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中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泰国华文文学也越

来越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特别是一些作者的文学作品在参加中国各种文学评选活动

中屡屡得奖，更让世人对泰国的华文文学刮目相看。中国著名散文家秦牧在给《泰华

文学专辑》提序时，对泰华文学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泰国华文文学的作品，

“对于泰国风光人情习俗、社会百态的描绘，达到了非常生动的地步，而运用中文的

圆熟程度，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1]  (P.7) 中国孙淑芹在她的《立足于民族    扎根

于泰国——泰国华文文学特色浅论》中也这样写道：“在泰国华文文学中，存在着大

量的描写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以及民族生活习俗的作品。” 
[2] (P.1)  著名的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饶芃子在她

的《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里，谈到阅读泰华文学作品时说，她“明显地感

到它们与中国的文化、文学有渊源和影响的关系，尤其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伦理道德

观念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似之处更多，但是它们都是来自泰国的现实生活，又具

有泰国社会的特色，文化意蕴有较大的差异，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和泰国民族文化

的影响、交汇和融合。”[3]  (P.133)

中国和泰国是友好邻邦，两国交往历史由来已久。由于移居泰国的华人众多，所

以在泰国境内，已形成了独特的华人社会。在华人圈子里，即使是数代居住在泰国的

华人，也依然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礼仪、民俗习惯、语言文字、伦理道德和民族意

识。17 世纪后，中国的文学作品、喜剧等已陆续传入泰国。1903 年，泰国曼谷创办

了第一份华人的《汉境日报》，续之又先后出现了《美南日报》、《华暹日报》、《天

汉公报》、《中华民报》、《侠报》等，这些华文日报的诞生也催生了泰华文学。由

于泰国是一个佛国，有 92%以上的民众信奉佛教。因此“一些作品在表现人与社会、

人与人、人的感情纠葛和行为冲突时，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宗教的情感意识，常常是

用宗教和宗教的感化来调和、融解人与人的矛盾，平衡人的心理，劝人去恶从善，悔

———————————————— 

[1] 张国培.20 世纪泰国泰文文学[M].汕头：汕头出版社，2007． 

[2] 孙淑芹.立足于民族  扎根于泰国——泰国华文文学特色浅论[J].《泰华文学》.曼谷：泰华文学

出版社,2004． 

[3] 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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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新。一些描写泰国社会风情画的作品，也具有佛国的宗教氛围。”[1] (P.138)  因此

我认为，构成泰华文学具有特色和魅力的是中华民俗和本土泰族民俗，以及融合后多

元化的新民俗。何谓民俗，钟敬文在他的《民俗学概论》中有这样的定义：“民俗，

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

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

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

重要方式。”“‘风俗’（Lore）一词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

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众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2](P.1-3) 由此

可见，民情风俗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此密切，它在人们生活中是何等重要。那么，那

些中华民俗和本土泰族民俗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势必直接影响到泰华文学创作者的审

美心智活动，左右他们的审美方式和文学趣味。 

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民俗与文学之关系这方面相似的文献有：中国的朱成仁，

他的专著《民俗与文学艺术》[1]，主要是从中国浩瀚的文学作品中，论证生活在不同

地域和不同文化氛围的作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运用直接或间接，淡描或重彩等不同

文学形式，描写出各民族的民俗习惯。也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发表

罗晓非的论文《民俗与文学魅力》[1]，这篇论文论述了民俗是文学起源的中介，民俗

在文学作品中呈多层次渗透，文学民俗化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中国优秀博硕学位

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还有一篇是复旦大学 2003 年的博士论文，朱红的《唐代节日民

俗与文学研究》[1]，她主要是对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不同时期节日习俗的产

生和特点以及传承、发展、变新的综合考察，论述节日中的文学创作，亦是唐人生活

中习见的一景。但对于泰华文学与民俗关系方面的研究还未展开，只有在一些论及泰

华文学的创作个性和内容方面时提到泰华文学描写了泰国的风土人情习俗。到目前为

止，笔者读到有关研究泰华文学各种文献资料都是从泰华文学的形态、个性、特征、

文化寻根、文化意蕴以及文体形式的特征、语言特色、社会背景等方面去探讨中泰文

化相融合和影响。还未有人作过民俗文化与泰华文学之关系这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 

民俗文化，虽位于文化的 表层，但却对每个人影响 深；在人群中影响 广；在历 
———————————————— 

[1] 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3] 朱成仁.民俗与文学艺术[M] .北京：人民出版社 

[4] 罗晓非.民俗与文学魅力[J] .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 

[5] 朱红.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D]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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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长河中影响 久的大众文化。因为人一出生就生活在民俗文化之中，直至生命

的终止。正如鱼生活在水里一样。这种民俗文化也正是文学创作的源泉。鉴于此，本

论文欲从泰华文学作品中反映的中泰民俗文化交流与融合为切入点，力图通过细读和

分析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中华民俗文化与泰族民俗文化之冲突、交融以及融合组成新的

民俗文化元素，并结合实地考察的方式，探讨在泰国民间盛行的宗教信仰、民情风俗

和传承的华族民俗习惯，彼此兼容互补，相生共荣以及融合后的新民俗所呈现的价值，

这种价值包括作者心境的自我净化、文学作品的个性魅力、社会功能以及给国家和人

民带来的经济效益。 

 

 

一、 选题的来源及意义 

 

 华夏民族移居海外，起于汉代。但大规模地移居海外发展是在近代。从早期的经

商到现代的向各方面发展，华夏民族这一群体由盛唐的辉煌盖世渐退至清朝的不起

眼，任人宰割，再到今日的辉煌，让世人惊叹、注目。海外华人也和中国人民一样经

历了更多的被压制、排斥、失落、迷茫、愤怒等痛苦，汉语文字也一直跟随华人的脚

步浪迹天涯。这些漂流在外的游子文学浸透的多是近百年来中国的离乱历史、其中蕴

含着离愁别绪、沉浮枯荣、风雨中种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在这些作者的心理上，感情

的寄托始终是中国，他们以流浪者的心情，怀着沉甸甸的中国文化情结，在思想感情、

道德取向、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与居住国的本土风俗文化相互撞击、磨合，

他们内心深处那种精神“放逐”的酸涩与困忧，“根”的失落，无不反映在其文学作

品中，因此这种多元文化撞击后的火花，自有其特定的形态与文化内涵，也自有其独

特的地方色彩和个性，有别于母体的中国文学。 

 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性文化转型的新时代。长期被西方当作“他者”和“非

我”的东方文化，已逐渐凸显其价值和地位。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突飞猛进、在国际

地位的崛起，汉语在全世界的普及，中国文学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亮丽前景。

华文文学（华人文学）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本土，它必须应对东西方文化必然交汇

的发展前景，从世界文学格局的角度去审视华文文学。把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进行跨

国别的比较研究；研究华文文学在其他国家的影响、传播以及被居住国接受的情况；

研究其发展脉络以及与不同的民俗文化如何交融、借鉴、转化、认同等规律；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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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模式、风格、文学语言的演变史。探索这些华

人作家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美学环境中产生蜕变；探讨他们在双重文化背景下，

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碰撞或同其他文化的接触中，对本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态

度、以及做出怎样的文学反映和选择，寻找其异同都是势在必行的。虽说世界各国的

华文文学都同出一源，具有炎黄文化的基因，彼此有文化上的血缘关系。但是，它们

在分别与各国本土文化交织、融合后，已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因此，在此基础上去研

究、探索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历史及走向，有利于中国本土文学更进一步了解“自我”，

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和更新作一种参照，同时也为建立一个更为广博的世

界性多元文化观和文学观的华文文学，提升华文文学在世界的地位都有积极的作用。

另方面，从泰华文学作品中分析中泰民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利于两族人民更进

一步了解本族民俗之精华，继承本族优良的民俗文化，让泰国的华族与本土泰族各自

保存多元文化之丰富多彩的民风习俗，让各族人民更了解本族民俗的文化内涵，让世

人珍惜和平与快乐。同时，让文学创作者更了解民情风俗的价值，更珍惜身边的民情

风俗。 

 

二、 中泰文化交流概述 

 

东南亚在地理上与中国毗邻，华人在东南亚诸国旅居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实。“远

在三国时期，吴国官员奉旨于公元 245 年出使扶国等国，在他们回国的著作中，就有

关于泰国地区国家的记述。到了公元七世纪，唐大和尚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提及

建于湄南河下游的堕罗钵底国。中国古籍对堕罗钵底国有很详细的记载，可见当时两

国之间已有较深的交往。唐代贞观年间，这个国家曾两度派使节到中国，在长安受到

唐朝廷很好地接待。在明王朝取代了元王朝之后，与泰国地区的阿瑜陀耶王国来往密

切，据明史记载，明代 270 年中，阿瑜陀耶遣使臣到中国访问 112 次，中国也派使臣

访问阿瑜陀耶 19 次。明太祖洪武初年，泰国就派遣留学生来中国的国子监读书。明

正德十年，明朝廷还在暹罗贡使随员中选留泰语教师，培养泰语翻译。明万历六年，

在“暹罗馆”招收学习泰语学生。数百年来，在中泰频繁的文化交往中，中国文化已

深深地深入国。”[1] (P.2)

———————————————— 

[1] 饶芃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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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仅在两千多年前从海上就有贸易往来，使节礼聘互

访。特别是在近几百年来，华侨、华人与当地妇女通婚长期相处，缔结了深情厚谊，

建立了亲戚般的国家关系。“ 早传入泰王国（1939 年以前称“暹罗”）的中华传

统文化，乃是融文化与工艺于一炉的陶瓷文化技术。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曾

享誉东南亚的宋加洛瓷器，就是素可泰王朝（1238-1349）延聘元代中国陶瓷工匠传

授制成的，也是当时泰国吸收中国陶瓷文化技术的结晶和见证。”[2] (P.79) 随后中国

的戏剧也随华侨传入泰国。1602 年，抵达泰南北大年的英国人史密斯曾看见闽粤古

剧在那里演出，他在《1600——1605 年约翰•史密斯马来西亚历险记》中这样写道：

北大年“华人富商合献其服装鲜明之戏班，于街头建台，公开表演古剧。此项表演，

其特点在优伶行头之刺绣华丽，在彼辈歌喉之响遏行云，而尤其在不绝之击大铜钹而

益以科白”。“1685-1686 年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使来暹。法国使节团在暹罗宫

廷受到优渥隆重的招待， 后演出中国戏剧以娱嘉宾。剧中的演员有的是从广东来的，

有的是从福建来。喜剧演完以后，还有一场中国的傀儡戏。根据法国肖蒙大使随员秀

伊锡的忆述：他对中国戏剧中的音乐，颇为神往，那喧嚣噪闹的交响乐，乃是锣鼓、

铜钹有节律敲打而成者。”[3] (P.80)  到了 18 世纪，暹罗朝廷重用中国文人如故。成书

于 1730 年的《海国闻见录》（陈伦炯选）中志：暹罗国王“尊敬中国，用汉人为官

属，理国政，掌财赋。”18 世纪后期，谢清高曾航海到暹罗，归国后在《海录》中

的《暹罗条》述及那里的情况时说：“颇知尊中国文字，闻客人有能作诗文者，国王

多罗致之。”[4]  (P.81)

 由此可见，中国与泰国的友好交往，自公元前的西汉拉开序幕至今，一直是世世

代代绵延不断。“即使是数代居住在泰国的华人，也依然保留着华族的传统文化、风

俗习惯、语言文字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文化的维系力量，一方

面是来自民族的血缘关系，一方面是来自华人社会的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和华文文

学。”[4] (P.133-134) 20 世纪 50 年代万隆会议后，出于大势所趋和环境需要，泰国的华

人绝大多数加入泰籍，成为泰国公民，华泰两族人民的自然通婚，更加速了两族人民

风俗习惯上的融合、同化。泰国华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原来的

———————————————— 
[2] 饶芃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3] 饶芃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4] 饶芃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5] 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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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归根”转化为“落地生根”。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促使两

国政府高级官员的互访，两国关系由民间企业的合作发展到两国政府的全方位合作。

泰国公主诗琳通殿下三十次访华，新一代移民潮更为泰国华族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

在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施展各自的才华。但是这些根植在泰国的 600 万炎黄子孙，

始终忘不了自己是龙的传人，始终忘不了传播和传承中华民俗文化，始终在描绘着有

中华特色的壮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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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泰华文学作品中泰中民俗之展示 

第一节  中华民俗文化的传承 

 

一、节日习俗 

 中国一年里有许多传统节日，春节是这些节日中 隆重的。在这个节日中，人们

必须从扫尘、办年货、贴春联、贴年画、蒸炸各种年糕，在大年三十烹煮各种鸡、鸭、

鱼、猪拜祭祖先、放鞭炮，吃年夜饭守岁，初一至初四走亲戚给长辈拜年。除此节日

外，还有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节。这些民间节日

大都属于全国性的。节日是人类的一种群体性活动，它会随着民族的迁移而流行异地。

因为泰国早年的移民多来自中国的闽粤地区，所以，泰国华人的传统节日也有所则重，

加上结合居住国本土的实情需要，因此，泰国华人所注重的节日有：春节、清明节、

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九皇斋节、冬节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泰国华族

民众中代代相沿，锲而不舍地传承着，并不断充实、丰富和扩展，形成一种共同的民

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哪怕这些参与者多数已加入本地国籍或是出生在此地的子孙，但

对于民族祖先的虔敬之心，却一如既往，固守传统，共同继承着民族的精神财富。这

些民俗现象都存记在泰华文学作品中，如年腊梅的短篇小说集《湄南河畔的故事》里

的〈小年夜〉就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的春节，在泰国，是一年中 隆重的节日，

家家户户备办许多传统食品，庆祝农历新年。”[1] (P.75) 她在另一篇小说《招财进宝》

也有类似的描述： 

 

春节，又静悄悄地到来。和平巷两边二十多户人家，正在门口摆上了三牲果品，水

果，年糕；点上香，先后祭拜祖宗或“好兄弟”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手中拿着印上“招

财进宝”的红色纸条，换家逐户的贴在大门上，主人家摸出一枚硬币，把他打发了。[2] (P.112) 

这是泰国城里人过春节的情形。在乡下，即使是再穷的华人也一样会保留传统

的华人风俗过年。修人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郑通（坤銮），第

一次去认亲人阿叔，当快到阿叔住家时，首先映入眼眸的是： 

———————————————— 

[1] 年腊梅.湄南河畔的故事[M].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 

[2] 年腊梅.湄南河畔的故事[M].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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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残旧的木板屋！屋顶遮盖着一片片破烂的栉树叶，大门两边，贴着两条红纸对

联，上面写着：“生意茂盛达三江，财源广进通四海。”横匾是：“富贵兴旺”，在这自古以

来被认为‘番畔’的暹罗州府，现在，在坤銮看来，除了语音及风俗习惯有差别外，其他一

切事物和现象，多多少少都渗透着祖国家乡的浓厚风气。[1] (P.162) 

 

以上是五六十年代华人在他乡过春节的状况。但即使是 21 世纪的今天，海外华

侨华人依然重视这个节日，尽管泰国许多华人也享受着西方科技所带来的文明，但对

中华传统节日仍然保留着深厚的诚意，每当春节即将来临，不论是商场、超市、华人

公司、特别是唐人街耀华力，更是装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远峰在他的《泰

国“唐人街”风采》有这样的记载： 

 

     在曼谷，有许多家专门卖家乡风味的杂货店，在里面可以买到许多年节应用的东西

及食品，包括各式腊味、港式海味及糖果等。能干的老祖母们还会率领着儿媳们腌制各

种过年应景食品、蒸年糕、“炸煎堆”等，籍此重新体会昔日家乡过年的情调。 

      年三十，也就是除夕，每家都把家里收拾得焕然一新，厨房里堆满了吃的东西，因

为春节的头两天，许多商店都关门过年，市场上冷清清，买不到吃的东西，不得不多备

些食品在家。然后，大人们忙着在祖先牌位上，换上崭新的一红布做成的“花束”或“花球”，

插上有孔雀尾装饰的金银花，又在门口、墙壁及窗口贴上“辉春”（即春联）。“辉春”是在

红纸条上写些：“出入平安”、“龙马精神”、“万事如意”、“新年发财”之类的通俗吉祥话，

以前都是自己写，现在由印务局以红底烫金纸张印成，只要花个数十铢泰币，就可以买

到一大叠。 

     大年初一凌晨，长辈们都要沐浴净身穿上整齐的衣服，在自家天台上或大门口，祭

拜天地，祈求上苍赐福降祥，赐予一年的顺逐平安，祭拜的供品以素菜为主，拜完后就

休息了。也有的人家就地“吃祭酒”，就是将祭拜过的素菜吃食一些的意思。[2]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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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华人在泰国普遍过春节的形式。近几年，泰国的春节更热闹了，春节已不仅

仅只是民间华族人所过的节日了。泰国的政府部门与中国政府部门已连续五年联合举

办庆祝春节活动。今年中国政府派了两百多名文艺工作者到泰国来举行联欢演出，泰

国政府也在十个府举办了大型庆祝春节活动。泰国诗琳通公主每年都出席了唐人街的 

—————————————— 

[1] 修人.一个坤銮的故事[M].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5. 

[2] 远峰.泰国“唐人年”采风[J].泰华文学（总第十六期）.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2． 

庆典仪式，这是难得的两国政府同时重视民俗活动的盛举。 

除了隆重庆祝春节外，泰国的华人还非常重视中元节，这与中国有所不同。中元

节主要是祭拜祖宗和祭拜曾经帮助过自己或是一同来海外谋生死去的好兄弟。中元节

在泰华社会与春节一样都是敬神拜佛的欢乐节日。 

 

从农历七月初一起，几乎每天都可见到各大小神庙或佛社，在举行〈盂兰盛会〉，

做着施济无依孤魂的善事；同时不忘帮助阳间活人，执行济阳工作，分发一些食品衣服

和白米，给予穷苦人家。 

 除了信教之外，家家都“拜好兄弟”，而且特别虔诚。午后，在屋外栋处比较高，小

孩们少去玩的高地设香点烛，搬出大堆祭品，包括米盐炭，汤匙筷和碗碟等，甚至洗脸

水盆。合家大小都来祈求保佑，人畜平安，庄稼丰收。 

说到“好兄弟”，没人敢得罪，而且非常诚心，家里饲养的肥鸡，必定选出一只到〈七

月半〉才杀，树上有好果子，能留到〈七月半〉也特别看护，到了这一天才采下来。最

常见的是香蕉和红毛丹，也有留着一个特大的西瓜。 

 

 乡下人“尤其对年节观念甚浓，〈中元节〉到处仍有鞭炮声。” 
[1] (P.79-81) 这是林

文辉记述的中元节。除了中元节，中秋节也是泰国华人较重视的节日。林牧在他的〈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感怀〉中就有这样的感叹： 

 

不论如何，由于中国承传下来的古老文化及风俗习惯，海外华人华裔，特别是居住

泰国的华人华裔，对故国的传统文化及风俗习惯，还是非常眷爱的及有着浓烈的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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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中秋节来临时，市面上的商店即摆出各色各样的月饼。而不论雨天晴天，不论

是朦胧月还是皎月，人们都依习俗购买月饼，依时在门口设桌子陈列各种果品，焚香点

烛，依旧朝天拜月，此种引人遐想的乡土特征，可能就是中国古老文化在海外承传下来

的一种不能湮没习俗及炎黄子孙特有标志吧！它给人一种隽永、温馨、富有诗意的民族

感情。[2] (P.72-73) 

 

以上的这些节日，都是旅居泰国的华侨华人较隆重纪念的节日，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

的传统习俗，一代一代的相传下去。还有一个九皇斋节，在中国并没有多少人注重的

——————————————— 

[1] 林文辉.中元节[J].泰华文学（总第四十三期）.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7． 

[2] 林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感怀[J].泰华文学（总第五十二期）.曼谷：泰华文学出

版社,2009． 

节日，经福建地区的移民传入泰南后，却在泰国不断扩展和演变，成为全泰国华人家

喻户晓的重大节日。在这个节日期间，曼谷市各个食品市场上，到处都飘着写有“九

皇斋”或“九皇盛会”的黄色“斋”旗；到处都摆满各种斋物贡品和素食品。曼谷市

唐人街更是一片黄色的海洋。节日期间，九皇斋信徒，都吃素食，仃止一切娱乐活动，

身穿白衣白裤，诚心斋沐，在市内各个主要佛庙进香，礼拜九皇佛祖，举行各种庆祝

活动。 

泰国每年都有许多重大的节庆盛会，华侨华人除了参加本民族的节日活动外，

还会参加一些本地民族全国性的重大节目，比如万佛节、佛诞节、守夏节、宋干节、

水灯节等，以及一些属于地方性的盛会。 

 

 

二、饮食习俗 

 “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人们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不仅能满足人们的

生理需要，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

的需求。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饮食民俗，正是这种饮食文化的形象化表 

现。”[1] (P.74) 由于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饮食习惯和特点，又因各自经历了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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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发展、演变，因此，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饮食习俗，这种饮食习

俗随着各个民族的迁移而延伸至世界各地。 

 早年的泰国华侨大多数是中国的东南隅移民，因此，在饮食习惯上更多地保留了

中国南方的饮食特点，这种饮食习俗也自然呈现于泰华文学作品中。如潮汕人早餐习

惯吃糜，在《博文杂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 

 

潮州人早餐都是吃粥，潮州人称为食糜，这种饮食习惯与外省人各异奇趣。我是道

地潮州人氏，当然也脱不了这种饮食习惯。四十余年旅居泰国，可以吃香辣的泰国菜，

可以吃牛油面包，但是清早起来这顿白糜小菜，却是保持不变，就是全家连孩子们早餐

都是清一色的潮州糜。[2] (P.139) 

 

除了这种地道的早餐外，午餐、晚饭往往许多华人都保持着中国南方的饮食习惯。

———————————————— 

[1]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2] 陈博文.博文杂记[M].曼谷：八音出版社，1999． 

如梦莉的《李伯走了》就这样描述： 

 

李伯在我家一住就住了十七年，他能住得这么久，当然与他的烹饪技术，和烧得一

手好菜有关。如清炖鱼翅，红纹羊肉，局鹅掌，荷包鸭，鱼头炉，大三元等，都是顶呱

呱的。恐怕酒楼的厨师都比不上他。他炒的几样菜，总是青翠碧绿，清新可口。我们公

司所有的职员，从来就没有一个嫌过他的菜馔。[1] (P.35) 

 

再“看看桌上的菜，卤猪肉炒韭菜花，油炸安南鲫鱼，鸡肉炒姜丝，清蒸松鱼，

还有四川菜煲猪骨汤。这四菜一汤算是过得去，手艺虽然不如李伯好，但是〈山中无

鸟麻雀为王〉有这样的厨师还是不错的了。” 
[2] (P.37)  从这短短的两段描写桌上的菜

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活在泰国的华人虽然身居异国，但在饮食习惯上还是

喜欢家乡的风味，即使是老厨师李伯走后，来接班的泰国新厨师，煮的饭菜依然飘着

中国南方菜肴的香味。以上是在华人家庭中保持的华族饮食习惯。但在曼谷市的大街

小巷同样有许多中餐厅任君选择，尤其是曼谷市的耀华力路，中国美食更是煮、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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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炒样样齐全。 受人们欢迎的要数潮州美食。这些华族饭菜从曼谷市一直卖到乡

下。黎毅在他的《流年风水》是这样喊卖的：“糜正熟，热热！坐，乃头（老板，泰

语、潮语并用的称呼），欲饭欲糜？”“主人老肥站在简陋的条规里，挺着一只大肚

腩，拉下挂在肩上发霉的面巾，向满是油水的脸上一抹，随手又将面巾束在额头，一

手握匙，一手拿着盘子舀，口手并用。‘坐坐，头家（老板，潮语称呼），阿兄。箔

壳米、苦瓜卵、卤猪脚、苋菜、巴土鱼、猪血汤 … … ’[3] (P.67-68)  我们再看看接龙

小说《风雨耀华力》里五六十年代的华人请客、拜师，桌上的饭菜还是‘一碟卤鸭、

一盘炸虾卷、一盘安南鱼… …’”[4] (P.68)  可见华族人在泰国的饮食风俗从以前到现

在一直没变。 

 除了饭菜外，茶更是泰国华人家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饮料，特别是来自中国潮汕地

区的功夫茶，当客人或顾客光临时，主人总是先品茗后谈买卖，不论是贵客还是一般

往来的客人，人们都同样用这种即可简单又可隆重的方式招待客人。修人的长篇小说 

———————————————— 

[1] 梦莉.烟湖更添一段愁[M].曼谷：八音出版社，1998． 

[2] 梦莉.烟湖更添一段愁[M].曼谷：八音出版社，1998． 

[3] 黎毅.流年风水[J].泰华文学.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5． 

[4] 李虹,乃方等著.风雨耀华力[M].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83． 

《一个坤銮的故事》中，主人公郑通的亲人阿叔在确认眼前的‘后生仔’是自己的亲 

人侄儿后，站起来说：“我真无情理！你请坐，待我冲几杯唐山好茶来喝！”[1] (P.68)  

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也有这样的描写：当鸭脯急着为刚从泰南乡下来曼谷的李俊

找工作，一大早就去找他的朋友心贤许（做会计工作的许先生），“鸭脯一口气来到

兴兴入口行，刚好见心贤许正独自在泡工夫茶，于是，他走上前唤了一声‘许叔。’

当鸭脯急着要向心贤许述说帮李俊找工作一事时，心贤许却要鸭脯先喝茶后再谈别的

事。‘勿哭父哭母（潮州俗语：别说这说那）有什么事喝茶后再谈。’心贤许笑笑地

两指挟起小茶壶，说：‘来，弟仔，食阿叔工夫茶。’”[2] (P.31-32)  由此可见，潮州

华人对工夫茶之看重。这种饮茶习惯不仅是个人所好，也是整个民族的共同爱好。在

中国有茶馆，在泰国也同样有茶室，长篇小说真实反映五六十年代华人在泰国创业生

存的《风雨耀华力》就有特别描写这方面的章节〈第三回——茶室风光〉。现代人饮

茶有了更文明的举止，也给饮茶图解出更多的功能，卢永光在他的《细说村居饮茶事》，

更强调了饮茶的五大功能：（一）饮茶聊天可广交朋友；（二）饮茶聊天能增长知识；

（三）饮茶聊天可互通消息；（四）饮茶聊天可延年益寿；（五）饮茶聊天使心情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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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有天，笔者从家里冲了一大壶茶水，提到新村俱乐部品尝。忽有一位老人上来向笔者

点头、微笑；然后转身回家取了一个茶杯来与笔者一同品茗，彼此自我介绍后，无拘无束

地饮茶聊天，不亦乐乎。 

第二天，这位老人买了一套饮茶用具，计有插座电动水壶。大茶盘、茶杯和茶壶，并

拿来一盒香茗。开始只有我俩品尝潮州功夫茗，稍后，有位广府人和一位客家人也与我俩

并肩而坐，共同饮茶聊天。继而，有位台湾人拿一盒台湾出品的〈沙奇码〉点心与大家一

起分享。自此之后，每天都有几十位茶友前来饮茶聊天，彼此互相了解，广交朋友，同时

也可以从中发现知心朋友，也可发展铮友… …其乐无穷。[3] (P.83) 

 

 

———————————————— 

[1] 修人.一个坤銮的故事[M].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5． 

[2] 李虹,乃方等著.风雨耀华力[M].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83． 

[3] 卢永光.细说村居饮茶事[J].泰华文学（总第四十三期）.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7． 

 

从以上的这篇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饮茶，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台湾

人以及其他华族人都能并肩而坐，通过品茗聊天彼此可以无拘无束地宣泄不满情绪，

减轻心理压力，使心情愉快，延年益寿。同时，通过饮茶聊天，“还可以交流思想、

交流文艺、交流学术••• •••。可见，饮茶聊天有多重性的较应，经常饮茶聊天，强身

健体，更为显著。”[1] (P.85)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饮茶习惯，在泰国华族人群中之

普及已如家常便饭，而且越来越让人们品出其中的人情味和韵味。泰华著名作家司马

攻笔下的品茗，更品出多一番哲理味，让《明月水中来》寓意深长，让人读后回味无

穷： 

 

我有一把小茶壶；宜兴出品的朱砂小壶。壶底刻着‘明月水中来’五个行书，署名孟臣，

书法古补，笔势灵劲锋利，似是用竹刀刻割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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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这把小茶壶，无论是精品还是赝品，我对它很是珍惜。因为这小茶壶现在是

属于我的，而数十年前是属于我祖父的。 

小时在故乡，我每天都见到祖父用这把小茶壶，冲出比小壶更小的四杯浓浓的茶来。

有客人到来，他同客人喝着，没有客人他就自己独自一个人喝。有时祖父也要我喝茶，

我也照喝。茶是浓浓苦苦的，我闭着眼睛一饮而尽，皱着眉头，张个苦脸跑开了。祖父

摇摇头，笑着说：这孩子就是不会喝茶！ 

祖父去世后，不久我离开家乡，不知当时我是怎样想的，便将这把小茶壶带在身旁，

跟着我徒转过很多地方。 

三十多年前我到泰国来，这把小茶壶又被我带着同来。这里喝潮州茶的人很多，就

同故乡一样普遍，我也开始喝起茶来。 

浓浓的茶从壶嘴流出，盈在洁白的小杯里，吸进了我的口中，香滑滑的，没有半点

儿苦涩的味道。“这个不会喝茶的孩子”现在也学会喝茶了。我一面喝茶，一面看着挂在

壁上的祖父遗像，默默地这样想着。 

… … 

现在我的大儿子已十多岁了，我的茶瘾似乎越来越大，我这把心爱的小茶壶也跟着

越来越忙碌起来。有时我也要我的儿子喝喝茶，可是他只喝了小半杯，就把杯子放下，“哎

呀！这样热，这样苦！我不要啦！”做个鬼脸跑开了。 

 

 

———————————————— 

[1] 卢永光.细说村居饮茶事[J].《泰华文学》（总第四十三期）.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7． 

我有一个感觉：这把小茶壶，算是传了三代的小茶壶，将来又要寂寞了！当我死去

之后，它可能会永远的寂寞下去。我的儿子是不会喝茶的！ 

有一天，我出外访友回来，当我踏进客厅里时，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我那个十多岁

的儿子，他坐在我经常坐在那儿喝茶的地方，用他那生硬的手法，拿着这把小茶壶，正

在冲他的功夫茶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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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见到我，笑了一笑，就走开了。我也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笑一笑。我这时心

中的笑意比脸上的笑容还要强烈得多。 

这把小茶壶将不会寂寞，它又将有新的主人了。它先时是我祖父的，现在是我的，

将来是我儿子的。 

‘明月水中来’这个明月，我看得分明；她是故乡的那轮明月。这明月我将留给我的儿

子，以及他的儿子。[1] (P.10-12)

司马攻在这篇散文中，记述的不仅仅是泰国现实中华侨们保留的中国饮茶民俗习

惯，而是运用文学的借喻手法，暗喻着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在无意中传承、也将会在

异国他乡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三、婚嫁丧礼 

 “婚姻，是关系到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而又 基本的文化活动。婚

姻礼仪的实质是要向周围的人宣告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这件事意味着这个家庭所有家

族兴旺发达，因为它不仅是接纳了新成员，更重要的还意味着家族的血缘由此可以得

到延续，‘传宗接代’的凤愿可以实现，家族的势力，得以扩大。”[2] (P.227-228) 从古

至今，尽管不同的朝代对婚姻的状态有着不同的解读与要求，儒家思想提倡的婚姻礼

仪莫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婚仪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有古代的婚姻六礼：纳彩、问名、

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至宋代朱熹把它压缩为“四礼”，虽然在许多仪式上人们

都力行简化，但中华民族的这种婚姻形态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因此，当

这个民族向海外迁移时，自然也把这套传统的婚姻仪式一同搬迁并沿继至今。如牡丹

写《南风吹梦》的主人公曾璇在婚姻大事有着落时，即写信报告给远在中国的母亲时

这样说： 

———————————————— 

[1] 司马攻.明月水中来[M].曼谷：八音出版社，2005． 

[2] 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我和美瑛已于昨日定婚。义父刚从日本回来三天，罗源通就同义父去找吞武里的一个

目术士，求他给择个定婚和迎娶的日子。这个术士很会诹吉，还能按四柱批八字算出人

的寿数。他很快就给择好了日子，初五下定，二十一迎娶。[1]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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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海外的游子，虽然生活中有许多习俗会入乡随俗，但在婚姻大事上还是沿袭

着中华民俗的婚姻礼仪举行。哪怕是在当地出生的华裔也依然如此。我们可从庄萍写

的短篇小说《“拉”的母亲》中窥探到这一现象： 

 

此后，“集达功”每天下课后，总是驾车送叻啦回家，如果没有重要事急于回家，他

就在店里做帮手，两人感情越来越深厚，态度也越来越亲密，看来就像是一对未婚夫妻

一样。 

半年后，有一天上午十点多钟。“集达功”带着父母亲到小食店来拜访夜啦。 

一见面集达功的父亲便自我介绍说：自己和妻子都是第二代华侨，名陈汉文，妻子

名李亚梅，是日本裕社汽车公司驻泰国的代理商。 

一阵寒暄过后，陈汉文便开门见山对啦的母亲说：“我们只有集达功这个孩子，所以

对他交女朋友，我们是非常谨慎的；也特别注意。”… …“我与太太商量后，都觉得只有

啦这样的姑娘，才能配作我们陈家的儿媳妇，我们的“集达功”若能取得啦这样的姑娘，

我们才能放心把我们费尽一生心血，所创立的事业移交给他。 

所以我们今天的到访，就是要征求你的意见，可不可以先让他们俩人定下这门亲事；

等明年他们大学毕业时，就让他们结婚。希望得到你的意见。 

经过略为思考后，啦的母亲终于同意陈汉文的建议，叫他们择吉到来定亲。[2] (P.16) 

 

这个故事中啦的母亲虽然是泰族人，但当陈汉文要求以中国的仪式先举行定婚

时，啦的母亲也同意了。居住在异国他乡的炎黄子孙，就是这样在约定俗成的婚姻仪

式中一代传一代，传承着中华的民俗文化。 

 古语说“一方一俗”，按理说泰国的民情风俗与中国的有许多不同，那么懂得入

乡随俗的炎黄子孙，在许多风俗习惯上可以减化掉，但现实并非如此，相反，泰国华

侨在许多民俗上保持着比祖国更完整的风俗习惯，即使是到了人生旅程的 后一站，  

———————————————— 

[1] 牡丹.南风吹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2] 庄萍.“拉”的母亲[J].泰华文学（总第五十期）.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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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没有敷衍了事，经济富裕的，选购风水宝地、大做功德后安葬；家境一般的葬

于会馆、同乡会或是教会的公墓。长篇小说《南风吹梦》的男主人公给母亲的信中也

有谈及这类问题： 

罗源通是在除夕前五天去世的。… …要办像样的葬礼，却有一个难处，就是他没有

儿子、孙子，没有那么多的亲戚来给他做道场，必然显得凄凉冷清。捧香炉的是长女美

瑛，他没有孙子，外孙生下来才一个多月，不能干事，所以没有人打幡。 

 

在罗源通未去逝前他便担心自己没有亲生儿子，死后没人为他做功德之事了，其

女婿是这样安慰他的： 

 

“一定会做的，爸爸，我们一定办周全，请你放心。”罗源通听后又吩咐说：“我已准

备了一块茔地，在吞武里，稍微远了一点，但我愿意在那里。等马路修好了，你们可以

乘车去，现在用船把我运到那里也不难。我喜欢缅桂木料子，千万别用泰国棺木，我不

喜欢，太小了，躺在里面不舒服。” 

罗源通还为他的太太买了一块茔地。中国人到了晚年都为自己和妻子选好茔

地。[1] (P.131-132)

 

这是泰国华人对待人生终去的一种传统习俗。广州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段立生

教授，经过多年在泰实地考察，他在《海上丝路拾遗》中也这样写道：“塔旁有一个

中国商人的夫妻妾合葬墓，墓碑上镌这三行中文字。中间一行写道：清考同隐陈公墓。

左边：妣顺财林氏。右边：妣克富曾氏。可知道这是一位清朝年间的商人，名叫陈同

隐。他娶了两位太太，妻林顺财，妾曾克富。死后合葬于一冢。”“可以肯定，这位

陈姓商人，正是千百年来忙碌往来这条海上丝路上的千百万名中国船商之一员。”“因

为在附近荒野中不难找到许多华侨先辈的坟冢，在四周的村里还住着他们的后代传

人。”[2] (P.13)

以上的泰华文学文本，让我们看到移居泰国的华人，就是这样在异国他乡从节日

风俗到日常生活，乃至老终下葬都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传播着中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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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并以此作为延续故国民族体系和团结其他族人的纽带，即有利了自身的立足，

也稳定了族人的亲情，而且还活跃了市场经济，同时也提供了更丰富的文学素材。 

———————————————— 

[1] 牡丹.南风吹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2] 段立生.红毛丹之恋[M].曼谷：华侨崇圣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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