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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社会文化面面观

陆汉斌※

一、引 言

随着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民生大幅提高，民

众旅游休闲的热情得以激发，越来越多的人计划着

不同的旅游线路。对于出国旅游，泰国自然成为了

许多国人的首选，这不仅是由于泰国距离适中、旅
游业发展成熟、消费水平接近等具备切身利益的原

因，更让人神思遐想的恐怕是泰国众多历史悠久、
形态各异的人文景观和社会现象。许多人但凡提及

泰国，脑海中难免浮现佛像寺庙随处可见、和尚人

妖穿行人流的景象，这些给到过泰国的外人留下最

深印象，但远非泰国社会文化的完整面貌。如果仔

细观察泰国的真实社会，则不难发现泰国文化的独

特之处广泛存于其政治、经济、交通、教育、宗教以

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涓涓细流汇聚湖海，从而

构成如今独树一帜的社会形态。

二、君主立宪，王权与民主共存

泰国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之

一，其君王治国的传统比起英国和日本等国都要完

整得多。泰国国王仍然拥有较大权力，掌握军权，在

政党纷争中有堪战平乱、一言九鼎的作用。国王的如

此权力绝非凭空而来，或依古训受之天界，而是源于

民众之心。大部分的泰国民众依然相信，皇家乃本民

族的所有权人，国王就是上天指派的民族元首，相当

于一家之主，决定着全民族的荣辱兴衰。国王具有如

此身份，理所当然地掌握着国家存亡大权和民族命

脉。而至于国家的日常管理，则交给社会各政党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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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选出的最能让民众信服的能人贤士来实

现，以此也满足民众的政治诉求，建立民主制度，完

善法制，促进国家的有效管理。正是在这样的制度

安排下，泰国各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可谓尖锐

激烈，从近年来纷繁热闹的“颜色运动”可见一斑，以

致于“红衫军”一度成为泰国政治的代名词。可是整

个泰国政局却是基本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

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可能还不如 2011 年的水灾

影响凶猛，不能不说国王的核心作用功不可没。
泰国国王的尊贵地位还表现在社会的日常生活

之中，许多街头路口竖立着国王的巨幅画像，有一身

戎装、肃立威严的，有休闲便服、颔首舒眉的，还有肩

挎相机、徜徉田间地头的，这也说得上是泰国一景。
此外，皇室其他成员，诸如王后、公主等的画像也如

繁星缀月，遍布大街小巷。大部分公众部门以及个

体商铺都会在门口摆放一幅国王画像，并饰以布帐

鲜花，蔚为壮观。不少家庭会在自家厅堂悬挂国王

画像或者印有国王画像的挂历，连同佛像以及自家

祖宗画像，这些成为居家必备的装饰。不少学生少

年则直呼国王为父亲，学业有成或才艺长进均以获

得国王的肯定为毕生荣耀。泰国的电影院在放映之

前一定会播放泰国国歌，配以国王形态各异的图片，

并提醒观众肃立，向国王表达敬意，而观众都十分自

觉配合，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此些种种，充分体现泰

王的尊贵身份深入泰国民众人心，泰王已经成为泰

国凝聚人心、团结各族的核心力量。
除了国王的至高无上形象外，俯拾皆是的也有

泰国的民主风气。声势浩大的“红衫军”抗议后，红

色一度成为泰国人需小心对待的颜色，特别是红色

的衣服更不能随意穿戴。但这并不是说泰国人讨厌

或抵制“红衫军”，相反，这是他们尊重民主权力、崇
尚自由表达的表现。“红衫军”是泰国社会中下层群

体的利益代表，其他群体不一定认同他们的利益诉

求，但尊重他们表达诉求的方式，因而小心对待他们

的标志物件，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这其实是民主

法治达到一定成熟程度的表现，即在法制框架下包

容异己、尊权守则，从而疏导矛盾和缓解冲突。此外，

泰国的人妖现象亦可归结于社会的自由度较高的结

果。人妖其实就是那些变性的男人，世界各国均有

存在。与荷兰等少数国家允许同性婚姻不同，泰国

的法律没有允许同性成婚，但并不禁止变性行为。
有研究表明，变性倾向是人类天然存在的一种心理

异态，古来有之且难以灭绝，这也是一些国家允许同

性婚姻的历史理据。泰国人也许没有考虑如此深远，

但他们认定的是必须尊重有变性倾向的人的自主选

择。其实很多泰国人妖只是外表打扮形同女辈，其生

理结构仍然保持男身，因为在泰国要想做变性手术

必须征得父母同意，没有父母签字，医生必须拒绝为

其实施手术。至于遍布各地的人妖表演，则更可看出

泰国社会的自由与宽容，因为人妖表演正如其他各

类表演，都是一种没有触犯法律的谋生手段，他们认

为没有理由要加以遏制或取缔。人妖表演成为泰国

一大特色，旅游的传递效应又反过来催化人妖表演

市场，无形中放大人妖价值，驱使更多的人妖出现，

导致如今鱼目混杂、真假难辨的乱象。

三、地物产权明晰，农业堪称产业支柱

泰国的经济结构以土地产权私有为脊线，农业

为龙头，工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两翼，构成一个相对完

整、产业分布比较合理的经济体系。这也是经过长期

磨合、不断调整的结果。中国有句古话，“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但泰国的土地并不全是国王的，如今皇

室所拥有的地产和房产，要么是历史以来皇室就一

直拥有的，要么是皇室出钱从公众或私人购买所得。
就连当前的泰国总理官府，据其门前布告介绍，也是

政府出钱从以前的一位将军手中购买而来，因为该

府邸此前曾是那位将军的住宅。产权私有制度使泰

国人产权界限明晰，因为任何产权必然对应一个使

用人，让使用人拥有该物产的所有权，一则可以明确

归属、厘清纠纷；二则增强使用人对该物产合理利

用、千古流传的动力。因此，泰国产权纠纷比较少见，

各地田林、房屋、街路界限分明、井然有序。
泰国大部地处热带，阳光雨水充沛，故自然物种

丰富，田地常年适宜耕种，热带农业生产肇始较早，

流传至今。泰国的稻米享誉全球，瓜果类众产多，奠

定了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基础。这也造成了 2011 年的

水灾带来的巨额损失，因为洪水淹没了大量的农田

林地，且由于大部分农田位于平缓之地，洪水退流缓

慢，农业生产长期无法恢复。工业则以自产自销为

主，出口贸易规模相对较小。近年来，一些国际大公

司相继撤走在泰代工生产业务，因为泰国的劳动力

成本相对较高，所以，相当一部分工业品依赖进口。
而泰国经济的另一大侧翼旅游业则增势强劲，来自

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游客成为泰国旅游业迅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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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坚强后盾。如今在泰国的各个旅游景点，中国

游客明显数倍于欧美游客。

四、交通设施较为完善，多种运输方式并存

泰国经过近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基本上

可以说是已经进入汽车社会。居民交通出行以家庭

汽车为主，普通家庭一般会购置 1 辆汽车，或轿车，

或客货两用车。公共交通方面则以遍布城乡山野的

公路网线为主，城市间均有高速公路连接，且大部分

公路保养较好，很少由于道路坍塌造成交通拥堵现

象。铁路系统也较为发达，铁路轨道铺至全国各府

主要城市，以货运为主、客运为辅。此外，空中航运

系统也比较成熟，尤以国际航运更为完善，为该国旅

游业的繁荣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系统也较为发达，以首都

曼谷为例，三大交通网络：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和内

河航运互为补充，构成一张庞大的公共交通网。曼

谷的轨道交通有 3 种方式：空铁，顾名思义就是架于

空中的轨道线路，最低一层的轨线高出地面大约 10
米，连接着曼谷东西两端；地铁，与世界各地的地铁

无异，连接着曼谷的南北两地；专线轨道，连接市中

心和国际机场，其中并行一条特快直达专线，即中途

不停靠其他站点，大大缩短了抵达机场的时间，从中

也可看出泰国旅游市场的重要地位。曼谷的出租车

运输也有 3 种方式：的士，即各地可见的出租载客轿

车，上车打表，按里程收费；“突突”，按泰语音译，即

出租载客的三轮摩托车，可载客 3~5 人及其行李，

因为这些三轮摩托车大都敞篷，大受喜欢边走边欣

赏沿途风景的游客的青睐；摩的，即出租载客二轮摩

托车，其特点是轻巧便捷，不受路宽限制，且摩的司

机一律统一着装，显眼易辩。曼谷的内河航运也是

一大特色，沿河两岸有不少旅游景点和商业中心，时

间充裕的人可以选择登船游览，也能体验到生活的

另一种惬意。正是这样的多种交通方式大联合，满

足了各类人群的出行需求，也为其旅游业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五、教育体系基本完善，尊师重教深入人心

泰国的国民教育模式大体效仿西方，基础教育

以公立学校为主，高等教育则由较多的私立学校提

供，包括不少皇室出资建立的高等院校。在教学内

容上，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校以通识教育为主，注重培

养学生知书达礼的修养以及长幼尊卑有序的理念。
而高等院校则以应用型居多，职业导向明确，重在培

养学生一技之长，以便尽快充实社会人力资源。泰

国的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充足，上大学的供需矛盾冲

突不算激烈，基本上每个中学生都有机会进入大学

接受教育，因此中学的升学压力不大，这也为中学潜

心开展通识素质教育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在泰国，教师的社会地位较高，尊师重教的理念

较为深入人心。但是教师并不是高收入职业，相比

律师和医生来说仍属中等，不过教师可以参加公务

员考试，如能通过即可转为公务员身份，享受公务员

待遇，免除随时有可能被解聘的风险。各类学校的

教师均能得到社会和学生的较高礼遇：在社会上，如

果听说某人是某学校的教师，大都可以收到众多敬

许的眼光和称羡的赞叹；在学校里学生与教师碰面

均会施礼问好，尊师重教在泰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
发自内心的。

六、佛教盛行，教义成为德治主体

泰国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90%以上的民众

信奉佛教。但泰国与其他宗教国家又有所不同，因

为其宗教并没有与政治融合，而只起到树立道德规

范、引导宗教信仰走向的作用。因为绝大部分的民

众信仰佛教，佛教教义自然成了泰国社会道德规范

的主体，也就是人们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规

范。泰国人见面一般都合掌施礼，微笑颔首，互相问

好，就是源于佛教的礼仪规范。泰国社会的主流价

值观是谦让知足、乐善好施，均出于佛教宗义。几乎

每个家庭、商铺、楼场馆所都会供奉佛像，很多出租

车或私家车里也都摆放着一些小佛像和莲花串，大

街小巷也时常可以看见佛像神龛，香烟缭绕，莲花飘

香，颇有些《西游记》里描绘的佛门胜地景象。佛门

仪规还是泰国民众婚丧嫁娶的礼仪规范，很多寺庙

就是当地的婚礼葬礼举办场所，其仪式礼节均按佛

门规矩。不少得道高僧都受到民众的世代敬仰，成

为流芳百世的道德模范。

七、社会生活总体有序，规则意识较为明显

泰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多渠道向世界开放的

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因此复杂多样，社会成员来自世

界各地，生活方式也就纷繁各异。但从总体上来说，

泰国的社会形态平稳有序，处处可以体现规则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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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伸张。以曼谷的交通状况为例，堵车也是司空

见惯，但都是由于高峰时段车辆骤增、绿灯放行数量

有限造成的车流长龙，几乎看不到因为车辆刮碰等

交通事故引发的交通拥堵现象。红灯之下，车辆排

列整齐，静心等候。虽然不少摩托车停在白线之外，

但很少会趁机越线而过。转弯车道即使空空如也，

也很少看见直行车辆越道穿行。每个沿路单位的门

口保安都会自觉担负起疏通该路口的交通任务，过

往车辆也会服从其交通指挥，从而使得过往和进出

车辆均各得其所地有序通行。除了那些明确禁停的

路段，曼谷的很多道路两旁都可以临时停车，但每辆

停驻路旁的车辆都会尽可能地紧靠路边，正因为如

此，在曼谷只要是一条公众道路，即使两旁都停靠了

车辆也能够畅通无阻，使人大有“车到山前必有路”
的感叹。

曼谷除了交通拥挤之外，人口住房也十分密集，

但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这种密集却透着规整的脉

络，秩序井然。比如曼谷街头随处可见的露天小摊，

乍一看很有随处摆卖、混乱不堪的感觉，其实不然。
这些小摊一般都摆在人行道上并且都会留出一定的

通道供人流通行，当然这样肯定会阻碍了步行人群

的脚步，但行人本来就不是要赶时间的人，放慢些脚

步又有何妨呢？此外，路边的电话亭或者银行柜员

机等公共设施大都完好无损，路边摊贩可能就在某

一电话亭旁边设摊摆卖，但绝不会摆到电话亭里边

或者把那电话亭当成存货柜。从这些看似混乱实则

节制的商业摊点可以看出社会民众的规则意识和秩

序自觉。
泰国社会的秩序意识还体现在对待动物的态度

上。如再以首都曼谷为例，初来乍到的人肯定诧异

的一个现象是曼谷的街道上经常会有猫狗成群，或

徜徉穿梭，或伏地酣睡。世界上大多数城市所担心

的流浪动物的危害在这里似乎遁迹潜形，很少听说

狗粪熏天、恶狗伤人的事件发生。也许因为猫狗遍地

的缘故，老鼠耗子倒少了许多。泰国人碰到有流浪猫

狗到自家门前都会主动喂养一番，这除了泰国人乐善

好施的道德观使然之外，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存权利以

及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理念也起了很大作用。

结 语

综上所述，当前泰国的社会与文化也是历史发

展的沉淀与结果，也包容了不少东西文化的交融与

冲击。西方文化的影响虽不能说深远巨大，却也渗透

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泰国的饮食文化，就时时透

露着西式的微光。西式的糕点、面食、酒水、菜式在泰

国普及千家万户，就连西式的餐具也已成为几乎每

个泰国人的首选甚至是唯一的选择。要知道，泰国传

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家，且以种植水稻为主，餐具的使

用应与其他亚洲国家无异，如今西式餐具成为主流，

西方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此外，独特的泰国文

化当中，也有不少价值观念难以成为普世价值，甚至

有些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比如泰国人的等级尊

卑观念就与当今世界公认的天赋人权、生来平等思

想有所抵触，终究需要摒弃。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深入

发展，人类文化的大融合也许在所难免，泰国的社会

和文化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人

类文化的发展增添一笔亮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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