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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十分密切。这其中的原因众

多，包括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历代移民等。在

东盟的一些国家，很早就出现了华人，比如：马来西

亚于公元前就出现了华人的足迹。而众所周知，由于

历史上的原因及历代华人华侨的移民播迁，大多数东

盟国家今天不同程度地存在华人华侨，如新加坡、马

来西亚、菲律宾等。其中最典型的是新加坡，其大部

分国民具有华裔血脉。随着全球经济贸易和各项事业

的不断发展，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 

东盟国家的礼俗文化相当丰富。例如：新加坡多

元文化交融，比如除了中式饮食文化，还有东南亚的

“娘惹”菜和“峇峇”菜。再如：东盟国家人们普遍能

吃辣，不过口味又各不相同，有酸辣，有甜辣等。东

盟国家中不少传统上有用手抓饭吃的习惯。此外，不

少东盟国家还有泼水节，比如泰国、缅甸等。东盟国



家宗教相当繁荣，比如佛教、伊斯兰教，此外还有一

些当地宗教。具体状况在本书各章节中会详细地为大

家介绍。 

了解东盟国家礼俗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

开展汉语国际教育以及与东盟国家进行政治、商贸、

文化等交流，均离不开对东盟礼俗文化的了解。受客

观条件制约，并非每一位读者，都有实地到东盟国家

的经历，但大家可通过本书，作为一个窗口，简要知

晓东盟国家的礼俗文化。尤其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

同学，通过阅读本书，了解东盟国家礼俗文化，为日

后到东盟国家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打下基础。 

本书雅俗共赏，适合读者面较广。本书按不同的

礼俗文化内容划分章节，所涉及东盟各国的情况，不

求面面俱到，礼俗多则详细，少则简略。本书内容立

足于知识性和通俗性的介绍，图文并茂，适合大中专

学生、社会上有此阅读需要或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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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东盟国家社交礼俗 

礼俗即礼仪与习俗，指一个民族各种场合、相关各种物质和文化等

的礼节。礼仪是一个民族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约定俗成或历史形成并得到

共同认可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各种行为规范。习俗是习惯与风俗的集

合，是个人或某个集体在长期社会生活和传统事件中所传承的具体风尚、

礼节和生活习惯。礼俗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各国民族都有各自人际交

往的礼仪和道德规范，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社会交往模式。  

由于受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时代潮流等因素的影响，

东盟国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礼俗文化。了解东盟各国的礼俗，有助

于加深彼此的交流与合作，使我们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沟通和交往更为密

切，更为顺畅。  

第一节  礼仪用语 

一、越南 

日常生活中越南人很注重礼仪。在路上学生见到老师须双手放于大

腿两侧、站稳并打招呼“老师好”。公司职员更注重礼仪，见到上级一定

要打招呼。越南人对称呼很讲究，不同称呼体现出越南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越南人不习惯“姓+职位”的称呼方法，如“张经理”“王处长”“李

科长”诸如此类的称呼习惯，越南人习惯使用“姓名最后一个字+亲属称

谓”的称呼方法。例如，一位越南经理名叫“陈×林”，45 岁，下级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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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林叔叔”，这里的“叔叔”并不表示亲属关系，只不过陈经理比下属

的父亲年龄小，所以称之为叔叔。越南人偏爱亲属称谓，在工作场合也

常常使用亲属称谓。这与越南人民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关，

越南人注重传统的家庭观念，长幼辈分有序。时至今日，胡志明主席一

直被越南人民亲切地称为胡伯伯。越南人打招呼不需要称呼对方的职位，

如果下属和上级的年龄差不多，可以说“大哥你好”，“大姐你好”。近几

年越南流行把上级称为 Sep（汉语即“领导”“老总”之意）。到越南我们

要注意越南人跟中国人在称谓习惯上的差异，彼此尊重，这样双方沟通

起来就比较顺畅，也能很快得到对方的情感认同。  

二、老挝 

与老挝人打招呼时，如果知道对方姓名，可只称名而不称姓。但为

了表示尊敬，要根据不同对象，在其名前加上不同的表示尊敬的字，对

社会地位较高的男子加“陶”，女性加“娘”，亲王加“昭”等。对于不

知姓名的人，称老大爷为“耶泡”，称老大娘为“耶麦”，称大哥为“耶

艾”，称大姐为“耶娥”，称弟弟、妹妹为“耶侬”。在生活中，老挝人自

己也习惯单呼其名，而从不单呼其姓。   

三、缅甸 

缅甸人没有姓，只有名字，通常要在名字前边加上一个称呼，以表

示这个人的身份。男子一般自称“貌”，意思是“弟”，以示谦逊；对幼

辈或少年人也称“貌”；对年纪较大的男性则称“吴”，意为“先生”；对

平辈或男青年称“郭”，意为“大哥”；对年轻女性称“玛”，意为“姐妹”；

对有地位或年老的女性称“杜”，意为“姑”。女子都自称“玛”。  

缅甸人熟人早晨见面问：“你睡得好吗？”“您身体好吗？”吃饭时

见面问：“你吃饭了吗？”吃过饭以后问“您吃得好吗？”“饭菜可口吗？”

朋友久别重逢问：“您身体健康吗？”“您日子过得挺安宁吧！”外出的人

告别时常说：“请允许我告辞了！”送别的人回答：“祝您一切顺利！”“祝

您平安无事！”青年人见到老年人：“给您请安了！”这时，老人说：“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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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善哉！”或说：“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在机关单位里，下级

见到上级要站立俯首问：“您吉祥如意！”上级也回答：“您吉祥如意！”

在学校里上课时，学生要站立着齐声说：“老师，您吉祥如意！”这时，

老师回答：“你们吉祥如意！”然后让学生坐下。  

四、柬埔寨 

柬埔寨人姓在前，名在后。贵族与平民的姓名有所不同：贵族一般

承继父姓，平民一般以父名为姓；贵族起名很有讲究，往往寓意深刻，

平民名字多数是随便叫起来的，没有什么特殊含义。柬埔寨人通常不称

呼姓，只称呼名，并在名字前加一个冠词，以示性别、长幼、尊卑之别。

如“召”意为孙儿；“阿”意为小孩；“达”意为爷爷；“宁”意为姑娘；

“洛克”意为先生等。如一个叫“恩”的男子，祖父辈称之为“召恩”（孙

儿）；叔伯辈叫他“克梅恩”（侄儿）；同辈叫他“邦恩”（兄长）。对上了

年纪的男子就尊称为“达恩”（爷爷），“殴姆恩”（大伯）或“布恩”（叔叔）。 

又如一个女子叫“新”，长辈叫她“宁新”（姑娘）；同辈则叫她“邦

新”（姐姐）。对于上了年纪的女子则尊称为“耶依新”（奶奶），“殴姆新”

（大妈）或“铭新”（姑、姨）。  

五、泰国 

泰国人互相称呼，一般尊称“Kun”（先生、太太、女士）在名字前。

所以泰国人以你的名字代替姓氏称呼你时，如卜克先生或玛莉女士，千

万不要感到惊讶。  

与泰国人交谈时，避免谈论政治、宗教、王室成员等话题。即使是

朋友之间，也不喜欢谈论个人问题。  

六、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人有名无姓，通常是起个名字，后面再加上父名，男的中

间加“宾”字，女的中间加“宾蒂”两字。马来西亚人几乎人人都有头

衔，有的是国家各级领导颁发的各种勋衔，有的是家庭传统的头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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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宗教传统的头衔，男女往往都不一样。所以，在他们那里可千万不

能把头衔弄错，否则会被视为失礼。  

马来西亚人路遇相识的人，都要相互问候。一般是其中一人以阿拉

伯语“真主保佑，一路平安 !”向对方致意，另一方也要以“愿你一样好 !”

来回敬对方，两人以手接触后，举到胸前一下，表示施礼。马来西亚人

大多喜欢谈论一般事务、家庭生活、体育运动和食品之类的话题。  

七、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人和善，容易接近，态度谦虚，与人相见彼此握手为礼。

有时会采用传统的见面礼：用右手按在自己的胸前，然后相互问好。  

通常不宜询问印度尼西亚人的姓名。印度尼西亚人姓名有长有短，

其长度往往与他们的富裕程度成正比，穷人只有一个名字，中层人士多

有两个名字，而富人则会有一长串名字。印度尼西亚人男子有互称“兄弟”

的习惯，妇女往往互称“姐妹”。跟有身份的人打交道最好以其正式头衔

相称。  

印度尼西亚人很重视在社交活动中与他人互换名片。前去拜访他们

时，切记在见面之初主动奉上自己的名片。不然的话，就有可能长时间被

对方冷落。  

八、新加坡 

与新加坡人攀谈时，不仅不能口吐脏字，而且还应该尽量多使用谦

词、敬语，同时，对于话题的选择也要注意。新加坡人最青睐的话题，

主要是运动、旅游、传统文化以及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对于新加

坡国内的政治、政策、宗教、民族问题，执政党的方针、政策，领导人

的选拔，以及新加坡与美国和邻国的关系问题，则最好不要涉及。  

新加坡的华人乡土观念极强。与其交往时，一定要给对方“面子”。

要是能够使用“家乡话”与其进行交谈，则必会大受欢迎。能够熟练地

运用英语进行会话，通常也是有身份者的主要标志之一。  

有一点很特别，那就是新加坡人对“恭喜发财”这句祝词极为反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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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这句话带有教唆别人去发不义之财、损人利己的意思。在商

业活动中，宗教词句和佛陀的图像也被禁用。  

九、文莱 

文莱人家里来了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对方向自己请安问好，

就要给以接待，笑脸相迎。在他们看来，给对方以好脸色就是对客人的

施舍，向对方问候就是祈祷。如果自己的身份高于对方，他们很注意表

现出谦逊的样子。说话总是心平气和，注意不说对方不爱听的话。  

来了客人，尽量不让对方看到自己正忙着，在他们看来，让对方看

到自己忙就是想赶对方走。客人来了，有吃的尽管拿出来就是，对方不

吃则不勉强，吃了也不问好吃不好吃之类的话。这样询问客人会被视为

不懂礼貌。客人告辞，要向客人表示感谢，并邀客人下次再来。  

十、菲律宾 

菲律宾人的姓名大多为西班牙语姓名，顺序为教名－母姓首字－父

姓。与专业技术人员交往时要称呼他们的职称如工程师、建筑师、律师、

教授等。交谈时要避免菲律宾国内政治纷争、宗教、菲律宾近代史等话题。 

第二节  服饰装束 

一、越南 

在古代，越南的京族人穿有套头的衣服和长裙；在现代，越南城市

的男子一般穿西装，女子穿花色窄袖长袍。越南妇女喜欢穿越南传统服

饰—— 长袍，款式类似中国的旗袍，被视为越南的国服。长袍的上身束

腰，突出身段；下摆舒展，开衩至腰际，既显出女子的婀娜多姿，又便

于身体活动。越南妇女穿长袍时，里面要穿一条通常是黑色或白色的宽

腿拖地长裤。  

越南的妇女喜欢戴头饰、留长发。现代越南妇女平时不是长发披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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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用发夹将头发束于脑后。  

在婚、丧等重要场合，越南人一般穿特别的服装，如传统婚礼，新

郎和新娘要穿正式传统礼服。新郎穿黑色或深蓝色长袍，头戴同色布帽；

新娘穿黄色国服，外披白色长衫，头戴黄色布帽。丧礼时，家属穿素色传

统服装，头绑白布条，参加祭祀的男性要着黑色服装，女性则着素色服装。 

二、老挝 

老挝气候炎热，衣着具有明显的热带风格。在老挝比较偏僻的地区，

当地人一般穿自己缝制的衣服；在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地区，人们的服装

已经商品化和国际化了。老听族妇女穿蓝色裙子和短上衣，腿上裹一条

罩布，也穿条纹布做的黑色花裙，并时常佩戴珠串一类的饰物。很多妇

女对又粗又大的木制耳环情有独钟。男子穿深蓝色的裤子和衬衣，也有

些男子不穿上衣，下身只是在腰间围一条薄薄的红色布巾。老龙族的民

族服装跟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服装相似。男着无领对襟上衣，下穿

纱笼式裤子，或穿长筒宽腿裤；平日，他们还时常将一条水布盘在头上，

或是系在腰上。女穿无领斜襟上衣，下穿筒裙。同时，还讲究从右肩穿

过左腋围上一条披肩，并在腰上系上饰有银制带花的腰带。在重要节日

时，女子一般要穿民族服装，盘起发髻；男子则一般穿西装，较少穿民

族服装。  

三、缅甸 

缅甸人男女下身都穿筒裙，男裙称“笼基”，女裙称“特敏”。男上

衣为无领对襟长袖短外衣，女上衣为斜襟短外衣。每逢重要场合，男人

多戴缅式礼帽。这种礼帽又叫“岗包”，是用素裹巾包扎成形的类似帽子

形状的物品。缅甸妇女多留长发，挽发髻，戴鲜花。缅甸人不论男女、

不论场合，均穿拖鞋，平时很少穿袜子。  

四、柬埔寨 

柬埔寨民族传统服装主要有：纱笼、山朴和格罗麻（Krama）。纱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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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便服，只在家中穿，用丝绸、方格布或印花布做成；山朴是用长

条布，不加缝合，从腰中往下缠绕至小腿，再从胯下穿过，在背后紧束

于腹部，剩余部分伸出如尾。男子穿直领多扣上衣，天气热时则不穿上

衣，只穿“纱笼”或“山朴”。妇女的便服上衣多为丝质圆领对襟短袖衫，

下衣也穿纱笼，通常她们在腰间还要缠一条图案优美的长布巾。“格罗麻”

（Krama），是柬埔寨人的必备之物，一年四季脖子上都围着。它有多种用

途：洗脸时当毛巾；购物时当包裹布；炎热时把它在水里弄湿，罩在头

上防暑降温；凉爽时当围巾；入睡时当被单。它成为柬埔寨的馈赠佳品，

也是他们民族服饰的标志。柬埔寨人一般穿拖鞋，不戴帽。  

柬埔寨有一种古老有趣的风俗，用服装色彩表示日期，有“七彩星

期”之说：星期一穿嫩黄色，星期二穿紫色，星期三穿绿色，星期四穿

灰色或浅蓝色，星期五穿青色，星期六穿黑色，星期天穿红色。  

五、泰国 

泰国的服装，比较朴素。男子的民族服装叫“绊尾幔”纱笼和“帕

龙”纱笼。泰国女子的下装是筒裙。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泰国人着装

也在变化，不管城市还是乡村的男子都习惯穿西装或者制服了，多数场

合穿长裤、衬衣，女子喜欢穿西服裙。  

六、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人男女传统礼服分别是：男士上穿一种无领、袖子宽大的

外衣，即“巴汝”，下着长裤，腰围短纱笼，头戴“宋谷”无边帽，脚穿

皮鞋；女士礼服主要是纱巾、上衣和纱笼。纱巾多为鲜艳的单色，薄如

蝉翼，其长至胸。上衣长袖无领，十分宽大，其长至臀，称“巴汝古隆”。

纱笼多是单色的，宽大而多有黄图案，可垂至足。  

不过，现在马来西亚人只有在工作之余探亲访友或在重大节日时，

才着传统服装，一般平时穿着轻便的西服。在各种正式场合，男士着装

除民族服装或西服外，可穿长袖巴迪衫。巴迪衫是一种蜡染花布做成的

长袖上衣，质地薄而凉爽，现已渐渐取代传统的礼服。  



东 盟国家礼仪与民俗文化�

8 

马来西亚人在社交场合，穿着西装或套裙。但在正规的场合里，无

论是传统礼服或是随意的便服，男女都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即穿在

身上的衣服遮手盖脚，又宽又长，绝对不允许人们露出胳膊和腿部来，不

可露出脚心或鞋底。所以，在马来西亚，背心、短裤、短裙往往是忌穿的。 

七、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人衣着总体保守朴素。在公开场合，男人在办公时，通

常穿长裤、白衬衫并打领带。在多数正式场合都可以穿长袖蜡染衫，即

巴迪衫。妇女在办公室穿裙子和有袖的短外套，并避免色彩过于鲜艳。

如果在私宅吃晚饭，可穿短袖外套、裙子或礼服。如果参观庙宇或清真

寺，不能穿短裤、无袖服、背心或裸露的衣服。进入任何神圣的地方，

一定要脱鞋。在巴厘，进入寺庙必须在腰间束腰带。  

印度尼西亚女子传统上衣很特别，长而宽敞，对襟长袖，但是没有

衣领，衣服质料多半采用白色有花纹的薄纱，纽扣用金色大粒的铜扣，

有的用合金制成，也有的用镶钻石的金纽做成。  

爪哇族和巴厘族的女性，上身穿着简单缝制的衣服，下身则穿着称

为“纱笼”的漂亮长裙，质料为木棉或化学纤维；男性穿着轻快的衬衫

型上衣和长裤型的纱笼。  

八、新加坡 

新加坡不同民族着装上有自己的特点。马来人男子上穿一种无领、

袖子宽大的衣服，下穿长及足踝的纱笼，头戴叫做“宋谷”的无边帽；

女子上衣宽大如袍，下穿纱笼。华人妇女多爱穿旗袍。新加坡政府部门

对职员着装上要求严格，工作时间严禁穿奇装异服。在许多公共场所，

穿着过分随便者，如穿牛仔裤、运动装、沙滩装、低胸装、露背装、露

脐装的人，往往会被禁止入内。  

九、文莱 

由于受传统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大多数文莱人仍然保留传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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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穿传统民族服装。通常文莱男子上身穿蜡染的花布做成的长袖衬

衣，即“巴汝”，下身穿纱笼。女性的传统服装则一般由头巾、长衫、长

裙三部分组成。在与外界交际的正式场合，文莱人则穿着西装或套裙。

文莱妇女的服饰，偏好红色、橙色和其他一些鲜艳的颜色，对绿色也十

分喜爱。  

十、菲律宾 

传统菲律宾人穿用棉纱、麻纤维制成的衣服。男的上衣叫“康岗”，

无领、短袖，下身用叫做“巴哈”的布裹住腹部。衣服颜色多为蓝色或

黑色，只有尊长才穿红色的衣服。受西方影响，现在菲律宾人穿着变化

很大。中上层一般穿西装，一般百姓穿着比较简单。男子上身穿白色衬

衣，下身穿西装裤；女性喜欢穿无领连衣裙。  

菲律宾穆斯林男子着短外衣和宽大的长裤，围一条“纱笼”（一种花

围裙）作为腰带。妇女穿紧身的短袖背心，钉上两层金属纽扣，穿紧脚

口的宽大裤子或裙子。跟马来人一样盘结发型，有时裹着颜色鲜艳的头

巾，戴手镯、项链和耳环。  

第三节  建筑特色 

一、越南 

越南的建筑具有东西杂糅的特点。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建筑文化也有

着深远的影响。在河内的一座最古老的“镇国古寺”，其建筑式样完全是

中国式的古典风格，古寺的对联、门匾都用汉字写成。该寺始建于公元 6

世纪中叶，现在是越南国家级历史文化古迹。历史上中国文化对越南影

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在越南很受推崇，所以现在越南

的许多地方仍建有许多孔庙。除了中式建筑，在河内、海防和鸿基等城

市，仍保留着法国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的许多建筑，这些法式的楼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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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黄颜色。  

越南的民居，一般为土平房或砖瓦平房，住房直接建在地上，房顶

是“人”字架。房屋布局，中为堂屋，两侧为耳房。房后常挖有池塘，

房前大多建有院落、水井、洗澡间和厕所等设施。房前屋后常种有几棵

槟榔树。屋内正房中央的墙壁设有供台，供奉祖先的牌位。  

二、老挝 

老挝的建筑风格受邻国的影响很大，老挝建筑艺术的特点充满了宗

教色彩。塔、寺和宗教建筑结构均源自印度，并深受泰国、缅甸诸国宗

教艺术的影响。建筑物形状是传统的印度风格，成弯形，底部圆，顶尖

如箭，建筑物的用途是供佛，但其规模远不及泰国。比较大型的建筑物，

大厅常呈“十”字形，窗户的结构以及曲线顶部为特征的处理方式，明

显地表现出受到古“婆罗门教”的影响。  

老挝传统住房大都是干栏式的高脚屋。木墙草顶，也有瓦顶或木顶。

每户一幢，楼上住人，分内、外房，内房为家庭成员的卧室，外人不得

进出；外房为客厅和家庭用房。楼下多为牲畜栏和家禽栏以及杂物间。  

三、缅甸 

缅甸以“万塔之国”著称，在仰光，随处可见大大小小、金光灿灿、

风格各异的佛塔。这些佛塔，全是缅甸人捐款修建的。虔诚的佛教徒把

修建佛塔看做一生最大的心愿。蒲甘古城坐落在伊洛瓦底江中游左岸，

位于缅甸中部，素有“万塔之城”美誉。市区保留着缅甸各个历史时期

建造的众多佛塔、佛寺，拥有十二座宏伟的城门，并以护城河环绕。总

之，佛塔的数量众多，建筑精巧、风格各异的佛塔遍布城内城外，一片

片，一簇簇，举目便是，密如蛛网。这些佛塔建筑，无论是在造型、结

构方面，还是在用料、装饰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四、柬埔寨 

柬埔寨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是吴哥建筑群，它代表了柬埔寨最高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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