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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间信仰是一种植根于人民群众中的、古老而又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早期

华侨出国，不仅给泰国人民带去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而且也把中华民族的民间信仰

等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泰国。于是寺庙便随着华侨的足迹遍布到泰国各地，并与会馆、学校

构成了泰国华侨社会的三大特征。华侨华人民间信仰与泰国当地民族的其他宗教信仰通过长

期的接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以后，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信仰。但是，它必须经过一个漫

长的形成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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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而每个民

族的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受到自
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独
特的文化传统，呈现着各自的文化特征。中
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连续性等基本特征，
就是千百年来在中国这块古老广袤的土地上
的农业社会中塑造成型的。民间信仰，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不能
例外，也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可是，当它
们被华侨传播到泰国以后，由于自然环境和
社会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又会呈现出什
么样的特点呢？ 

1、与华侨出国同时向泰国传播 

早期华侨到泰国，无非是为谋利而跨海
经商，或为活路而出洋谋生。可是，无论何
种目的，均必须以安全抵达目的地为前提。
其时出国之人，须乘槎浮海，跨越大洋。在
那自然科学知识有限、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时
代，航行于茫茫大海之上，随时都有葬身鱼
腹的危险，因而只好寄希望于神明庇佑。于
是，作为航海保护神的妈祖（又称天妃、天
上圣母、天后圣母）便为广大海外商人和出
国华侨所供奉。除此之外，他们还供奉各自
的乡土神明，“据传说，（福建省东山县走马
溪）当时出海参加贸易的人，胸前要挂三包
香火袋，一包铜陵关帝君，一包宫前妈祖，

一包走马溪保生大帝”。[1]另如安溪出国华侨
供奉清水祖师，南安出国华侨供奉广泽尊王
等等。因此，当他们遇到惊涛骇浪之时，必
须要虔诚地祈求妈祖及其他神明庇佑。一旦
化险为夷，安全抵达目的地，他们必定会更
加笃信妈祖诸神明的灵应，对他们的信仰必
定也会更加虔诚。于是，这些出国之人就在
近海处搭起简单的房屋，一来奉祀妈祖等神
明，感谢其庇佑之恩典；二来作为大家暂时
的栖身之所，以求下一步的进展。因此，可
以说，妈祖等神明的民间信仰与华侨出国同
时向泰国传播，是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的一个
显著特点。 

2、寺庙与会馆同处一所 

早期出国的华侨，大多单身只影，赤手
空拳。他们初到泰国，人生地不熟，困难重
重，除了当地统治者的欺凌和压迫以外，还
有毒蛇猛兽的侵扰，以及险恶自然环境与各
种疾病的威胁。因此，他们为了在当地求得
生存与发展，除了祈求妈祖等神明庇佑以外，
更重要的是必须面对现实，加强联系，共同
奋斗。 

由于他们已经建筑了寺庙（即简单房屋）
来奉祀妈祖等神明，因而这些寺庙便成了他
们进行联系和合作的场所。当同一地区的华
侨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维持到一定阶段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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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感到必须有一种形式来巩固和加强这种联
系和合作。由于共同供奉同一神明的华侨大
多是来自同一地方的乡亲，或同一宗族的宗
亲，于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组织——同
乡会和宗亲会（简称宗乡组织）便应运而生。
此外，尚有一些业缘组织和私会党也在类似
情况下产生。例如，泰国琼州会馆起初以 1897
年兴建的昭应英烈庙作为活动中心，1900 年
才正式成立。 
一些宗乡组织、业缘组织、私会党成立

以后，他们感到必须以一种什么东西来规约
各自的行动，使大家能够真正做到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鉴于其时大家唯神是尊，因而只
好又把这种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由于关帝
生前以忠义仁勇著称于世，被奉为神明以后
又威灵显赫，名震遐迩，自然就成了他们再
恰当不过的共同崇拜对象。 
由于很多宗乡组织、业缘组织及私会党

是在寺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组织成
立之后，又要供奉大家所共同崇拜的神明，
于是就出现了寺庙与会馆同处一所的景象，
即会馆就设在寺庙里，或寺庙附设于会馆中。
这样寺庙与会馆同处一所的情况，是华侨华
人在泰国长期奋斗过程中所创造的一种模
式，也是泰国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的又一特点。 
3、创造海外本土神明 
中国民间信仰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

历史上一些有功于民或品德高尚的官吏及各
种杰出人物当作神灵来崇拜，有不少城隍及
各地乡土神明即然。泰国华侨在把祖籍地的
神明信仰传播到泰国的同时，也把这种文化
传统带到泰国去，从而创造出不少海外本土
神明。 
泰国华侨创造海外本土神明最典型者当

为三保公（三宝公）。三保公即我国明代伟大
的航海家郑和。在明永乐、宣德年间，他先
后七次下西洋，到达 30 余国，为促进我国和
亚非各国之间的友谊和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
巨大贡献，也在海外华侨中间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因此，华侨就为其设庙奉祀。泰国曼
谷建有三保公庙，庙门两侧对联云：“三宝灵

应风调雨顺；佛公显赫国泰民安”，“七度下
邻邦，有明胜迹传异域；三保驾慈航，万国
衣冠拜故乡”。 

琼籍（即海南籍）华侨华人所创造的海
外本土神明是“昭应一百有八兄弟公。”相传
清咸丰年间（1851-1861 年）为越南国王所误
杀的 108 位琼籍乡民蒙难之后，时常显灵于
汪洋大海之中，拯弱扶危。越南渔民感其恩
德，就上奏国王。于是，国王便敕封他们为
“昭应英烈一百有八忠魂”，并立庙春秋祭
祀，以谢过褒功。琼籍华侨便尊此“一百有
八兄弟公”为“海上灵神”，设庙祭祀。其中
尤以泰国曼谷“挽叻昭应庙”最为堂皇、宏
伟，其正殿两旁的对联曰：“异域负奇冤，百
八人英灵长留，碧海苍天，今古灵胥同饮恨；
羁魂翔外国，千万世馨香永笃，素车白马，
往返海岛助安澜。”[2] 

除以上在泰国华侨社会具有普遍影响的
海外本土神明以外，广大华侨还在各地创造
了不少地区性的海外神明。泰国华侨把 200
多年前领导华侨和当地人民驱赶入侵的缅甸
军队、挽救泰国于沦亡，而建立吞武里王朝
的广东澄海人郑信尊为神祗，虔诚膜拜。北
大年华侨建造了林姑娘庙（又称灵慈宫），供
奉以死劝说其兄长林道乾返乡的忠贞女杰林
姑娘（一说名叫林慈贞）。 

出现上述情况是由于华侨所创造出来的
这些海外本土神明，生前或有功于当地，或
品德高尚。早期华侨在那种特定的社会条件
和自然环境中，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不时
追念他们的功绩和品德，并希望他们能够保
佑在世之人。久而久之，就把他们当作神明
供奉起来，以求得心理慰藉。因此，透过这
些色彩纷繁的华侨庙宇，我们就不难明白华
侨华人民间信仰的这一特点。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
现形式，一个载体，从其深层的文化结构来
看，是发端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和
凝聚力。如上所述，海外本土神明的创造是
完全按照中国民间信仰的方式进行的，而携
带祖籍地神明以及让寺庙与会馆同处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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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无不寄托着对故国家园的深切怀念。由于
民间信仰是宗教信仰的一种初级形态，因而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当一个民族的宗教情
感向民族情感转化，使得宗教情感变为一种
民族的共同心理和传统习惯⋯⋯这种结合起
来的感情往往是一个民族强大的内聚力。”[3]

靠这种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民间信仰才
能够在泰国华侨华人社会维持数百年之久，
并且不断发展，在华侨华人社会形成发展的
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从总体来看，泰国华侨华人的民间信
仰呈现着兴盛的局面。在新的纪元里，华侨
华人民间信仰的发展前景有如下两种可能。 
1、民间信仰继续维持发展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 
（1）从泰国的政治环境来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泰国政府对华侨华人采取同化政
策，要求华侨华人改信当地的主要宗教，但
对于华侨华人自身的宗教信仰（包括民间信
仰）并没有给予限制、排斥或打击，而是采
取默认、利用、保护和控制并举的灵活政策。
加上民间信仰本身所具有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因而它在一定时期内得以维持发展是可
能的。 
（2）从华侨华人民间信仰本身来看 
民间信仰同宗教信仰一样，是人们意识

中对于统治着他们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
虚幻的反映，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需要
创造的神。因此，随着人类的进步和自然科
学的发展，泰国华侨华人也不断给一些民间
信仰神明赋予新的功能。 
关帝在前期被华侨奉为保护神。后来，

随着他们在泰国立定脚跟，又被奉为商业神
或财神。现在，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
步，许多华侨时而参加对关帝的祭祀活动，
主要是基于文化上的认同和增进同乡友谊，
并当作一项社会联谊活动。由于中国传统文
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关帝信仰必
定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长盛不衰。由此可见，
只要华侨华人存在，民间信仰就一定还会维

持和发展。 
2、民间信仰融进当地宗教信仰之中 
华侨华人要在泰国落地生根，必须把中

国的传统文化融合于当地文化之中。由于民
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
而就必定会因华侨华人的落地生根，而逐渐
融进泰国宗教文化之中，丰富泰国的宗教文
化。事实上，中国民间信仰传播到泰国以后，
在华侨华人与泰国人民共同开发、建设当地
社会的过程中，某些部分已经逐渐与当地的
宗教信仰互相融合，并为当地居民所接受。
很多泰国人也相信关公灵验，关帝庙中常年
香火不断。每到除夕，总有数万男女前去祈
祷膜拜。 

但是，随着华侨华人逐渐融入泰国社会，
有些传统的民间信仰已经逐渐被冷落，甚至
被抛弃。例如关帝，在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
一代华人中间，已逐渐失去影响力。出现这
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所
以能够向外传播和流动，一般取决于两个基
本条件：一是向外流动的部分具有较高的品
格，其低劣的部分往往停滞在本土而不能流
动；二是接受外来文化的民族或地区，其自
身的文化需要更新和发展。随着华侨华人逐
渐在泰国站稳脚跟，并且在事业上有了一定
的发展之后，尤其是第二、第三代华人出现
之后，他们所需要的已经不仅像其先辈初到
泰国时那样只希望求得人生最起码的生存与
发展，而是要追求如何生活得更好些，如何
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因而早期其先辈
所供奉的那些神明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需
要，也就在他们心目中失去了原来在其先辈
心目中所具有的较高品格。从文化层次来看，
传统民间信仰归要结底是一种农民信仰，其
所反映的只是一种小生产者的农民和市民意
识。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民群
众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它必将要向更高的层次演进。因此，泰国华
侨华人的民间信仰也必将会在扬弃过程中得
以改进和提高。 

（下转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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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缅甸珠宝馆 

缅甸政府自1964年起举办第一届珠宝展

销会，其后每年举办一次，以吸引世界各地

的珠宝商前去采购。1989 年军政府上台后为

获取更多外汇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有时一

年举办二次珠宝展销会。珠宝展销会原来在

仰光茵雅湖饭店举行，为更多地吸引外国珠

宝商以增加珠宝销售业绩，于 1995 年 6 月 22

日建成缅甸珠宝展览馆并于当日开馆展销。 

缅甸珠宝馆座落于仰光市马仰贡镇区，

紧邻著名的葛巴埃和平塔。该馆由南、北两

楼组成，南楼设有珠宝拍卖厅和贵宾休息室，

一年两次的珠宝交易会和玉石拍卖会均在此

举行。北楼是一幢 4 层建筑，顶层为珠宝和

矿藏展览厅，陈列着缅甸自独立以来收藏的

各种珠宝玉石珍品、饰品和各种矿石标本。

各种珠宝玉石珍品按品种置放在不同的柜台

展出。展品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晶莹剔透，

价值不菲。在该展厅北侧陈列着缅甸主要矿

藏示意图，并配有一个缅甸地图沙盘，上面

标注着拥有各种矿藏的彩色指示灯，彩灯齐

亮，全缅各地的主要矿藏便一目了然。展馆

的一层至三层是玉石珠宝饰品销售大厅，前

来参观的每一位顾客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心仪

的缅甸宝石。 

珠宝馆是缅甸财富的象征，因为在该馆

中陈列有当今世界第一红宝石、蓝宝石、翡

翠原石及世界最大珍珠。当今世界最大红宝

石原石重 21450 克拉，于 1996 年在抹谷矿区

采得；三块天然玉石原石因其块大、水头好、

质地纯透、颜色稀有而世上罕见，它们于克

钦邦帕约地区采得；当今世界最大一颗珍珠

重 169 克拉，于 2001 年 4 月 18 日在德林达

依省果桑镇区桑纳蒂岛附近采得；而当今世

界最大的一块翡翠原石重 33 吨，于缅甸掸邦

帕敢地区采得。据说当时采得此石后，动用

了一个连的兵力才运抵仰光。 

储量丰富、质地上乘的缅甸玉石珠宝不

仅为缅甸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更为缅甸增添

了许多财富。它们是缅甸人民永远的骄傲。 

     

             

（作者系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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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海外民间信仰的主要代表的关帝信仰等，由于他们传播的范围非常广泛，影响深远，
仍具有较高的品格，并且已被道教、佛教所接纳，因而能够继续流动，继续传播，甚至渗透
到当地其他民族中间，这是由于多种民族互相融合在宗教文化上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华
侨华人民间信仰与泰国当地民族的其他宗教信仰通过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接触，互相
影响，互相渗透以后，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信仰，就像印度佛教传播到中国以后，通过与儒、
道两教接触，并接受其影响，而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一样。但是，它必须经过一个漫
长的形成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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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泰语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