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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东南亚华文文学
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论述

梁伊帆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 江　绍 兴　312000

摘　要 ：自 1945 年以来，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主要围绕着反侵略、反殖民及反封建等主题。这段时期，东南

亚华文文学不仅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特色，而且在题材和形式上呈现多样性。此时，中国现代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两者在文化和思想交流上互有借鉴。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反映社会运动、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

也吸收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元素，如实验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手法，这不仅丰富了东南亚的文学形式，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

融合。此外，两地文学在这一时期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和流派。通过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

可以深入理解东南亚华文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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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从“五四”新文学诞生开始，不少中国作家往来各国，他们也到达东南亚，当他们来到东南亚各国时有从事华文

教育的，有参与当地革命工作的，都强有力的推动了当地华文教育的发展。在居住国的华人作家提起笔，运用文

字的力量，创作了以东南亚地区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正是这一类的作品的创造，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

因为这类作品不仅保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色，又注入了独有的南洋风味，深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并且对于东

南亚华文文学开创了发展的先河。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深受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关于

这些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进行进一步

的研究。

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创作的主题，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了东南亚人民反对

分裂、要求独立或自治和希望民族独立的思想，在反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并且强有力的刻画了在反殖

民斗争中，新型的人物形象，以及在抗战中各国人民的英勇事迹，在获得和平之后仍旧被剥削的苦难生活。诗歌

作为该时期收获较为丰富的体裁，极具浓烈的时代感。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小说，戏剧，和散文的创作，反映

现实的问题相对诗歌较少，但仍旧有优秀的作品产出。相比国内，该时期中国面临国内革命时期，在时代背景和

政治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持续呈现多样性，产生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但由于社会的动荡和不安，也面临了

不少的挑战。以下是关于这段时期两地文学关系的几个论述。

一、诗歌

1. 东南亚诗歌作品的风格和主题

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东南亚文学中诗歌是这个时

期收获较为丰富的一个文学创作部门，在反映当地人民

反对恢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意愿方面十分强烈。

在诗歌具有本身特点外，有着老一辈诗人携带着新人，

以及外来作家的参与，使这一体裁的贡献较为出色。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作为战后初期率先回归的老

一辈诗人刘思为例，他的诗歌保持了战前的风格，富有

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其中一首《正义的表现》中描写

了当时驻新加坡皇家空军的人道主义的表现。诗人首先

叙述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新加坡皇家空军英勇就义的

慷慨，在取得胜利之后被派往印尼的景象。其次，接着

描述在印尼，面对印尼人民想要争取民族独立的顽强不

屈的英勇战斗，有着人道主义的军人们对于殖民者有了

更深程度的厌恶，对上级坚持武力镇压更是有了违抗命

令的想法。另有一位新晋作者丹影，他的诗采用国际时

事，对当时各国的民主运动改革有广泛而真实的反映。

在《祝五四青年节》一诗中作者在诗中体现了中国青年

推动反帝反封建的行为，推动了社会新的发展和进步，

对此做出了高度的赞扬。

2. 中国现代诗歌特征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面临着新的革命，新诗运动

继续发展，对现代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代表作家

如艾青、舒婷、顾城、北岛等诗人作家，他们的作品在

形式上追求简洁明快，表达上则关注社会现实和个人情

感，从作品中揭示当时的苦难社会和人民对和平生活的

向往。在此期间，艾青的诗歌作品以豪放和激情为主要

基调，从中反映了对战争、社会不公和人民苦难的关切。

他的诗歌语言精炼，形式欢快，极具有音乐感，受众于

广大人民群众。

尽管存在相互影响和交流，两地文学的发展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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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独立的特点和风格。东南亚华文诗歌在文化背景和题

材上更加关注华人社群和当地环境，而中国现代诗歌更

着重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思想。

二、小说

1. 东南亚小说作品的风格和主题

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小说方面是中国现代小说和

东南亚华文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两地文学在这一时期

都经历了动荡和变革，各自都产生了不少重要的作品。

以下是关于这段时期两地小说发展的一些主要特点和代

表作品。

东南亚华文小说在此段时间着重反映了社会变迁

和动荡，揭示了战争、政治和经济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一些作家以现实主义手法刻画人物和事件，展现了当时

社会的真实面貌。夏霖是战后初期后最为出色的年轻小

说作者，其小说特点是塑造一些出现于当时的民族热潮

中的新型人物形象。例如《冲》中的主人公马来水手，

关于他的描写是相貌不起眼，甚至长得有点像流氓，正

是这样小人物的形象，穿梭于各大海盗中央，做疏通联

络的工作。甚至成了印尼军队抵抗荷兰侵略者的支持者，

最后奉献自己葬身于东南亚的民族民主运动。在这一时

期，东南亚华人在社群面临着身份认同的挑战，一些作

家通过小说探讨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以及他们

在东南亚的角色和地位，他们也关注华人文化与当地文

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

2. 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风格

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小说继续坚持现实主义创

作。许多作家着重描绘了战争后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

的困境。他们以真实的笔触刻画人物，展现社会问题。

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巴金的《家》等作品，体现

了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思。同时，在这一时期也出现

了一些关注乡土和农村的作品。作家们以乡土为题材，

表现了农村人民的艰辛生活和对美好未来的最求。冰心

的《雪落香村》这一篇小说就是反映该时代的较为出名

的著作。战后初期，中国现代小说作家开始在作品中探

索各种思想问题，包括对人性的探讨、对社会制度的思

考等，逐渐呈现出较为丰富的思想性。

东南亚小说的描写添加了本地独有的南洋风格，

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一定的影响和启发，促进了中国

现代小说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三、散文

1. 东南亚散文作品的风格和主题

在 1945 年至 1948 年期间，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

国现代文学散文这一板块方面都经历了关键的发展时

期，以下是这段时期两地散文发展的一些特点。

在东南亚各国中沙平（胡愈之）、宋千金（李润湖）、

光明等三位作者，代表了该时期的散文的一些成就。东

南亚地区在经历战争的破坏后，沙平的散文是多种形式

的，有以报馆主管撰写的社论，也有以专栏作家撰写的

关于时事政治的讨论，也有较为轻松的议论文字。沙平

的这一类议论文文章极具文艺气息，层层深入。宋千金

在这时期以批判当时不良的文化现象的杂文为主，且读

者较多。对于揭露一些孔孟之道的文章引起读者的大量

讨论。光明的散文经常通过某个小事件小人物，对社会

本质意义发生的事情进行叙述。比如他在 1946 年底所

著的文章《报纸的故事》，他在文章中如此表现，他去

山村教书，在一家咖啡馆发现了小型报纸，经过询问，

得知是一位隔壁妇人订阅，因此每周一借，有来有往。

但是某次，因为丢了一份报纸，该妇人就亲自上门讨要。

原本以为一份无关紧要的报纸，该妇人缺亲自上门，究

其原因，原来是老妇人的儿子在战争时期为抗战出过力，

在战争结束后遭人陷害进了监狱，但因为他曾经告诉母

亲“报纸是兄弟们流血换来的”，所以老妇人想为儿子

攒下所有的报纸，这是一定想要追回的原因。当文中的

他了解到这个原因之后，知道了在少年的心中战争的结

束，是如此的来之不易，意识到了自己的肤浅，从而保

证设法一定会还给她。

2. 中国现代散文作品特征

与此相对，中国同时期现代散文作家则是继续反

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通过散文作品描绘了革命后

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表达对社会的担忧和人民命运

的坎坷作出了深切的关心。中国现代散文在这一时期开

始探索更深层次的人性和思想问题，对自然、生活、爱

情等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钱钟书、沈从文、

老舍等一系列著名作家喷涌而出，钱钟书是中国现代散

文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他的散文作品着重反映了战后

社会的现实和人民的生活。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接

触作家，他的散文多以自然抒怀和乡土情怀为主体，富

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老舍的作品则是涵盖了多个主题，

包括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对个人情感的抒发。

东南亚华文在散文方面和中国现代文学在一定程

度上有着相似的主题和风格。两地作家在散文中反映了

社会现实、人民苦难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同时慢一些

作家也关注个人情感。自然抒怀和文化传承，这也是两

地散文之间的共同特点。

四、戏剧

1. 东南亚戏剧作品的风格和主题

1945 年至 1948 年是两地戏剧发展的关键时期，两

地戏剧都在探索和表现当时社会的现实与文化，为各自

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杜边和岳野是这段时期内东南亚华文文学中重要

的戏剧作者。两人的作品都通过戏剧的表现形式，着重

反映在获得和平之后，东南亚各国人民数不尽的心酸遭

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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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坚持了三年八个月的抗战，在获得胜利之后依旧过

着战战兢兢、骨肉分离的日子。从这种角度提出殖民地

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也是杜边和岳野两位作家的

作品的共同内容。杜边在抗战初期参加了马华戏剧运动，

其中《明天的太阳》这一篇戏剧最为出名。讲的是一个

女知识分子非非的故事。她在战前与抗日救亡动作者刘

平结婚，生下女儿。但是随着丈夫失去消息，非非艰苦

度日，嫁给富商成为姨太太之后，不堪凌辱，遂从事卖

笑生涯，但又保守欺凌。终于重逢了当记者的丈夫刘平，

却又被丈夫嫌弃，最后选择服毒自杀。作者希望非非在

经历人事之后，虽遭受磨难，希望她能够看见明天的太

阳。另有岳野的《风雨三条石》，在一个小市场，一个

叫老温的中年人，不仅为抗战服务过，也被抓过壮丁，

逃回马来亚。但失散于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流离失

所。与骗子同流合污，一起行骗，遭到了所在地居民的

辱骂，在逃脱时遇上了自己的孩子，并被妻子认出，虽

然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但因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

代价而锒铛入狱。该戏剧通过广度和深度，更反映战后

本地下层社会广大普通群众的充满艰辛的生活。

2. 中国现代戏剧作品特征

中国现代戏剧在这一时期继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

现实问题。许多戏剧作品描绘了战争后的社会动荡和人

民生活的困境，从中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和阶级间的矛盾

问题。一些中国现代戏剧家在这一时期尝试实验和创新，

探索了新的戏剧形式和表现手法。他们试图通过戏剧表

达自己对时代和社会的理解和思考。这一时期，一些现

代戏剧作品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色彩，反映

了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质疑与反思。比如茅盾的戏

剧《春草》、杨牧的戏剧《雷雨》等，它们都反映了当

时社会的现实问题和对人民的命运不公产生的质疑。

一些优秀的东南亚华文戏剧通过翻译和传播进入

中国，受到中国观众的关注和喜爱，这些作品对中国现

代戏剧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启发，促进了两地的

戏剧的多样性。

结   语：

在上世纪 50 年代左右，随着社会的稳定、交通和

通讯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

繁。两地作家穿梭于两地，有作家从此定居于东南亚，

也有些作家感受到对故国的牵挂，毅然决然的回国。中

国现代文学作品通过翻译和传播，逐渐进入东南亚地区，

对当地的华文文学产生了影响。同时，东南亚华文文学

作品也通过何种途径传入中国，相互之间产生了启发和

影响。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在历史

上有着密切的的联系，包括商业、文化和移民方面。战

后，两地的华人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文学创作表

达对祖国和家乡的情感，展现彼此之间的情感共鸣。同

时，二战后东南亚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在创作主题

上存在着共通之处。在战后的初期，两地的文学作品都

关注着社会问题、人性探讨、历史记忆、身份认同等共

性主题。这些作品通过各自的文化背景和风格，展现对

共同主题的不同视角和表达方式。

总的来说，战后初期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

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关系。两地

的文学作品通过交流与合作，相互借鉴、启发，丰富了

彼此的文学创作，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这种文学

的交流与互动，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之

间的联系与理解。而且由于作家身份的不同以及身份的

转换，使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双重性，对历史含义、人

物性格以及描写手法上都有着不同的见解，丰富了我们

的文学和知识的宝库，对于汉语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

可估量的作用。时至今日，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成为具

有自己独特的南洋风味的文学，为文学繁荣发展留下了

浓墨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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