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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各

国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并且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文化

上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泰国是东南亚的强国之一，也是一

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中泰两国之间的经济交往频繁，两国文

化也时常发生碰撞。文化交往的过程中，预先了解对方文化

中的禁忌和敏感问题，是成功进行文化交往的前提。本文从

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泰文化禁忌的对比，论述

中泰两国文化禁忌的异同，以期两国人民能够更好地进行文

化交际，并为在泰华人应对文化禁忌提出建议。

一、中泰各领域禁忌的异同

禁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国际学术界把禁

忌语的文化现象统称为“Taboo”，它的基本含义是“神圣的”

和“不可接触”的，对应中文中的词语为“禁忌”，指犯忌

讳的话或行动。每个国家因历史、社会、自然环境等原因会

产生不同的禁忌，禁忌主要涉及宗教、性、死亡、疾病等。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禁忌，文化禁忌在具体的内容、形

式上有所不同。本文中所指的禁忌包括风俗习惯上的“忌讳”

和法律制度层面的“禁止”。

1、佛教禁忌

泰国人尊崇佛教，泰国人民超过 90% 都是佛教信徒，佛

教为泰国的国教。僧侣在泰国的地位非常高，女性如果在路

上遇到僧人，不能触碰僧人，也不能直视僧人，在走路时要

尽量避开僧人要走的路。在进入泰国的寺庙时应着不透、不

漏的服饰，一些寺庙还规定参拜者裤长或裙长必须超过膝盖，

不然不允许进入寺庙。

在中国僧人同样被认为地位很高，中国佛教讲究“八戒”

即：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淫、四戒妄语、五戒饮酒、

六戒着香华、七戒坐卧高广大床、八戒非时食。在饮食方面

相比于泰国僧人别人“布施”什么即可食用什么，中国的僧

人只可食素食。

2、皇室、国家禁忌

泰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但是皇室和国王在泰国民

众中仍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泰国的法律中冒犯君主罪最

高可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所以，要避免在公开场合谈论泰

国的国王及其他皇室成员。泰国的学校、公园、电视台等场

所每天上午八点和下午六点准时播放国歌《泰王国歌》，在

听到国歌后每个人都必须立即面向国旗肃立，并摘下帽子以

示敬意。在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在不违反法律

的情况下，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对于国歌《义勇

军进行曲》，法律规定公民和组织可以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

表达爱国情感。

3、礼仪禁忌

在泰国与人打招呼要行合十礼，并说“萨瓦迪卡”，而

手的高度由对方的身份决定。对僧侣或王室成员行合十礼时，

拇指位于眉心，双掌指尖过于头顶；对长辈、上级或老师行

合十礼时，双手拇指位于鼻尖，双掌指尖位于眉心处；对同辈、

同事或朋友间行合十礼时，双手拇指位于下巴，双掌指尖位

于鼻尖处即可；而长辈、上级还礼时只需将双手合十置于胸前。

如果不用合十礼打招呼或看到认识的人不打招呼会被认为非

常不礼貌。在泰国进入其他人家、老师的教室、寺庙等地要

脱鞋，因为泰国人认为头是一个人身体部位中最重要的部位，

而脚是最污秽的部位。所以在进入室内时脱鞋可以表示自己

的尊重，没有经过主人的允许直接穿鞋进入室内是不礼貌的

行为。而跷二郎腿时将鞋底对着他人，更被认为是一种侮辱

性行为。在中国与人面对面打招呼时，一般会使用语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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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候。一些正式场合会使用握手来表示尊重。通常说：“你好。”

或者用一些明知故问的方式向对方表示问候。比如两位同事

在食堂门口遇到，可能会问对方“吃饭呀？”来表示问候。

在进入其他人的家里脱鞋与否询问主人的意见即可，至于进

入教室、寺庙不需要脱鞋。

4、其他禁忌

泰国人忌讳数字“六”，因为其发音与“落后”相近，

所以泰国人不喜欢六。而在泰国人听到中文的数字“一百”时，

会认为数字一百的发音与泰语中的脏话发音相近。中国人忌

讳数字“四”，因为其发音与“死”相近；忌讳数字“三”，

因为其发音与“散”相近。在泰国的公共场合，男女不应有

太过亲密的行为，也不应大声喧哗。这一点在中国同样需要

注意。泰国人非常忌讳别人触碰头部，除了国王、僧人和长

辈外，其他人不可触碰泰国人的头部，也不能在他人的头上

传递物品。而在中国没有这种禁忌。在泰国的餐厅、酒店等

场所要给服务人员小费，表示对其提供服务的感谢，但是不

能给服务人员硬币，需要给纸币，因为在泰国文化中硬币是

给行乞人员的。而在中国没有给服务人员小费的习惯。

二、中泰文化禁忌产生异同的原因

任骋认为民间禁忌的由来大体上有四个方面，一是对灵

力的崇拜和畏惧，即“灵力说”；二是对欲望的克制和限定，

即“欲望说”；三是对仪式的恪守和服从，即“仪式说”；

四是对教训的总结和记取，即“教训说”。这几种说法体现

了禁忌产生的信仰方面、心理方面、社会方面、经验方面的

原因。不同的语言产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构筑了不同

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化禁忌。文化禁

忌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方方面面，如经济、文化、风俗习惯、

历史文化、宗教等原因。中泰两国各有独特的宗教观念，两

国文化禁忌主要来源于其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

1、宗教信仰

在泰国超过 90% 的人都信仰佛教，而且信仰佛教的历史

渊源深厚，使得泰国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非常尊重佛教，在

泰国，不可行对佛教的无礼之举。如果在寺庙或僧人面前衣

着暴露，会被当作对佛祖的不敬。

而中国的宗教信仰非常自由，中国人更讲究实用主义，

所以很多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也会在某些时刻产生对某位

神灵的敬意，所以中国产生了“临时抱佛脚”的俗语，也产

生了“心诚则灵”的心理认识。

2、历史文化

泰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但长久以来的君主制在泰

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体现为泰国的王室及王室成

员在泰国人民的心中仍有很高的地位。而中国现在是社会主

义国家，已经完全结束君主制，所以如今的中国没有此方面

的文化禁忌。

泰国在封建统治历史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如不

能直呼王室成员、僧人、教师的名字的禁忌。中国传统文化

中崇尚尊老，所以不能对长辈不礼貌或不尊重，更不能直呼

长辈的姓名。这些历史文化因素产生的禁忌在演变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种社会习俗，而新的习俗也在不断形成，渐渐与原

有习俗融合、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禁忌文化，而这些禁忌

无论本族人还是外族人都应不去触碰。

三、研究两国文化禁忌的意义

所谓禁忌，即为不可触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碰到了

对方的文化禁忌，可能会形成误会，严重的可能会丧失彼此

之间的友谊，失去沟通交流的可能。提前预知对方国家的文

化禁忌除了能避免尴尬和麻烦外，还能更好地融入当地人民

的生活，更好的“入乡随俗”。除此之外，规避文化禁忌还

有利于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形成和谐的交往环境。当前除了

国家、政府、企业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等交往，还有很

多个人选择到泰国旅行、学习、工作。了解中泰文化之间的

差异，规避文化禁忌，则是跨文化交际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成功的文化交际才能让两国人民更加友好和谐的交往。合理

规避文化禁忌可以减少容易形成误解的行为，进而促进两国

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交流。

四、在泰华人应对文化禁忌的建议

在中泰文化交往的过程中，可能面临文化冲突或可能触

碰到泰国文化禁忌的人群主要为在泰工作的中国人或前往泰

国的游客。身为中国人，很难有机会熟知泰国所有的文化禁

忌，而在泰国工作、旅行一定会与泰国文化产生碰撞。所以，

这就需要在泰华人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避免触碰文化禁忌。

1、认识尊重文化差异

认识文化差异是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在泰华人首先需

要认识到中泰文化之间虽有相同之处，但是这种相同之处也

是同中有异的。而中泰文化的差异性才是文化之间的主旋律。

尊重文化差异是成功进行文化交际的前提，在中泰文化交际

的过程中不可全盘否定泰国的文化，如不能因为我们不信奉

佛教，就全然不顾泰国人的宗教禁忌。也不能完全接受泰国

文化，否定自己本民族文化。中国人在泰工作、旅游时可采

用“入乡随俗”的策略。尊重并遵守泰国人的文化形式，接

受泰国文化中自己认同的部分。

案例一：王先生在泰国工作的初期时，每天早上单位都

会进行诵经、祈祷的活动。起初王先生不理解学生为什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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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就跟着大家一起祈祷。后来当王老师知道这是佛教的

仪式，而他并无宗教信仰后，选择不继续祈祷，只是默默地

看着同事祈祷。

王先生刚开始跟着同事一起诵经、做祈祷是在不了解情

况时，出于入乡随俗的观念模仿泰国人的行为，当王先生意

识到这种行为的原因是佛教的仪式后，坚持了自己想法，不

继续模仿泰国人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了解了中泰宗教观

念的差异，即尊重了泰国人的宗教观（默默看着同事祈祷，

不打扰同事的仪式），又表明了自己无宗教信仰的立场。

2、提前学习规避禁忌

中国人在前往泰国前了解泰国的习俗、禁忌、以及一些

法律条文，可以帮助自己规避文化禁忌带来的尴尬或麻烦。

如了解合十礼的相关细节、在泰工作的服装禁忌、不能在公

开场合讨论皇室的法律条文等。泰国对教师等公职人员的着

装要求十分严格，如：教师的着装必须正式、整洁。女教师

上身应着不透且有领有袖的衬衫，下身着及膝或过膝的裙装。

男教师上身应着衬衫，下身着西装裤，皮鞋。一些单位还会

规定公职人员每天所穿衬衫的颜色。另外，在泰国父亲节期

间需要穿黄色服装，母亲节期间需要穿蓝色服装，国丧期间

需要穿黑色或白色服装。规范、整洁、符合泰国风俗的服饰，

可避免触碰到泰国的禁忌。

案例二：在泰工作的李女士是一名很年轻的女老师，刚

到泰国的李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就像朋友，一天下课后李老师

换了一身运动服，要去购物。这时运动场上的学生笑着和她说，

李老师，你是不是要和我们一起运动？这时李老师意识到了，

虽然是课余时间，可自己的身份是一名老师，应时刻注意自

己的衣着。从此之后，除非学校有特殊要求，李老师在工作

日总是穿着正装。

李老师穿运动装虽然没有触碰到禁忌，但是却也没有穿

规范、整洁的正式服装。在泰国，一年中只有运动会时教师

才会穿运动服与学生一起活动，其他时间教师不会穿运动服。

李老师的穿着打破了学生对老师认知，模糊了老师与学生的

界限，好在李老师及时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之处，并认真

改正。如果李老师能提前学习泰国教师的着装要求，那么就

可以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

案例三：陈女士的公司最近来了一名其他国家的外籍同

事。陈老师的单位每天早上八点都有早会，并且在早会开始

前会放外籍同事，泰国规定国歌响起时人民要站立，并停止

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位外籍同事在听到泰国国歌响起时还在

行走，并且看到其他人都停止走动时也没有站立。最后他在

所有人注视下离开了早会现场。

陈老师学校的这位外籍同事本应该在看到其他泰国人停

止走动的第一时间站定，而他却选择无视。显然他不了解单

位要参加早会的规定，也不了解泰国对于国歌的禁忌。如果

这位外籍同事能够提前了解、学习泰国的禁忌，询问清楚单

位的相关规定，他就不会使自己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

3、不当行为及时补救

在泰工作、旅游的华人有时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触碰到泰

国人的禁忌，这时需要在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当的第一时间进

行道歉，并向对方解释自己的行为是由于文化的差异，而忽

略了泰国的文化禁忌，最后请求对方的谅解。一些跨文化交

际中的冲突和误解很多时候都产生于文化的差异，真诚的道

歉往往能获得对方的谅解。触碰到泰国人的禁忌时逃避、忽

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对方心存芥蒂。

案例四：马先生在泰旅游期间，路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寺庙。

马先生在进入寺庙后觉得非常壮观就拿出手机准备拍照，这

时另外一个参观寺庙的泰国人告诉马老师在寺庙中不能对佛

像进行拍照。马先生听完对方的话马上将手机收起来，并真

诚的道歉，说明自己在之前并不知道这条规定，并且表示之

后不会对佛像进行拍照。这位泰国人也大方的表示没有关系。

马先生在不了解泰国佛教禁忌的情况下要给佛像拍照是

非常不恰当的行为，在泰国游客的提醒下马先生及时停止了

自己的行为，并真诚的道歉，得到了对方的谅解。在不小心

触碰到泰国人的禁忌时不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不了了之，

而应该在停止不当行为后，进行道歉，请求对方的谅解。

五、结语

了解中泰两国的文化禁忌可以有效地避免尴尬和麻烦，

有利于融入当地人民的生活、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形成和谐

的交往环境。而在泰华人可以通过认识尊重文化差异、提前

学习规避禁忌、不当行为及时补救来应对中泰之间文化禁忌

的差异，增强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更从容的应对中

泰文化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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