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故宮遇見泰國 ─ 
「薩瓦蒂泰」教育推廣特展導讀
▍周奕妏　

「薩瓦蒂」取泰語 Sawasdee吉祥美好之音譯；泰國和臺灣不僅是觀光與產業上重要的國際

鄰居，在文化上亦有許多相映成趣之處。藉由本院圖書文獻和器物收藏，以及泰國暹羅博

物館、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及臺

灣新住民團體的支持與協助下，推出「2019故宮亞洲藝術節 ─ 泰國月」活動及「薩瓦蒂

泰 ─ 故宮泰文化特展」。         

本展以院藏圖書文獻史料出發，結合新入藏之宗教造像、陶瓷器與織品文物，並串聯同期

展出之「芳茗遠播 ─ 亞洲茶文化展」、「泥土的座標 ─ 院藏陶瓷展」、「四海名物 ─ 國

立故宮博物院新入藏亞洲文物精選」等展件品項，首度以異文化為題，分三單元由其歷史

記載、精神文化到生活物質，推出綜覽式的教育推廣型展覽，與民眾共同探索既熟悉又陌

生的泰文化，期待未來能持續拓展，引介亞洲迷人的多元文化與藝術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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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唐　玄奘撰　〈傳聞六國〉　《大唐西域記》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遇見暹羅

　　位於連結東亞及南亞的季風區、對外來文

化相對開放的泰國，自古便善用其地理位置，

在十五、十六世紀開啟與西方國家的互動，成

為亞洲海上貿易樞紐之一員。她接納來自印度

與中國的古文明，融合孟族、泰族、高棉等東

南亞各族群元素，以及十九世紀歐洲傳入的信

仰和物質文化，逐步涵化為璀璨的「泰文明」。

　　千年以來，在現代泰國疆域內曾先後出

現、或數個文明同時並茂，如主要位於今日

柬埔寨的扶南與真臘國、泰國南部盤盤國和

赤土國、泰國北部八百媳婦國、馬來半島群

島地區的三佛齊等城邦國家，顯示大陸東南

亞地區，有別於華夏文明的非線性發展社會。1

　　在現代國家建立以前，外國人多以「暹

羅王國」稱呼泰國；直至廿世紀中葉，「泰

國」這個名字，才在相對新穎的國族概念下

產生。其中，唐三藏法師曾提及的「墮羅

缽底（Dvaravati，約六至十一世紀）」、泰

族首個歷史王朝「素可泰（Sukhothai, 1238-

1438）」、不落之城「阿瑜陀耶（Ayutthaya，

中譯大城，1350-1767）」，以及現今泰北清

邁地區的「蘭納（Lan Na, 1296-1892）」皆為

形塑現代泰國的重要城市。

　　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大唐西域記》〈傳

聞六國〉篇章中記載的「墮羅缽底」（圖 1），2

是以孟族人為主，在昭披耶河和素攀河沖積

平原所建立的多民族王國。佛教於此時已傳

入東南亞地區，成為當地信仰的根基，影響

後世泰文化的形塑。

　　元代史書中提及該地原有「暹國」及

「羅斛」二國。3「暹國」應是指建都於泰國

中部的「素可泰」，其在十三世紀時，已發

展出體系完整的古泰文。載有素可泰王蘭甘

亨大帝（1239-1298，意為勇敢的羅摩）重要

事蹟的「蘭甘亨碑銘（Sukhothai Inscription 

No.1）」，普遍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泰文文獻。

　　自素可泰時期起，暹羅即頻繁與中國貿

易並建立外交關係。至十四、十五世紀時，

蔚為風尚的中式陶瓷風格傳入泰國，於當地

發展出受青花瓷影響的釉下鐵繪瓷（圖 2）還

有具龍泉窯風格的青瓷（圖 3），其以精緻的

 圖2  泰國　15世紀　素可泰　西撒查納萊窯　鐵繪魚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泰國曼谷大學東南亞陶瓷博物館捐贈

 圖3  泰國　15世紀　素可泰　西撒查納萊窯　青瓷劃花花口
折沿大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泰國曼谷大學東南亞陶瓷
博物館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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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裝飾、繪有魚紋或花草紋的器皿最為著

名，受南洋群島、日本以至印度洋貿易圈等

市場喜愛。

　　十四世紀時，素可泰南邊的阿瑜陀耶勢

力興起，並於十五世紀中葉併吞素可泰。明

太祖洪武十年（1377）阿瑜陀耶王子出訪中

國，朱元璋隨即回贈「暹羅國王之印」；航

海家鄭和，亦曾於永樂年間數次受派赴暹羅

交流。即便政權更迭，「暹羅」成為中國在

外交上對泰國的稱呼直至廿世紀。（圖 4）4

　　除此之外，在當今泰國北部清邁地區，

還有二度抵抗蒙古武力入侵、元明史書稱

「八百媳婦」5的蘭納文明；其語言文字皆獨

立於暹羅之外，自 1556年起斷斷續續成為緬

甸或暹羅屬國，至 1892年併入暹羅版圖。史

書記載「八百媳婦」名稱起源於該國國王的

八百位妻子。（圖 5）6事實上，泰族傳統農

業社會多有女性主導家庭決策及經濟之例，

說明有別於華人的性別觀念。7

暹羅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在中國特殊的朝貢制度下，暹羅須積極

表達臣服才能取得順暢的貿易管道。當貢使

攜帶海外異物贈與中國皇帝，朝廷亦會回贈

更加貴重的禮品，以凸顯其天朝自居的尊崇。8

而對暹羅而言，遣使至中國進表、按律例朝

貢，則或許是可取得巨大利益的貿易機會，

同時又能藉獲得大國認可、壯大威望的外交

策略。

　　自明代洪武年間起，暹羅通常依例一至

三年一貢，至大清乾隆至道光年間，暹羅

與中國往來則愈顯頻繁。（圖 6）故宮圖書

文獻庫房裡有一件由吞武里王朝（Thonburi 

Kingdom, 1767-1782）建國君主鄭信（Taksin，

清廷稱鄭昭，1734-1782）寄交，經翻譯成漢

文的書信。（圖 7）9推測因當時政局不穩，

其為鞏固政治地位，積極向清國示好欲爭取

認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還有「貢外

之貢」的紀錄。10可惜的是，該次使節團返國

後，吞武里王朝已被推翻，鄭王亦被殺害。

　　此外，還有由曼谷王朝拉瑪三世（1788-

1851）送給清代道光皇帝（1782-1850）以金

箔刻寫的「金葉（suphanna bat）」國書，收

納在精美的螺鈿漆盒中。（圖 8）據大清內務

府《活計檔》記載，當時來自外國刻寫在金、

銀葉上的書信，通常定期銷毀熔化以作他用，

現存文物極其珍稀。11金箔上的文字已模糊不

清，藉本展機緣，在國立政治大學陳鴻瑜教

授的協助之下終能將原文譯出，解讀近二百

年前外交文件上的線索。詳見〈揭開國立故

宮博物院典藏之暹羅金葉表文之神秘面紗〉

一文。

　　溫暖潮濕的自然環境，造就泰國農業立

國的根基。清代閩粵地區缺糧時，便曾由暹

羅進口稻米，雖在清宮檔案中記載的頻率及

總量上皆不算特別突出，但其指出一有趣的

現象。出航貿易成本高，進口稻米利潤低，

但時任褔建巡撫以閩南地區土地有限、糧食

不足為由，請求朝廷准許商人領取地方官府

證明文書，赴暹羅購買米、並在當地造船回

運中國。買回的米除無需上繳，還會給予隨

船貨物稅務減免的優惠、甚至為商人加封頂

戴，有意借此維護中國華南地區進出口貿易

利益。（圖 9）12

大航海時代以後

　　十六世紀後，海運逐漸取代陸路作為歐

亞貿易主要途徑，讓擁有地理優勢的暹羅成 圖5  清　陳夢雷編　〈雲南土司八百媳婦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雍正4年武英殿銅活字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張廷玉等撰　《欽定明史》　乾隆4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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箔刻寫的「金葉（suphanna bat）」國書，收

納在精美的螺鈿漆盒中。（圖 8）據大清內務

府《活計檔》記載，當時來自外國刻寫在金、

銀葉上的書信，通常定期銷毀熔化以作他用，

現存文物極其珍稀。11金箔上的文字已模糊不

清，藉本展機緣，在國立政治大學陳鴻瑜教

授的協助之下終能將原文譯出，解讀近二百

年前外交文件上的線索。詳見〈揭開國立故

宮博物院典藏之暹羅金葉表文之神秘面紗〉

一文。

　　溫暖潮濕的自然環境，造就泰國農業立

國的根基。清代閩粵地區缺糧時，便曾由暹

羅進口稻米，雖在清宮檔案中記載的頻率及

總量上皆不算特別突出，但其指出一有趣的

現象。出航貿易成本高，進口稻米利潤低，

但時任褔建巡撫以閩南地區土地有限、糧食

不足為由，請求朝廷准許商人領取地方官府

證明文書，赴暹羅購買米、並在當地造船回

運中國。買回的米除無需上繳，還會給予隨

船貨物稅務減免的優惠、甚至為商人加封頂

戴，有意借此維護中國華南地區進出口貿易

利益。（圖 9）12

大航海時代以後

　　十六世紀後，海運逐漸取代陸路作為歐

亞貿易主要途徑，讓擁有地理優勢的暹羅成 圖5  清　陳夢雷編　〈雲南土司八百媳婦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雍正4年武英殿銅活字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張廷玉等撰　《欽定明史》　乾隆4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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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際貿易集散地之一。中國茶葉、瓷器、

絲綢，印度棉織品、東南亞香料、金、錫，

以及西亞串珠與玻璃器皿等，皆可在東南亞

集貨地進行買賣，宗教的傳播也隨商旅移動

持續進行。（圖 10）

　　取《羅摩衍那》史詩中的阿育陀城

（Ayodhya）「不可攻摧」之意而名的阿瑜

陀耶（Ayutthaya），主要由國王主導海外生

意。其境內有來自中國、印度、日本、波斯

等地的各國商人聚集；伊朗人的商業活動又

於十七世紀後半最繁盛，時常以暹羅皇室之

名前往日本長崎進行貿易。13而葡萄牙、荷蘭、

英國、法國等歐洲商旅到來後，亦以暹羅作

為其在遠東商貿與傳教的中轉站。為因應繁

忙的港口業務，阿瑜陀耶設立了暹羅第一個

專責港務事務的政府部門「Krom Tha」。

　　對外交與西方科技採開放態度的那萊王

（King Narai the Great, 1632-1688），任內除

 圖6  清　乾隆年間　交趾中南半島情形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清　暹羅國長鄭昭　〈為具金表進貢天朝事〉　清乾隆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件檔案漢字為清宮四譯館所譯，與實際文義有異，泰文譯文如下：
 阿瑜陀耶王國國王謹致書。
  國王登基後切念與北京長年交誼。為此特命 Phraya Sunthon Aphai擔任首席大使，Luang Phichai Saneha作為副使，Luang 

Photchana Simon為第三特使，Khun Photchana Phichit為通譯，Mun Phiphit Wacha為秘書長。遵循偉大國王所繼承的傳統，他們
將尊敬地攜帶皇家金盤、皇室禮品及金葉信箋，前赴清宮親呈大清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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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際貿易集散地之一。中國茶葉、瓷器、

絲綢，印度棉織品、東南亞香料、金、錫，

以及西亞串珠與玻璃器皿等，皆可在東南亞

集貨地進行買賣，宗教的傳播也隨商旅移動

持續進行。（圖 10）

　　取《羅摩衍那》史詩中的阿育陀城

（Ayodhya）「不可攻摧」之意而名的阿瑜

陀耶（Ayutthaya），主要由國王主導海外生

意。其境內有來自中國、印度、日本、波斯

等地的各國商人聚集；伊朗人的商業活動又

於十七世紀後半最繁盛，時常以暹羅皇室之

名前往日本長崎進行貿易。13而葡萄牙、荷蘭、

英國、法國等歐洲商旅到來後，亦以暹羅作

為其在遠東商貿與傳教的中轉站。為因應繁

忙的港口業務，阿瑜陀耶設立了暹羅第一個

專責港務事務的政府部門「Krom Tha」。

　　對外交與西方科技採開放態度的那萊王

（King Narai the Great, 1632-1688），任內除

 圖6  清　乾隆年間　交趾中南半島情形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清　暹羅國長鄭昭　〈為具金表進貢天朝事〉　清乾隆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件檔案漢字為清宮四譯館所譯，與實際文義有異，泰文譯文如下：
 阿瑜陀耶王國國王謹致書。
  國王登基後切念與北京長年交誼。為此特命 Phraya Sunthon Aphai擔任首席大使，Luang Phichai Saneha作為副使，Luang 

Photchana Simon為第三特使，Khun Photchana Phichit為通譯，Mun Phiphit Wacha為秘書長。遵循偉大國王所繼承的傳統，他們
將尊敬地攜帶皇家金盤、皇室禮品及金葉信箋，前赴清宮親呈大清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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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洲國家建立友好關係，更曾晉用外國人

擔任宮廷要職，命西洋商船為皇室服務；華

人與穆斯林亦因善於經商，任財政官職。那

萊王與法王路易十四遣使來往的紀錄，成為

暹羅外交史上的重要篇章。（圖 11）然而，

各國勢力對政治、宗教權力的角逐和商業利

益的爭奪，卻也動搖了阿瑜陀耶王朝的穩定；

轉向封閉外交政策後，因宮廷內鬥致國勢衰

微，被緬甸攻下而亡。14

　　十九世紀曼谷王朝時期，東南亞各國皆

面臨帝國主義國家船堅炮利的侵略，閉關政

策面臨失效。泰國皇室以「國族」、「佛教」、

「皇室」鼎足而三的概念，團結民族信心應

對外國勢力；透過談判和權宜的外交策略，

使列強間彼此牽制，成為十九世紀東南亞唯

一未淪為殖民地的國家。「暹羅王國」於廿

世紀初轉型為君主立憲制國家，並於 1939正

式更名為具民族國家意義的「泰國」。

信仰的異質與再生

　　泰國佛教主要以錫蘭傳入的上座部

（theravāda）為基礎，並吸收婆羅門教／印

度教元素和泛靈信仰形塑而成，在人民精神、

生活及政治上，佔有崇高地位。15素可泰時

期，精通佛學與科學的利泰王（Lethai, 1298-

1323）在位時，親自偕同高僧編寫泰國佛教

經典「三界論」，其所闡述業力因果與輪迴

的宇宙觀，深植於泰國人民心中。（圖 12）

　　在當代泰國日常生活中，亦見印度古文明

信仰的影跡。如觀光客熟悉的「四面神」，為

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梵天（Brahma）。象頭

神（Ganesha）則是濕婆神（Shiva）的兒子。

泰皇稱號「拉瑪」象徵毗濕奴（Vishnu）的化

身，其坐騎─威力非凡的護法神─金翅鳥

（Garuda），16即為泰國國徽。於 2018年成為

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泰國面具舞劇《拉瑪堅

（Ramakien）》，故事以印度神話史詩《羅摩

衍那（Ramayana）》為藍本，其有關因果轉世、

正邪之戰的情節，亦體現了泰國人的價值觀。

　　在主流宗教之外，歷史悠久的萬物有靈

論依舊屹立不搖。如《海國聞見錄》中提及

暹羅人為造船伐樹時，會先以咒語祈求允

許。17當代泰國仍盛行配戴由法術加持，刻有

高僧或神明的「佛牌」來趨吉避凶。或在身

體紋上具法力的圖案或經文來保祐平安。在

商家中亦可見招財貓般招手的南卦女神。

　　本次展出一件造型特殊的動物瓷器，頭部

有大象長鼻，身體則有翅膀與尾翼。即為具泰

國特色的喜馬潘森林（Himmapan）神獸「Kocha 

Puksa」或「Karin Puksa」。（圖 13）源自「三

界論」中的喜馬潘森林位於須彌山下、天界與

凡間之間，住著近百種神獸，其充滿想像力的

奇幻風格是泰國藝術靈感的重要來源。18

　　另一件飾有合掌天人的轎子杆頭，其面

部為鼻寬嘴闊具高棉風格的人臉，為泰國常

 圖8  清　道光　暹羅國金葉表文及螺鈿漆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清　褔建巡撫陳大受奏　〈為許內地商民有願往暹貿易買米造船運回者，呈官取結給照事〉　乾隆12年01月20日　9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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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洲國家建立友好關係，更曾晉用外國人

擔任宮廷要職，命西洋商船為皇室服務；華

人與穆斯林亦因善於經商，任財政官職。那

萊王與法王路易十四遣使來往的紀錄，成為

暹羅外交史上的重要篇章。（圖 11）然而，

各國勢力對政治、宗教權力的角逐和商業利

益的爭奪，卻也動搖了阿瑜陀耶王朝的穩定；

轉向封閉外交政策後，因宮廷內鬥致國勢衰

微，被緬甸攻下而亡。14

　　十九世紀曼谷王朝時期，東南亞各國皆

面臨帝國主義國家船堅炮利的侵略，閉關政

策面臨失效。泰國皇室以「國族」、「佛教」、

「皇室」鼎足而三的概念，團結民族信心應

對外國勢力；透過談判和權宜的外交策略，

使列強間彼此牽制，成為十九世紀東南亞唯

一未淪為殖民地的國家。「暹羅王國」於廿

世紀初轉型為君主立憲制國家，並於 1939正

式更名為具民族國家意義的「泰國」。

信仰的異質與再生

　　泰國佛教主要以錫蘭傳入的上座部

（theravāda）為基礎，並吸收婆羅門教／印

度教元素和泛靈信仰形塑而成，在人民精神、

生活及政治上，佔有崇高地位。15素可泰時

期，精通佛學與科學的利泰王（Lethai, 1298-

1323）在位時，親自偕同高僧編寫泰國佛教

經典「三界論」，其所闡述業力因果與輪迴

的宇宙觀，深植於泰國人民心中。（圖 12）

　　在當代泰國日常生活中，亦見印度古文明

信仰的影跡。如觀光客熟悉的「四面神」，為

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梵天（Brahma）。象頭

神（Ganesha）則是濕婆神（Shiva）的兒子。

泰皇稱號「拉瑪」象徵毗濕奴（Vishnu）的化

身，其坐騎─威力非凡的護法神─金翅鳥

（Garuda），16即為泰國國徽。於 2018年成為

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泰國面具舞劇《拉瑪堅

（Ramakien）》，故事以印度神話史詩《羅摩

衍那（Ramayana）》為藍本，其有關因果轉世、

正邪之戰的情節，亦體現了泰國人的價值觀。

　　在主流宗教之外，歷史悠久的萬物有靈

論依舊屹立不搖。如《海國聞見錄》中提及

暹羅人為造船伐樹時，會先以咒語祈求允

許。17當代泰國仍盛行配戴由法術加持，刻有

高僧或神明的「佛牌」來趨吉避凶。或在身

體紋上具法力的圖案或經文來保祐平安。在

商家中亦可見招財貓般招手的南卦女神。

　　本次展出一件造型特殊的動物瓷器，頭部

有大象長鼻，身體則有翅膀與尾翼。即為具泰

國特色的喜馬潘森林（Himmapan）神獸「Kocha 

Puksa」或「Karin Puksa」。（圖 13）源自「三

界論」中的喜馬潘森林位於須彌山下、天界與

凡間之間，住著近百種神獸，其充滿想像力的

奇幻風格是泰國藝術靈感的重要來源。18

　　另一件飾有合掌天人的轎子杆頭，其面

部為鼻寬嘴闊具高棉風格的人臉，為泰國常

 圖8  清　道光　暹羅國金葉表文及螺鈿漆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清　褔建巡撫陳大受奏　〈為許內地商民有願往暹貿易買米造船運回者，呈官取結給照事〉　乾隆12年01月20日　9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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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守護神「Thephanom」，其形象常由火焰

狀的蔓草紋中而生，成對或重覆並列；除常見

於寺廟或宗教用品上，亦為泰國繪畫、織品、

五彩瓷器等藝術品的經典紋飾。（圖 14）

　　泰國憲法規定泰皇必須為佛教徒，並做

為佛教的守護者，但泰國法律保障了人民的

宗教自由。當代泰國仍以佛教為主要宗教，

其次為伊斯蘭教及基督教，還有少部分的錫

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多種複雜交錯的價值理

念，難免產生流派之間的競逐；不過，多元

的信仰提供了人民對於生命意義和哲學的多

面向思考，形塑出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具特

色的泰式宇宙觀。

瑰麗的泰式衣秀

　　為佛教儀式或家族重要場合進行織造，

是泰國歷史悠久的傳統，其中又以高品質的

手工絲織最為著名，金黃色澤的泰國原生蠶

繭，質地與中國白蠶繭相較偏硬，所製布料

亦較堅挺且具特殊紋理與光澤。

　　泰國織物華而不艷的顏色，來自天然動

植物原料。最常見的應屬可適用於棉布的藍

染。而絲織品的染料則稍與棉布不同，例如，

拓樹或藤黃木可染出較明亮的檸檬黃、藤黃

果和波羅蜜則可製作綠色染料，紫膠蟲所製

成紅色系染料特別適用於絲織品上。19

　　泰國傳統部落中，織布技藝為女性專屬，

技術通常僅內傳家族。布料裝飾圖紋多以幾

何造型為基礎，這與古老綁染技法「Mat mi」

（又稱伊卡或絣織）有關─即事先規劃成品

布料長度並設計好圖案，計算經緯紗線的數

量及密度，分段綁染後再行織造的技法，圖

案邊緣也會因「先染後織」形成鋸齒紋路。（圖

15）在綁染之外亦發展出結合挑花、夾織等

 圖10  泰國　15～16世紀　素可泰　西撒查納萊窯　青釉人物、動物、小罐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法國路易14時期外交官亞歷山大．德．肖蒙
（Alexandre de Chaumont）呈送國書予阿瑜
陀耶那萊國王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提供

 圖12  泰國　8～10世紀　陀羅缽底　佛菩薩三尊立像奉獻板　鎚鍱金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彭楷棟先生捐贈

 圖13  泰國　15～16世紀　象首鳥身神獸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泰國　7～13世紀　飾神祇轎杆頭　羅富里風格　銅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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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複雜技巧的織布技術，或有織入金銀絲

線者，形塑泰絲經典的色彩美學。（圖 16）

　　綁染的色塊除能織出幾何稜紋，還能變

化出大自然或具宗教意涵的紋樣，例如農業

相關的魚與稻穗，具神聖象徵的大象，還有

佛教元素如佛塔、那伽、須彌山，以及大自

然動植物等，皆為數百年來不退的流行紋樣。

如圖 17的裙布便以紫膠經鐵媒染呈現帶紅的

紫；並藉由紮染技巧，創造大象、星星、那伽、

編織花串（Phuang malai）和幾何圖形等。

　　二百多年前，中國宮廷畫家在職貢圖裡

描繪了對暹羅國人的印象，雖與當代所知的

泰國服飾略有差異，卻點出兩個重要特徵。

一為尖聳的佛塔狀帽飾，除常見於神祇造像，

亦為表演服飾、建築裝飾的經典。二為被形

容為「水幔」的寬鬆衣著。因東南亞氣候濕

熱，傳統上常以輕便透氣、無剪裁的掛布作

為主要服飾，例如男女通穿的紗籠、筒裙等。

　　筒裙（Pha sin）是由一條寬約二公尺的

布對摺後縫合製成，可配合各種身材以折、

塞方式調整穿著。類似燈籠褲造型的「Jong 

kra bane」則是由一塊長約三公尺無剪裁的布

料，先如筒裙般包覆下身，再把布的兩端卷

在一起穿過雙腿、紮進後腰而成。

　　十五至十七世紀西洋文化傳入後，則發

展出西式上衣、混搭傳統下身的風格，傳統

服飾甚至一度沒落。直到詩麗吉皇后（Queen 

Sikirit, 1932-）復興傳統織物技藝，融合了西

式剪裁與泰式傳統元素，訂定出因應不同場

合穿著的八款泰國國服，蔚為經典。20在當代

選美舞臺上，泰國更多次以地方特有物產，

展現富泰式創意與多元活力的「民族服飾」，

如 2015年嘟嘟車裝、2018年榴槤裝和 2019

年泰式酸辣湯裝。（圖 18）

結語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與泰國文化有何關

聯，本次展覽又是在怎樣的機緣下形成？事

實上，故宮舊藏中既有過往朝貢貿易史料與

外國文物。隨南部院區成立，博物館嘗試跳

脫傳統華夏史觀並強化與國外機構合作，通

過當代展覽詮釋，呈現宏觀的亞洲文明成就。

　　本展由院藏文物回顧泰國歷史。在當代

君主立憲制度下，泰國皇室成為無正式實權

的國家精神表率，國王並須依憲法規定做為

 圖17  泰國　19～20世紀　紫地幾何及象紋伊卡裙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泰國　19～20世紀　黑地紅藍幾何紋伊卡筒裙　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

 圖16  泰國　19～20世紀　藍地織金錦裙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

 圖18  2019年泰國小姐選拔賽民族服飾「泰式酸辣湯」　泰國
貿易經濟辦事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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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保護者，反映宗教對於國家權力與人

民精神的重要意義。接著透過佛教藝術與多

媒體呈現出多元信仰，在包容異質的思想下

形塑出具泰式特色的日常實踐。最後，則藉

首度展出之新入藏織品與當代物件，引出在

全球化時代，泰文明所演變的創新風貌。

　　身處去中心化的當代社會中，解讀文化

與歷史不再僅是對特定事件作最終定論。本

展將藉從精神至物質的各面向呈現，邀請民

眾一同發展對於「泰文化」的客觀解讀。並

透過其與世界的交流與對話，省思同為海陸

要道的臺灣，面對多元文化移入的態度與共

榮發展的可能。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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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延伸閱讀：詩麗吉皇后織品博物館（Queen Sirikit Museum of Textile），http://www.qsmtthailand.org/（檢索日期：2019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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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保護者，反映宗教對於國家權力與人

民精神的重要意義。接著透過佛教藝術與多

媒體呈現出多元信仰，在包容異質的思想下

形塑出具泰式特色的日常實踐。最後，則藉

首度展出之新入藏織品與當代物件，引出在

全球化時代，泰文明所演變的創新風貌。

　　身處去中心化的當代社會中，解讀文化

與歷史不再僅是對特定事件作最終定論。本

展將藉從精神至物質的各面向呈現，邀請民

眾一同發展對於「泰文化」的客觀解讀。並

透過其與世界的交流與對話，省思同為海陸

要道的臺灣，面對多元文化移入的態度與共

榮發展的可能。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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