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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作为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其影响力

不仅局限于中国本土，更是跨越国界，在东南亚华人社

会中广泛传播。东南亚地区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和文化联系，这种联系为《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华人中

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三国演义》深受这些周边国家

的读者欢迎，甚至“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

观览”，如泰国的初中课本就多次选用《草船借箭》的片

段，在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

印尼和菲律宾，可称得上凡是有华人华侨居住生活的地

区就有关帝庙和武侯祠 [1]。1

一、《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播情况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同属汉字文化圈，自古以来就保

持着友好的关系，在漫长的交流历程中，众多中国人往

东南亚地区从事商贸活动并定居。这些迁徙至东南亚的

华侨华人，不仅将汉语、中华美食、文学创作以及经济

贸易等带到了东南亚国家，为《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

提供了社会基础。

（一）传播背景

《三国演义》要想在东南亚地区传播，保障它的“生

息”，就需要一个适合它传播的“生态位”。在跨文化文

学传播中，所谓“生态位”是指保障一部文学作品能够

在异文化社会中立足的环境因素，也是保障文学传播得

以实现所需的广义“资源”[2]。《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地

区的成功传播得益于所处的生态场，在多种因素的相互

作用下，《三国演义》才得以在异国文化中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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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传播总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进行

的。”[3]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接壤，民间与官

方的交往互动颇为频繁，这极大地便利了两地民众间的

交流与沟通，使得双方文化展现出较多的共通之处，从

而对于共同关注的事物能够较为顺畅地理解与接受。早

在十七世纪，随着中国商人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

以及中国剧团的演出，东南亚地区开始接触到《三国演

义》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逐渐在东

南亚华人社会中流传开来，这些华人作为文化传播的桥

梁，将融合了三国文化特色的氛围带入东南亚社会，在一

定程度上助推了《三国演义》的传播。同时，得益于宫廷

官员的资助和推动，如泰国王室成员率先将《三国演义》

翻译成泰文，并在王族显贵中流传。1802年，泰文全译本

问世，标志着《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地区的正式传播。

随后，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三国演义》的传播逐

渐深入。华人后裔、学者和译者们将《三国演义》翻译

成当地语言，如印尼华裔钱仁贵在 1910 年至 1913 年间，

译出全本《三国演义》，并分六十二次发表译本，这一译

本不仅为当地华人提供了阅读《三国演义》的便利，也

为后来的改编和创作提供了参考。《三国演义》在东南亚

华人中的传播，不仅促进了华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

丰富了东南亚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引入中国的三国文化

元素，东南亚文化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中获得了新的启

示和灵感，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使得《三国演义》在

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力更加深远。

（二）传播情况

在东南亚地区，越南受中华文化影响最深。一方面，

越南的历史进程与社会演变同中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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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经典名著向海外传播的典范，《三国演义》也是在与我国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南亚家喻户晓。《三

国演义》得益于各国传播者的协同努力，该作品通过多种渠道与方式，被创造性地转化为更加“大众化”与“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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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播情况，揭示其在东南亚华人中广泛流行的原因以及对各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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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另一方面，越南历史上长期采用汉字作为书写工具，

这为越南提供了引进并改造中华文化的有利条件。大约

在 18 世纪时期，《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名著被引入越南，

最初以口述故事的形式流传，随后才出现了小说的译本。

仅在上世纪初至 40 年代，越南就出版多达 21 种的《三国

演义》剧本 [4]。1907 年，一部由阮莲锋翻译的《三国演

义》译本于西贡面世，这标志着该书越南语译本的首次

问世。随后，在 1949 年，由汉学家洪越精心翻译的《三

国志演义》越南文全译版本，共计一百二十回，经由河

内福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

在泰国，《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率先被译

成泰文的作品。公元 1802 年，首个泰文版本的《三国演

义》应运而生。彼时，曼谷王朝为了重振因泰缅战争而

遭受重创的国家，委任著名诗人兼财政大臣昭帕耶帕康

（洪）承担《三国演义》的翻译工作，并将其视为推动

国家复兴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版本，即被后世誉为经

典泰译本，称其为“洪版《三国》”。他的译本原著进行

“创造性叛逆”，降低了泰国读者接受来自异文化的《三

国演义》的门槛 [5]。

福建泉州的高甲戏三合兴班约在 1840— 1843 年来到

现在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地区演出，并在当地传播《三

国演义》知名曲目《三气周瑜》[6]。19 世纪 70 年代晚期

以来，为推动马来半岛本土经济的繁荣，英国殖民当局

自中国广东及福建等地招募了大量劳动力前往。这些来

自中国南方的劳工，在马来西亚不仅从事劳动生产，还

将《三国演义》带入当地，其主要通过口头叙述和戏曲

表演进行传播。进入 19 世纪后半叶，马来西亚的华人学

者石瑞隆与陈明德成功推出了《三国演义》的马来语译

本，该译本随后在马来西亚地区得以正式刊行。

随后马来语版本的《三国演义》在印度尼西亚地区

成功面世。1910 至 1913 年间，在印尼华人创办的马来文

报纸上，翻译家钱仁贵翻译的马来文版《三国演义》以

连载形式分 62 期陆续发表，每期均配备有详尽的注释

以及精美的插图，此举赢得了印尼广大读者的广泛喜爱

与高度评价。印尼翻译家李云英用马来文翻译《三国演

义》，先在《新报》连载，并于 1910— 1912 年出版，为

马来文的全译本 [7]。

《三国演义》的首位爪哇语译者是爪哇籍人古纳万，

其译作在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地区面世，经由《号角报》

分期发表。在印尼境内，该著作的爪哇语完整译本正式

发行于 1910 年。老挝文版本的《三国演义》，其面世时

间为 1978 年，但需注意，此版本仅为节选译本，且是源

自泰语译本的二次转译。在 20 世纪初，柬埔寨的《那朵

拉哇塔》周刊上，以柬埔寨文连载形式呈现了经过编译

的《三国演义》故事篇章。1933 年，柬佛教学院学者奴

肯将 1927 年版暹罗文《三国演义》本转译为柬文，奴肯

用十余年时间才译完此书，并陆续发表在由佛教学院主

办的《柬埔寨太阳》月刊杂志上 [8]。

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兴起，一系列新型传播渠道应

运而生，加速了《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播。

众多以中国《三国演义》为蓝本的影视剧及电影作品在

东南亚区域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三国之见龙卸甲》更

是风靡一时，使得东南亚华人能够以新颖的方式接触并

吸收“三国文化”。此外，东南亚部分国家，例如泰国，

特别设立了专注于《三国》内容的网站，为民众提供了

一个深入探讨三国知识的平台，极大地促进了泰国人民

对“三国文化”的学习。为迎合青年群体的兴趣，还涌

现出了依据三国故事改编的漫画、动画、连环画以及电

子游戏等新型媒介，这些创新形式在年轻族群中广受欢

迎，获得了广泛的追捧与喜爱。

二、《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华人中的接受情况

文化传播并不等于简单的文化移植。一种文化要素

成功地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为其所借用和包

容，不仅取决于这种文化要素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固有

的地理关系和文化程度的高低，还取决于接受借用此文

化要素的民族文化发展的水平和需要的程度，取决于接

受一方的态度 [9]。《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在东南亚华人社

会中广泛传播，离不开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主动接受。

（一）接受程度

1. 接受群体的广泛性

《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华人中的接受群体非常广泛，

包括各个年龄段、职业和文化背景的华人。无论是老一

辈的华人还是新一代的年轻人，都对《三国演义》表现

出浓厚的兴趣。这种广泛的接受群体为《三国演义》在

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接受内容的深入性

东南亚华人对《三国演义》的接受不仅停留在表面

层面，更深入到对其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文化内

涵的理解和认同。许多华人读者通过阅读和研究《三国

演义》，对其中的人物性格、政治智慧、军事策略等方面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种深入性的接受使得《三

国演义》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力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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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原因

1. 深厚的认同感和共鸣

东南亚的华人社区对《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和

价值观有着深厚的认同感和共鸣。他们尊敬刘备为“大

王”、崇拜关羽为“关公”、敬畏诸葛亮为“孔明”、鄙视

曹操为“奸雄”等，这种朴素的情感使得《三国演义》

在华人社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

2. 民间和官方的双重推动

在东南亚，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对《三国演义》

的传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泰国，王室成员对中国文

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十七世纪就有许多中国剧团在

泰国王宫上演中国传统戏剧，包括《三国演义》的故事。

此外，泰国政府还资助了小说的翻译工作，使得《三国

演义》得以在泰国广泛传播。在马来西亚，政府也通过

资助相关活动来推动《三国演义》的传播，如举办《三

国演义》相关的讲座和放映讲解会等。

3. 激发民族自觉

《三国演义》的故事激发了东南亚华人的民族自豪感

和抗争精神。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和统

治的背景下，《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人物故事成为了他们

抗争的精神力量。开创曼谷王朝的拉玛一世，为使新王

朝免受战乱的影响，便从《三国演义》中学习用兵、管

理、治国的方法。

4. 华人知识分子的推动

在东南亚，华人知识分子在《三国演义》的传播与

接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翻译、编撰和出版等

方式，将这部著作介绍给当地人群，使更多人能够了解

和欣赏其中的故事和文化。例如，在马来西亚，峇峇娘

惹中的华人知识分子翻译并编撰了第一本峇峇马来语版

的《三国》，使这部作品得以在当地广泛传播。

三、《三国演义》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影响

《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广泛流传的过程中，

与当地的文化相互交融，对其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深入到华人文化意识和社会各领域。

（一）促进了华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传播和接受促进了华人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通过阅读和研究《三国演义》，东南亚华人更加

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增强了文化自信心

和认同感。同时，《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人物和经典情节

也激发了东南亚华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促进了当地文

学、艺术等领域的发展。

（二）保持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

泰国华人长久融于体内的“华人意识”[10] 影响着

华人族群认同，并日益成为泰国华人认同的基础。受初

代华人移民动机及自身特性的影响，他们的文化认同显

著倾向于祖籍国文化。在泰国社会中，华人移民群体扮

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过世代相传的方式，将《三国演

义》中的经典故事融入日常生活，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在

后代心中树立起崇高的地位。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广泛传

播并深受喜爱，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

《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我

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文化特点和价

值观取向，为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同时，我们也应该进一步加强

对《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和弘扬工作，

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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