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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０年代越南的西化潮流：
以武重奉及其小说《红运》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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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３０年代以前越南的小说艺术与中国非常类似，也长期受“史传”和“诗骚”两个传统的影响。随

着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语言政策的改变，越南从传统的汉文化圈国家一步步走向西化道路，这种西化趋势在

１９３０年代最为显著，因而越南把１９３０年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本文仅以武重奉及其长篇小说名著《红运》为例，

管窥越南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西化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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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以前越南一直是一个传统的汉文化圈

内国家①，其小说艺术与中国非常类似，基本长期受

到“史传”和“诗骚”两个传统的影响②。这是因为越

南早在秦汉时期就被纳入中国版图，直到唐末五代

十国时期取得独立以前，越南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与

中国实为一体。公元９６８年越南取得独立，但不久

就遣使入宋求封，建立了宋越宗藩关系，从那以后，

直到１８８５年法国将越南全境纳入殖民统治，这种宗

藩关系才结束。在这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越南古

典文学的发展始终都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进行，具

体到小说创作，如果说中国古典小说有文言和白话

两条道路，越南则有汉文和喃文两水分流。汉文小

说方面有在《三国演义》影响下的《皇黎一统志》等汉

文历史小说系列；有《剪灯新话》系列小说影响下的

《传奇漫录》等传奇小说系列；有《搜神记》等影响下

的《岭南摭怪》等神话小说系列。而中国才子佳人小

说也被越南吸收和模仿，但主要是被改编成喃文长

篇诗体小说，例如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

就被越南大文豪阮攸改编成了《断肠新声》（又称《金
云翘新传》、《翘传》等），成为越南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的杰作，并在２０世纪初被翻译成法文走向世界③。

１９１８年，法国殖民当局在包括越南在内的印度

支那地区实行新的语言政策并于１９１９年取消了越

南长达千年的科举制度，同时汉文的官方地位消失，
喃文也逐渐成为死文字。彼时虽然还有不少人从事

汉文创作，例如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在１９２０年代还

用中文创作了不少重要的小说和传记作品，胡志明

在１９４０年代 著 有 汉 文 诗 集《狱 中 日 记》；但 总 体 而

言，随着汉文官方地位的消失和拉丁字母文字的推

广，越南文学一步步远离传统，也远离中国这个汉文

化圈中心，开始向法国文化中心靠拢。越南社会一

步步走向西化道路。这种西化在１９３０年代最为显

著，因而越南把１９３０年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本文

仅以武重奉及其长篇小说名著《红运》为例，管窥越

南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西化潮流。

一、“越南的巴尔扎克”———《红运》作者武重奉

如前所述，越南古典小说受中国影响巨大，因而

相关作家作品也常常用来与中国相提并论，对他们

最高的评价莫过于与“中国并驾齐驱”。例如《传奇

漫录》的作者阮屿被誉为“越南的蒲松龄”；《断肠新

声》（即《翘传》）的作者阮攸被誉为“越南的曹雪芹”。
到了现代，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虽然也有一些

现代作家依然被与中国作家相提并论，但越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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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对象不止中国了，《红运》的作者武重奉就被

誉为“越南的巴尔扎克”，这表明越南文学受到法国

等西方文学的影响。
最早将武重奉比作巴尔扎克的是他的朋友———

诗人刘重庐④。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５日刘重庐在河内的

一处墓地边宣读了他为刚刚辞世的武重奉写的一篇

悼文，文中他认为武氏在越南当时的文学生活中的

重要性堪比法国１９世纪作家巴尔扎克，并指出武氏

作品中描写的二战前的越南社会全景图与《人间喜

剧》中１９世纪法国社会有相似之处。巴尔扎克是法

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匠，被誉为“法国现代文学之

父”，１８２９年，他以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

主义创 作 的 第 一 步 并 开 始 进 入《人 间 喜 剧》时 期

（１８２９－１８４８）。在１８３０年 代 及１８４０年 代，他 在 文

艺创作的同时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广泛接

触社会，还为几种报刊撰稿。巴尔扎克一生创作９０
多部小说，塑造了２　４００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汇集成《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自称为“法国社会的

书记”，他用 小 说 反 映 社 会，也 进 行 社 会 研 究，他 的

《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武

重奉比巴尔扎克短命许多，这位天才的作家在人间

仅仅度过２７个春秋。然而他却有着与巴尔扎克一

样忘我的创作精神，在他从事写作不到１０年的时间

里，给 后 世 留 下 了９部 长 篇 小 说、７部 长 篇 纪 实 作

品、２部长篇话 剧、数 十 部 短 篇 小 说、笔 记、小 论、译

著等诸多 文 学 类 型 的 作 品。武 重 奉 早 期 在 报 社 工

作，也同时为几家报刊撰稿。武重奉是越南现代文

学史上最早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也像巴尔扎克

一样，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社会

生活图景，有人认为他的长篇小说《红运》看起来就

像是做过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调查之后写出的社会学

著作。而且，除了写小说之外，武重奉还是越南最早

写报告文学的作家，著有《嫁给法国人的艺术》、《害

人的陷阱》等 影 响 巨 大 的 报 告 文 学，他 也 因 此 获 得

“北部纪实文学之王”的美誉，引领了越南纪实文学

潮流。
与巴尔扎克出身中产阶级不同，武重奉来自社

会底层，他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社会最底层

的人的生活的。武重奉于１９１２年出生在 河 内。当

时随着法国的殖民统治的加深，资本主义经济及西

方生活方式迅速向越南渗透，河内这样一个越南古

代文明的摇篮很快变成了印度支那资本主义经济首

府。武重奉的父亲武文麟出生于河内东南部两百公

里之外的兴安省美豪县一个贫困家庭，年轻时来到

河内，成为一 名 电 工；他 母 亲 则 是 缝 纫 厂 的 一 名 工

人。跟许多从农村移居到城里来的人类似，他父母

租住在河内 著 名 的３６古 街 的 一 个 窄 小 的 房 子 里。
更为不幸的是在他７个月时他父亲因肺病去世，彼

时他母亲年仅２１岁。武重奉短暂的一生正好处于

印度支那殖民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

时期。在他出生 前７年，１９０５年，越 南 革 命 志 士 潘

佩珠发动了“东游运动”，带领阮尚贤等文人东渡日

本寻求救国良策。这是受到西方民权论和中国康梁

思想影响下的越南维新抗法运动。与此同时，越南

另一位政治家潘周桢主张“废除君治，建立民治；开

通民治 争 取 民 权；依 靠 法 国 进 行 社 会 改 革”。１９０７
年，梁文乾、阮权等人在河内开办“东京义塾”，其中

有一部必读教科书《文明新学书》，教学内容上欲消

除保守腐朽的儒家学派，向学生灌输自然科学、公民

道德等新思想。东京义塾还大力提倡推广拉丁字母

文字，因为这种文字易学、易记有利于尽快提供人民

文化 水 平⑤。１９１８年５月，法 国 驻 越 南 总 督 沙 罗

（Ａｌｂｅｒｔ　Ｓａｒｒａｕｔ）改 革 了 印 度 支 那 的 基 础 教 育，颁

布《学政总规》，将包括越南在内的整个印支联邦的

教育纳入法式教育体系内，那一年武重奉正好是小

学入学适龄儿童，于是他成了北越第一批接受法语

和拉丁字母化越南语教育的小学生之一。最重要的

是他所就读 的 公 立 学 校 实 行 小 学 六 年 免 学 费 的 政

策，这对于幼年丧父，仅靠母亲微薄收入养家糊口的

他们一家来说，简直就是福音。试想，如果他早出生

１０年，以当时 的 越 南 经 济 和 社 会 状 况，他 可 能 就 是

一个文盲，即使进入学校读书，他的启蒙教育也应该

是与先前的北越知识分子一样，接受四书五经类的

儒家经典教育，那么西方文化对他的人生和创作的

影响就很难预知了。
武重奉１４岁就辍学谋生，他接受的学校教育

有限，但早期接受的西式教育为他的创作打下了深

厚的基础。在他后来发表的许多报刊文章中，他引

用过左拉、雨果、马尔罗和高尔基的言论⑥。他１９岁

出版的剧 本《毫 无 声 响》的 开 头 部 分 里 用 了 左 拉 的

话⑦。他２０出头时就翻译了雨果的剧本《卢克蕾西

亚·博尔吉亚》（Ｌｕｃｒｅｃｉａ　Ｂｏｒｇｉａ，１８３３）。他在一些

评论文章中还提及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他发表的

报刊文章很自然地提及了纪德和魏尔伦的同性恋关

系，指出了俄国和法国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形式差别，
提到了法国当时的流行刊物《新文学报》⑧。他在创

作中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仿佛解剖人物性格，这

在长篇小说《红运》中也有体现⑨。这表明武重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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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一位与国际接轨的作家，这种接轨的基础是

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语言政策，是字母文字的

推行以及法语教育在越南儿童中的普及，是法国文

学在越南的 输 入。这 一 切 也 表 明 越 南 社 会 在１９３０
年代向西方文化迈出了大步伐，产生一位巴尔扎克

式的作家也是情理之中。

二、《红运》所 反 映 的 以 河 内 为 代 表 的 越

　　　　　南都市西化图景

长篇小说《红运》虽然是虚构作品，但发挥了作

家擅长的纪实文学优势，逼真地反映了当时越南以

河内为代表的都市西化图景，这种西化体现在如下

诸多方面。
（一）主人公红头发阿春的形象

《红运》中一号主人公是阿春，全称为“红头发阿

春”。他那一头标志性红头发形象已经成了越南现

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堪比鲁迅塑造的阿Ｑ的赖

头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越南人乃至黄种人，自古以来罕见天生红头发，

而在上个世纪初，东方世界也无将头发染成彩色的

习俗；所以，阿 春 的 一 头 红 发 在 当 时 的 社 会 分 外 鲜

明，也分外具有欧亚混血特征，预示着他要洗刷自己

的根和本我。作者在书中叙述他是一个从小失去父

母的流浪儿，热带的“阳光让他的头发变得像法国人

一样红了……他在网球场求得一份捡球的差事，在

那里大约只捡了一年左右的球。不过他学打网球非

常快，赢得了 球 场 里 的 法 国 人 和 越 南 人 的 喜 欢”⑩。
阿春他后来之所以从底层一步步攀上上流社会，与

西式运动尤其是网球在河内的普及有关。而网球运

动最后还让他当上了万众瞩目的英雄，小说最后部

分写他与暹罗（今泰国）网球冠军的比赛中，在即将

得胜时，听从法国总督的指示故意输掉了比赛，目的

是为了 “保持与友邦的友好”。比赛散场时，阿春站

在汽车 上 慷 慨 激 昂 地 宣 称 他 “拒 绝 个 人 的 声 誉”，
“挽救了祖国的安全与和平”。万众欢呼声雷动，欢

呼这位“把他们从战争灾难的边缘拉回来的救国英

雄和伟人”。他因此获得了总督府授予的 “北斗”奖

章，鸿老爷则宣布将女儿阿雪嫁给他。可以说，阿春

的一切成就与网球运动息息相关。
当然阿春的西化不仅体现在红头发和网球运动

上，更体现在他的社会价值观的迅速西化上。例如

他曾到法国留学生文明开设的一家专门为“欧化”运
动中的女性服务的时装店帮忙，起初他看到那些袒

胸露乳的服装惊奇不已，但很快跟店长学会了如何

用听起来文雅的语言去兜售。他对一位面临丈夫压

迫的女顾客说“夫人您的衣服只不过显示出一副良

善端正的样子，一点都不时尚”。然后向她推销那些

代表着“诗意”、“征服”、“别碰、住手”之类含义的新

潮服装去改变形象，争取“女权”。后来他因为管理

时装店成功而成了社会改革家。阿春还因曾帮人沿

街叫卖假药，熟悉了许多西方医药名词及药用功能，
而摇身一变为医学院的学生，以此招摇撞骗。这在

此之前的越南的传统社会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在相

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药和中医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

１５世纪一位 越 南 出 使 中 国 的 使 臣 黎 文 老 曾 言：“诗

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
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理，以跻寿域。”可见，书籍

和药材自古 以 来 便 是 越 南 从 中 国 输 入 的 两 大 宗 货

物，对于他们的身心有着巨大影响。这种状况其实

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初。可是，到了《红运》里，到了

红头发阿春的形象里，我们看到了西医及其受欢迎

的新现象。
（二）女性人物的婚恋观

小说里有关都市的西化还体现生活观念尤其是

在西方婚恋观对越南传统观念的颠覆。越南长期受

儒家思想影响，２０世 纪 初 期 以 前，越 南 女 子 从 小 也

接受《列女传》思想熏陶，为人讲究三从四德，节妇烈

妇的故事长久以来也十分普遍。但在《红运》里，几

位女性人物的婚恋观受到西方影响，发生了惊人的

转变。
例如小 说 里 的 海 关 副 关 长 夫 人。她 是 一 个 寡

妇，曾结过两次婚，其第一任丈夫是法国人，生前任

海关副关长。她一直以曾嫁给法国人为荣，所以虽

然法国丈夫去世多年，她还是乐意让别人称呼自己

为“关长夫人”，婚恋观十分开放。小说开头部分写

到她找算命先生算命时，有如下描写：
关长夫人 皱 了 一 下 眉 头，带 着 呵 斥 的 语 调 说：

‘怎么回事？抱怨啥？从前我家通判先生非常正派，
而关长先生也是如此，也非常忠厚。关长先生临死

前还大声说着爱怜我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

人能拥有两任这么好的丈夫？’
“启禀夫人……可是，按照古训，一女不侍二夫，

您两度嫁人，是要被人诟病的。”
“嗯，以往确实如此。可是当今社会，嫁 几 个 丈

夫都行，只要他们是正派的人。”瑏瑡

此外，小说中还描写她第一次见到阿春后就春

心荡漾，把他带回家后，刻意让阿春在浴室外等她，
她进去洗澡的时候还通过浴室的小孔偷看阿春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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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这都表明她已经把古训彻底抛之脑后。
在《红运》里，关长夫人并不是唯一一位开放的

女性，小说写到的主要女性的婚恋观几乎都是相当

开放的，例如鸿老爷的几个女儿就都如此开放，小女

儿阿雪在婚 前 就 几 番 试 图 跟 红 头 发 阿 春 发 生 性 行

为。而他的大女儿黄昏思想行为之离经叛道更是令

人咋舌。她 是 一 个 张 口 闭 口 女 权 的 所 谓 新 时 代 妇

女，多次在蓬莱宾馆与情人幽会，当情人要求她离婚

与自己结婚时，她跟情人之间有如下对话：
情人说道：“亲爱的，我不想一直这么偷情，太危

险了。”
黄昏反问道：“那哥哥你想咋样？”
“我想你……我们干脆结婚！”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我丈夫离婚？”
“可不是嘛。”
“不，先 生 啊。我 只 不 过 想 让 你 做 我 的 情 人 罢

了！你想做我丈夫？你做了我丈夫，头上长角（译者

注：相当于戴绿帽）的就是你了！与其这样，还不如

他替你长角。”
“完了，完了！你是什么女人啊，你竟然 是 一 个

有这种思想的女人！”
“怎么啦？怎么啦？只不过你们男人从 来 不 这

么想罢 了。要 说 现 在 的 妇 女，哪 个 不 是 这 样 想 的？

只有丈夫而没有情人？就是胆小鬼，就是丑女人，是
没有什么德行的女人，是没才没色的女人，这种女人

鬼都不愿意搭理的！要是我没有情人，我的朋友会

轻视我，我还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瑏瑢

这种惊人的情人观即使放在性观念开放的当今

社会也不会被广泛接受，何况是１９３０年代的越南，
可见当时西 方 思 潮 对 越 南 城 市 妇 女 的 婚 恋 冲 击 之

深。
（三）都市生活方式的西化

《红运》反映了２０世纪初越南社会迅速变化的

过程。随着市场的经济的发展，以河内为代表的越

南都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红运》一开头写居民

区不远的网球场里传来的网球声及用法语记录比分

情况，将读者立刻带入西方文化视野里；接着写河内

古街的人行道上卖柠檬水的男人、卖甘蔗的女人，反
映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渗透，尤其是殖民者占用大

量良田种植经济作物，不少失地农民被迫流亡到城

市谋生的情况。
在法国殖民统治以前，河内的规模很小，人口也

很少，布局十分古老，但１９２０年代至１９３０年代间河

内发生了巨变：旧皇城被拆除，建立起法国居民区，

建设了一座座雄伟的法式建筑，安装了路灯，建设了

现代的城市排水系统，现如今河内的老城依然都维

持着从前法国殖民时期的格局。随着都市公共服务

业和工 业 的 发 展，河 内 居 民 人 数 激 增，１９２１年 为７
万５千人，１９３１年达到１２万８千；而到１９３７年，河

内人口则为１５万４千 人，短 短 十 几 年 间 人 口 数 翻

番，尽管其中经历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当时的越南

学者深刻感受到了河内城市的巨变，慨叹跟法国文

化接触的几十年的变化相当于过去几百年的变化，
“现在我们住西方式的房子，戴西式的帽子，穿西式

的鞋子 和 衣 服，用 电 灯、钟 表、汽 车、火 车、自 行 车

……无 所 不 用！家 庭 争 相 让 孩 子 去 殖 民 地 学 校 学

习，象形文字在国语字面前显得落伍，孟德斯鸠和伏

尔泰代替了孔子”瑏瑣。
而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报

刊业的发展 以 及 由 此 所 带 来 的 各 种 各 样 的 社 会 活

动。《红运》里红头发阿春曾被增福法师聘请为《木

鱼报》的顾问，目的是大力宣传他们那一派的佛教，
跟其他教派竞争佛教徒人数和相关捐赠。报刊业是

法国人统治越南之后当地才兴起的。在法国自南向

北逐渐吞并越南的过程中，早在１８６５年就在越南南

方创办了第 一 份 报 纸《嘉 定 报》，但 此 后６０多 年 间

（１８６５－１９１８），越南全境大约也只有３０种报纸。不

过，到了１９３０年代越南报纸猛增到了４００种。这些

报纸涉及新闻、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科学、体育、
电影、妇女、时装等等各方面的内容。

此外，《红运》的语言也体现出了都市生活的西

化，书中出现了一些新越南语词汇如进步、科学、社

会改革、女 权、体 育 运 动、文 明、新 潮 和 欧 化，等 等，
《红运》的一些语言如今已经成了越南人约定俗成的

成语，越南人无论是否读过武重奉，都会在生活里使

用他作品中的一些短语和词汇。这在越南语言历史

上是罕见的。《红运》小说语言里夹杂了不少法语词

汇，还有大量广告艺术语言。尤其是主人公红头发

阿春，简直就是一位使用现代广告语言表达的天才。
他的广告语言的训练始于童年时帮人做小买卖，用

喇叭喊假药广告、在电影院举旗子当导引员，等等。
在蓬莱宾馆，他在一场口占诗歌比赛中打败了对手，
就是用他之 前 卖 药 时 经 常 念 叨 的 药 物 功 能 韵 文 材

料。而后来，当他去服装店做导购、假冒医生看病、
谈论新诗和政治时更是一步步发挥他的广告天赋，
小说的最后，他在网球决赛中抚慰愤怒的群众的语

言，简直就像一位口若悬河的西方政治家。
《红运》里出现了许多新型人物如城市流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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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专业的体育运动员、时装模特、医学专家、先锋

艺术家、留学生、改革派记者和新潮的妇女。而且，
《红运》里所有人物，从卑微渺小的佛教人物到最理

想的社会改革家都随着这城市的西化变迁，加入了

市场经济的滚滚浪潮中，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都被利

润动机支配。且不说剥削资本家中的代表维克多·
班在房产、宾馆、药店等方面处心积虑地算计利润，
就连普通警察甚至宗教人物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当

时的商品经济潮流，这是过去以农耕为主的越南社

会难以想象的变化。所以，越南文艺评论家杜德晓

说《红运》忠实地描绘了深受欧化运动影响的都市生

活，他认为武重奉是越南最大的都市作家，《红运》是
百分百的都市小说瑏瑤。

（四）《红运》的传播方式的西化

《红运》这部杰作最初是以连载形式刊登在《河

内报》上，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的第七期开始连载，１９３８
年成书出版。这是２０世纪以后越南才有的小说传

播方式，更确切地说是１９３０年代以后才突然兴盛的

书籍传播方式。
如前所述，越 南 报 刊 业 在１９２０年－１９３０年 代

迅猛发展，这深刻影响了文学的传播，也令许多作家

的成长道路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时代。武重奉小学

毕业后就因家境贫困辍学到一个印刷厂当打字员，
之后去报社工作。他１７岁开始创作，在《午报》、《日
新》、《海防周报》、《河内报》、《将来》、《礼拜四小说》、
《香江》、《印度支那杂志》、《时务》、《骚坛杂志》等报

纸杂志上发表作品。可以说他早期的生活与创作几

乎都与报 刊 业 相 关。武 重 奉 的 第 一 部 作 品 就 是 在

《午报》上发表的。这份报纸的创办者黄积周和杜文

都曾经在巴黎留学，他们的报纸是最早按照法国报

纸杂志标 准 创 办 的 越 南 国 语 报 纸。武 重 奉 曾 经 在

《午报》工作，那段经历促使他走上了创作道路。《午
报》不仅编辑出版了他最初的几部短篇小说，还向他

展现了都市生活方式、世界主义和现代办报方法，这
些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午报》也为他拓

展了文学圈 子，他 后 来 与１０多 家 报 纸 保 持 密 切 联

系，都与《午报》有关。
从武重奉的写作事业来看，可以说报纸的商业

化对当时的文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它从根本上

改变了越南文学的发展道路；在过去长达千年的越

南封建时期，虽然书籍刊行也是源源不断，但由于汉

文教育并不能普及到农村，作为一个农业国，越南的

文学主要受众是农民，文学的传播方式主要是韵文

形式口口相传；而报刊业发展起来以后，加上易学的

国语字母文字的推行、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

的增加，越南的文学受众有了大量的市民，文学的传

播也以听众为主变成了以读者为主，读者甚至直接

在报刊上参与讨论。
例如，由于《红运》里的描写的各种人物影射了

自力文团成 员，给 武 重 奉 在 文 学 创 作 上 带 来 劲 敌。
他们彼此的敌对状态对当事人来说是不愉快的，但

他们的论争促进了越南文坛的交流。自力文团的另

外一大 劲 敌 是 范 琼 及 其 领 导 的《南 风 报》，该 报 是

１９１７年－１９３４年间由殖民地国家提供财政支持主

办的，范琼本人精通汉文和法文，但思想上依然坚持

传统，对越南古典的翻译与传播贡献很大。自力文

团起初的任务就是反击《南风》报的保守倾向。自力

文团存续的十几年间对越南文学的现代化起了很大

作用，他们的浪漫主义小说与当时的革命文学及批

判现实主义 文 学 构 成 了 越 南 现 代 文 学 初 期 三 大 潮

流。一零、概兴等人创作的《断绝》、《蝶魂梦仙》、《花
担子》等浪漫主义小说至今依然被视为经典。文团

中还有一些作家后来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如

阮公欢、秀肥、吴必素等则都成为重要的批评现实主

义作家；而文团里的一些诗人如刘重庐、世旅、辉通、
春妙、辉瑾，等等，都是越南新诗运动的旗手，为越南

现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不管怎样，这些都表明，以《红运》为代表的越南

现代文学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写作与传播方

式，而由于法国的殖民统治，客观上促进了越南与西

方的交流，越南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促进了越南

文学的现代化。

三、从《红 运》与 武 重 奉 所 受 的 争 议 看　
　　　　　　西化潮流

《红运》发表之后不久，就引起了争议，１９３６年９
月有署名为泰飞的人在《文讯报》上发表《淫秽文章》
批评武重奉“借口写真主义，毫不顾忌地描写淫秽的

东西”。随后，武重奉在《河内报》上发表了《致＜淫

秽文章＞作 者 泰 飞 的 一 封 信》为 自 己 的 作 品 辩 护。
其实，就《红 运》本 身 的 文 字 描 写 来 看，并 无 像 西 方

《查莱太夫人的情人》那样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对情色

的细致描绘，甚至没有任何地方描写具体的两性生

活；但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思想、行为举止确实远

远超出了过去男女授受不亲以及女子三从四德的道

德观念。这番笔战恰巧折射出１９３０年代越南社会

西化过程中的新旧矛盾。
而１９３７年３月，著名作家一零化名为一枝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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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报》上发表《淫还是不淫》对武重奉进行指名道

姓地批判，而其主要缘由则是《红运》中所讽刺的社

会欧化运动被指影射自力文团的社会改革计划。可

见小说发表之初的争议就不局限于文学作品本身的

交流。到了后来，随着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的发展，
武重奉及其作品更是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越南文坛重

要的“文学案件”，包括《红运》在内的著作从１９４５年

到１９８６年越南实行革新开放政策之前在北部越南

被禁了４１年。
从写作上讲，《红运》的形式和内容都深受西方

文学作品的影响。在１９４０年代初，越南学者武玉潘

就撰文指出《红运》带有概述性的诙谐剧形式令人想

到银幕上的搞笑场面，而对红头发阿春的形象的塑

造则借鉴了哑剧舞台明星卓别林的表演。也有人认

为小说每一个独立的章节就像独幕剧，有拉伯雷风

格。１９５０年代，韶光和阮梦想撰文比较了《红运》与

莫里哀的讽刺喜剧。当时莫里哀的不少剧本被翻译

成越南语在越南地区演出。此外，谈到红头发阿春

从流浪儿到成功跻身上流社会的经历，还有不少人

将《红运》与巴尔扎克的《幻灭》相提并论，还有人说

《红运》受 到１９３０年 巴 黎 著 名 的 电 影《流 氓 皇 帝》
（Ｌｅ　Ｒｏｉ　ｄｅｓ　Ｒｅｓｑｕｉｌｌｅｕｒｓ）的影响。当北越１９４５年

建立共产党政权之后，其首要任务是抗法，将法国从

越南赶走；经过９年抗法斗争，随着１９５４年奠边府

大捷，法国撤出了越南，结束了近百年的殖民统治。
之后，北越又与美国支持的南越进行了２０年战争，
直到１９７５年 统 一 全 境。在１９４５年－１９７５年 三 十

年的抗战中，北越文学的主流是革命文学，以《红运》
为代表的一些作家作品自然被打入冷宫。

可以说，对武重奉作品的争议很多是体现在政

治倾向上的，例如１９４９年越北文艺研讨会上，有人

批评武重奉缺乏革命精神，著名诗人素友则为他辩

护说：“武重奉不是革命作家，但革命感谢他揭露了

社会的丑恶现实。”而武重奉作品受到最致命的打击

是１９６０年６月，当时的越共政治局委员黄文欢在越

南的权威 学 术 杂 志《文 学 研 究》上 发 表 了 一 篇 题 为

《关于武重 奉 作 品 在 越 南 文 学 中 的 几 点 意 见》的 论

文，该论文以长达２０页的篇幅驳斥了武重奉最有名

的几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决堤》和《红运》等在

越南文学领域的重要性，同时对作家本人的政治倾

向提出了怀 疑，呼 吁 抵 制“人 文 佳 品”瑏瑥 派 对 武 重 奉

作品的公开宣传。论文引述并抨击了“人文佳品”派
的如下所谓反动观念：“八月革命之后，在党的领导

下，作家必须服务于政治，因此作家失去了自由、作

品没有了灵魂；而武重奉这样一个天才作家，不需要

革命，不需要党的领导也能写出优秀作品。武重奉

是我们最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身体虽然不在

了，但其作品永远活在文学史上。他是一代文学宗

师，他超越于 全 党 的 革 命。”瑏瑦 黄 文 欢 的 文 章 发 表 之

后，北越对武重奉的作品全面禁止印行。
不过，我们从黄文欢的文章恰恰可以看出武重

奉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越南社会在１９３０年代所

受的西方思潮影响。与北越的情形不同，在１９５４年

－１９７５年南北越分裂期间，武重奉的作品就已经深

入到南越大众，其作品的语言也成为老百姓日常的

口头禅，作品的风格尤其是纪实文学成了南方纪实

文学写作的奠基石，先后有作家武平、黄海水、文光、
诸子等等步其后尘，形成了南方纪实文学流派。究

其原因，南越之所以能继续广泛而深入地传播武重

奉的作品，在于南越政权是在美国支持之下的西方

政权模式，社会观念比较西化。

１９８６年越南党的“六大”实行革新开放政策，市

场经济逐渐替代计划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以前所未

有的程度重新接受西方影响，武重奉的“文学案件”
再次得到讨论并得以彻底解决，武重奉在越南文学

史上的历史地位重新得到肯定，作品得以重印发行，
《红运》和《暴风骤雨》等也被节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而２０１２年越南曾隆重纪念

武重奉诞辰１００周年并发行相关纪念邮票，邮票版

面是作家肖像和他的《暴风骤雨》、《红运》、《决堤》、
《妓女》等著名作品。

总而言之，《红运》及其作者武重奉的争议从一

个重要侧面反映着越南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再次证

实了文学的的确确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另外，与世

界其他文学名著一样，《红运》之所以成为越南现代

文学史上的名著，是因为它有经典的人物形象。红

头发阿春这一人物形象深深地打上了１９３０年代越

南社会西化风潮的标志，它体现了当时越南与西方

的交流，越南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越南现代文

学史最权威的学者潘巨棣曾言“进入２０世纪，西方

文化日益向越南渗透，但并没有吹走东风，而是在民

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我们随时准备接受西方

文化的影 响”瑏瑧。而 事 实 也 正 是 如 此，１９３０年 代 以

后，越南的文学和社会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

文学文化因素，进入了现代文学文化的新时期。

注　释：

①　汉文化圈又称汉 字 文 化 圈、东 亚 文 化 圈 等，是 以 正 统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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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观念及五服制的政治思想支配，遵守四书五经的

古典教训，视中国为 世 界 中 心，视 华 夏 文 明 和 思 想 为 最

高价值的文化区域，包括东亚、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区，历

史上最典型的汉文 化 圈 国 家 是 中 日 韩 越 四 国。关 于 汉

文化圈的提法及论著参见法国学者汪德迈的著作《新汉

文化圈》，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②　有关中国古典文 学 的 史 传 和 诗 骚 传 统 的 论 述 请 参 考 陈

平原《中国 小 说 叙 事 模 式 的 转 变》一 书，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

③　以上论点可参考笔者博士论文《明清小说在越南的传播

与影响》，２００８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

④　刘重庐与武重奉 同 龄，是 越 南 新 诗 运 动 的 旗 手 之 一，其

诗风深受法国诗人瓦莱里影响。

⑤　实际上越南现行的拉丁字母越南文书写形式是１７世纪

初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在过去西班牙、葡萄牙

传教士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整理而成，早期使用的规模很

小。１８６０年以后 法 国 就 自 南 向 北 逐 步 蚕 食 越 南，直 到

１８８５年将越南全境变成殖 民 地。但 由 于 越 南 人 对 汉 文

的深厚感情，法国人 推 广 字 母 文 字 并 不 顺 利，真 正 大 规

模推广是在１９１９年越南彻底废除科举制度以后。

⑥　武 重 奉：《答＜今 日 报＞：淫 还 是 非 淫》，载《未 来 报》，

１９３７年３月２５日。

⑦　武重奉：《毫无声响》开头引用了左拉的这句话：Ｐｌａｎｔｅｒ

ｅｎｆｉｎ　ｌｅ　ｖｅｒｉｔａｂｌｅ　ｄｒａｍｅ　ｈｕｍａｉｎ　ａｕ　ｍｉｌｉｅｕ　ｄｅｓ　ｍｅｎｓｏｎｇ－
ｅｓ　ｒｉｄｉｃｕｌｅｓ．全文参见阮登梦主编的《武重奉全 集》第 一

卷第１－６３页，河内：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⑧　《有 关 报 告 文 学 的 问 题》载《未 来 报》，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１
日。

⑨　武重奉：《妓女》，书 前 有 黄 少 山 的 序 言《＜妓 女＞：一 部

有责任感和人道主 义 精 神 的 作 品》，序 言 里 谈 及 了 武 重

奉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运用。

⑩　此处引文由笔者译自武重奉《红运》第１３－１４页，越南：

海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瑏瑡　此段引文由笔者译自武重奉《红运》第３９页，越南：海防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瑏瑢　此段引文由笔 者 译 自 武 重 奉《红 运》第１３４－１３５页，越

南：海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瑏瑣　【越南】怀清、怀真：《越南诗人：１９３２－１９４１》第１６页，河

内，１９９６年。

瑏瑤　 参见【越 南】杜 德 晓《来 自 武 重 奉 的＜红 运＞言 辞 浪

波》，收入《作家武重奉与我们》一书。

瑏瑥　 “人文佳品”派 是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８年 间 越 南 文 艺 界 的 资

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他们以《人文报》和《佳品》杂志为

阵地，主张“文艺跟政治相互独立”，党不必领导对文艺，

认为“文艺和政治齐肩并进，互为利用，双方有利”，认为

文学艺术 家 是“时 代 的 良 心”，“是 党 和 群 众 之 间 的 仲

裁”，贬低抗战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文艺

为工农服务的口号。这 是 一 场 规 模 大、涉 及 面 广、时 间

较长的政治 斗 争 和 文 艺 斗 争。１９５８年 初，越 共 中 央 作

出决议，同年６月越南文联常委会把“人文佳品”集团定

为“破坏集团”。“人 文 佳 品”集 团 的 部 分 成 员 被 开 除 出

作家协会，有些 人 受 到 了 处 分（１９８９年 对 黄 琴、陈 寅 等

人的处分已撤销）。这场斗争的胜利保证了越南共产党

的文艺政策的贯彻 执 行，保 证 了 共 产 党 对 文 艺 的 领 导。

相关论点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东方现代文学

史》上册越南现代文学部分，李修章撰写，海峡文艺出版

社，１９９４。

瑏瑦　 黄文欢的论文后来收入阮衡穹、来原恩编撰的《武重奉

其人及作品》第２１９－２４５页。河内：作协出版社。

瑏瑧　【越南】潘 巨 棣《２０世 纪 越 南 文 学 中 的 几 类 新 趋 势》，越

南《文学杂志》，２００１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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