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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但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对撞导致传统礼仪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尤其是

在青年人当中。礼仪教育不是单纯的仪式化教育，而是通过对礼仪的规范和实践，将传统文化精神延续下

去。通过对泰国礼仪教育的研究分析，总结有效的、操作性强的方式，从而丰富中国礼仪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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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been known as the “state of etiquette” since ancient times, but the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as led to the gradual fading of traditional etiquette,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Etiquette education is not purely ritualized education, but more to continue the spi-
ri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 norms and practices of etiquette.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etiquette education in Thailand, the effective and operable methods are summa-
rized, so as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Chinese etiquet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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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礼仪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既反映了社会等级、社会道德标准、社会伦理规范，还体现了同一文化下

人们所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所以，礼仪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内容，主要指人们以建立和谐关系为

目标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准则和仪式[1]。泰国文化历史悠久，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泰国传统习俗同样是以

家庭为基础单位，要求年轻人要尊重并服从父母、长者、教师和僧人的意愿[1]。 
泰国的礼仪除了受自古的历史文化传统影响，还主要受另外两个因素影响，从而让它区别于其他国

家的礼仪文化传统。佛教文化和王室的特殊性对泰国的整体国家礼仪规范有着复杂的影响，三者之间互

相影响，共存共荣。但如何做到彼此之间的相互巩固，重点在于如何对泰国年轻人的礼仪进行引导和教

育，从而让传统文化和精神通过日常的、普遍的、约定俗成的礼仪延续下去。 

2. 佛教文化对泰国礼仪构成的影响 

佛教作为泰国的国教，其教徒占泰国总人口的 95%，境内遍布寺庙 3 万多所，首都曼谷更是有“佛

庙之都”的称号[2]。中国素有“深山藏古寺”的说法，但在泰国却随处可见各种神像、祭台和形式各样

的贡品，比如泰国有名的四面佛，就坐落在车水马龙的高架桥旁边。可以说，泰国的佛教是从根本上完

全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促使泰国人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和

巩固，也让佛教与泰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愈加的紧密[3]。 
佛教传入泰国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其在泰国的发展离不开泰国的统治阶层的帮助。泰国王室对

佛教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在泰国的历史当中，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选择支持佛教来巩固和管理国

家政策，第五代的立泰王著有《三界论》，通过详细论述佛教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

基于泰国历代国王对佛教的扶持和肯定，王室仪式、国民教育及生活种种，都是将佛教礼仪作为最基本

的规范要求。 
泰国礼仪大部分沿用佛教礼仪，比如合十礼。泰国人见面或辞别时，需各自在胸前双手合十相互致

意，双手合十的位置越高表示尊敬程度越深，平民见到国王要双手举过头顶；晚辈见长辈要双手举至前

额；平辈相见举至鼻子以下。此外，佛教对泰国礼仪的影响还体现在从法律中规定男子结婚前必须要出

家，一般为一周至一个月，男性教徒能够全面系统的学习关于佛教的教义、教旨[4]。再加上东亚文化圈

中对“师长”的遵从性，使男性在结束寺庙生活后，仍然会对寺庙的僧人保持更加深刻的敬意，这种敬

意不单单是基于宗教的缘故，还是因为师生关系。因此，僧侣在社会各阶层有很大的发言权，在泰国的

地位也倍受普通人民的敬重。 

3. 社会制度对泰国礼仪构成的的影响 

泰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由于从未沦为殖民地国家，王室作为国家精神和形象的集中体现，获得泰

国民众的普遍尊重与支持。这使得王室在泰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了整个国家的重要记忆，王室

纪念日的制定和庆贺也成为了必然。传统的泰国王室纪念日有万寿节、泰皇登基纪念日、皇后华诞纪念

日、郑皇节等[5]。 
这些纪念日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王室在泰国人民心目中的重要性，泰国政府多次采取措施通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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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强化泰式礼仪规范。比如在泰王拉玛九世驾崩之后，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教育民众在国丧期间如何

着装，如何跪拜行礼，并通过这些“正确的礼仪追思先王”。再比如，泰国的王室成员都有代表身份的

花和颜色，在他们的诞生纪念日时，全国都会使用相对应的颜色和花朵来装饰公共设施和家庭，这种方

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王室形象的特殊性。 
泰国宪法规定，“泰国国王，必须是佛教徒及佛教的护持者，才可以登基为王”。因此这些与泰国

王室相关的纪念日与佛教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节日期间都少不了各种佛教仪式和佛事活动。此外，

因为泰国国王被称为泰国人的引领者，因此国王乃至王室都享有至高礼仪规格的殊荣[6]。当王室成员单

独接见某人时，跪拜者往往会采用另一种姿势：下跪时把双腿侧着叠起来，看上去仿佛是匍匐在地，接

着双手合十、俯首至地[7]。在 2019 年，德国某电视台在节目上模仿这种泰式跪拜礼，并在跪拜者示意图

片旁 P 了一只海豹。节目播出后在网上引起了剧烈的讨论，不但泰国官方发声，泰国民众也出现了不少

抗议的声音，这件事最后以德国电视台道歉结束。由此可见，泰国对王室的重视程度，以及对自身礼仪

文化的强烈自尊感。 

4. 泰国教育中的“礼”与“仪”的体现 

在古泰国，最初的教师由寺院的僧侣担任，因此泰国全国有超过 50%的中小学设在寺院。在教育现

代化问题上，泰国为了避免西方文化对本土传统意识形态的侵袭，主动聘用英国的教育顾问和教师，在

统治阶级的可控范围内对教育框架进行重新搭建，同时安排一大批泰国学生到欧洲学习先进的文化、技

术理念[8]。这一系列操作不仅防止本国人民沦为西方思想及先进的技术的奴仆，摆脱西方宗教的束缚的

基础，还有效的促进了教育的现代化改革发展。 
所以在泰国的大学中，西方传播而来的理念只是其办学的基本形式，而教育的指导方针仍然是以佛

教文化为核心展开的。在泰国教育部大纲明确规定，学校必须开设佛教课作为必修课，比如《佛教常识》、

《受戒程序》等。此外，学校每周需要请高僧到校园为学生讲授佛经、打坐冥想等佛教内容[9]。所以，

在泰国的大学除了受西方理性和科学的思想的影响，还可以深切感受到佛教和社会制度所带来的影响。 
在泰国的高等学校，合十礼的运用更加广泛，学生不单单要主动先对在学校中的僧人、老师、长辈

行礼，低年级的学生在面对高年级的学长时，同样要进行合十礼以示尊敬，那怕他们只是在路上相遇。

此外，学校每年都会举行拜师节，在拜师节中，仅对王室成员进行的跪拜礼，将由学生对老师进行同样

的跪拜礼节，并献上鲜花以表达对老师的敬意和感恩。这些礼节体现了泰国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内核，对

长者的极致敬意。 
此外，泰国是为数不多的在大学期间仍然会要求学生统一着装的国家。在泰国，除了中小学校，大

部大学仍然会对学生的着装有统一要求，甚至严格到对女生发饰颜色的要求。个别的学校还会要求学生

在周一要穿着泰国的传统长方裙。这些仪式性的要求，也是对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强力推动。 

5. 泰国传统礼仪教育对中国礼仪教育的启示 

礼仪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代表了一个国家公民的文明素质。在当代，中西文化的碰撞，新

旧思想的交锋，使得我们这个时代的礼仪实践格外杂乱，中国传统礼仪依然显现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西方礼仪对人们的影响也日益凸现[1]。大部分年轻人对传统礼仪的认知不足，最终造成的后果是对

其背后相关人文历史知识的缺失。反复如此，传统历史人文知识在社会共同认知中逐渐模糊化，最后消

失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 
因此，加强青年人对传统礼仪的认知和实践，究其根本是通过普适性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普及和

发展。通过对泰国礼仪教育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方式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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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礼仪内容的具象化 
礼仪所代表的精神内容是约定俗成的抽象化概念，但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又对人们的道德行为能够

产生实际的约束。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礼仪不仅体现在“礼”的观念和思想上，还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上，

即通过仪态、语言、动作和活动表现出来。因此将礼仪具象化为行为，能够更好地让礼仪得到落实发展。

泰国将对佛教和王室的尊敬，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行为体现出来，不论是从法律层面还是社会约定俗成的

要求方面，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为。如泰国从法律层面规定佛教教义相关内容必须作为必修课，对王

室不得发表污蔑的言论等。因此，对于中国的礼仪教育，相关教育部门、学校要主动筛选符合现代价值

观、具有传承意义的礼仪规范，从而保证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仪式能够被执行、遵守和流传下去。 
2、礼仪内容的规范化 
礼仪作为长久流传并被认可的行为规范，是可以被准确描述和规定的，以便于可以在社会交往中进

行标准化的操作。这种很强的操作性所反映出来的就是礼仪所表现出来的仪式化内容。“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的整合这些仪式性的内容，不仅能够更有效地普及礼仪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增强思想道

德教育的操作性和有效性。如泰国在拜师礼期间对各种仪式内容、装饰布置、流程步骤的统一，从侧面

加强了泰国学生对“尊师重道”的理解和感悟。因此，要对礼仪教育相关内容有深刻的全面研究，将各

种礼仪知识进行整合分类，明确其礼仪内容的具体规范和标准，从而有效地、精确地推进正确礼仪仪式

及其背后所带来的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3、礼仪内容的深度化 
在传统社会里，礼制适用上层社会，礼俗适用下层社会。在现代，对民俗的上升和理性化，再将传

统礼制下沉，形成了新的礼仪。现代礼仪因具有长期的群众基础，因此具有更强的渗透性，能更好地引

导和教育人们的行为习惯和道德意识。如泰国自古对寺庙、僧人的推崇和尊敬，让他们在现代仍然将佛

学相关内容作为学校必修课程，去影响和引导学生。在 2018 年泰国发生的睡美人洞救援行动，被困少年

在救援到达前，除了合理分配水源和食物，老师还带领学生集体打坐冥想。18 天后学生被安全救出，没

有心理身体上的重大损害，期间打坐冥想在减少学生恐惧心理和运动量上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礼仪

教育不能只通过仪式去进行推广发展，家庭、学校、社会机构都需要相互配合，通过对青年人进行礼仪

教育，进而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职业观进行影响。让青年人通过礼仪教育学习，由浅入深地进

行积极向上的精神内容的教育与普及，这样才能达到礼仪最初的目的，即“教化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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