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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恰圖恰週末市集 

這裡真的是伴手禮跟便宜好物的集散地，

在曼谷期間我也是來了兩三趟 XD 如果要

來大採購記得帶個登機箱或是大購物袋才

不會大包小包的很不方便。我覺得比較特

別的是，其實洽圖洽隔壁有一個叫做 Or 

Tor Kor Market 的傳統市場，裡面賣很多

曼谷道地小吃，而且很衛生乾淨，如果平

常不敢嘗試路邊攤，就可以來這邊大快朵

頤。 

整個園區真的很大，裡面巷弄之間也錯綜複雜，建議可以參考官方地圖來劃分區域逛街會更

有效率～ 

 
 

 

 

 

 

 

 



恰圖恰共分成 27 區(Section)，攤位不會全照分區分佈，有時會流動。 

ü 小吃與飲料： 1~5, 20,21, 

26 

ü 服裝與飾品： 2, 3, 5, 6, 10, 

12, 14, 16, 18, 20, 21, 23 

ü 手工藝商品：8, 11, 13, 15, 

27 

ü 陶瓷器具：7, 15, 17, 19, 25 

ü 裝飾與家具：2, 3, 7, 8, 10, 

14, 23, 24, 25 

ü 寵物與配件：9, 11, 13, 15, 

17 

ü 二手衣與雜物：2, 3, 4, 5, 6, 22, 23, 25, 26 

ü 古董與收藏： 1, 25, 26   

ü 植物與園藝：3, 4   

ü 藝術與畫作：5, 7   

ü 書籍：1, 27 

 

l 華人街＋華藍蓬火車站 

今年 Sasin 開學適逢台灣的過年前，因此我今年就在

泰國過新年，因為想家的緣故就跑到了華人街去體

驗一下過年氛圍，整個老城區有超多開業超過 30 年

的老店，像是安樂園、刑泰記、益生老店等等，基

本上我這次來泰國交換沒特別到外府去玩，但是曼

谷能吃到的所有美食清單我幾乎都吃遍了 XD 華藍蓬

火車站算是早期曼谷的交通中樞，裡面給人的感覺

很像是北車大廳因為大家都席地而坐(進去還誤以為

自己真的來到台北車站)XD 也算是在地的古蹟之一。 

 

泰國除了主要民族-泰族（占總人口數 75％）外，兩

百多年來華人因不斷移居泰國成為最多的少數民族

（占 14％）。1950、60 年代正值泰國政府實施排華

政策，同時，民間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華人



把握泰國經濟命脈，而產生排華情緒，當地華人

為求自保，大多主動放棄原來的姓氏，改用相同

意思的泰文作為新姓氏或是當地原有的姓氏，此

後，因為姓名、語言、教育等都和其他泰國人無

異，華人漸漸完全融入泰國社會。在許多傳統小

吃以及街邊店面，有意無意還是能看到一些中文

字以及中式口味的食物，但是進到裡面之後就會

發現，老闆已經完全不會中文、是個全然的泰國

人了。 

 

相較於東南亞其他國家，泰國較少非常血腥暴力的排華政

策，相反地，由於政策、教育等因素，迫使泰國華人幾乎

放棄原來的身分及語言，讓華人跟泰國其他民族幾乎感到

無異，至今，對泰國的年輕人來說，無論是什麼民族，都

一樣是泰國人。 

 

近年來，泰國對於華文教育已經放寬許多，但是在泰國年

輕一代華人成長的環境中，無須使用華語，也並沒有因為

華人血統受到任何差別待遇，無論是更好的或是更壞的，

所以華人血統、祖籍對他們來說可以說是沒有太大的意

義。 

 

從一開始感到非常震驚到後來對泰

國華人歷史多了一點了解後，發現

民族認同與真正的血統可能不同，

他們的想法是在成長環境下很自然

而然形成的，當然就算成長環境相

似，每一個人對身分、民族或是文

化的認知、認同也不盡相同，就如

同在寶島長大的我們從小學習華

文、接受中華文化，對於民族的身

分認同仍有許多歧異，真的是很值

得我們深思的一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