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市里的唐人街

曼谷唐^街(C h i n a TOWn)，

在泰国首都曼谷市区西部。1782年暹

罗国迁都曼谷后，居住在大王宫现址

附近的华人迁移到现在耀华力路和石

龙军路一带。几百年过去了，这一地区

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区之_，其规模

及繁华程度，在东南亚各地的唐人街

中，堪称魁首。虽然没有现代化的大型

购物中心，但大大的中文招牌，挂满黄

灿灿、沉甸甸金饰品的金店和充塞着

各种干鲜果品的杂货店洋溢着浓厚而

占朴的商业气氛。这座富有华善

的名副其实的“中国城”，长约2：

矗立在泰京城西，由三聘街、尚

路、石龙军路三条大街以及许耋

连接而成。它是老曼谷的街区之

有近2 0 0年历史。这里的房屋j

较古旧，但商业却异常繁荣，经{

乎全是华人、华侨。浓郁的潮汕J

是曼谷唐人街最大的特色，潮，

这里通行无阻。早期生活在曼≮

人，大都集中在耀华力路一带，!

际会光临唐人一各地春节赶庙森也都特意来

，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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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那里便发展为著名的唐人街。耀华

力路为拉玛五世朱拉隆功所建，其原

意为“太子”，中国人把它译为“耀华

力”．实在十分贴切二

一进入唐人街范围，就发现这里

很是热闹繁荣，像到了国内那些大都

市里繁忙的大市场，门店林立，人头涌

涌。这里似乎是曼谷最热闹的地方，

人声鼎沸，车潮滚滚，到处热火朝天。

街是老街，两旁都是像南中国许多地

方的骑楼式建筑，楼上住人，店铺就

在楼下面，大街小巷熙熙攘攘。遍布

街区的是数以千计各种商号，悬挂着

醒目的中文招牌，经营来自中国和当

地生产的商品，较国内似乎更传统一

些。食品店、酒店、百货店、杂货店、

鞋店、工艺品商店，I：LI：I二皆是，店牌基

本都标注了泰中两种文字，当然又以

中文为主的，也许就是为了凸显唐人

的特点。但最多的是金店，门面虽不

大，却装饰得富丽堂皇，据说曼谷金店

的70％都分布在唐^街。精品商店出售

穿大红袍的人偶在招揽客户

的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知名产品，贵

州的茅台酒、北京的臭豆腐、北京同

仁堂的丸药、漳州的片仔癀、重庆的

天麻等中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此

外，还有出售华文书报的书店、报摊，

也有潮州戏院、国语影院等。加上各式

各样的小摊档，叫卖声此起彼伏，感觉

那样的亲切和熟悉，仿佛就像进入了

时光隧道，把你带回到了那遥远的少

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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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春节，泰国寺庙就格外热闹

曼谷春节街头神像

酬神祭祖潮人年

由于泰国华人众多，过春节仍保

留着中国传统习俗，气氛比国内更浓，

来得更早。一到腊月中旬，大街小巷

开始迎春装扮。号称“中国城”的耀华

力、石龙军、三聘街一带，沿街大红灯

笼高挂，到处可见挥春摊档，挂满春联

和年画。年货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一

到晚上“喜迎新春”、“招财进宝”等

字样的霓虹灯，流光溢彩，加上商行里

传出的中国经典音乐，更增添迎春气

氛。潮人都喜欢到那里置办年货。其

次是逛花市，最受潮人欢迎的是桔

子和迎春花。同时，每家必备一盘大

桔(潮州柑)和槟榔(或橄榄)，准备迎接

宾客的到来。

春节来临，潮人最重视酬神祭

祖。善男信女一到腊月，就忙于置办

供品，祭祀各方神明，谓之“谢神”。泰

国现有潮汕俗神三山国王、宋大峰祖

师、龙尾爷等庙宇多达几百座，仅祀潮

人先贤翁万达的“英勇大帝庙”就超

过40座。这些多由移居泰国潮人从家

乡带去香火立庙。还有当地人民为潮

人先贤立庙，如湄南河畔的“郑皇庙”

(祀郑达信)和北大年的‘‘灵慈圣宫”

(祀林姑娘)，常年香火不断。特别是

“灵慈圣宫”，号称“泰国华人第一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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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灯前祈福新一年安好如意 生活在泰国的潮州人还保留着酬神祭祖的习俗

庙”。1976年泰王蒲密蓬偕同皇后、公

主、殿下等一行，专程前往隆重祭祀，

并御赐题词。不少地方因庙而得名，如

“龙尾爷街”、“妈宫巷”等，不胜枚

举。潮人谢神之余，各户打扮家居，贴

上象征吉祥、鸿运的春联和门神，然后

准备祭祖事宜。

除夕晚上，潮人都要回家祭祖，合

家“围炉”吃团圆饭。除夕之夜，潮人

仍习惯“守岁”。边品功夫茶边看“春

节晚会”，等候新年钟声的到来。新

年初一，潮人大多食斋。亲友互相拜

年，见面合掌行礼，互致‘期正如意”、

“恭喜发财”等吉利话。春节期间，潮

人_般选择去旅游，在家过年的，则亲

朋之间互访、逛街购物，有的会上庙求

神拜佛，祈祷新年吉利。

春节在泰国不算公休节日。但华

人办的企业，一般都放假，并给员工

发“压岁钱”。节日上班的员工，老板

会发给双薪。每年春节，是华人社团

最繁忙的时间。由于潮人占大多数，

故华人社团也多为“潮团”。“泰国潮

州会馆”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华人

乡缘组织。每年春节，“泰国潮州会

馆”均到“中国驻泰使馆”拜年，并

组织迎春庆祝活动，邀请家乡艺团到

泰巡回演出，促进中泰文化交流。各

地潮人宗乡会、行业会、慈善会等也

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例如北榄坡的

潮人，一年一度举办迎春盛会，重头

戏是迎春大游行。游龙舞狮，旌旗歌

舞，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有的还抬

出平时供奉的“老爷”加入游行，队

伍浩浩荡荡，热闹非凡。各种迎春庆

祝活动，会—直持续到元宵节。

另外，泰国王室成员在春节也会

光临唐^街，给当地华人拜年。就像中

国各地春节赶庙会的习俗一样，当天

许多泰国民众也都特意来到唐人街感

受中国春节的热闹气氛。无论是成串

的红灯笼，还是恭贺新禧的条幅；无

论是闹中取静的现场剪纸，还是身着

小唐装的孩子们，触目所及，无不让人

感受到浓郁的年味儿。街头各种与龙

有关的小饰品成为游客的新宠，也为

节日增加了不少气氛。这座中国城随

时代变迁变了摸样，不再是百年前漂

洋过海的中国人佳节思亲自娱自乐的

街巷，而成了国际大庙会。也正因为如

此，曼谷市政府和泰国旅游局也积极

参与了节日活动的组织工作，并将节

庆活动取名为“国际中国节”。

节庆活动的舞台基调是红色。从

代表耀华力路龙头的大牌坊到代表龙

尾的龙尾寺，8 0 0米的长街上，每个

路口都拉着红色的条幅，电线杆上则

插起了大红的幡旗。穿着红色唐装和

T恤衫的男女老少似乎总也走不出你

的视野，衣服上除了中国传统的花纹

还少不了过年的吉祥话。卖红色唐装

的摊位前挤满了买衣试装的人，到处

都是“漂亮”、“可爱”的赞叹声。舞台

的布景则是纯正的中国式的。

在诗琳通公主亲笔题字的大牌坊

广场，你几乎可以找到中国春节庙会的

每—羊东西，从传统的潮剧和木偶戏，
到画扇面的、扎灯笼的、捏面人的、卖

拨浪鼓的。当然，各种诱人的中国小吃

更是少不Yo唐人街上的美食多多，除

了饺子等中国名吃，泰国的当地菜也

很受欢迎。曼谷当地的泰国菜以“辣

味”闻名，炸食、炒菜的种类很多，美

食首推海鲜。咖喱海鲜、清蒸蕉叶咖

喱鱼、百花乌贼鱼汤、酸甜干煎明虾、

清烹大龙虾等，令人目不暇接。如果不

是当地炎热的天气，真以为这是在中

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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