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谷的城市建設

王煒文老師於2017年6月到曼谷進行了個簡短的考察，
他將觀察到的一些主題用圖片介紹給朋友作分享。

此輯簡報是他對曼谷其在整體城市容貌及當地建設發展
的一個小專題簡介。

曼谷是泰國首都與及是全國最大的城市，為泰國政治、經濟、

貿易、交通、文化、科技及教育等各方面的中心。曼谷位於泰

國南部由三條主河形成的三角洲平原地帶，面臨泰國灣。

曼谷的主城區內位於湄南河東岸 (昭披耶河/Chao Phraya River)，

因位處三角洲區域，市內河道縱橫，有「束東方威尼斯」

的美譽。而河水主要匯流入昭披耶河，最終流至下游約30公

里的泰國灣。

曼谷在全國行政方面是屬正轄市級，全市面積約7750平方公里，

是片相對低洼的土地，平均水平只有海沷拔 2 ‐ 3米。現今的城

市中心區面積約250平方公里。城中心區內除小數為高層建築

外，絕大多數均為3至5層高的低矮樓房，大多建於6 、 7 0年

期間。傳統泰國馬拉形式的樓宇，已極小見到。





70年代曼谷的街道

70年代曼谷的街道。

這裏所見的房屋，現今
大多已被清拆，由較新
的樓宇所取代。



現曼谷所見的街道情景。
圖中所見的傳統房子，
已屬難得留存下來的
「珍貴文物」。

市內仍然留存下來或經過
翻新優化了的小數傳統建築



其實這些所謂傳統建築也只
是流行於星馬泰一帶殖民色
彩濃烈的熱帶氣候建築，

真正傳統的泰式吊腳棚屋，
在曼谷市內幾已絕跡了。



曼谷的國家級代表標誌建築

湄南河



泰國的國家精神中心 ‐位於湄南河東岸曼谷的大皇宮



曼谷大皇宮從18世紀到20世紀，曾是暹羅王國
的皇宮，也是泰國王室傳統公定的居住地點。
泰國王宮建於拉瑪一世統治期間的1782年，
直至1946年泰王拉瑪八世駕崩後，拉瑪九世將
王室搬到遲塔拉達宮（Chitralada Palace），
現在的泰國王室並不住在這裡。現時的大皇宮，
當然只是現今王朝的象徵。

玉佛寺建於1782年，屬於泰國曼谷王朝開朝時建築，其中的重點是
寺內供奉著由拉瑪一世王迎請入寺的泰國國寶“玉佛像”。此地亦
為皇家舉行重要儀式的地點，例如每年按照熱季、雨季、涼季三季
變換的禮祭，或泰王、王子親自為玉佛更衣以保國泰民安等隆重儀
式等，此傳統從拉瑪一世王迄今沿襲不變。今天玉佛寺被視為國家
守護的宗教聖地。



玉佛寺以其大雄寶殿、舍利塔、寶塔群、翠玉佛、
藏經閣、仔細的神像雕塑及佛畫廊，為其建築的精髓。





相關的補充資料 ‐佛教在泰國的特殊意義

泰國古稱墮羅缽底，居民為傣族，原居於中國雲南省西南部，由於
受到漢人壓迫，漸漸遷徙到湄南河、湄公河沿岸。西元7世紀左右，
傣人征服近鄰，建立起王國的基礎。

13世紀中葉，于湄南河上、中游分別建立蘭那泰王朝與素可泰王朝，
至14世紀中葉，兩王朝合併定立國都，正式統一，建立阿逾陀王朝，

中國稱之為暹羅。統一之前，佛教信仰已頗興盛，造佛建寺的風氣
也極普遍，據《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所載，唐朝義淨大師西行求
法的時候，泰國佛法已經盛行。

傣族人立國前的佛教大約可分為上座部佛教（西元前3世紀）、大乘
佛教（8世紀）、蒲甘佛教（11世紀）、錫蘭佛教（14世紀）的傳
入等四個時期。

泰國的佛教發展粗略而言可稱為南傳佛教的一個宗派，也結合當地
的一些本土風習，與中國的體系有一定的差別，在此不再細表。

相關的補充資料 ‐佛教在泰國的特殊意義

佛教是泰國代代相承的傳統宗教，也是泰國人的生活重心。在四千
七百萬人口中，佛教徒占了百分之九十五。

泰國95%以上的人信奉佛教，全國有3萬多所寺廟；而“天使之城”
的首都曼谷便有“佛廟之都”之稱。

由於泰國歷代國王都護持佛教，所以佛教成為泰國國教，僧侶倍受
敬重，在社會各階層有很大的發言權。甚至王室儀式、國民教育及
生活種種，都以佛教作為規範，而且規定男子結婚前，必須要出家，
一般為一周至一個月，每天清晨出外托缽、過午不食。大部分青年
僧侶是學生，泰國約有九千所教授巴厘文和佛學的佛學院，另有兩
所佛教大學，只教授佛學。

在泰國，寺廟是主要的社會教育和慈善機構，所以它有很多的社會
功能，如供奉僧侶、信徒朝拜、擺設歷史文物、接待外賓和遊客，
甚至還收受社會上無法生活的鰥寡孤獨等窮人養老等。佛教及佛的
相關意識，實際是泰國人生活的一個基本內涵，與日常生活緊緊連
結在一起。



曼谷的現代建築

曼谷商業中心區(Silom)
的現代高層樓宇



The Mandarin Hotel in Sam Yam area

The Central Embassy, a newly 
opened shopping mall near the 
Chit Lom Sky Train Station



The Central Embassy

The Central Embassy





A good‐design residential 
building with representing 
green features



A soon‐to‐complete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the Silom area

沿著曼谷湄南河的建設現況



湄南河的重點區段，位於大皇宮與鄭王廟的東西兩岸。
圖為位於西岸的鄭王廟 (紀念護國功臣鄭信，又名黎明寺)

上圖為位於湄南河東岸的大皇宮區段



One of the high‐end section of the Chao Praya River near the King Taison Bridge located 
with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hotels including the Shangri‐La and Mandarin Oriental







曼谷市內的一些河道/運河

其中一條整治頗為理想的河道/運河 (在曼谷火車站與唐人街邊旁)



另一條整治頗為理想
的河道/運河支流
(在 Siam 區附近)





從高處所見的現代曼谷市

曼谷看似有很多大型及造形獨特的現代建築，嚴格而言，
這些樓宇數目仍是有限的，而且大多座落於捷運系統沿線
附近，其他的建築大都是7、80年代或再稍後的建設。這
些舊建築一個接一個扣成鬆散的小社區板塊，雖然仍帶著
一定的本土性格，但環境或觀瞻上談不上是賞心悅目的。

以下從高處所見的照片，可反映其中的某些城市格局與實
況。



在䌓盛的 Siam區邊旁所見的城市環境





在䌓盛的 Silom區所見的城市環境





位於中心區近旁 Sam Yam 一帶的城區環境



近唐人街一帶的市區環境

曼谷市內其他平民的生活環境



共享概念的出租自行車也可見，但在市內極少見到有人應用。

街頭自動櫃員機



市容有點凌亂

市容有點凌亂



一般平民本地市場

一般平民本地市場



一般平民食攤

一般平民食攤



典型的曼谷唐人街道路

傳統的唐人街店舖



曼谷市內有不少這類早已變成排污
渠的小河道，衛生環境頗為惡陋。



沿著湄南河岸旁的平民區





End of preliminary presentation 
about Bangk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