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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談威尼斯的面具嘉年華的由來，首先當然要知道什麼是嘉年華？現

今生活上大家常聽到環球嘉年華、汽車嘉年華、美食嘉年華…等 xx 嘉年華，它

已經快變成一個大街小巷辦活動的名詞了。那嘉年華這個字到底是哪裡來的，是

誰創造的，又帶有什麼意義呢？ 

 

相信大家對『Carnival』這個英文單字並不陌生，它的意思就是『狂歡節』。

另一個翻譯便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美麗名字『嘉年華』，它是香港人照著英文的音

所創造的。而日本漢字則用一個更貼近字源的名字『謝肉祭』。當你人身在威尼

斯時則會看見另一個字『Carnevale』，它就是嘉年華的義大利文。這個字來自於

拉丁語『Carnem levare』， ”carnem” 是 ”肉” 的意思，而 “levare” 有 “去除、

告別” 之意。所以 Carnevale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告別肉，向肉說再見”。那為

什麼要向肉 say goodbye 呢！？  

 

嘉年華可以說是歐洲的傳統節日，源自於古羅馬的農神節，據說古希臘、

古羅馬的木神節、酒神節也都算是它的前身。嘉年華（Carnival）這個字最初的

起源跟『新約聖經』的一段魔鬼試探耶穌的故事有關。大致上是說魔鬼把耶穌困

在荒郊野外，四十天沒有給耶穌吃東西，耶穌雖然極度飢餓，但卻沒有受到魔鬼

的誘惑。信徒們為了要紀念耶穌，並且感同身受耶穌在那四十天裡所受的苦，便

把每年復活節（春分後月圓的第一個禮拜天）的前四十天作為齋戒和懺悔的時

期。這四十天便是所謂的『四旬期』。這四十天內不能吃肉、喝酒、娛樂（各地

方戒律略有不同），也就是所謂的大齋期、四旬齋（Lent），齋期的第一天被稱為

聖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 

 

然而人們在進入苦悶的四十天之前的數週，會舉辦宴會、舞會來盡情吃喝、

狂歡作樂。因為接下來的日子就要跟大魚大肉 say goodbye 了。這樣的習俗漸

漸地演變成現今的嘉年華狂歡節（為期大約兩週）。不過現今已經很少教徒守那

些大齋期的戒律了，反而是狂歡的慶典習俗仍然保留了下來，成為歐洲每年最重

要的節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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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活節若是要照西曆算，每年是不固定的，所以在四旬期之前的嘉年華當

然也就不是固定的，不過大約都是在二月。 今年（2007）威尼斯嘉年華是訂在 2/9 

開始到 2/20 共計 12 天，隔一天 2/21（三）便是四旬齋的開始 ”聖灰星期三” 了。 

當然不是只有在義大利威尼斯才有，現今世界各地許多地方都有嘉年華慶典，其

中 法國尼斯(Nice) 和 巴西里約熱內盧(Rio de janeir) 與 義大利威尼斯(Venice) 

的嘉年華是大家公認的世界三大嘉年華！不過呢，威尼斯戴著面具的嘉年華是其

中最經典、也最有特色的。那麼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何威尼斯的嘉年華裡大家

都要戴著千奇百怪的面具呢？狂歡就狂歡，為何要多戴一層面具呢？真的只是純

娛樂效果嗎？？ 

 

 
（圖一，威尼斯街頭賣的華麗面具） 

 

在文章前面也提到嘉年華的起源其實可以追朔到古羅馬時代的『農神節』，

當時的人民為了向農神祈求諸事順利、農事大豐收，會舉辦一場祭祀農神的慶

典。而位在上層的貴族們對於平民的這種民間習俗多少有些好奇心。想要參與慶

典，但礙於階級的差別不能隨便露臉與平民混在一起，於是戴上了面具以隱藏身

份，並也因此增添了許多神秘的色彩及趣味效果，使得他們與平民之間的距離縮

短了許多。平民雖然知道是貴族，但對於面具下的真實身份也不多加探究，大家

一起狂歡都有盡興就好。這樣的習俗對數百年後的嘉年華的影響不可謂不大。 

 

還有另一種原因，對於戴面具這習俗也影響極深。話說在羅馬帝國瓦解（西

元 5 世紀）後的黑暗時代裡，一些由劇場淪落到街頭的流浪賣藝人，因為自己多

半只能唱獨角戲，會很單調。因此便戴上各種不同的面具以分飾不同的角色，如



此便增加了趣味性而吸引人駐足觀賞。但因為在這個靠基督教信仰維持之下的的

中世紀裡非常保守，像這樣帶有異教色彩的面具是被禁止的，因此無法光明正大

地在正式場合演出。多年後，漸漸地這些藝人找到了屬於他們的舞台～～『嘉年

華慶典』！在嘉年華那段時間裡戒律會短暫地鬆綁，他們便能大肆地表演一番。

而這些形形色色的面具也逐漸和嘉年華融合在一起。 

 

今天大家所熟知的這個義大利『威尼斯面具嘉年華』便是在這個基督教盛

行且宗教信仰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的中世紀裡所出現。這個時期階級分的很清

楚，一部分是封建制度下的領導階級以及參與教會的貴族，而另一部分則是貧窮

的平民和勞力階級的農奴。這兩種階級的人在平常現實生活中是有嚴格的從屬關

係，只有在嘉年華時才能有短暫的平等，此時沒有貴族與平民之分，沒有主人與

農奴之分，因為…大家的身份都隱藏在華麗的面具之後了！ 

 

“面具＂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它可以將社會上不同角色的界線模糊掉，

也將一個人現實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隱藏在面具之下。在這幾近百無禁忌的嘉年

華裡人與人之間隔著面具，社會階級間的束縛便同時鬆綁了，也因此又更加地瘋

狂不羈。有人嘲諷說這段時間是人們用來短暫地逃脫社會壓力的逃生門。也有人

認為只有躲在那面具的背後，靈魂才會吐露真心。或許在那樣的社會壓力下這樣

的形容真的是再貼切不過了。 

 

現今的嘉年華裡一些常見的傳統面具中比較有名的是 Bauta (包達)(如圖

二、圖三)，它是一個白色方形面具（也有黑色的）幾乎沒有表情，鼻子以下向

外凸出，有點像鳥嘴。一般都會搭上黑色絲質披肩或披風，加上一頂黑色的三角

帽。這是最便宜也是最受歡迎的面具，男人、女人的款式通通一樣。平民、貴族

都喜歡戴，外表分不清你我，也象徵著消除社會上的不平等。而且嘴巴部分向外

凸出，在休息時吃喝都非常方便，因此可以長期戴著。這樣的裝扮在十八世紀威

尼斯非常流行，當時威尼斯是非常富裕而墮落的，法律甚至明文規定以限制外出

時穿金帶銀的奢華程度，這時 Bauta 就非常實用，可以遮蓋些許的珠光寶氣，貴

族們都喜歡穿上它出入各式各樣的場合，當時有規定女性進入劇院一定要穿 

Bauta。Bauta 它幾乎可以說是國家制服了。 



           

（圖二，Bauta 面具的裝扮）         （圖三，華麗版的 Bauta 面具） 
 

另外一個很有特色的面具是一個像巨嘴鳥的面具，前方有個很大的鼻子伸

出，大多是有點勾狀，常稱之為『勾嘴大夫』(如圖四、圖五)。這個面具是來自

於中世紀黑死病肆虐時專門治療黑死病的醫生裝扮（Medico della Peste）。最早

是由 16 世紀的法國醫師梅洛（Charles de Lorme）所創。頭頂戴著厚厚的黑帽，

臉上戴著像巨嘴鳥般的白色面具，並架著一副眼鏡，鳥嘴裡叼滿了藥草，手著白

手套，身穿泡過蠟的亞麻或帆布衫，手持一木棍，用來掀開黑死病患的被單或衣

物，他們深深地相信這樣的裝備可以保護自己免於黑死病的感染 (如圖六)。 

                 
           (圖四，勾嘴大夫面具)           （圖五，華麗版的勾嘴大夫） 

 
（圖六，醫治黑死病的勾嘴大夫） 

 



另外常見的還有很像日本長鼻狀的天狗面具，像是『Zanni』、『Scaramouche』

的這類型的面具也挺受歡迎的，這兩個字源都有丑角或是膽小的意味在。 

    （圖七，Zanni 和 Scaramouche 面具） 

威尼斯這些形形色色的面具可以說是起源於劇場表演，因此多數的面具都

有它代表的身份、職業甚至是個性，也因此這些面具都有它專屬的名字。這些角

色有小丑、酒館老闆、僕人、醫師、國王、皇后、太陽神、動物……等等包羅萬

象。戴上了這些面具就等於是將自己現實生活中的角色換掉，扮演了另一個角

色，而且不管是貴族、平民甚至是外國人都一律平等。平民可以出入平常不可能

去的總督府、市政廳等地方參加晚宴。而貴族們可以藉著面具遮掩慶典上那百無

禁忌、放浪不羈的行為，自由地玩樂。或許在一個華麗面具的背後也可能是一位

白髮蒼蒼的老農民。『面具之前，人人平等』可以說是解釋＂為什麼戴面具?＂

最簡潔的一句話。 

威尼斯這個嘉年華大約是在 12 世紀開始的，這個說法是根據在西元 1162

年威尼斯國打敗了另一個城邦阿基利亞 (Aquileia) 的主教烏爾瑞科 (Ulrico) ，

為了慶祝勝利而在聖馬可廣場舉辦了大型慶典，漸漸地演變成日後的面具嘉年

華。嘉年華到了 18 世紀時風靡的程度已達到最高峰，然而度過了那富裕而墮落

的年代，漸漸地到了工業革命後的時代，越來越多人認為這樣的活動會阻礙社會

的發展而不再重視它。最後在西元 1797 年，拿破崙侵佔威尼斯並在干波佛米條

約（Treaty of Campo Formio）中把威尼斯交給奧地利，嘉年華的傳統習俗也就此

消失殆盡。 

誰也沒想到，到了 20 世紀末 (1979 年) 消失了近兩百年的嘉年華又重新出

現在世人面前。雖然現在的威尼斯嘉年華最多只有兩週，與過去鼎盛時期兩個月

的狂歡已經不可同日而語。不過由於時代技術的進步以及沈睡已久的創造力再度

復甦，威尼斯面具的多樣化和華麗程度可不是兩百年前可以比擬的！當然，加入

狂歡的人們更是包含了來自世界各地無數的觀光客。今年你已經錯過了嗎？開始

計畫明年的二月吧！ 

 



       
(圖八、圖九，現代威尼斯面具嘉年華的華麗裝扮) 

 

     

(圖十、圖十一，現代威尼斯面具嘉年華的華麗裝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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