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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是我国的友好近邻，中泰两国山水相依，

发源于我国的澜沧江又是流经泰国东部的湄公河；

我国喜马拉雅山的支脉——横断山脉，是其山川的

一部分。中泰两国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文化交流

也随之历史悠久。1975年两国建交后，文化交流内

容丰富，形式更为多样。近年来，中泰文化交流出

现一种新的形式——孔子学院。作为语言文化推

广机构，在泰国开展文化推广活动，主题多样，影响

持久，深受泰国人民的喜爱。成为了中泰之间文化

交流的新基点，为中泰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互动服

务，对中泰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 历史上中泰文化交流以及建交以来的文
化交流

中泰之间的交往早在泰统一国家素可泰建立

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时有中国的使者与泰国境内

古国互访的历史，“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即在中国三

国时期，吴国的官员吴应和康泰于公元245年前后，

奉命出访了扶南（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在他

们回国后的著述中，曾提到泰国地区的金陈等国

家。这是中国史书对泰国地区的最早记录。”[1]（P5）这

一次的交往之后中泰的交流主要是以物品的交换

为主。“主要体现在代表某种文化的，双方之间进行

交换的器物上”。[2]13世纪末，统一的强国素可泰王

国加强了同中国的交流。“据说在坤南甘杏王时代

曾邀去中国制陶器的工匠回国开窑，烧制出驰名于

世的宋加洛陶器，畅销于当时的东南亚各地”。[3]（P12）

可见当时中泰两国之间已经开展了制陶文化上的

交流与吸收。另一次大规模的交流是在明朝，郑和

下西洋曾两次进入泰国，不仅通过交换、赏赐的形

式传播中国文化，而且，郑和的随员还写下了著名

游记《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游记真实记录了

当时泰国的风土人情，可以说这一次是大规模的文

化交流胜举。同时，可以发现的是明王朝在培养翻

译人员的“四夷馆”中专门增设了“暹罗馆”，招收学

员学习泰语，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对泰国的重视和中

泰两国文化交流深入的需要。明清之际，中国沿海

地区居民不断移民泰国，华人的思想、文化习俗、语

言习惯等全面与泰国人民交流互动，随之中国的戏

剧、乐器等逐渐传入泰国。清朝时，中泰文化交流

随华人移民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学、中国

建筑文化、语言文化、音乐等都传入泰国，中泰之间

逐渐形成了大范围、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可惜的

是，中泰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友好的，两国曾经

历过一段长时间的相互阻隔，交往中断。

从1975年7月1日，中泰两国建交开始，又“重

新踏上了和平、互利与友好的坦途”。[4]这一举动更

将中泰文化交流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1975年底，

广州杂技团做为第一个访泰文艺团体应邀赴泰国

友好访问，引起轰动。这以后，中国在泰国举办文

艺、体育、美术、图书等各种各样的演出和展览活

动。“中泰两国从建交到现在，各类中国文化艺术友

好代表团赴泰访问超过1000个，其中歌舞团、杂技

团、潮剧团、木偶剧团、芭蕾舞团、琼剧团、越剧团、

马戏团、魔术团、交响乐团等艺术代表团，艺术种类

齐全、阵容强大”。[5]“中泰双方各类艺术团体的互

访是中泰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在中泰文化交

流中占有较大的比重。”[6]另外还有新闻、出版、美

术、摄影、宗教等代表团的互访。两国间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相互交流。如中国的《还珠格格》、《三国

演义》等影视作品深受泰国民众喜爱，中国文学巨

著如巴金的《家》、《春》、《秋》和鲁迅的作品也翻译

入泰，泰国优秀文学作品也被介绍进中国。建交

后，两国的学者在学术上也有更多的讨论、交流与

合作。在相互交流中促成各种学术机构相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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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学术交流的基地。文化交流是国家与国家间

交流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在中泰两国这种不同政治

制度，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交流中最能发挥相互了解

的重要作用。

然而，近年来，以往主要是以文艺团体互访合

作的文化交流形式，已经凸显出其影响力不够持

久，互动范围狭窄的弱点，已远远不能满足文化交

流的新形势和新需要。另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地位逐步提高，

中国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作用和影响

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7]

“1980年以后，泰国各大学竞相开设中文专业，如清

迈大学、诗纳卡琳威洛大学等，朱拉隆功大学、法政

大学等大学将中文课程从选修课升格为副修或主

修课，以满足学生的需要”。[8]以及泰国政府政策的

调整，“1998年泰国政府调整汉语教学政策，批准汉

语作为大学入学考试的外语课程，享有与英、法、

德、日等外语同等地位。”“2005年10月5日泰国教

育部宣布，在全国各中学开设中文必修课，要求各

地区2007年先试点开设汉语普通话班，2008年所有

高中都要教授中文”。[9]（转引）“在曼谷和许多大城

市各种教授中外的语言中心也如雨后春笋一般不

断出现，泰国兴起了前所未有的中文热”。[10]泰国作

为中国的友好近邻，两国交流密切，自然深受影响，

使中国热尤其是汉语热在泰国更加明显。汉语在

中泰商贸、学术、文化方面的交流中也凸显出巨大

需求。由此，孔子学院——专门推广汉语文化教育

和文化交流的机构在泰国应运而生。

二 孔子学院的设立
在泰国政府政策推动和民间中泰交往的需求

下，在泰国各地掀起了汉语学习热潮。首先是由中

国政府应泰国政府要求，派出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师

志愿者配合泰国学习汉语的热潮，帮助其解决困

难。汉语热为中泰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随

后由于泰国学习汉语的持久化和规模化的需要，

2006年，开始在泰设立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作为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

大项目。在借鉴外国有关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如

法国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

院的基础上，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

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它秉承了孔子

“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保护和传播本国的

语言和文化，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孔子学院是由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

公室承办的，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

面的交流与合作，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开展汉语教

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等活动，截至

2010年10月，各国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

孔子课堂。”[11]孔子学院与一般高校的大学学院不

同，“孔子学院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推广

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12]其中泰国的

第一家孔子学院——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于2006年8

月正式揭牌成立。成为服务泰国民众汉语学习和

文化推广的先遣。这以后，孔子学院应势在泰国的

中部、北部、南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到2011年

7月，中泰合作共在泰国高校建立了12所孔子学院，

在中小学建立11所孔子课堂。“泰国的孔子学院的

数量在东南亚地区排名第一。”[13]语言是文化载体和

交流工具，是文明间对话的桥梁。孔子学院的设立

激发了泰国民众学习汉语的热情，成为语言文化交

流的基地，为泰国民众提供了接近中国文化的机

会。以学习汉语为中心的中泰文化交流和互动成

为了一项新任务，而承担大部分汉语教学、培训任

务和文化推广工作的孔子学院更是成为目前完成

中泰文化交流重任的新基点。

三 孔子学院的文化推广活动
孔子学院开展各项活动，满足泰国民众汉语学

习需要的同时，大力推广着中国优秀文化。孔子学

院在师资培训方面，一方面为到泰国进行教学活动

的汉语教师提供短期培训。另一方面，致力于提高

泰国从事汉语教学教师的语言水平和教学技巧。

“各孔子学院的师资培训以‘突出实践性’的教学原

则为主导，结合泰国汉语教学实际需要，针对在岗

教师汉语教学水平设计教材，在帮助泰籍汉语教师

提高汉语言文化理论水平和汉语教学操作技巧上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得到了泰国教育部的一致认

可。”[14]

泰国孔子学院不仅培训师资还公开办学，并且

针对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开展实用汉语课程。其

中“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针对周边旺盛的旅

游市场需求，开设了导游汉语培训课程。”[15]而“素攀

孔子学院所在地远离素攀府较为偏僻，重点实施走

出去的传播中文模式，宋卡王子孔子学院则把‘汉

语桥中文比赛’作为汉语推广之亮点，农业大学孔

子学院特色项目则是创办中文学术期刊，让更多的

泰国学者参与其中”。[16]孔子学院的授课时间灵活，

充分考虑到学员的学习需求，适应不同层次、时间

段学员的要求，服务于当地社会各阶层。

同时，泰国的孔子学院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内容

的展览、竞赛、讲座等活动，还设立了一些特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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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剪纸、书法、武术、唱中国歌曲学汉语、看中国

电影学汉语等课。以及将孔子学院推向更广泛人

群的公众开放日等活动。“开放日当天，安排了中国

书法、中国结、武术、剪纸、茶艺、包饺子、画脸谱7个

板块活动”。[17]开放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中泰两国

人民提供了一个互相了解的绝好平台，充分展现着

中国文化的活力。2011年“中华文化体验中心”在

泰国的玛哈沙拉坎大学亮相，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

实物展示和中华才艺，如展示古代科技、京剧、旅

游、饮食等不同种类的文化，以及现场剪纸、书法、

茶道、乐器等展示性高的才艺表演。另外还有如泰

南的中小学生汉语学业大赛，是面对泰南中小学和

职业学校的基础性、综合性大型比赛，有400多名汉

语优秀生参加了比赛。以及在端午节期间，在朱拉

隆功大学孔子学院和易三仓商业学院孔子课堂开

展的“庆端午，爱汉语”中华文化体验日的活动。

孔子学院展开的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着

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泰国民

众对汉语学习的兴趣，达到文明间互动的效果。

四 孔子学院逐渐成为中泰文化新基点并发
挥其作用

泰国皇室成员诗琳通公主就曾说过“汉语能带

我们走进浩瀚的知识海洋，越是深入研究，越是能

发现汉语的广博”。[18]她也曾说过“中文可以把人引

导到地球上知识最丰富的国度之一的领地，而越学

越能体验到它的广博和深邃。”[19]泰国学生的文章中

也写到“汉语来自雄伟的高山，来自潺潺的溪流，来

自奔腾的骏马，来自自然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个

汉字，便是一幅优美画卷；一个汉字，便是一段动人

的传说。”[20]她们的话语和文字都深深包含着她们对

汉语的热爱，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对中国的向往，

而让汉语日益在泰国人民心中变得重要，散布在各

地的孔子学院功不可没。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与

当地社会、文化活动相结合。它们是汉语教学基

地、中国文化的代表特别是儒家文化思想的代表以

及中泰交流的重要纽带。

孔子学院是汉语基地，承担培训汉语教师和进

行汉语教学的双重任务，而学习汉语则是泰国人民

了解中国的重要手段，进行相互之间交流的基础，

更是泰国人民了解中国的最有效途径，泰国国内上

至皇室成员，下至普通民众学习汉语的，了解中国

文化的热情不减。因此说孔子学院为中泰文化交

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可以想见，这一作用将会

越发扩大。

孔子学院在承担汉语教学的重任的同时，开展

了各种活动，如展览优秀剪纸作品、武术表演等，弘

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包饺子等活动，展示中国悠

久的饮食文化；摄影展等展现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巨大的变化和国家活力。这些活动使泰国民众得

以切身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从各个微观

方面展示给了泰国人民宏大的、整体的中国文化，

具体生动、引人入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成为中泰

文化交流的桥梁。另一方面，孔子学院，何以以“孔

子”为名，是因为这一机构还承担着传播孔子儒家

文化思想——这一中国文化中最具影响力部分的

重任。孔子主张“仁”、“和”，是中华文化的基础，是

儒雅、仁和、亲善的代言人。主张“和而不同”，在精

神道德领域有着协调、平衡、包容的重要作用。对

整个东南亚和华人世界影响巨大，有利于中国与其

他各国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在新的时期里，

儒家精神和价值仍然普遍有益于人类，理应向世界

推广，发挥其在思想启迪方面的作用。

孔子学院不仅建立在高校，更有孔子课堂建立

在皇宫内，客观上加强了中国同泰国政界、教育部

门、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各方面促进友好，成为中泰

交流的纽带。双方都希望通过孔子学院，开展文化

交流，更了解对方，在理解彼此的文化的基础上，吸

收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提升自身文化。孔子学院还

在交流合作中增进了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更通过

了解相互之间的文化，打开一扇窗，接触世界，融入

世界。可见近年来孔子学院已经逐渐成为了中泰

文化交流的新基点，扎根泰国，推广文化，起到了广

泛和持久的作用。从文化方面，促进两国间关系向

着和睦、互信发展。更可以想见，孔子学院凭着近

几年来在泰国的良好发展和在双方交流中所起到

的巨大作用，将在不久的将来为中泰文化交流，为

中泰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两国共同努力将“不

同政治制度、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合作的典范”形象

持续下去，给两国人民更多的实惠。还有助于提升

中国在东南亚的良好形象，让东南亚国家更加了解

中国文化，发挥中国国家“软实力”，更好地进行交

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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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Brief Analysis of a New Base Point for Sino-Thailand
Cultural Exchange——The Institute of Confucius

XU Y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Sichuan Nanchong 637002）

Abstract: Thailand is a friendly neighbor of China and share 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 China. The contact
between them has a long history. Sino-Thailand Cultural Exchange inherits the friendly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have a long histor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ctive. In recent years，the cultural exchange has started to develop by using
a new form，i.e. The Institute of Confucius. The Institute of Confucius，as a government agency to promote language
and culture，carries out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in Thailand by adopting various forms to have a lasting impact
and are deeply loved and welcomed by the Thai people. This has become a base point for Sino-Thaila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developing the Sino-Thaila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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