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泰族民俗文化的展现 

 

泰国是东南亚颇具独特风情的国家，这其中虽融汇了历史陈迹和现代气息，但更

重要的是这里保存了较完整的独特文化遗迹和民情风俗。在这里我们看到：梦幻般的

庙宇、皇宫与现代化的超级商场、高架公路、豪华酒店共存，传统古老的泰式尖顶屋、

高脚木房与充满现代化的民生消费品、家电设备，齐全的连锁购物商店同在。更使游

客流连忘返的是在这种传统民俗熏陶下温文、真诚好客的民风所形成的泰国各地迥

异，它的风情给各国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泰国民俗。如：曼谷市有佛光四耀的庙宇和

宫殿，也有购物观光与娱乐享受的天堂；泰南有充满热带的情调，还有椰林碧海和蓝

天白云沙滩，让人胸旷心松充满遐想；泰北有山青水秀和名胜古迹，让人置身予世外

桃源；而东北地区深厚的乡土气息，让你观今怀古，淡世闲情；边境更充满神秘气氛，

蓝天白云近在咫尺，让喜爱寻幽探秘的人驻足忘返；旅游者无论到泰国的东南西北，

处处都有游玩、休闲、参观、探秘、考古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她能成为“微笑国度”、

连续 7年被评为世界 佳旅游国、游客到泰国旅游“回头率”高得惊奇的真正原因。 

 

 

一、传统节日 

泰国每年都有许多重大的节令，其中许多是政府法定全国性的节日。如：元旦、

万佛节、宋干节（泼水节）、国际劳动节、现今九世王登基加冕纪念日、佛诞节、守

夏节、王后诞辰纪念日（母亲节）、曼谷王朝五世王逝世纪念日、现今国王寿辰纪念

日（国庆节、也称父亲节）、宪法日，除了这些法定的节假日外，还有一些属民间性

质但也是全国性的传统盛会。如：春耕节、华人的春节、水灯节、竹炮节。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是属地方性的盛会，但影响力很大，已成为全泰国家喻户晓的节日。如起源

于普吉岛的九皇斋节，素攀的大象节，清迈的花节，博他耶的宋干节。在这大大小小

的节日中， 具民族特色和 吸引外国游客的要数宋干节、九皇斋节、水灯节。宋干

节是在每年的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也是泰民族传统的“新年”，类似华人的春节。

据说，宋干节是由印度传入泰国的，源于婆罗门教的一种宗教仪式，但它欢渡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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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是泰国一年中 炎热的季节，又处于农闲之际，很符合泰民族的生活环境需求。

因此，宋干节斋僧行善、洒水、敬拜长辈、放生和游戏的风俗就一直延续至今。 

按习俗，这一天，人们带沙子到寺庙，在地上堆起一个沙塔，插上彩旗和鲜花，

祈祷五谷丰登之后，首先给长辈和自己尊敬的人敬拜，然后人们开始互相泼水祝贺。

还有一种仪式是携带鲜花、香烛、蔬果、纱笼（筒裙）、浴巾到长辈家去致礼、献赠、

并将泡着花瓣的香水洒在长辈的背上或手上，祝福长辈福寿康宁，同时也让长辈将水

洒在晚辈的头上，以祝福事业进步、身心愉快安康。这种民俗流传时间长后慢慢有所

侧重，渐变为泼水娱乐的成分更多，也许是天气炎热需要降温的缘故，现在的泼水项

目已成为宋干节 明显的特征，人们在这个节日里可以类似狂欢般泼水，尽兴而归。

因此，这一节日也被华人称为“泼水节”。现在的“泼水节”，除了传统习俗的庆祝

和泼水祝福之外，还有花车游行，击鼓比赛、音乐演奏、民族歌舞、泰剧、皮影戏、

游艺活动、展览、选美等等节目。这丰富多彩、让人尽情欢乐的节日同样也映入了泰

华文学中。曾心在他的散文《泼水》有这样的描述： 

 

上午十时左右，我在家附近的攀洛十字路口，突然锣鼓喧天，随着鞭炮声震天响，

一条似龙似蛇的东西，在人群中腾空飞舞起来，旋即人山人海。只见一支节日游行队伍

在人海中走来，前头的敞蓬车上安置着一尊金光闪闪的铜佛，佛前盘腿坐着一位老和尚，

手执着一把长刷子，不断蘸着圆钵里的“法水”，向人群洒泼。虔诚的善信都合十敬拜，

主动欠身承受祝福。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辆用白玉兰花与茉莉花扎成图案的花车，上

面坐着一位穿着古典服装的“美人儿”。据说是“宋干女神”。她笑容可掬，一手撑着似含

苞初绽的小雨伞，一手频频向群众招手。从她的手姿中，仿佛觉得她是在向群众洒鲜花、

洒“圣水”，以示祝福呢！尾随的似长龙阵的群众队伍，有的穿着民族服装，有的围着沙

笼，有的赤膊上阵… …。他们的身上不仅湿漉漉，而且头发、衣服、脸上都搽上白水

粉，尤其那两颊、鼻梁 尽是粉团，其模样就如潮州戏里的大花脸，看了令人发笑。他

们边走，边跳喃旺舞，其动作之“狂欢”，其表情之“炽烈”，俨然与炎炎的夏日相热合，

汇成腾腾的热浪，沸反盈天。[1]  (P.29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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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沸腾热辣的传统节日，拨动了多少外来长居者和游客的心，更拨动了生长在

这片佛土上的华裔。他们从祖辈就移居在这片佛土后，体验着本土的民情风俗，感受

着当地民俗节日的乐趣。曾心在他的散文《放水灯三境》就有这样的体会：“特别是

雨季过后，河水高涨，一听到近处高脚屋的泰人家播《放水灯》的歌，知道水灯节快 

———————————————— 

[1] 龙彼德.曾心散文艺术[M].曼谷：留中大学出版社，2007． 

 

来了，脑子则异想天开，巴望爸妈能带我们到湄南河畔，放盏闪闪流动的水灯。”由

于家在农村，“我的童年到少年，都不曾到过湄南河放水灯，只有几回跟村童，用芭

蕉叶折叠成一只小盘，插上几朵小野花，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入清澈而甜美的小溪里。

虽然没有燃着闪亮的香烛，却随着风声和我的口哨声，带走一个个天真浪漫的童 

梦。” 
[1] (P.331-332)

同样是本土泰族的水灯节，在不同的泰华作家眼里，映现的是不一样的浪漫。司

马攻在他的《还愿》中放水灯映出了另一番色彩： 

 

水灯节是一个既古老又浪漫的节日。放水灯这一民间习俗，早在七百年前素可泰王

朝时代便开始了。在泰国每当雨季过后，微微的北风吹来了淡淡的冬季，这时大大小小

的河都冬水盈盈，似乎在等待着美丽光辉的水灯来温暖他们的心。 

泰历十二月十五日是泰国的水灯节，相近于阴历十月十五日月圆之夜。放水灯的人，

蹲在河边，许个心愿，然后将水灯放到河中。 

这个节日的来源有几种传说。 

放水灯是婆罗门教徒为了报答河水对人们的恩惠而举行的宗教仪式。 

另一种传说是属于佛教的；释伽牟尼在菩提树下修心成佛时，有一天，一位少女捧

着一个放着各种食物的金盘，送到释伽牟尼面前，释伽牟尼暗心许愿：如果能得道成佛，

这个金盘子放到河里去是会平稳地浮在河水上面。 

金盘子果然平平稳稳地浮在河上，而释加牟尼也不久成了佛祖。后来佛教徒为了纪

念佛祖，便拿着各式各样的盘子放到河里去。 

还有一个传说，是属于寓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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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对白鸦在河边的树上筑巢，生了五个蛋。一天暴风雨将鸟巢打下河里去，雌鸦

被淹死，五个鸦蛋被人捡到，孵化后变成了人。他们为了感念他们的母亲，便在十二月；

月圆之夜将鲜花香烛置于一个像鸟巢一样的盘子中，泛在河中。 

古老的水灯节有种种古老的传说。 

古老的传说虽然充满着恩、爱和人生哲理，但是现代的青年人似乎顾不了许多，他

们把这个节日视为泰国的情人节。古老的水灯节年青、浪漫起来了。 

… … 

在清风明月的湄南河畔，每人手捧水灯走向水边，点上插在水灯中的香烛、笑脸、

烛光相映红… … [2] (P.121-123)

———————————————— 

[1] 龙彼德.曾心散文艺术[M].曼谷：留中大学出版社，2007． 

[2] 司马攻.人妖•古船[M].曼谷：八音出版社，1998． 

洪铁辉在他的《泰国的水灯节》里荡起的是另一种激动的墨花。“水灯节的起源，

据泰国史书记载，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又含有很多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比较有

根据的传说，水灯节的流传始于佛历二四 00 年，泰国第一个王朝，素可泰王朝，那

时，每年泰历十二月十五日，月圆时节，居民都聚集于首都庆祝‘灯节’，而皇上必

循例御龙舟游河，王后及妃嫔，亦随圣驾游幸。其时，臣民嬉水于河中，随后在国王

的主持下，全城大放烟花，彻夜欢腾”。“相传皇朝中有位名为娜诺帕玛丝的宫女，

心灵手巧，极富艺术天才，她别出心裁地，用香蕉叶折叠成了一盏莲花形的灯船，上

面以水果雕成的花鸟图案装饰，并插上鲜花、点着香烛、放在水里，使其随风飘荡，

以表示对佛祖和河神的感谢之情”。“国王见后大喜，下令以此水灯作为范例，今后，

每逢水灯节，各式水灯的制作，便蔚然成风，水灯的形状式样愈来愈多姿多彩，制作

技术也更加精巧娴熟。” “放水灯的含意，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扩展，甚至被赋

予新的内容，譬如农民放水灯是感谢河神给予他们充沛的水源，灌溉庄稼，并祈求来

年风调雨顺；青年男女寄语水灯，是希望自己能找到如意伴侣；佛教徒则祈求灾祸随

水飘去，幸福随波而来。” 
[1] (P.126-128)

从以上三种不同的放水灯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秘引人遐想的民间习

俗，是文学作者喜爱的描写对象，因为具象的事物能给文学赋予生命，更何况这些

有代表性的本土民族传统节日，都译释着一种安祥、美好、友爱、感恩的人文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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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在泰华文学中，这类描写当地民情风俗的作品层出不穷，就以描写水灯节而言，

热衷这一题材的又何止以上这三位呢！ 

 

 

二、饮食习惯 

泰国有句俗语：“食在曼谷”，此话一点不虚假。在曼谷首都人们不仅可以吃到

地道的各式传统泰国菜，还能吃到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德国、意大利、

印尼等十九个国家的佳肴。当然在饮食习惯上，泰国人的主食还是以大米为主，但东

北部人较习惯吃糯米。他们的菜食特点是：一、调料丰富，爱吃辣椒、柠檬、虾浆、

鱼露、香芋、芫荽、茴香、桂皮等，还有植物的嫩叶、花瓣的鲜汁、芭蕉蕾、含羞草、

劳孝花、椰子汁等。二、吃得杂，田鼠、蜗牛、母鸡、乳猪、鸽子、蛇、蝗虫（蚱蜢）

都能当菜肴。三、好吃生，对一些蔬菜、海产、爱放些调料生吃。四、好吃烧烤，从 

———————————————— 

[1] 洪铁辉.泰国的水灯节[J].收获的季节——泰华文选第二集.曼谷：泰国世界日报社，1995． 

鱼到鸡、猪、各种内脏、或是海鲜。五、油炸类，炸得 多的是鸡、鱼、虾、芭蕉等。

泰国的饭食有两千多年历史，种类繁多，长期以来受到中国和印度饮食的影响，特别

是近代又受到西方饮食文化的影响，因此，泰国菜已形成了多样化，多重口味，而泰

国菜的基本特色是以辛辣酸香为主，所以炸、炒、烧、烤、煎、蒸的制作方法都有，

泰国 具代表性的菜肴有“甲吞通”，是用面粉制成的玲珑小饼，内有鲜美的肉菜，

佐料浓厚，放入油中炸后，嚼之酥脆，味道绝佳。还有“炸虾饼”，是用虾肉做成的

虾胶，经油炸后虾饼爽脆，味道鲜美。另有“醃月鼠”，它是以油炸月鼠鱼，然后撕

开鱼身，浇上柠檬汁、红葱头片及辣椒粉、配上芒果丝等，还有炒辛辣山猪肉、炒酸

甜会三友、炒醉翁、炸燕窝等等，原料是各种山禽与海鲜， 驰名的泰国菜应该数“冬

央贡”（酸辣汤），主料可用虾、蟹、鱼及各种海鲜，也可用鸡类等，配上柠檬、辣

椒、牛奶、椰浆等佐料，闻之其香辣味扑鼻，吃之鲜美酸辣刺激开胃，使人回味无穷。

有这样一句流传语，“不吃冬央贡，未曾到泰国”。另有一种“宋丹”也是泰国名菜，

此菜原是东北部的驰名凉拌菜，现在普及到曼谷的各大商场、大食店、小食店、路边

摊都有，种类分为两种：一种配料用干虾、小蕃茄、炸蒜头丝、花生、柠檬、辣椒等；

另一种用醃过的小蟹、柠檬、炸红葱头丝、辣椒、小蕃茄等，主料为新鲜青木瓜，也

有用芒果、红萝卜、苹果等。味道酸辣中带脆甜，让人尝后爱不释手。泰国的饮食大

部分都放辣，其辣的程度不亚于中国的四川、湖南。泰国的辣椒品种很多，常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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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种，颜色也丰富，有朱红色、橙色、黄色、粉绿色和墨绿色。体形有长、圆、小，

而且是愈小愈辣，指天椒已够辣了，可“小克奴”的“老鼠屎”，轻咬一口其辣味可

使你的舌头麻辣大半天。在烹调上，辣椒的吃法也多种多样，新鲜的，晒干的，炒过

的味道都不一样，用木杆臼捣碎的和粉碎机打碎的风味又不相同，而且先放后放都有

讲究，因此可以说，泰国的饮食，无辣不成菜，风味万种。 

在泰国，区域不同口味也有差异，如南部受马来西亚影响，口味偏辣，咖喱菜肴

多；而北部近缅甸，天气较凉快，口味比南部清淡；东北部人民喜爱自家配制佐料，

喜欢醃蔬菜，喜欢吃凉拌牛肉、生鱼、猪血等肉食送糯米饭。由于东北部较干旱，壮

男少女多涌入曼谷和各大城市工作，因此，东北部的饮食风味也流行 广。虽然泰国

的饮食习惯离不开辣椒，但并不会让不敢吃辣的人望而却步。因为并存在这里的还有

许多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风味餐馆，即使是路边店和食品推车，都有各式小吃，包括：

鸡饭、鸭面、粿条、面汤、各类粥、猪脚饭、烤肉串、烤鱼、烤鸡腿配糯米饭等等。

大家都是将配好的各类佐料放在桌上，任客人自己调配。饮料品种也很丰富，有：矿

泉水、鲜椰子水，各种自然植物煮后的饮料、还有各种新鲜水果汁，品种之多让人眼

花瞭乱。泰国人习惯往饮料里放冰块。泰国人还喜欢在饭后吃甜品和水果，由于这里

是“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吃不完的水果，丰富的品种，果肉之鲜甜，总让人醉

而忘返。杨玲在续若萍写的《泰国好》有感，《也说泰国好》，对泰国的饮食赞赏道： 

 

说“食”，泰国的美食世界闻名，著名的有酸辣虾汤（香港人称‘冬阴功’），颂丹（酸

辣凉拌木瓜），还有各种用糯米和椰浆为主料作成的甜食，等等都是叫人吃后难忘的泰

国名菜。而且食的方便，高级的酒楼餐厅如林不说，到处都有快食中心，街边小吃店摊，

都是人们解决三餐的地点。现代人很多都不做饭，省时间省力，要吃干饭，稀饭，炒粿

条，粿条汤、港式点心… …泰餐、中餐、西餐、日本餐、越南餐什么都有，丰俭由人。

除此之外，一定要说泰国的水果，果王榴梿、果后山竺、还有芒果、红毛丹、香蕉、甜

柑、西瓜、凤梨、柚子、波罗蜜、龙眼、荔枝、隆功、莲雾、番石榴、木瓜… …都在

等你去品尝。[1] (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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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泰国的饮食特色，也是驻足于这片美丽富饶的佛土，享用过丰富美食人民

共同的爱好。这些本土饮食风味，同样飘洒在许多泰华文学作品中。 

 

 

三、婚丧习俗 

“婚姻形态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它往往是在特定的婚姻制度之下，又

根据民族的、地域的、以及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实际情况而对婚姻制度的实施作出局部

调整或变通。”[2] (P.232) 因此，婚姻礼仪也因各民族居住的环境、民族生活习惯、宗

教信仰而形成不同要求。在泰族人的婚礼中，他们要举行戴双喜纱圈、洒水、拜祖宗

神灵、铺床、守新房和入洞房等仪式。双喜纱圈又叫“吉祥纱圈”，是用纱做的两个

纱圈，大小如碗口，另有一条圣纱连接两纱圈和圣水钵，再通向参加婚礼的每个和尚

之手。 

泰族人认为，圣纱经和尚念经或符咒之后，将产生一定的法力，如果先脱新郞 

———————————————— 

[1] 杨玲.也说泰国好——续若萍《泰国好》有感[J].泰华文学（总第三十五期）.曼谷：泰华文学出

版社,2005． 

[2] 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的纱圈，预示将来丈夫掌握家庭大权；如果先脱新娘的纱圈，则妻子掌大权。仪式举

行之前，洒水房中要摆上佛像和国旗，挂上泰国国王、王后的御象。新郞新娘身穿结

婚礼服，新娘多穿白色婚纱，忌穿紫色，因为在泰族人的风俗中认为那样会导致新娘

成为寡妇。洒水前，新人首先要点香、拜佛，然后双双坐在准备好的矮榻上，脸朝星

相家指定的方向，大多朝向东方。新郎坐在新娘的右侧，伴郞伴娘坐或站在新人的后

面。新郞新娘双手合掌向前伸出接受洒水。 

洒水仪式由双方的长辈主持，长辈先分别为新郎新娘头上戴上吉祥的双喜纱圈，

然后，将法螺水洒在新郎新娘的手上，祝愿新婚夫妇相亲相爱，白头偕老。接着参加

婚礼的客人依次上前为一对新人洒水祝福， 后才由亲戚洒水祝福。洒水完毕，长者

方为这对新人揭去吉祥纱圈，洒水仪式结束后。主持人应分发一些小礼物给客人作留

念。并请新郎进入室内，女方父母将白布铺于室中间，摆上椰子酒和拜神布。新郎点

燃两支蜡烛，两支佛香，然后与新娘一起拜祖宗神灵。礼拜时，新郎举右手与新娘举

左手交握，向祖宗神灵跪拜三次完毕，新郎还要跪拜女方父母及女方长辈，长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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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拜后，要祝愿新人幸福，并赠送礼物。 后是铺床仪式（又称摆枕仪式），大多在

新婚洒水仪式的当天晚上进行。新娘请来铺床的一对夫妻，必须是儿女双全、有身份、

德高望重的恩爱夫妻。铺床人要为新郎新娘扫床铺、铺被褥、摆枕头、挂蚊帐。新娘

得准备一个冬瓜、一只白猫、一块研药石、一口锅、锅里盛满香水或清水，一个托盘、

托盘上放着包好的绿豆、芝麻、稻谷及彩礼等。这些东西由铺床人把它放在新人的床

铺旁边。其寓意是：清水、瓜果象征新郎新娘心灵纯洁、冷静。绿豆和芝麻象征日后

事业发达，并表示从此与父母分开独立生活。白猫则为新家捕捉老鼠。铺床之后，铺

床夫妻必需在床上躺一下，妻子躺左边，丈夫躺在右边，并要躺着互相交谈，内容是

祝新婚夫妇幸福、白头偕老等。铺床仪式后，新郎需单独守新房数日，每日傍晚，新

娘必须为新郎送一套替换睡衣，新郞守房天数为三夜、五夜、七夜不等，直至送新娘

入洞房的良辰吉日到，新娘的父母或是铺床夫妻将新娘送入洞房，整个结婚仪式才算

完毕。现代的泰族人已把结婚程序简化，新郎不再守房，整个仪式在一天内完成。在

整个泰式的婚礼仪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泰族人的结婚仪式与中国的传统婚礼仪式

有所不同，但两个民族在用物的寓意讲究上和择吉日、选方向、对长辈的尊重上有着

极相似之处。 

泰族人的丧礼比华族人简单，每当有人归仙时，都是送到庙里给和尚念经后火化。

若萍在她的〈彩孟空佛寺素描〉中就叙述佛寺在帮助人们走到人生终点后所发挥的作 

用： 

 

彩孟空佛寺，也是很多佛教徒在走完或长或短、或苦或乐的人生旅途，划下最终句

点的地方。 

滨河流过彩孟空佛寺不远的地方，河水回流在河面上形成一个很大的漩涡，因此彩

孟空佛寺，也是很多人到滨河来撒放死者骨灰的最佳地点——剩余的骨灰随着漩涡一

转，全部被吸入水底，真正的回归自然。… …去年，伴掺着父亲生前所喜爱的茉莉花，

我们在这里让父亲的骨灰沉下悠悠滨河的水底。相隔一年，今天我们又重来彩孟空佛寺，

无限哀伤和依恋，在同一地点放下母亲的骨灰，但愿双亲的英灵，天上人间永世相依相

随… … [1] (P.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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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族人这种简便的送葬仪式，在泰国也被许多华族人接受。在现实生活中，两个

民族的葬礼已相互兼并，泰国的皇族和富有人家在办丧事仪式上吸收了华族的举行功

德法会，华族一般的民众在举办丧事时又吸纳了泰族仪式在寺里举行，请和尚念经，

在亲友送别后就地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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