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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neval(Carnival) 

每年的 11 月 11 日對於科隆來說都是個相當重要的日子，因為從那天開始是每

年狂歡節，又稱第五季的開始，今年的慶祝尤為盛大，因為是 2011 年的 11 月

11 日(三個 11)，於上午 11 點 11 分於老廣場正式展開，當天城市裡的所有人都

會特別打扮，可能是傳統服飾，也可能是別出心裁的自製華服，群聚到幾個主要

的廣場慶祝狂歡節的開始。 

  

狂歡節其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天主教和東正教節日，信徒化妝或打扮一番後，上

街巡遊慶祝，而基督新教一般並不慶祝這個節日。其實狂歡節並非德國獨有，巴

西嘉年華會，或是威尼斯的面具節其實都是所謂的狂歡節。其舉辦細節，像是時

間，其實會因各國風俗而異，主要慶祝多集中於二、三月，一開始是因為人們在

11 月 11 日之後必須禁食(Lent)，所以在禁食前大肆狂歡一番。 

德國西部地區的狂歡節(如科隆)即源於東正教，已有上千年的歷史，於聖灰星期

三前慶祝冬季的結束和春天的來臨，在德國是僅次於聖誕節的重要節日。在節日

期間有大型的遊行和慶祝活動，德國的狂歡節要持續一週，每年的結束日期則稍

有不同，因為是由復活節為標準往前推算。在聖灰星期三到來之前的玫瑰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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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狂歡節最後一週慶祝的高潮，當日會有官方的大型遊行，整個城市充滿了愉

快的節慶氣氛，不論老人、小孩，大家都有著別出心裁的打扮，到遊行行經的路

線等待著花車經過，Kamelle1的叫聲此起彼落，而在聖灰星期三的前一天夜半，

人們也會群聚上街，燒毀象徵罪惡的 Nubbel2，象徵在聖灰星期三的到來，一切

回歸平靜，罪惡遠去，擁有嶄新的開始！ 

 

圖片來源: http://www.mikelima.de/blog/category/allgemein/page/2/ 

                                                 

1 德語，糖果的意思，因為經過的遊行隊伍或是花車會丟出各式甜食、鮮花及禮物，所以每當有

車經過所有的群眾都會大聲叫喊 Kamelle。 

2 為一種布做的人偶，是邪惡的象徵，是大家在狂歡節間所犯的罪惡的替代品，幾乎每個酒吧都

有自己的 Nub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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