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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中国新移民与华人文教

邓金花※

在1990年代中期, 泰国的中国新移民人数就

已经超过10万,至今该人数有增无减。新移民对泰

国华人社会产生诸多影响, 文教领域的影响主要

体现为华文报改版、中文电视台创立、中医享有更

高的认可和华文教育取得更大发展等。

一、华文报改版

东南亚是海外侨胞传统的聚居地, 是华人华

侨最集中的地方, 也是海外华文媒体最早的诞生

地。迄今为止,东南亚仍是除了中国之外,华文媒

体最集中、影响最大、数量最多的地区。近几年来,

由于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 越来

越多的中国人到东南亚经商、移民、留学,随之而

来华文媒体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经济条件和受众

基础,华文媒体的发展日益加快,不断在内容和形

式上取得创新和突破。泰国华文媒体历史悠久,迄

今仍是维系泰华联系和认同的主要渠道之一。

泰国有6家华文报刊———《世界日报》、《星暹

日报》、《中华日报》、《京华中原联合报》、《新中原

报》、《亚洲日报》。6家报纸都十分重视对中国的

报道,各辟有多则8个、少则一两个的中国新闻专

版①。但由于泰国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较高,

第一代移民识字率本来就不高, 第二代华人懂华

文的更少,导致报纸销路日趋减少。

由于新移民大批前往泰国, 旧华文报销量增

加。现在6家华文报每日销售的报份总数为10万份

左右,读者群约为40万人,估计在今后3～5年内,华

文报②的销售份数将会增加到13万份,往后还会再

增加。泰国老报人《新中原报》社长兼执行总编辑

林宏介绍, 报份增加的原因是泰国各学府内学习

华文的人数已增加至5万人;中泰经贸合作的增加

提高了人们阅读华文报的兴趣; 一些来自中国台

湾和大陆的新移民自然成为华文报的读者③。

不仅读者的数量增多, 读者的喜好也在发生

变化。过去以老华侨为主要读者群,今天越来越多

的中国新移民、游客和商务人士也成为这些华文

报刊的读者。华文报刊为迎合大量的新读者,开创

改版先风。

由于新移民关注家乡信息,《世界日报》“侨乡

采风”版于2004年5月17日面世,扩大报道潮汕、广

肇、海南、浙闽、云南、广西等侨乡地区的风土民

情、休闲旅游、文艺活动。此外,“江浙缤纷”、“珠海

点滴”、“潮汕新貌”、“闽江集锦”等小栏目传递大量

故土家园的发展变化,聊以慰藉他们的爱乡之情。

与《世界日报》开辟新版面一样,《京华中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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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日报》也进行改版。昔日竖排、从右到左的排版

印刷,在大多版面上变成了横排、从左到右的排版

印刷,令人耳目一新①。

《亚洲日报》则与中国报刊合作。2002年泰国

《亚洲日报》与香港《文汇报》合作,每天出版“大陆

新闻”、“台湾新闻”、“国际集锦”、“专题”等4个合

作专版,发行量由此递增。2004年11月该报又与上

海发行量最大的《新民晚报》合作,每周周一推出

合作设计、编排、制作的四个专版,包括“聚焦上

海”、“中国瞭望”、“国际热点”、“特别关注版”,力

图向读者提供上海乃至中国的权威资讯。4个合作

专版全部采用简体字印刷, 这是泰国华文日报趋

于采用横排之后的又一突破②。除这4个合作专版

外, 该报的其他版面及泰国的另外5家华文报纸,

仍然全部采用繁体字。

2005年5月6日,一份名为《中华青年报》的华

文报纸在曼谷问世。它使用简体字排版印刷,首开

泰国华文报先河, 使之成为泰国第一份完全用简

体字的华文报纸。《中华青年报》由有40多年办报

历史的泰国华文报《中华日报》创办,并获泰国华文

民校协会、中国语言文化大学、曼谷语言学院、泰中

语言文化学院等机构的支持。该报主要报道新潮时

尚、文娱动向、华文在泰发展、政商学界知名人士

专访等内容,旨在交流中文资讯,宏扬中华文化,

为学习中文的学员提供一份课外有益读物③。

二、泰国首家中文电视台开播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交流的进一步展开, 东南

亚的诸多电视台或购买华文节目或增加华文电视

的播放时间,以满足观众需要。而2005年5月18日

泰国首家中文电视台的开播则是东南亚华文电视

的一个新亮点。

泰国首家“中文电视台”的创办,是十几位当

地出生的华人后代和新 移民合 力 筹 划 多 年 的 结

果。泰国中文电视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泰国中文

电视台的台长是新移民侨领、泰国华人青年商会

会长李桂雄。任副董事长和常务副台长的黄懿光

先生也是新移民,从潮州到泰国已经20多年。

泰国中文电视台设在曼谷石隆路ITF大厦内,

采用与泰国N A TIA O N 电 视频道相同的频 率 播 出

节目,在当地晚上9点到12点每天播放3个小时。节

目由新闻、纪录片、文艺三大板块构成,以中文会

话、泰文字幕为主播出;兼有以泰文会话、中文字

幕或潮州话、客家话等地方方言播出的节目。新闻

节目以中国新闻、中泰交流活动新闻和当地侨团

新闻为主,而电视短片、纪录片节目则重点介绍中

国的风光名胜、民俗风情、文化教育等;文艺节目

播放流行的影视剧。此外,该台还考虑开设中文教

育电视节目, 从中国聘请专业教师来开展中文电

视教育;并慢慢增加自己制作的节目,力争在开播

后3～6个月内上卫星,覆盖泰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

区④。

三、新移民与中医在泰国的发展

近年来,中医在国内被广为诟病,在海外华人

中却仍受推崇。其价格低廉,疗效显著,又有浓厚

的中华文化韵味,是其受到推崇的重要原因。在泰

国超过10万的中国新移民不仅扩大了中医的就医

群;而且有些新移民本身就是中医,他们的到来加

强了泰国的中医队伍。

1. 新移民扩大了中医的就医群

2000年,泰国官方正式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

批准中医师合法执业。从此流传逾五千年的中医

药在泰国能合法生存并稳固发展。除了曼谷的华

侨中医院和天华医院两所中医院外, 全泰国另有

200多家医院开办了中医门诊。由于疗效显著,不

但看中医的华人增加,而且吸引不少泰族人。

此外,中国新移民成为中医的庞大就医群。廉

价、有效是中医吸引新移民的重要原因。中国新移

民为中医在泰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础。

2. 新移民中的中医人才加强泰国的中医队

伍

中医历来存在于华人社会。其原因不但是华

人对中医的认可,更主要是西医较贵,医患间语言

表达存在问题,使中医尽管在很多国家被禁止,实

际上暗中行医者大有人在。

2003年泰国卫生部规定今后的中医只有大学

毕业才可以执业,政府不再举办“中医执业资格”

考试。高校开始培养中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泰

①《曼谷随笔:追随时代潮流 泰国华文传媒涤荡新风》,

http: //www.chinanews.com .cn /news/ 2004年05月28日。

②http: //www.jnuir.org/R eadN ews.aspH N ewsID =303

2004年11月19日

③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2004年5月6日。

④《泰国华人创办中文电视台》,中国新闻网, 2005

年12月12日。http: //news.xinhuanet.com /newm edia/2005-

12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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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泰国小城办起中文大学 》,《福 建 侨 报 》(海 外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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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经有两所大学开办了中医学院,实行6年本科

制。目前泰国的第一批中医大学生还未毕业,全国

只有206位执业中医, 其中70% 是世居泰国的华

人,30% 是在泰国居住了3年以上的中国人, 他们

是新移民①。

在田野调研中, 潮州外事侨务局的杨锡铭副

局长介绍了张、蔡两位在泰国行医的中医,他们恰

是经历了中医从不合法到合法的阶段, 也开始了

中医走出华人社会而服务于泰国全社会的进程:

“在潮州的铁埠镇,有一个姓张的医生,大概是有

医治痔疮的偏方。他在1980年代末去泰国。我在的

时候 (1994～1997), 他在泰国的天华医院里当医

生,跟侨领都很熟。”②另一位医生姓蔡,在中医合

法化之前,他立足华人社会;合法化之后,他走出

华社,取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蔡医生原来在

潮州一家医院从事针灸,1986或1987年去(泰国)。

去泰国后,开始没有合法的执照,在华人社区开诊

所。中医合法化后。他在2001年考了营业执照,现

在一家教会医院当医生,做得相当不错。”③

而中医合法化 后 到 泰 国 的 中 医 师 发 展 得 更

快。原湖南省医院的谢建新医生2003年随中医代

表团到泰国访问交流,认识了泰国华人圈司仪、导

游韦安顺,与之联合开设了三蜜医务所。诊所开张

两年就打出了名声,每天接诊病人50多位,开方、

煎药、制作中成药。2004年,了解到泰国中医药的

广大市场后,两人合办了一家中药厂,生产30多个

品种的中成药。2005年时,谢已经入泰籍,举家到

了泰国。另据介绍,在曼谷像三蜜医务所一样的诊

所大概有20家,每家生意都很不错④。

四、新移民与泰国华文教育

华文教育历来是华人社会所关注的大事。目

前为各界媒体所称道的泰国华文热潮, 其主要动

力还是华文作为商业语言的价值。随着中国经济

的发展和中泰经贸往来的增强, 华文的商业价值

将有进一步的提升。

2006年,泰国潮州会馆应新移民要求,重新开

放文物图书馆, 馆中藏有 《四库全书》、《万有文

库》、“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丛书、《鲁迅全集》等重

要中国典章名著及晚清状元刘春霖、书法家于右

任等名家书画墨宝170多幅,重新唤起泰国华人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⑤。

新移民的加入也一定程度上促进泰华社会推

动华人教育的热情,各种华文学校、华文补习中心

或补习学校在各地纷纷成立。据笔者于2006年11

月17日在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的田野调查, 被访

者许先生的女儿于1985年去泰国, 由于能说广东

话、潮州话、普通话和泰语,她起初在泰国做导游,

并经常随泰国华商到中国各地做翻译, 目前她已

经在泰国定居并开办了一家语言培训学校⑥。除此

之外,泰国政府也做出努力推动华文教学。2006年

1月11日, 中泰两国政府在曼谷签署教育合作协

议, 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促进泰国华文教学发展⑦。

2006年,拟在泰国勿洞市创办中文大学,这所学校

将是第一所东南亚的中文大学⑧。当前,泰国各地

共有110所小学、50所中学、20多所公立大学与私

立大学开设华文课程, 华文教育已被泰国政府纳

入国民教育体系⑨。

虽然新移民还普遍处在创业和资本的累积阶

段,经济实力有限,尚无能力直接创建华文学校。

但他们比老一代华人更重视子女对中华文化的传

承,因此热衷呼吁建立华文学校,鼓励子女在华文

学校学习。

结 语

综上所述,华人文教领域的诸项新变化,虽然

不是单凭新移民之力促成, 但他们是这些变化能

够发生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由于在泰新移民的主

体是以小本商贩为主业的农民移民, 其他较有实

力的新移民也大多处在创业和资本累积阶段。就

整体而言, 新移民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都不

是很强。文教领域的这些变化至少表明了他们的

活力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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