上的那个眉目清秀、肤色白嫩的学生带的玩偶。这个学生为

了在开学日和同学们一道玩耍，带来了比自己还要大的这样一个玩

偶。 那个学生玩偶的拘束神态，使得司机乃曾感到可笑又可怜。于

是，他转过头来，对玩偶说：‘随便坐吧，想看什么就看吧，刚才经过

的是大市场，看见没有啊？’，‚一路上，乃曾按了几下喇叭，也使他

吓得不得了。‛[1] 

 

作者仅仅用这几句简短的描写，便让读者看到了詹铊悲惨的社会地位，不

禁对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孩子产生无比的同情之心。试想，在此如果没有对瓦

查粦和司机乃曾的心理描写，就不可能把詹铊的性格和心理描写烘托得如此鲜

明。二是作者借助次要人物的逆向对比，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这种对比有时

也使用在次要人物之间。把他们各自的面目区分得更加明显。作品中詹铊父亲

的善良、勇敢，正是在跟那些流氓、债主以及警察、官僚的贪婪、恶毒的尖锐

对比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三是借助次要人物的同向烘托，揭示主要人物的性

格特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一类型的人物中，虽也存在个性上的千差万

                                                        
[1]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12月 11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4 

别，但也有着性格上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

样的次要人物像一把三棱镜，可以折射出主要人物的某些性格侧面。例如，在

为庆祝维文·万那威男爵被任命为泰威特·兰沙律书院的校长所举行的庆祝晚

会上，当尼塔问武德对政治是否关心时，武德回答说： 

 

他一天到晚只知道为生活而奔忙，没有时间去关心政治，也没有

这方面的知识，尤其是自从他有了孩子的负担以后，就更加感觉到政

治是同他无关的了。[1] 

 

从这段看似平白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社会制度的影响下，像

武德一样以做小生意为生的平民大众对政治已经彻底的失望了。而造成这种冷

漠跟失望的根本原因以其说是人们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不如说是人们对当时政

治黑暗的无声抗议。 

 

第二节   多样的表现手法 

    

《向前看》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开创了泰国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传

统。西巫拉帕早期的某些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

如： 《情刃戮心》 、《生活的战争》等。对封建社会以及贵族阶级进行了政治

上和道德上的有力批判。如：《画中情思》 、《男子汉》等，也曾对旧的家族制

度和封建道德观念做出过较尖锐的批评，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些作品

仍然属于侧重于暴露社会生活黑暗面的现实主义。西巫拉帕揭露当时社会的黑

暗，描写人民的苦难命运。但他不仅揭露社会表层的黑暗，而且更重要的是他

大胆地揭露封建阶级更深层次的腐败，以唤起民众的觉醒。加强了小说的生活

真实感和思想的批判性，是更富有艺术表现力的。 

在艺术表现和文艺理论上，西巫拉帕的重要建树，是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 
                                                        
[1]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12月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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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受历史制约的，作家应该重视对生

活的态度，并且寻求在那个时代所能寻求到的艺术手段和经验。[1]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充分运用和发挥了艺术的辩证法，采用对比的手法，在

善与恶、喜与悲、正与邪等的处理上独具匠心，使得作品的思想和内容紧密结

合，相映生辉。 

 

             西巫拉帕是在泰国的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折中，在君主立宪

和封建专制的交替中，在西方消遣文学的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的。[2] 

 

《向前看》不仅以深刻的思想内容体现了泰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时代精

神，而且以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独特的风格，开创了泰国小说新风。这是与

西巫拉帕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即吸取了泰国传统文学的某些手法，又借鉴了外

国现代小说的艺术特长，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风不开的。比如作

品一开始便是从乌泰老师的回忆写起的， 

 

那天早上，老师在细雨蒙蒙中离开家，晚上也是在细雨蒙蒙中回

家来的。整天的天气都很冷，而且一直延续到夜间。但是，老是觉得

法庭里气氛的寒冷，使人感到刺骨寒心，比之天气的寒冷，更加凛

冽。甚至，他几乎感觉不出，那天是整天下着毛毛雨呢。……当老师

用缅怀的心情观看照片时，往事又一一映现在眼前。老师离开第一张

照片，迈步观看挂在近处的两三张学生的合影。随着，他从窗边移来

椅子，把它放在书桌前面，坐了下来，面向着第一张照片，继续仔细

地看。这时，照片中的人物，便又清楚地浮上他的脑际……‛[3] 

                                                        
[1]栾文华.泰国文学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3月 261 

[2]栾文华.泰国文学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3月 203 

[3]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12月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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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写作手法从一开始便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一开始对詹铊

的描写也是独具匠心的“从离开叻察他尼公馆坐上汽车起，詹铊.农粦令的心就

七上八下地跳动着，他拘束地坐在司机的身旁，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微露

惊惶神色的双眼直视前方。”作者这样巧妙的安排使读者第一眼读到这里就对这

个乡下孩子悲惨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从而达到了作者所期盼的艺术 

效果。 

这些都与泰国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不同，而在具体描写人物时，仍沿用传

统手法。西巫拉帕小说的首要艺术特点就是在像生活一样平实、鲜明和质朴的

基础上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性。西巫拉帕对泰国的历史和现实有着长期

的观察和分析。民主主义的立场又深化了他对生活的概括力和透视力，他即能

从社会底层被压迫群众的角度来观察，认识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又能站在历史

的高度来概括和反映生活的本质。这就与那一时期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描

写范围狭小”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突破了当时一般小说家多描写“家家

翁翁”等男女情爱和身边琐事的内容局限。西巫拉帕的小说从来不停留在对生

活的表面描写上。他总是侧重揭示生活中那些带悲剧性的性格和矛盾，从而开

掘出深刻的内涵。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角色”，一件平常的“小事”，如

詹铊儿时的朋友阿登在一次庙会上偷鸡腿的事，在西巫拉帕的笔下都能把它同

广阔的社会人生联系起来。于平凡处看出不平凡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他小说创

作的凝练、沉郁、耐人寻味的风格。 

    《向前看》塑造了泰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詹

铊、尼塔、阿诚、西里拉等进步青年。在当时泰国的文学创作中，能达到这种

水平和高度的典型形象是不多的。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做到了共性与个性的

统一，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西巫拉帕是把这些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表现出来的。比如对詹铊性格形成的种种主客观原因，以及后来的成长和

觉醒等描写。不但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社会真实性而且也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

力。 

    西巫拉帕对小说中的人物，善于描写其灵魂深处的奥秘。具有强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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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比如对詹铊在得知亚匹曼.叻察他尼爵爷被罢黜以后的思想斗争，表现出了

詹铊的矛盾心理，和内心世界的斗争。以至后来贵族阶级出生的西里拉的被捕

和被宣判无期，更表现出了觉醒、进步的贵族阶级的力量和希望。作品中描写

人物、场景、叙述情节，多运用白描手法，并注意环境、气氛的渲染，使作品

色彩朴素而韵味深厚。作品第一部对詹铊父母悲惨遭遇的描写气氛渲染得特别

浓，描写了当时社会上许许多多的不公平和劳苦大众的无助和无奈，给读者带

来很大的“压迫感”和同情心，并由此产生对作者创作思想的共鸣。达到了一

种很高的艺术境界。 

《向前看》除了反封建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内核最受人推崇以外，与

整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精湛的语言艺术，也一直被后来的

作家们借鉴。很多的文学评论家对于西巫拉帕的作品多是从历史、社会、政治

和思想等角度进行探析，从中寻找反映政治思想主张的内容。可是，文学作品

如果离开了精湛的语言艺术，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形式。高尔基曾说过： 

 

    文学的根本材料是语言文字——给一切映像、感情、思想等以形

态的语言文字。文学是借语言文字来做雕塑描写的艺术。[1] 

 

西巫拉帕之所以被认为是“泰国第一位能够把政治见解巧妙地伏笔于文学

作品的作家”。是因为他的进步思想，不是运用赤裸裸的传声筒似的政治词汇来

表达，而是通过准确的描写人物的思想性格和阶级矛盾体现出来的。这部作品

之所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他高深的语言艺术造诣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在作

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充分运用和发挥了艺术的辩证法。在正与邪、善

与恶、等的处理上独具匠心。并紧密的结合作者的创作思想，交相辉映。 

    詹铊的父亲由于被人陷害而无辜入狱四年，后来被释放后又遭到仇人的

报复，最后走投无路只好落发为僧。而那些贪赃枉法的警察和官员却能逍遥法

外。这里作者对官僚阶级的腐化堕落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对社会的不平提出了

                                                        
[1]高尔基.高尔基文学论集.论散文[M].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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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正的抗议。以真实的笔触，撼动着读者的心弦。使正与邪二者在矛盾的对立

中更加发人深省。突出了作者的创作思想。 

 作品成功的塑造了拉迈小姐和柿娘这两个女佣角色，并使之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柿娘善良、正义、充满母爱。在詹铊病危的时候不顾一切地去挽救他的

生命，把他当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这与拉迈小姐残忍、麻木、冷漠的形

象大相径庭。在柿娘去苦苦哀求她给詹铊治病的时候她清楚地告诉柿娘说： 

 

    要请给瓦查粦少爷治病的医生来给那乡下小孩看病，除非天变成

地，地变成天。‛‚他命中该死，就只好让他死。[1]
   

 

 在此，两人形成的鲜明的对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两人激烈的思

想冲突，更加烘托出了柿娘的伟大。对于那些饱受封建等级制度荼毒的人们来

说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让人们坚信善终将战胜恶。 

    《向前看》可以说是达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

一，不仅奠定了泰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基石，也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第三节   别致的切入角度 

 

《向前看》别致的切入角度，独特的艺术结构等使作品在创作上取得了巨

大的艺术成就。开创了泰国现代文学的新方向。也奠定了西巫拉帕在泰国现代

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品第一部以詹铊的遭遇和经历为主要切入点，从詹铊这个来自穷乡僻壤

的苦孩子眼中看封建统治者的世界，写出了一九三二年政变以前贫苦大众所处

的水深火热的困境及贵族阶级糜烂腐朽的奢华生活。在第二部中，作者用质朴

无华的笔锋，忠实而形象地再现了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二年十年间发生的两件

历史事件：“六、二四”资产阶级政变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泰国。 

                                                        
[1]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12月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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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政变之前的泰国，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泰国的侵略与渗

透，这种形式反促进了泰国王朝当政者的醒悟。拉玛五世继位后，开始对内

政、体制进行改革。他兴办现代教育，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出版泰文和外

文报刊，自己也出访欧洲，因此，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不断地涌进了泰国。由于

西方文化的熏陶，加上外部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加剧，泰国的贵族知识分子

意识到只有进行革命，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才能保住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

维护泰国主权独立，使泰国的封建专权在西方殖民浪潮的冲击下屹立不动，是

他们直接的政治动机。   

     

    这时候，农民正用土炉子烧火做饭，准备同自己患难与共的老水

牛，顶着风雨烈日下地去干活；工厂里和其他各自的工人，正从消除

了。昨天疲劳的枕席上爬起来，准备吃点能果腹的食物，恢复恢复体

力，以便去迎接新的一天繁重的劳动；肩挑的和市场里的商贩，正准

备着扁担箩筐，前往大江小河和其他地方去批发些货物来贩卖，以维

持一日的活计；政府官员正睡眼朦胧地躺在床上；王公贵族和豪商巨

富正在又高又软的床上睡得又香又甜。[1] 

 

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生活之间有着天壤之

别，把封建制度的黑暗揭露得一览无余。然而有一点却是泰国封建专权者没有

预料到的，就是他们的改革潮流会把他们一直认为地位不可动摇的封建专制推

进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正如西巫拉帕在《向前看》中所说的： 

     

他们十分相信这个古老政权的巩固性，认为这个建筑在以世纪计

的牢固基础上的政权，是不可改变的。而实际上，但也有另一部分人

不愿接受这种古老的信念，这些人通过对形势的研究和对新思想的学

习，通过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种种事实的观察，通过对他们亲眼见到

                                                        
[1]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12月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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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从书本上所获知的事物比较，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对于统治

着自己的官僚政府产生了怀疑。[1] 

 

作者之所以选取这一特殊事件作为切入点，是因为当时的泰国，处在帝国

主义斗争的夹层中，西方各国都在对它虎视眈眈。但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新思潮逐渐深入泰国知识分子心中。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一部分知识分子

开始有了觉醒并投身民主的行动。“六.二四”政变发生以后，封建专制被推

翻，由于民主党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承诺使贫苦人民开始把新政权看成是照耀着

他们黑暗穷苦生活的美好、纯洁的光明的化身。诚实的穷苦人民额手称庆，高

呼善哉，盼望从此以后能有个翻身出头的日子。但政变力量成分复杂，政变成

功不久，资产阶级便产生了不同派别，最终形成了军人独裁的时代。 

     

        1932 年泰国成立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之后，旧有的社会矛盾并

没有解决，新权贵代替了老贵族，金钱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贫富悬

殊，阶级压迫和剥削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渐渐

对这次革命感到失望，这是泰国现实主义文学萌生的社会基础。[2] 

 

当局甚至开始对民主做出了反方向的镇压，致使人民民主的理想破灭，人

民生活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三九年九月，浩劫之火在欧洲燃烧起来了”

“欧洲的浩劫之火烧进了泰国，遇上了清凉的雨点”，此时的泰国再次成为帝国

主义争夺之战的缓冲区，时势迫使“报界对外国消息的报道，比以前有了更多

的关心和重视。”“国际新闻便成为每天报纸上的重要消息了”，更多的泰国知识

分子从帝国主义对外国的侵略中认识到民主对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性。 

作者选取这一特殊时期作为切入点，正是他对生活，对人生的切身体验的

结果，也正是他创作天赋之所在。 

     

                                                        
[1]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12月 140 

[2]栾文华.泰国文学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3月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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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也是议论纷纷，说政府并不关心这件事

情。政府把注意力放在扩充军备上面，而对经济和教育，政府并没有

按照革命的那一天对人民所许下的誓言那样去给予应有的注意。工农

的生活还是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一点也没有得到改善。[1] 

 

随着日本军队的占领，泰国政府不战而降，并与其订立了军事同盟，成为

了经济上的殖民地。许多爱国人士因此愤然投身反日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

中。在政治动荡不安、新旧政权混杂的曼谷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下，民主与专

制、独裁正是这个时期最大的社会矛盾，詹铊、阿诚、尼塔所追求的理想与做

出的努力正式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西巫拉帕把自己的生活与亲身经历都融入

到小说中，其中阿诚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西巫拉帕——父亲病逝，母亲担起家

庭重担，姐姐也打工补贴生活，他自己则投身写作，用笔杆抨击社会的一切不

平等现象，并因投身民主运动而多次入狱；尼塔则是内心世界的西巫拉帕，坚

强勇敢，对民主的未来充满信念，并执着地寻求新的民主道路；詹铊则是接触

新世界的他，从他眼中我们可以看到贫困大众与贵族阶级生活的不公平待遇，

感受到新思潮在人民中的传播。他勇敢排除心理障碍，热情地投身民主运动，

是当时觉醒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面对当时严酷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西巫拉帕始终没有被黑暗的现实所淹

没，更没有因为现实的冷酷而颓唐。他在真实的生活和现实主义原则之间斑驳

的空隙之中努力不懈地寻觅、发掘和采撷着“希望”的火种。在逆境中西巫拉

帕不能创作，但他决心： 

 

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违心地向自己头脑中不正常的感情低头。他不愿与人

同流合污，而有自己的追求。在我还有些气力和能够思考的时候，我还想写点

东西，而不愿用这气力和陈腐的旧思想去赚钱……。[2] 

 

                                                        
[1]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12月 252 

[2]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再版.前言.1944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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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中，时时闪耀着希望之火。他把文学从旧式文人

手中接了过来，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刻意追求，不断探索，为泰国新文学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向前看》是西巫拉帕继《生活的战争》和《画中情思》之后的又一部现

实主义力作。从作品中完全可以看出，西巫拉帕所恪守的现实主义，是跳动着

时代脉搏，是孕育着光明和希望的。 

在泰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西巫拉帕的文学主张，创作观念和价值取向

等，对泰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人生抱着真诚态度的西巫拉

帕，始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的这种真诚而执着的现实主义，从一开

始就在作品中勾留出了鲜明的轨迹。但是，影印在这轨迹中的不单单是真诚和

执着，还有希望的火花和新人的胎动。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他

始终为国家的真正独立和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呼号。 

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萌芽时期的泰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

之后，已经日趋成熟，作家对社会的观察力大大提高。读者对于作品的要求已

经不仅仅是停留在单纯的娱乐上，而是逐渐上升到对文学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

度、以及思想内涵上。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了现实主义的成分，充满着作者更多

的生活体验和社会意义。 

《向前看》的人物形象与社会事件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真实地反映泰国

社会的时代矛盾，表达新一代爱国青年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对未来充满信心

和希望的朝气蓬勃的情绪。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泰国现代文学中优秀的现实主

义作品。 

正如西巫拉帕自己所说：‚要把赏玩变成严肃的工作。‛[1]
  这也成为他整个

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 

《向前看》在艺术上的成功最主要的一点还在于小说已不再像作者早期作

品那样把故事性作为重点，作者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刻画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光

辉形象，展示了他们各自性格上的矛盾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这一个个有血有

肉、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品在对次要人物（如阿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3月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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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柿娘等）的塑造上，也刻意摒除了以往脸谱化的方法，给读者留下了更多

思考的空间。 

    《向前看》在泰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在继《画中情思》之

后，在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上创造了又一个典范，是西巫拉帕后

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取得的成功在那个时代

是无人能及的。是作者毕生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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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西巫拉帕开创了泰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广阔道路，《向前看》一、二部真实地

再现了那个时代泰国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合理和政治的黑暗，揭露了日趋没落的

贵族阶级，讽刺了趋炎附势的一类人，歌颂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和聪明

智慧。作者从 1932 年到 1942 年期间泰国发生的“六、二四”资产阶级政变和

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泰国两大历史事件，通过几个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们

对自由、民主和公平的不懈追求，塑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他们的这

种精神，对泰国青年一代起到了一种启蒙、促进的作用，同时也引导了更多的

青年积极地追求民主、投身民主运动。西巫拉帕的整个创作活动对泰国新文学

的产生、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使泰国的进步文

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和斗争中成长起来。正如他所说：“新的文学已经点燃起为

人民大众服务的希望之火。文学果实的享受者再也不是社会上一小撮独揽特权

的阶层了。人民将是创造文学和收获文学果实的主人。我们相信，历史将向这

个方向发展。”然而让读者感到一点点遗憾的是作者原本打算在中国居留期间

写完第三部，但未能遂愿。但无论如何他的文学精神将永远留在广大读者的心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