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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国家的百年传播
——以泰国为例析解如何提升中国文化在中华文化区的影响力

文 / 何明星

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而言，应该多将一些精力放在亚洲周

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因

为共同文化背景下的彼此认知要容易得多。

何明星，北京师范大学文艺

学文化传播方向博士，曾在新闻、

图书出版业工作二十年，现为北

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文学与语言因受众的广泛性，基本

可以看作是一个民族接受另一个

民族文化的两个标志。本文以中国文学

以及汉语教育两个线索梳理了中国文化

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传播的历程，就此

考量中国文化在这些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中的实际地位。我们发现，对于中

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而言，应该多将

一些精力放在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尤

其是一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国

家。中国首先应该了解并巩固自己在亚

洲的文化地位，只有先在亚洲成为一个

文化大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化大国。

新中国的主动传播
要探究中国文学以及汉语教育在泰

国等东南亚国家传播的原因，离不开对

历史过程的梳理。1949年之前中国文

学作品在泰国的翻译出版，大多由泰国

方面主导。泰国本土族裔、泰籍华裔以

及大量的中国移民，构成了中国文化传

播的主体，这源于中国文化曾经在近千

年的时间里长期占据亚洲文化中心的地

位。但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资本主

义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向东方社会大举扩

张，逐渐走向衰落的清王朝在1878年与

泰国中断了近千年的藩属国关系，中国

文化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走向衰

落的最低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文化

在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已经十分有

限，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纳入二战后美

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因此，新组建的专

门出版发行机构，在内容选择、倾向性

方面都体现了新中国的时代特色。在内

容方面，新中国面向泰国发行的书刊，

既有中文书刊，也有各种泰文版的书刊，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各种泰文版图书。自

1956年开始，中国外文局所属的外文

出版社开始出版的泰文著作最大宗的是

毛泽东著作，印发量最大的是泰文版

《毛主席语录》（1967年出版，总印量

170320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新时期

的中国文学艺术作品，总共有61种（其

中儿童读物29种、现当代小说21种、摄

影画册11种），这些作品在泰国华侨以

及当地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1956年至1987年的30多年间，外

文出版社出版的大量泰文书刊，起到了

主动传播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后

期，泰文图书出版逐渐走向低潮，代之

以周期更短、传播信息更为及时的泰文

版《中国画报》的发行出版。根据新

中国成立后专门从事海外书刊发行的机

构——中国国际书店的记载，泰国的銮

洲书店是第一家从新中国购买书刊的书

店，购买的是新中国出版的《水浒传》

连环画，同时还有《人民画报》。不久，

銮洲书店又介绍了泰国的民族商人韦提

雅巴嚷书店与中国国际书店建立贸易联

系，上述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特色泰文版

图书就是通过这些渠道源源不断地发行

到泰国各地。

多样化交流的新阶段
1975年7月1日，中国与泰国建立

外交关系是中泰文化交流百年间的第二

个重要事件，预示着中国与泰国的文化

交流进入多元化、多样化的新阶段。尽

管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以及华文书刊的

管制直到1990年之后才放宽，但中泰建

交后，无论是中国历史文学作品，还是

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引进与翻译，政治氛

围都相对宽松，一些王室成员也加入到

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引进队伍中。比

如，诗琳通公主不仅翻译了中国唐代的

诗歌，还翻译了巴金的小说《爱尔克的

灯光》、王蒙的《蝴蝶》、女作家方方的

小说《行云流水》，诗琳通公主因此在

2000年被中国教育部授予“中国语言文

化友谊奖”。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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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泰国社会不仅接受传统中国文化

的影响，而对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接

受也逐渐成为泰国社会的一种共识。

除了一些文学作品的交流，中国书

画、美术、工艺、陶瓷等方面的拓展交

流也日渐密切。1980年3月国图公司（由

中国国际书店更名）开始派员参加一年

一次的泰国书展，一直持续到1985年。

1985年后除定期参加每年3月在曼谷举

办的国际书展，还增加了书画、艺术品

展览。1987年11月20日至28日《中国

画报》（泰文版）试刊，取得成功后于

11月（11期）正式在泰国创刊。《中国

画报》泰文版出版，更进一步增加了中

国书刊在泰国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后，2002年由云南省

委外宣办主办泰文版《湄公河》杂志创

刊，在泰国设有300多处销售点，发行

8300余册，成为唯一在泰国发行的中国

杂志。2007年8月30日，高等教育出版

社在第14届北京图书博览会现场举办了

“泰国中小学体验汉语教学资源合作出

版签约仪式”。该项目涉及中小学汉语教

育系列教材近百种和泰国20所学校的数

字化整体解决方案，这是中国编写的对

外汉语教材首次大规模进入国外主流教

育体系。据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

统计，从2007年开始，已有15万名泰

国中小学生使用这套全新的汉语教材学

习汉语。

逐渐获得主流文化地位
通过梳理中国文化在泰国近百年来

的传播历程可以发现，期间既有外文出

版社主动出版泰文书刊，并在泰国大量

发行的新阶段，有1975年中泰建交后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泰国获得大量翻译

出版，也有21世纪中国出版社的汉语教

材进入泰国教育系统，这些文化传播成

就的取得，完全得益于近千年中国传统

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历史内容广受欢迎

历史上的东南亚地区，长期接受中

国文化的影响，学界把这个地区称为中

华文化区。由于相近的文化背景，彼此

之间的文化交流基本没有隔阂。比如泰

国在1802年至1932年的一百多年间，

从皇室贵胄到平民百姓都共同接受了中

国古代文学经典《三国演义》的作品，

并因此深深影响了泰国文学的起源，学

界称之为泰国文学史上的“三国演义”

时期。同样，这些作品也深受越南、老

挝、柬埔寨等国家欢迎。但自从以资本

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西方文化开始

大举侵袭东方社会之后，东亚、东南亚

地区一些国家率先承受了西方文化的冲

击。因此，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首先在18

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东南亚、东亚国家

展开，然后逐步影响到东方文化的核心

区——中国大陆。在这个地区，中国传

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彼此交替，此

消彼长。比如西方民主选举等政治文化

主导了泰国的政治生活，但中国传统历

史文化的影响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泰国普

通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而即便是民主

选举的政治制度本身，泰国依然具有浓

厚的东方文化特色。再加上中国自1978

年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取得快速发

展，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同样

也对东南亚国家产生巨大影响。由此带

动了中国当代影视作品在东南亚社会广

泛流行，大量的中国历史内容日益成为

泰国、越南等东南亚社会生活消费的大

宗产品之一。

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副院

长白湻老师的介绍，泰国对中国的《论

语》《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等

传统经典作品，在新时期几乎每年都有

新译本出现，长盛不衰。一些佛教经文，

如《金刚经》《谭经》等在寺院中广为传

播。最值得一提的是，普通人心理修炼

的读物《了凡四训》更是广为人知，泰

国的上百家出版社差不多都出版过泰译

本，按照每版3000册计算，发行量每年

超过30万册，成为与《三国演义》影响

接近的超级畅销书。中国近几年一些具

有历史演义背景的电视剧和电影，如电

视剧《还珠格格》、张艺谋的电影《英雄》

等，许多泰国观众每集必看，而且如醉

如痴。在这一时期，大量中国当代影视

作品同样进入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地，

影响广泛，远远超过一本图书的发行传

播范围，它是中国文化经过与西方文化

200多年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优势的一个

重要标志。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邱苏伦教授近年

集中精力完成了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

的泰文翻译工作。该书泰文译稿2003

年完成后，由《文化艺术》所属的民意

出版集团2004年出版发行，首印3000

册，2006年又再版发行3000册，受到

泰国民众的热烈欢迎。2011年末，邱苏

伦教授的译著《洛阳伽蓝记》泰文版，

由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区域研究促进

中心资助，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出版社出

版，在泰国开始发行。这两部中国经典

佛教文学作品都获得了泰国社会的广泛

欢迎，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泰国社会的

影响程度，比之100多年前的“三国演

义”时期更加深刻，它已超越了浅层次

的娱乐与精神享受，而深入到思想信仰

的价值观层面。

二、自上而下推动汉语教育

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当它只具有

文化和传统价值时，接受者和传播者主

要是所属民族的成员。而当它附加上较

多的、较广的商业价值及社交用途时，

它便会拥有大量超出本民族的热衷者、

传播者，这是许多社会语言学家在剖析

近代和当代人类语言发展史时所认识的

一条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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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在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的广泛传

播，有一个先天优势，那就是这个地区

有中国大量的移民。但是汉语教育却成

为一个晴雨表，中国文化影响力衰落的

时候，华文报馆、华文教育就屡屡受到

压制、打压，不仅泰国如此，这样的历

史曾经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

等东南亚国家屡次发生。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的政策实施，华人资本在东南亚地

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占据了不可或缺

的主导地位，这成为汉语教育广泛推动

的主要动因之一。据中国公布的数据，

截至2011年8月，中国和东盟十国双向

投资累计近900亿美元。其中，中国企

业对东盟国家累计实现各类投资223亿

美元，投资领域从传统的建筑业、承包

工程逐步向能源、制造业和商业服务等

领域拓展，投资额快速增长，东盟已经

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目的地

之一。华人资本持续涌入与中国对东南

亚地区投资加大，带来了该地区汉语价

值的不断提升。

以泰国为例，2000年前后，泰国

只有宋卡王子大学、朱拉隆功大学、清

迈皇家学院、南邦皇家学院等少数高

校和易三仓集团的几所中学、南邦育华

学校等极少数中小学开设汉语课。但

到了2003年之后，泰国汉语教育有了

快速发展，截至2012年，根据国家汉

办驻泰国代表处提供的数据，短短十年

间，汉语快速进入泰国各类教育体系

中，包括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甚至学前教育体系中。目前泰国

各界都热情支持汉语教学，把汉语在

泰国的快速传播现象置于汉语国际传

播的全球视野中考察，我们会发现泰

国汉语传播速度之快、发展状况之好，

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可谓汉语国际传播

事业中的一个奇迹。再如越南在1989

年实行改革开放后，意识到原有的华人

华文教学规模已远远不能适应和满足

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一改过去排华、

限制的政策，鼓励华人界成立华文教育

辅助会，编写华文教科书，培训华文师

资，兴办汉语中心，并鼓励越南公民学

习和掌握华文。柬埔寨政府也认识到

中文对柬埔寨经济的重大作用。可见，

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推动汉语教育已

经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从梳理中可以发现，东南亚地区是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激烈竞争的地区。

正如文化中心区与文化边缘区一样，中

心区相对稳定，而文化边缘区则争夺激

烈。中国文学与汉语教育，已经成为中

国文化深入影响东南亚地区的两个重要

标志，一个易于接受，一个实用性更强，

两者都具有潜在的思想文化影响力。但

这种成果的获得，是中华民族几百年来

自强不息、不懈努力获得的一种自然文

化交流结果，与西方文化大举侵袭东方

社会时相比，不仅没有尖船利炮，更没

有一种刻意文化政策的安排来持久地推

动。而这恰恰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竞

争时所亟须改变的。

中国东方文化是一种道德至上的

文化本质，以对方的心悦诚服为核心，

中国所秉承的这种文化行为方式在面

对西方强权文化主导的现代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的对峙中获得的教训已经足

够多。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中国对东

南亚地区曾经做过一段主动传播的努

力，学界对于这段历史批评过多，完

全没有研究这种主动传播所获得的正

面效果，比如大量泰文书刊出版就是

一个成功案例。如果没有新中国对泰

国的主动传播，1975年中泰建交之后

的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乃至王蒙

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出版是

不可能的。因此，中国要成为一个世

界文化大国，必须重新恢复在亚洲的

文化中心地位。对于中国文化“走出

去”战略而言，应该多将一些精力放在

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些深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东南亚国家，

因为共同文化背景下的彼此认知要容

易得多。天然的历史文化积累，加上

初步具备的政治、经济基础，“走出去”

一定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