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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現代化的推手—拉瑪五世 

 

壹●前言 

 

  當我們閱讀完《安娜與國王》，便開始思索是什麼樣的時代背景和信仰，造

就出了如此發人深省的世代，且試著借閱更多關於泰國歷史的書籍，想從中去了

解這個謎樣王朝——曼谷王朝。因此我們統整出大綱後，依照泰國現代化和拉瑪

五世做了更深入的探討，對於他們對泰國的影響以及伴隨的爭議做詳細的研究。 

 

  窺探 19 世紀的泰國，當時受著英法兩國如狼似虎的交侵，在周邊的鄰國幾

乎都已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時，泰國卻得以在這艱難的情況下維持國家的獨

立，並走向現代化之路，甚至到現在都在東南亞地區佔有重要地位。而拉瑪五世

順應時代所進行的一連串改革，便是泰國之所以能脫穎而出的關鍵，在政經文教

等各方面，他努力的向西方看齊，同時卻還能保有自我的文化，且提高了王室的

威望，無論泰國政局如何變更，都無損於國家的穩定，拉瑪五世被認為是現代泰

國的締造者，因此面對這一位偉大的君主，我們不禁想了解他是如何能在新帝國

主義時期弱肉強食的時代，帶領泰國一步步變得茁壯，為今日的泰國奠定如此深

厚的基礎，並且深受後世景仰。   

 

  本論文主要是在探討拉瑪五世帶動泰國現代化的始末。藉由了解拉瑪五世的

時代背景和拉瑪四世間接帶給他的影響，來推論出拉瑪五世現代化的成功因素，

也徹底的分析拉瑪五世如何利用西化使泰國的內政與外交、中央與地方、制度與

建設進入嶄新的一頁，向現代化國家看齊。 

 

貳●正文 

 

一、泰國現代化的發展 

 

  今日的泰國能夠成為一個成熟的君主立憲制國家，絕非一朝一夕可以促成

的，究竟是經過了多少改革與努力才可以有今天這樣的成果？ 

 

（一）拉瑪四世的開明思想 

 

  拉瑪四世即孟克親王，原為其父拉瑪二世王位的第一繼承人，但當拉瑪二世

去世時，他被王位繼承委員會以不堪大任為由剝奪了繼承權，而與他的異母的哥

哥帕喃格勞則被貴族們推舉為王是謂拉瑪三世。於是孟克出家為僧，開始了為期 

27 年漫長的苦修生涯。在這期間，他除了在佛學上達到很高的造詣外，還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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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西方傳教士來往，刻苦的學習英文和拉丁文，以及西方的思想和科學。他研

究了許多學科，尤其是天文學，是泰王君王當中，第一位去熟悉西方文化和科技

的國王。 

 

  直到 1851 年，拉瑪三世去世，孟固回到了他曾失去的王位。當時他感受到

了西方新帝國主義的威脅，因此致力於變更傳統，一改過去排斥西方人的政策，

開始學習西方文化，主張與外國共處。而早期受過西方教育的他，也同樣的讓他

的子女從小接受西方教育薰陶， 他邀請了一位英國女教師安娜‧李奧諾文斯擔

任他兒子——拉瑪五世的家庭教師。 

 

  然而除了國家主權的威脅外，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西方人企圖傳入基督

教，控制泰國人民的思想。因此拉瑪四世號召人民堅守原有的宗教信仰，據說他

曾對一個外國人說：「你教我們做什麼，這很好，但是，你如果要教我們信仰什

麼，這很愚蠢。」此外他雖然選擇安娜作為孩子的老師，但也規定她的教授範圍，

由此可見拉瑪四世在接觸西方的同時，也意識到要保存固有的文化，他的種種作

為也為他的兒子拉瑪五世的改革做了一個開端。 

 

（二）泰國成為英法勢力的緩衝地 

 

  泰國能夠逃脫淪為英、法殖民地的命運，必定是由多種因素組合而成的。東

南亞會被西方列強所覬覦就是因為十九到二十世紀中國的瓜分風潮，當所有人都

想搶奪中國這塊大肥羊的時候，它鄰近的國家就會被牽連而一一遭到佔領，以便

新帝國主義國家奪取通往中國的道路，在瓜分中國中佔據優勢地位。然而泰國可

以安然無恙的避開被殖民的悲慘命運是因為它位在法國殖民的印度和英國殖民

的緬甸及馬來西亞之間，成為兩大強國殖民利益之間的緩衝國，「保持暹羅的形

式上的獨立符合法國，也符合英國的利益，在兩國的殖民地之間建立緩衝帶。」

(尼‧瓦‧烈勃里科娃，1974)。因此泰國的獨立可以說是因為列強們的容忍，也

是一種英、法兩國妥協後的產物，它的存在符合了兩國之間的利益。 

 

  但是泰國也不是平白無故的獲得不被殖民的命運，它使用一種「夾縫中求生

存」的外交策略，不惜以土地換取生存的方式，藉由放棄周邊屬地和蕃屬土邦來

取得本國內的和平。還有拉瑪五世的改革運動也是暹羅得以鞏固其獨立地位的重

要內在原因，改革遍及政治、文化和最重要的——軍事，雖然其軍事能力還是遠 

不及西方國家，但至少已產生了威嚇的效果，「由於朱拉隆功進行改革，把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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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一個現代國家，能更好地抵禦殖民主義，使泰國生存下來。」(梁志明，2002)。 

 

（三）拉瑪五世的生平事蹟 

 

  拉瑪五世(1853——1910)，拉瑪四世的長子，本名朱拉隆功，為泰國曼谷王

朝第五代君王。「他被普遍認為是泰國歷史上最有權力和偉大的君主、現代泰國

的締造者，後世尊稱朱拉隆功大帝。」(維基百科，2013)。 

 

  拉瑪五世樂於微服出行，藉由這些匿名的深入實地調查，發現且解決了許多

在政府管理與法律執行中的問題。由此顯著增強了政府的辦事效率，也提高了人

民對於政府與王室的信任。在他執政的 42 年裡，泰國以驚人之速發展成一個近

現代化的國家，且在英、法的強大壓力下維持了國家獨立。 

 

  他於 1910 年 10 月 23 日去世，國家以這天為一年一度的法定節日——五世

王紀念日，以緬懷他的功績。而由他的兒子建立的朱拉隆功大學即是以他的名字

命名。 

 

二、西化改革運動 

 

  拉瑪五世 16 歲即登基為王，較其父親更為西化，更了解西方，信賴更多外

國顧問，是泰國首位與歐洲各國王室建立直接聯繫的君王。在 1905 年廢除了擁

有 600 餘年歷史的奴隸制度，耗費許多精神心力於基礎建設，且在政治上採取了

一些民主化的嘗試，建立了內閣與顧問委員會。 

 

（一）廢除奴隸制度 

 

  奴隸制度已實施了 600 餘年，而拉瑪五世為何會廢除此項制度？英國女家教

安娜宣稱是因為她當時講述《湯姆叔叔的小屋》的故事給年幼的拉瑪五世聽，才

使得泰國於 40 年後廢除了奴隸制度。但其實這不完全是正確的，《湯姆叔叔的小

屋》此故事是在敘述美國的奴隸制度，而泰國奴隸制度跟美國奴隸制度是有極大 

差異的。也有人說是因為拉瑪五世有一次在河邊玩耍的時候，不小心掉到水裡， 

但身旁的隨從們沒有一個膽敢下水救他，只因為若是救了他，事後也還會由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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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犯上」而被處以死刑。所以拉瑪五世痛心疾首，下定決心要廢除奴隸制度。 

 

  廢除奴隸運動為拉瑪五世最偉大、最具有決定性的一項改革。雖然奴隸的人

口在泰國數量不多，但卻重重損害了泰國的形象，更何況要真正的成為一個現代

化國家，那勢必要有資本的累積，而資本的累積需要的是自由的勞動力，因此私

人奴隸就成了一大阻礙，「拉瑪第五鑑於泰國之所稱泰者，原為自由之意，泰人

故不能有絲毫不自由的事實存在，奴隸制度實為自由的汙點。」(蔡文星，1946)。

拉瑪五世從執政的第二年起就頒布限制奴隸制的法令，一直到他去世的前兩年，

他已大致完成了廢奴運動，此外廢奴運動導致封建制度的瓦解，這也有利於中央

集權制度的產生。 

 

（二）內政改革與基礎建設 

 

  拉瑪五世建制改革軍隊，制訂軍事條例，發給將士固定的薪俸，1893 年成

立國防部，1904 年制訂徵兵條例，廢除了戰時募兵制，建立常備軍，1905 年起

實施義務兵役制，也在丹麥人的幫助下，建立了重點加強於海軍的軍校。整頓國

家財政，改革賦稅制度，廢除了各行業的包稅制，降低了資金落入包稅人私囊的

機會，也將王室與國庫分開，避免王室成員揮霍國家財產。實行徵收貨幣地稅，

同時不斷降低土地徵稅率，將地稅改為根據土地面積大小而非穀物收成而定，便

增加了國家的土地稅收。 

 

  文教與衛生方面也有極大發展，除了對西方人創立教會學校採取寬容態度，

也建立了平民學校，在課程上也做了改革，除了選派留學生往國外學習，更創立

了圖書館與博物館。到拉瑪五世晚年時，平民教育已普及化。衛生方面，開展免

疫接種，興建醫院、精神病院和孤兒院，更成立衛生局，還籌建了自來水設施。  

 

  除此之外，「為了發展交通，加強國防力量，擴大出口能力，拉瑪五世在九

十年代著手建設現代化的交通事業。」(天書在線，2010)，使鐵、道路與郵電等

交通運輸設施，從無到有，迅速發展。儘管每年曼谷王朝在基礎建設的花費甚多， 

但國家財政連年贏力，「既無外債，也無內債」。 

 

（三）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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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朱拉隆功大帝的英明治國，泰國沒有成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所以泰國本

身的文化、國家、及宗教都保存的相當完整。 

 

  拉瑪五世在位時曾派高僧蒐集巴利文三藏各種地方語言的寫本且進行編

修，還成立了佛學學院。因為與西方接觸，他推崇寫實主義，佛像不再鑲金嵌玉，

造型上更接近了真實人物，使泰國的佛教藝術與西方藝術也作了巧妙的融合。 

 

  雖然拉瑪五世是一位十分虔誠的佛教徒，但他並不反對其他宗教的活動，相

反的，他宣布宗教自由，允許基督徒與回教徒在暹羅地區傳教，甚至贈與基督教

和伊斯蘭教教會土地以使他們能夠建立起自己的教堂或清真寺。從這裡也可以了

解到，在宗教層面，他實施了信仰自由的開明政策。 

 

三、泰國近代化與中國自強運動之差異 

 

  泰國的近代化進程幾乎是與中國同步，曼谷王朝的國家開放政策，是從中國

鴉片戰爭之後的一、二十年開始，當時正值中國的自強運動。雖然兩者都是在進

行改革，實際的成長卻相差甚遠，而中國直到甲午戰爭的慘敗才宣告自強運動的

失敗。相反地，泰國的改革運動卻使自己免於被殖民的命運。 

 

  中國總自以為是天朝大國，這是他們改革難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們採取「中

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式進行改革，但其實他們對於西方的認識極為淺薄有限，

由於當時中國只限於少數沿海口岸有與西方接觸，廣大的內陸仍被傳統的思想觀

念所侷限，再者守舊派官員居多數，自強運動不論在官方或民間所遭受到的阻力

都甚為強大。而泰國的曼谷王朝就並非如此，他們運用靈活的外交手腕，和許多

的內政改革與基礎建設，在東南亞成功地折衝英法兩國勢力競爭，並且讓泰國成

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此外拉瑪五世不主張全盤西化，他鼓勵英文的傳播，但反對

在日常生活中過多使用英文詞語，他堅持佛教的國教地位等。在東南亞各國中，

泰國是在這種混亂又危急的情勢下，仍然將東方文化傳統保持得最好的國家之

一。 

 

  而泰國王室跟中國皇帝也有極大的不同，無論泰國政府如何頻繁地更迭，都

無損於國家的穩定，所以因為有國王作為民族團結的標誌，才能使的泰國成為東 

南亞唯一一個始終保持獨立的國家。而大清王朝卻成為了歷史，只留下失敗的案

例，供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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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論 

 

  在那樣嚴苛的新帝國主義殖民環境下，面對西方國家的虎視眈眈，為了求生

存且踏進富強進步的大門，改革似乎是就是那相當關鍵的一把鑰匙，但是那把沉

重的鑰匙，並不是人人都能提起的——不只是要有想法，更要有實踐的力量。因

此我們探討了拉瑪五世這位重要君主，從他幼年時期受父親栽培，到他開明思想

的形成，還有能夠即時的意識到國家的困境，親自著手進行從上到下的一連串革

新，帶領泰國步向繁榮，並在看齊西方的同時也還保有自我，不受西方掠奪，看

到泰國是如何一步步破除舊制的迷思通往現代化發展。 

 

  在各項的建設當中，他幾乎改革了所有方面，不管是階級制度的改革，還是

基礎上的建設，他都努力做到最好，他被普遍認為是泰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 

、現代泰國的締造者。而拉瑪五世這位泰國的巨擘在政治經濟等各領域所造成的

影響是非常遠大的，每個改革的背後都有數不盡的艱辛，但那段艱困時期默默播

下的種子，使泰國至今都享用著那豐碩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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