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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泰华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 

 
 

第一节 泰华长篇小说的思想内容 

 
 

一批泰国作家喜欢在长篇小说描写移民至泰国的华侨华人的生活，以泰国耀

华力路、三聘街等为小说的背景，内容描写泰国华人社会中的故事，揭示人的生

存状况，反映不同时代的华人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如《牡丹花 后一瓣》、《泰国

的来信》。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还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华人对泰国原住民的思想

冲突。如牡丹的《南风吹梦》。 

这一批长篇小说的题材，都来源于泰华社会的实际生活。在当时泰国经济、

政治和华侨华人政策的大背景之下，针对人们所关心的社会现象和家庭问题，进

行艺术概括。特别是着力于描绘华侨社会有代表性的新老两代人物的精神风貌、

人生座标，或褒或贬，颇具功底和力度。广大读者从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可

以感受到一代代华侨华人在泰国荒原上披星戴月、流汗洒血的创业艰辛；可以目

睹到泰华社会中下层人士悲欢离合的遭遇和寄人篱下的心态；可以倾听到鞭挞黑

暗现实与呼唤正义良知的呐喊；可以体会到作家们对华侨社会封建迷信的危害和

世风日下的批判与痛惜。 

50 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

济和军事的封锁，中国不得不实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闭关锁国政策，因此中

泰两国断绝了正常的来往，更不要说文化交流了。加上 1955 年中国政府在万隆

会议上宣布不再承认华侨的双重国籍，泰国华侨于是纷纷加入泰籍，落地生根，

从形式到意识都彻底认同于泰国，泰华文学也因此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此外，1958 年泰国政局变动之后，大批泰华文化人锒铛入狱，华校被封,华文报

刊书籍都被查封。于是泰华文坛是一时万花纷谢，进入濒临凋敝的境地。再加上

这时泰国社会已开始趋于商业化，社会逐渐由半殖民地化向商品经济的现代化发

展，泰华作家为了生存，不得不纷纷弃笔从商，泰华文坛的处境更是举步维艰。

然而《破毕舍歪传》和《风雨耀华力》这两部长篇接龙小说却在泰华文学式微的

境况中脱颖而出，以描绘此时此地现实主义手法为建设真正具有泰华特色的泰华

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部长篇小说的诞生，是在泰华文学处于极为艰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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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境地之下挺立起来的两棵苍松，傲岸于风雪产寒之中，其意义和历史地位是

远远超出小说本身的。 

50 年代初，泰华报纸曾连载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在当时颇为

轰动。作者修人（他的另一部名作《座山城之家》则署名谭真），原名许业信，

当时在曼谷一家商店当“心贤”（会计）。据他后来回忆，他这部长篇小说中的

坤銮，是概括了许多潮人企业家的发家的事迹后写出来的。小说在报纸上逐日刊

登时，还曾有一位朋友认为是写其祖父呢！ 

小说的主要篇幅是写“坤銮”（坤是尊称，銮是泰国的官爵名，属第四等）

的发家历史，时代背景是清末民初。坤銮原名郑通，广东潮阳人。他尚未出生，

父亲便远涉重洋，到马来西亚谋生，后来在山区垦荒时，因身患重病，客死异

乡。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郑通 12 岁时，母亲又被乡里土豪毒打，不治而

死。他不得不离开家乡，到汕头当小伙计。16 岁时，又踏上父辈的路，到暹罗冒

险了。抵达暹罗后，他由一位老番客陈水牛的介绍，在一家火砻当杂工，没有工

资，以劳力换饭吃。不久，陈水牛被倒下的米包压至重伤，吐血而死。郑通也因

忍受不了火砻头家的虐待，离开火砻，寄食在一位靠饲养鸡鸭为生的亲人阿叔家

里。不幸的是，郑通来后，连续发生鸡鸭瘟，连三餐也难以为继了。郑通不愿拖

累亲人亚叔，便随同乡亚李前往山芭的锡矿当矿工。还不到三个月，又染上“芭

病”，卧床不起，险些与父亲一样成为异乡的孤魂野鬼。幸得亚李和另一位矿工

把他背出矿山。带回曼谷后，在亲人亚叔家中养病，才免一死。病好后，郑通为

了生活，向亚叔借了一条小船和一点本钱，在湄南河做小生意，不料祸不单行，

小船被一条大船撞沉，血本无归。郑通无面回去见亲人亚叔，后来幸亏有一位佛

寺住持收他当徒弟，才免于饿死。在佛寺住了一年多，又得到师父的资助，买了

一条大船，来往于山芭与曼谷之间，运货做生意。经过一番艰苦奋斗，生意越做

越大，终于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商。 

《一个坤銮的故事》 大的成功，便是通过郑通形象的塑造，把潮汕人的敢

于拼搏精神和开拓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郑通屡仆屡起，艰苦卓绝，不屈服于命

运的安排，这是他获得成功的基础。而在他开始赚钱之后，又有两次重大转折，

一次是接受“波立（警察）头”乃盛的建议，创设一家酒铺，另一次是承包皇家

酒税、烟税。两次转折关头，他都是投入全部资金，孤注一掷，破釜沉舟，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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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成功 ，表现了他的胆识和冒险精神。虽然在泰国潮人

中，像郑通这样获得成功的，毕竟是少数，但潮汕人具有冒险精神和拼搏精神

的，却十分普遍。小说中的郑通，只是这种精神的典型化而已。 

这长篇小说，把一部老一辈泰国华人与泰国人民患难与共的筚路蓝缕的创业

史和文化交融史献给了泰华文坛，为泰华文学向“此时此地”的本土化转换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的来说，泰华文学中描写这种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的作品还不算多。如果

能有更多的作家注意收集这方面的题材，把潮人先辈梯山航海、筚路蓝缕的奋斗

事迹加以典型化，写成文艺作品，将成为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对于教育后代，

也会起很好的作用。 

《三聘姑娘》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泰华文学中颇有影响。它于 1954 年 6 月

开始在《半岛文艺》杂志上连载， 前后八期，后又印行单行本。小说以曼谷古

老而繁华的唐人街——三聘街为背景，通过对兴记号老板一家悲欢离合的描述，

尤其是对宝珠、秀珠、佩珠三位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示了在封建传统观念、西方

风气和新中国进步思想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的融合与冲撞下，泰华社会人们的思

想和行为状态，尤其是广大青年女性跌宕起伏的命运。 

《三聘姑娘》问世的时候，对泰华读者起过广泛的影响，并不是偶然的。一

方面，它顺应了当时请年读者追求进步，向往新社会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它

通过对三聘街这一古老华人社会的解剖，表现泰华社会的深屋心理结构，以及在

各种思潮的影响下面所反映出来的骚动，裂变和发展态势，使华人读者能便深刻

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     

潮人作家作为世界华文文学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数量和很长时

间的历史，潮汕文化在泰国的华人社会中也占主导地位，大多泰华作家是来自潮

汕地区、在潮汕生活过，所以在他们作品中无论是表现了明显的潮人的心态。 

60 年代发表的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在表现潮汕文化的这一特征方

面是 为典型的。参加撰写的李虹、乃方、李栩、陈琼、沈逸文、亦非、白翎、

红缨、亦舍等九位作家，都是活跃在当时泰华文坛的颇有名气的小说家。由于作

者阵容强大，主题鲜明，情节丰富，描写生动，使这部小说在报纸上逐期发表

时，便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成为 60 年代泰华小说的代表作。 

 
 
 
 

 
 



 22

耀华力路是泰国曼谷 繁华的唐人街，是泰国华人（大多数是潮人）聚居的

地区。小说以泰南两位潮裔青年李俊和鸭脯来到曼谷谋求发展的经历和遭遇，描

写耀华力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反映泰华社会的现实，小说中潮州方言的对

话，潮汕的饮食习惯（如炒？面条、白粥、工夫茶），泰国潮剧的兴衰和掌

故……扑面而来的是与唐山无异的潮汕风情。然而，构成这部长篇小说的浓厚的

“潮味”的，主要还不是这些外在的表现，而是更为内在的浸透着潮汕文化精神

的人情味和互相帮助、无私无悔的乡情乡谊。李俊和鸭脯这一对难兄难弟，从人

生经历和性格来说有很大的差异：李俊读过书，文化水平较高，鸭脯文化水平很

低，从小就在野孩子群中打滚，在底层社会接受人生的历练；李俊文质彬彬，脸

皮薄，缺乏社会经验和应变能力，鸭脯精灵，乐观，随遇而安，社会阅历丰富，

同时又带点儿闯江湖的狡猾，但不管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是如何的不同，他们却都

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对友谊的忠贞和舍己为人的品质。 

尽管他们穷得叮当响，经常借债，到处受尽白眼，但他们在感情生活上是富

有的。他们相濡以沫，互相扶持；他们拥有许多有钱人所缺乏的同情、理解和

爱。围绕着他们在曼谷的求职、碰壁、被骗以及恋爱和生活，作者努力写出唐人

街的人们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他们对友情的反馈，画出一幅展示人情美的

乡土风情画。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赌场“牌龙”何清给他们提供住处，“头

手罗”和“包老爷”帮他们寻找职业，“万事通”和沈淑芳帮助成全李俊和杏妹

的恋爱……当然，李俊和鸭脯也力所能及地对他们的帮助给予回报。小说的反面

人物“厝主奶”尖酸刻薄，唯利是图，嫌贫爱富，甚至出卖女儿，是个人见人憎

的人物，即使是这样的人，当她有难的时候，周围的人仍然伸出援助之手。 后

为了使她醒悟，又煞费苦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终使她幡然悔悟。整部小

说所表现出来的人情美和人性善，虽不免有劝世和理想化的成分，但这种源于潮

汕文化的互爱互助和人情味，在海外潮人中是普遍存在的。海外潮人中的成功人

士比比皆是，如果离开了乡亲间的互相帮助，那么成功将是不可想象的。 

 

 

 

 

 
 
 
 

 
 



 23

第二节 泰华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本文从泰国长篇小说中探索泰华文学艺术的影响。如泰华文学的现实主义特

征、泰华文学的文化内涵、泰华文学的创作风格等方面。 

泰华文学《风雨耀华力》这部小说的一个 为突出艺术创作特点。九位作家

同时撰写同一题材的一部分文学作品十分罕见。泰华资深文化人洪林女士在她的

著作中是这样论述的：[1]“…所谓集体创作，是由多位作者分章执笔，原是仿效

香港‘接龙小说’的游戏之作，不意在各位执笔者通力合作之下，经高度发挥了

集体创作的长处，当时作者们以稿费做菜资，每周聚首喝一次午茶，大家围绕着

作品中的人物故事高谈阔论，大大丰富了这部作品的内容，每位执笔的作品都写

完一章之后，有权点名要另一位作者接写自己的故事，而在这个关节上，大家都

大玩花招，在章末留下难题，让接下一段故事的作者去动脑筋解猜……” 

在小说《风雨耀华力》的创作过程中，每位作家都全力倾注自己的心血，配

合默契各自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运用自己的独特构思勾勒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

人物，创造引人入胜悬念迭起的情节，心有灵犀一点通，九位作家的创作激情和

创作艺术手法的独到之处令这部小说妙趣横生。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九位作

家既有自己的独立个性又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风雨耀华力》成功之处就

在于作者对泰华文化生活、习俗、伦理的深刻理解，采用了现实主义和现代艺术

手法的有机融合，以写实主义创作目的为出发点也是本部小说突出艺术创作手

法。 

《风雨耀华力》以强烈的现代社会意识切入，以小人物的社会底层艰难生活

和所产生的爱恨情仇素材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九位作家以独特的视角、精彩的叙

述，出色的人物刻画和富有特色的创作技巧，使小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小说除

了采用一般常用的主线安排、侧翼衬托等手法之外，还特别长于运用章回小说特

有的“伏笔”，令人浮想联翩。用“对照”的手法，将不同人物，不同职业和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泰国。洪 林着。泰国华文文学史探。20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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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特点进行鲜明描述，特别是把李俊和鸭脯这两个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都

刻画得真实可信。 

《风雨耀华力》一共四十一章，十多万字，从头至尾情节流畅贯穿，文字简

练易懂，情节环环相扣，悬念跌宕引人入胜的人物和情节的塑造及构思缘于生

活，贴近生活，而且十分注重于写实主义，但是高于生活而艺术化。这不能不说

是九位作者在心灵上的心心相印和息息相通，有着共同的创作理念和各异的思维

方式。每个人都力求在情节上出奇制胜，留有悬念，令人遐想，对接下去的创作

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对故事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及文字技巧方面，也刻意求

精，是用简练直白的白话中文表达方式平铺直叙，用潮州方言来进行点 ，使语

言文字易懂，并充满潮州家乡的乡土气息。 

在创作上吸取章回小说的创作手法，上篇和下篇总是留有悬念，埋下伏笔，

让这部小说章章出新意当《风雨耀华力》在《华风两日报》连载时，受到广大读

者的热烈欢迎。不断有读者写信来询问书中主人翁李俊，鸭脯等是否真有其人。

由此可见小说的情节安排巧夺天工，令人佩服。 

从事各种职业的普通中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使小说充满趣味性。

人物的安排、故事情节的发展，有正面反面，各具典型。情节发展连贯，虽然九

个人思维方式各异但并没有因此而发生矛盾或出现漏洞。小说的主题突出鲜明，

既针对现实，抨击黑暗，歌颂光明。九位作家思想意识一致，对现实社会都有极

深刻的认识及一致的看法，他们以现实主义的立场写出反映泰国华侨社会“小人

物”的精神面貌，虽未做到深刻地、广泛地揭露泰华社会的黑暗面与光明面，但

却以相当程度的地做到了对人物的爱和憎，使这部集体创作长篇接龙体小说在文

学艺术价值方面。具有一定的分量，且曾在沉寂的泰华文坛，掀起一阵波澜。 

小说《风雨耀华力》的人物塑造追求的是朴实真切，每一个不同角色的人物

无论是性格，外貌，行为举止都刻画的细致入微。 

如：对李俊的外貌描写：他有一对大而聪明的眼睛，奕奕有神，俊直的鼻梁

配合着宽厚的嘴巴，一头半长不短的“鸭毛”，似乱非乱，有几根垂压在眉角

上，样子是潇洒而带有几分书卷气。 

对鸭脯的外貌描写；鸭脯的骨骼小，自幼又缺乏营养，身形特别瘦，而他虽

生活在困苦中，一向却很乐观，不知什么是忧愁，脸上永远带着一股孩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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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雨耀华力》的人物塑造，可以说是小说 值得关注的重点。就人物

而言，李俊和鸭脯是时代潮流中摸爬滚打的社会下层小人物的典型，就艺术手法

或艺术技巧而论，李俊和鸭脯又是现实主义的个性化人物。主角李俊和鸭脯的塑

造决定着小说的成败。阅读了整篇小说我们会觉得李俊和鸭脯的塑造是相当成功

的。在《风雨耀华力》的人物创作技巧上，除了采用一般常用的主线安排，侧翼

衬托等手法之外，还特别长于运用“对照”的技巧。这些对照主要是人物和人物

之间的对照。 

情节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没有情节就称不上是文学作品。一部优秀的小说大

多具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泰华资深文化人洪林女士是这样论述小说《风雨耀

华力》的情节安排的：[1] “《风雨耀华力》的主题思想产生于华侨社会，是以曼谷

著名的耀华力唐人区为故事背景，而故事的主人翁却是一对流落曼谷的泰南华裔

青年。从而反映出中下层华侨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的爱与憎，并通过故事情节的

安排发挥，体现了好人与坏人的分野”。总之，《风雨耀华力》这部小说，其描写

技巧在整体上还是相当细腻的，故事情节跌宕有致，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理。 

一位文学大师曾经说过“艺术为生命的伟大兴奋剂”，而真正的艺术往往具

有一种诱人的神秘感和渴望知道书中人物命运的欲望，小说《风雨耀华力》就真

正体现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一个坤銮的故事》是一部写实的小说，它是一篇集中概括泰国华侨先辈的

奋斗历程和高尚人格的奋斗史篇，作者通过人物、情节和环境的描写来塑造人物

形象，反映出当时泰国华侨社会和华侨生活的命运。作者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人

物对话夹杂着潮州方言与泰语以及故事情节中穿插潮洲音乐曲调和潮州方言歌的

手法，描写了泰国华人的日常生活，使这个故事情节人物有血有肉，生动感人。 

《一个坤銮的故事》是修人先生一鸣惊人的一部长篇小说，他集中概括了泰

国华侨先辈的形象来作为整个故事的结构，作者采用一条绳子的叙述方式，以主

人公“坤銮”作为贯穿整个故事始终的重点人物。故事情节以“坤銮”的奋斗、

创业、成功、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高潮起迭，故事情节常给人一种“山穷水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泰国。洪 林着。泰国华文文学史探。20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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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小说从头至尾叙述的是“坤銮”的发家

史，时代背景是清末民初。 

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继承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型，采用铺叙方

式以第一人称的写法，以一个主要人物为中心，旁及其他，故事按照时间顺序铺

排，按照小说主人公——坤銮的命运转折来设计框架，整个情节结构的重点是主

人公的倒运与转运，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活动都依附在倒运事件与转运事件的

叙述中，情节的效果与作品的立意也隐含其中。整个故事情节连贯和完整，按照

故事的时间序列从头倒来，在时间线索上串起一个个重要的细节和场面，揭示出

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变化。在情节的尾部出现皆大欢喜的结局，给读者一个完整和

圆满的阅读效果。这是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一。 

作者的写作结构运思也别具心裁，如：故事开头以“我”的好奇作为线索导

入故事的宫殿，再用倒叙式的描述手法，请出《一个坤銮的故事》的主人公——

坤銮晚年的形象以及他晚年的日常生活片断。 

作者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平淡的事，但却很能表达出的主人公——坤銮老

年的性情特征如：写坤銮发达成为潮人所谓的“座山”出门时用的车是过时代的

老爷车，司机是白发苍苍的泰族老人，当老爷车出现毛病时，代步的是三轮车，

车夫则是唐人阿叔，讲话时三句“唐话”两具“番话”如：喂！鲁阿莱？”（看

什么）“仑贪呀！哪里去了？”帐要看唐人帐不看“红毛帐”，“月结单”要求

“我”——心贤用毛笔书写，还要写大大个……口渴时喝唐山茶但又喜欢吸“耶

纳”（鼻烟）是泰国本土人所爱好的一种习惯，几个平凡的事与话语反映出一个

中泰文化融于一体的爱国老华侨。在这些日常生活片段中也处处显出中泰两族的

自然和谐交融。在写作上作品的语言风格方面颇具特色。 

泰华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全面的丰收。陈仃于 1954 年出版长篇小说《三聘姑

娘》。它以曼谷 古老的唐人街——三聘街为背景，通过对几位典型人物：大姑

娘宝珠、二姑娘秀珠、四姑娘佩珠等的性格刻划和悲欢离合情节的描述，展示出

泰国华人的思想心态、生活习俗、商业竞争、社会关系及家庭亲属间的纠纷，堪

称是 50 年代初期泰华社会的望远镜与显微镜，尤其小说的字里行间传出了三聘

街上年轻华裔反对封建传统、争取自由民主的强烈呼声，在泰华读者中产生了广

泛影响。 

 
 
 
 

 
 



 27

  

这一批长篇小说的题材，都来源于泰华社会的实际生活，在当时泰国经济、

政治和华侨华人政策的大背景之下，针对人们所关心的社会现象和家庭问题，进

行艺术概括，特别是着力于描绘华侨社会有代表性的新老两代人物的精神风貌、

人生座标，或褒或贬，颇具功底和力度。广大读者从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可

以感受到一代代华侨华人在泰国荒原上披星戴月、流汗洒血的创业艰辛，可以目

睹到泰华社会中下层人士悲欢离合的遭遇和寄人篱下的心态，可以倾听到鞭挞黑

暗现实与呼唤正义良知的呐喊，可以体会到作家们对华侨社会封建迷信的危害和

世风日下的批判与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