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南风吹梦》中泰中文化观念的差异及互动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观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不同的

文化观念必然表现为母体文化与外族文化的差异，而在当今全球化经济和全球

化文化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文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他们必然

会互相影响及互动。在长篇小说《南风吹梦》中所表现的泰中两国文化也不例

外。 

第一节  母体文化与外族文化 

小说中的主人公曾璇有和全世界的海外华人一样，虽然到了异国生活了一

辈子，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

国。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不断创造、不断融合而形

成的。它表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想感情

等等之中。这是一种超稳定的心理结构，不容易由于时间与地点的变化而发生

变化。加之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所有的炎黄子孙都以拥有

地球上 古老的文明而自豪，强调国家、民族的整体观念，以国家、民族、集

体、家族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这就更加强化了海外华人的国家民族观念。

因此，对中华文化的执著，对自己民族的自信自尊，也就成为了如小说中主人

公那样的、千百万海外华人的一种共同的特征。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母体

文化。 

小说中的主人公曾璇有从中国来到泰国谋生，在他奋斗拼搏的一生中，常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因此，他对他的独生子

严格的一个要求就是“不允许荣钦在家说泰语”，孩子在家不允许说泰语、自

己不跟他说泰语、不允许自己的妻子跟他说泰语、正如地第 39 封信中他对妻子

美瑛所说的：“我不能否认荣钦已加入泰国籍这个事实，他必须尊重自己是个泰

国人，是泰国公民，而不是中国公民，但是，我得让他记住本支的来历。”他还

非常严肃地对荣钦说：“我告诉你，以后在家里不允许跟爸爸妈妈讲泰语，在家

里要像个中国人，要记住你是中国人，牢牢记在心上”。主人公曾璇有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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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地保持自己的中国文化，这种执著，不单是从自己做起，还要要求自己的

后代、自己的亲朋好友也这样做，这也就是母体文化超稳定特性在现实生活中

的体现，也可以说是母体文化在人们头脑中的顽固性。 

但是，主人公曾璇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到异国他乡泰国生活谋生，他不可避

免地要接触到外族文化，也就是泰族文化，这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

就是说，不管你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或者是拒绝接受，外族文化都会侵

入到你的生活、你的头脑，都会在你的思想里、你的感情上产生潜移默化的作

用。曾璇有在泰国生活奋斗一生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刚刚来到泰国的初

期，什么都觉得新鲜、奇怪，有很多事情都看不惯或者不能理解，但是他在泰

国生活了一段时期后，特别是在自己所坚持的中国的传统观念与现实生活所碰

到的异国文化格格不入的时候，有时候是到处碰壁以后，他自己不得不、或者

是自觉不自觉地“修正”了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固有的母体文化观念与外族文

化观念得到了和谐共存。他在泰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特别是与东家的大女儿

结婚以后，他逐步改变了他原来固有的一些生活方式，由反对看电影、不喜欢

看电影到不由自主地喜欢看电影；由只知道工作、赚钱到下班后进茶馆坐坐、

与朋友聊聊天、喝喝茶；由坚决不相信神灵到逐步相信……等等很多变化都在

潜移默化中进行。笔者认为，主人公的种种变化都是母体文化与外族文化交

流、影响、同化的结果。虽然主人公还有很多思想、传统习惯在以后，甚至到

他老了都没有改变，但至少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特别

是在对待小女儿的态度上，他对她与泰人结婚这件事，由开始的坚决反对发展

到后来愿意并乐意和她以及她的泰国丈夫住在一起，这种重大转变是从他对小

女儿的泰人丈夫的看法的转变开始的。因为事实证明，泰国的男人并不是像他

先前所持的偏见那样，不会干活，只会赌博、喝酒、吸毒、玩女人。而是有知

识、有责任感，不要他给的一铢钱，而要凭自己的知识，当教师维持生活，他

的女婿用自己的行动说服了他，使他改变了观点和看法。这正是母体文化与外

族文化逐步同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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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家庭伦理道德观念 

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是人类文化丰富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小说主人公曾璇

有来到泰国生活的道路，特别是他与老板的大女儿美瑛结婚建立家庭以后，他

所坚持的基本是旧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比如在第 41

封信中写道：“美瑛又生了个女孩，使儿要生五子二女的愿望落空了。儿不曾如

此失望过，简直无法承受，只好借酒遣怀。儿第一次喝酒是生荣钦的那天，后

来发誓不再喝这迷魂汤。然而，第四个孩子降生的今天，儿又第二次破戒了”。

为什么他会如此的失望呢？因为他曾经向妻子美瑛表达过他的理想是生育“五

子二女”，而在生了大儿子荣钦以后，第二和第三个生的都是女儿，假如第四个

生的是儿子，那他的“五子二女”的愿望还是可能会实现，那现在第四个生的

是女儿，即使第五个生的是儿子，“五子二女”的愿望也不能实现了。所以他告

诉妈妈“这个孩子是儿多子多福的希望所系”，然而却让他大大地失望了——这

是曾璇有头脑中旧中国“多子多福”封建思想的突出表现。 

在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方面，中国人 为看重的在于对老一辈的孝敬，中国

的国民在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长期熏陶下，在漫长的“不孝有十、无后为大”、

“百事孝为先”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下，把对父母的忠孝当作自己的生

命之本。小说中的第 90 封信中有这么一段话语：“我把给你写信当作一种赎罪

的行动——赎我不告而辞的罪过；同时，我以写信和寄钱的方式表达我这个海

外赤子对慈母的一片孝心。我们中国人是讲究忠孝的，视忠孝为生命之本。”相

比之下，泰国人在对老一辈的忠孝方面并没有做到像中国人那样的“视为生命

之本”，但是，有一定知识的泰国人却能对此表示理解。曾旋有的未来的女婿、

一个有代表性的泰国青年温攸，他对曾璇有所说的一段话就让人有这样的感

觉。同在第 90 封信中他说道：“我理解叔叔的这种感情，叔叔愿意把自己的心

里话说给能了解自己的亲人听；叔叔推崇孔孟之道，讲究忠孝，每封家书都表

达您对母亲的忠孝。” 

在小说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的还有，在如何看待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这个问

题上，曾璇有认为，女性绝对不能与男性争权；女性就要有女性的样子；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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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不能是“外向型”的；女性不能主动向男性表示爱慕之情…….等等。比

如在第 42 封信中他写道：“美瑛的谈吐越来越象她的妹妹，总在呼吁女性的权

利，以前的女性哪能这样呢？您不是曾经说过，妇女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吗？

但是，如今在泰国的女性已远不是这样了，不知如今在中国是不是也变了。以

后的女性，还不知要变成什么厉害样呢！丈夫权利越来越小，妻子掌握家庭大

权，与丈夫平起平坐，女儿也不听父母的话。大家都要自由，谁也不尊重谁，

这样下去，家无家规，生活在一起，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这一段主人公内

心真实的表白，充分地表现了曾璇有所坚持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对于女人在

家庭中的地位，泰国人却不是看得那么重要。在第 16 封信中写道：“大多数泰

国人家庭是妻子掌钱，但在中国人家庭不完全如此。如果丈夫掌钱，往往丈夫

在家里的权力大；如果妻子掌钱，妻子就不那么顺从丈夫”。曾璇有对美瑛用抛

手镯的方法对他主动示爱又是怎么样的看法呢——当他接到美瑛从楼上的窗口

抛给他的玉镯后，“我茫然地站在那里，呆呆的，久久的不肯离去。 先产生的

意念是惬意”、“ 初产生的惬意感逐渐淡漠、消失，并代之以伤怀和懊恼。因

为我所爱的女子，竟然先向男方表示了爱慕之情”、“她一定是背着妹妹看过那

本艳情小说，并且学以致用了。对于女孩儿家，如此学以致用是不妥当的。”

[1]( P 45）小说主人公所坚持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是旧中国封建思想的典型表现。 

分析主人公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源在于：主人公出生于中国农村一个普通的

家庭，中国经历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农村影响 大的就是，封建小农经济造

就一切农业活动围绕着家庭这个经济的 小细胞进行，家庭成员的多寡和能力

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这就使每一个家庭的父母都希望自己

多生育子女，使自己多多拥有劳动力，而传统认为，男人总比女人强，这又使

得每对夫妻希望多生育男孩，少生女孩， 好不生女孩。另一个原因是，旧中

国乃至现在，缺乏一个社会保险机制，老一辈的病痛、伤亡、年纪大了丧失劳

动能力、养老送终没有一个可靠的保证，全靠自己的后代，而旧封建的婚姻又

决定了男的随父姓，解决了传宗接代，又保证了家庭劳动力的强盛；女的早早

就嫁人随夫而去，正所谓“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白白养育十多二十年，

                                                        
[1] 牡丹.南风吹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1984. 

 8 



 
 
 
 

 
 

  

还要赔嫁妆。还有很多，由于篇幅的关系在此不再一一列举。这也就是小说中

的主人公处处表现的封建思想重男轻女、女性与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能平等

的旧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主要的思想根源。 

第三节 社会等级观念 

世界本是大同的世界，社会也本是平等的社会，这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原始时

代，那时候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仅仅满足于寻找食物，借以糊口并赖

以生存，不管是谁，找来食物，大家一起吃，没有你我之分，没有贵贱之别。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找来的食品不仅可以吃饱，还有剩余，能

力强的人找到的食品多，剩余多，他就把多余的食品储存起来，并将储存的多

余的食品用来与别人交换自己喜欢、但自己又没有的食品，于是，商品交换开

始了力大的人与能力低，没有能力的人的差别产生了，社会上人为的等级也随

之而来，这就是社会等观念产生的简单由来。 

当今的世界，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存在社会的等级观念，以至于，社会等

级观念竟成了国家思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思想文化的作用下，人们

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分得有地位高低之分、身份有贵贱之别。 

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泰国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社会等级观念的成分，只

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商人，所以在他给母亲信中所谈及的社会等级观念大都涉

及经商方面。正如第八封信中说的：“如果没有金钱作为衡量人的尺度，世上所

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在泰国还是在中国都是相同的。全世

界的人都知道，华人喜欢经商、善于经商，而且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成功。但

是，泰国人却把经商当作是低等级的事，泰国有句谚语：“十个经商的，不如一

个做官的”
[1]Zp102X

。在第 20 封信中写到阿金的情人姹芭时，说她的父亲整天喝

酒，一天到晚屁事也不干，“我曾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做买卖？他回答说，做买

卖是下等人干的。他出身在一个名门望族的家庭，他父亲是个男爵
[2]
，男爵的

儿子怎能去做贱商呢” ； “当官的又有名又有利，能在别人头上指手画脚，

耀武扬威；而做买卖是下贱的工作，干了有失体面”——这就是 具代表性的

                                                        
[1] 牡丹.南风吹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1984. 
[2] 男爵是皇家授予的一个职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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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人的等级观念。那么，中国人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呢，有，但是却没有如此

的强烈和普遍，这是可以肯定的。究其原因，是与泰国的历史和地理位置分不

开的。众所周知，泰国地处中南半岛中部
[3][3]

，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她在漫长

的历史阶段中成为世界交通枢纽、物流交流中心，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泰国为中

转地，频繁地进出泰国，从而使泰国人民广泛地接触到世界各个民族的人，也

容易受到世界各种思潮的影响。表现在社会等级观念方面就使得泰国的多数人

崇洋、迷洋的思想较为严重，在这些人的眼里，欧美的人就是高人一等，在商

店里就经常看到售货员对欧美客人特别殷勤的情况。在小说中也有这样的描

写： “一般的人进到商店，售货员就会怒目而视，似乎他们不是人类，可洋客

一来，他们就马上把其他顾客撇到一边，赶紧陪着笑脸迎上去”。
[4]
 (P342) 对大多

数家庭来说，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洋学校或送到欧美去留洋，那是 高的愿

望。在第 63 封信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把孩子们送进洋人办的教堂学校，是

为了让孩子们更进化，掌握好西洋文，就比泰国学校或中国学校里出来的学生

高一等。同时，掌握好西洋文，出国留洋就方便了。这里说的‘出国’，必须是

到欧美去，回来工作薪水高，而且神气，那怕是不学无术，也受人敬仰。”在中

国，这样的崇洋迷洋思想观念也不是没有，但相比泰国，恐怕没有这么这种情

况，这可能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关闭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长期的锁关闭国，国

民与外国、外族没有接触，因而受影响必然少之又少，不会以“洋”、“土”来

分等级，但以贫富来分等级的现象也还是存在的。 

另一个方面，在饮食文化上体现等级，这也是泰国文化中所特有的现

象。在第 62 封信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关于喝水的场面：“阿金让女儿递给我一

瓶桔子味汽水，我接过来喝了。其实汽水并不怎么实惠，价钱高还不解渴，

不如喝白开水或者中国的冰茶水。可为什么在泰国汽水能畅销市场？我也说

不清楚因为是泰国人有钱不在乎？我看不见得，恐怕还是嗜好吃些价钱高的

东西吧，因为这样可以摆摆阔气，人家喝得起价钱贵的汽水，自己却是来一

杯廉价的汽水，多不体面! 只好也跟着喝。不过是患时髦病而已。”在泰

                                                        
[3] 叶同.微笑的国度_泰国风情之旅[M]., OdeanPublishing  House.2005
[4] 牡丹.南风吹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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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种以喝价钱高的东西来分出社会等级的高低的现象，恐怕在中国是不

多见的，因为，中国人以勤俭和讲求实惠而著称。 

第四节  个体生命价值观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把握的自身认可的生命价值观，这种自己在内心把

握的生命价值观每时每刻都在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

式。小说《南风吹梦》中的主人公曾璇有他所坚持的个体生命价值观就是中华

民族  

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正是这种生命价值观，支持着他在泰国艰苦奋斗一

生，由一个身无分文的贫苦农民成为一个过上小康生活的中产阶级商人。他所

坚持的生命价值观正如他在第 29 封信中所说的：“人生在世就得尽人事，没有

哪个人甘愿等着饿死的。我们中国人是不曾向命运低头屈服过的。我们必须根

据现有的情况和条件去全力奋斗” 。小说第 16 封信中的一段话却更能看到泰

国人与中国人在个体生命价值观上的区别：“我们休息的时间相当充分了。我们

要把时间多用在谋生上，挣来的钱就会越多。在儿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休

息日。儿刚知道泰国人一年休息那么多日子…….我们中国人则不一样，中国人

的性格是：有一百分气力，就使出一百分气力。”在第 52 封信中曾璇有又有更

直率的表示：“有人对我说过，人生在世，要尽情享乐。这话我不同意，因为您

教导过我：事业更重要；惟有事业的成绩才能衡量出人的才能与贡献。人不是

为吃饭睡觉而活着的”。 

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方面，他也是随时把它自己所坚持的人生价值观念贯穿

在对后代的教育之中。如在第 39 封信中所说的：“我要让他做个安分守己的

人，知道时间的宝贵，会利用时间；让他知道劳动是 有价值的，只有劳动才

能使人成其为人，而区别于只会吃睡的动物。” 

如果说曾璇有的个体生命价值观代表了中国人的普遍认同，那么，他的小

姨子罗红梅所把持的个体生命价值观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泰国人的看法。虽

然罗红梅并不是地地道道的泰国人，但她生在泰国、长在泰国，可以说是血管

里流淌着中国人血液的泰国人。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说的。在第 58 封信中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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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喜欢时髦的新东西，用自己辛勤劳动挣来的钱，有机会就花，要花就花

个痛快，只要不破产就行。把那么多的钱存入银行干啥呀？随心所欲地花钱，

也是人生的一种乐趣。”罗红梅是自己有能力赚到钱，自己尽情享受，那也是情

有可原的事。可悲的是，有一些泰国人，虽然为数不多，却是看不到自己的个

体生命价值，活在世上，不思奋进，终日饮酒，虚度日子。小说中多次写到的

阿金的岳父就是这种泰国人的代表人物。当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管是

泰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他们所持的个体生命价值观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

然会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曾璇有不也是在变吗，这在以后的论述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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