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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祿山國家公園 Gunung Mulu National Park 
 

首都：吉隆坡（法定首都、國會所在地） 

最大城市：吉隆坡 
官方語言： 馬來語、英語 
貨幣：馬來西亞令吉 
面積總計：330,803平方公里 

馬來西亞主要由中間隔著
南海的東馬來西亞（沙巴
及砂拉越）及西馬來西亞
（馬來半島）組成。陸地
相接的鄰國有西馬北部的
泰國，以及東馬的汶萊和
印尼。與南方的新加坡通
過柔佛海峽相連，領海鄰
接越南與菲律賓。 

    Batu Caves (Tamil: பத் மைல) is a 
mogote with a series of limestone caves in 
Gombak, Selangor, Malaysia. 
    It is located about 13 km north of the 
capital city of Kuala Lumpur. The cave 
complex consists many Hindu temples, the 
popular of which is a shrine dedicated to 
Hindu god Murugan. 
 

姆祿山國家公園位於馬來西亞砂拉越
美里省，面積528.64平方公里，成立於
1974年。該公園1984年被列為東協遺產公
園，2000年獲聯合國教科文化組織通過
成為世界遺產，為馬來西亞第二個自
然遺產。 
姆祿山國家公園以喀斯特地形和生物多樣性著稱。在
地形上，此地為世界上研究最多的熱帶喀斯特地區，
區內有大量洞穴，包含面積最大的洞穴—砂拉越洞窟
(Sarawak Chamber)，揭示了超過150萬年的地質歷史。在生物
多樣性上，此地區為世界上棕櫚科物種最豐富的地點
之一。此外，有41個物種被列入瀕危物種名單。公園內
的洞穴中有數百萬隻皺唇犬吻蝠、穴金絲燕，為世界
上這兩個物種最大的聚集地之一。 

位於馬來西亞沙巴西海岸省，面積753.7
平方公里，成立於1964年，1984年被列為
東協遺產公園，2000年成為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舉的世界遺產，為馬來西亞第
一個自然遺產。克洛克山脈的最高峰。
京那巴魯山被當地原住民視為神山，稱
為「Aki Nabalu」，意為祖靈所在之地。 

京那巴魯國家公園  Kinabalu Park 
 

馬來西亞海岸線長4192公里。馬來半島中為山地，兩
側為平原，沿海沼澤廣布。馬來西亞在婆羅洲北部，
主要由砂拉越和沙巴組成，其沿海多為平原，內地
多為森林覆蓋的丘陵和山地。馬來西亞最高峰為京
那巴魯山（又名神山），位於沙巴，海拔4101公尺。
河流主要有霹靂河、彭亨河（馬來半島最長河流）、
拉讓江（馬來西亞及砂拉越最長河流）、京那巴當
岸河（沙巴最長河流）等。馬來西亞包括許多島嶼，
如檳城、蘭卡威、邦咯島等。 

京那巴魯國家公園以生物多樣性
著稱，京那巴魯地區有5,000-6,000種
植物，另外有多個特有種和瀕危
物種，包括馬來王豬籠草、豹斑
豬籠草、京那巴魯麝鼩、京那巴
魯類蛭等，在東南亞的生物群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黑風洞 Batu Caves 
 是個有一系列洞穴與寺廟的石灰岩山丘，其
名「Batu」來自於山丘旁的峇都河，著名的印
度教聖地之一，祭拜姆魯根（Murugen，又譯：
室建陀），是馬來西亞大寶森節慶典的重鎮。 

1860年代，馬來西亞華人為了取得鳥糞來做肥
料而開鑿黑風洞。而通往洞內的木製階梯則
是在1920年建造，之後整修成272級階梯。 

Batu Caves 
 

    It is the focal point of the Tamil festival of Thaipusam in Malaysia. The 
complex also hosts of a 43 m high Murugan statue, one of the largest 
Murugan statues in the world. 



馬來西亞飲食文化 Malaysian cuisine 
 主要從馬來系各原住民部落、中國系移民、印度系移民、印尼
系移民等族群各異的料理演變而來，受到其他民族的食材與調
理方法影響很多，反映出馬來西亞多元種族文化的要素。 
馬來西亞料理是以米或麵條作主食，通常以不同風味烹調的肉
或魚為主菜，再配上蒸熟的蔬菜。而主菜食物多會蘸上醬料食
用。總體來看，馬來西亞人喜歡吃辣的食物，辣味主要是辣椒
中的香辣，辣度相比泰國的口味更辣。 

是馬來民族社會中的一種詩歌，通常是由
四行組成一首，少數詩歌則由六行和八行
組成。班頓的押韻有嚴格的規定，遇到四
行一首的班頓，其第一與第三行的最後一
個字音要押同韻，第二和第四行的最後一
個字音也是同韻。 

又譯作瑪詠劇，是一種融合了唱、舞、演、
賓白、音樂演奏、插科打諢等表演藝術的
傳統馬來戲曲，它流傳於馬來西亞的吉蘭
丹、吉打、玻璃市、登嘉樓和泰國的北大
年等地。但從戲曲的內容來看，這種曲藝
應該在馬來半島伊斯蘭化以前已開始流傳，
至少已有超過800年的歷史。2005年，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宣布瑪蓉劇為人類非物質文化
遺產。 

是馬來西亞的非正式國菜 。椰漿飯的馬來
文是「nasi lemak」，nasi意為飯，lemak本意是油
脂，這裡指的是椰漿。所以椰漿飯的馬來語
就是把米浸泡在椰漿後再煮成飯而得名。椰
漿飯由椰奶蒸飯、香斑斕葉、辣椒醬、炸花
生鳳尾魚、黃瓜片和半個雞蛋構成。用雙層
香蕉葉，以及舊報紙或棕色蠟紙包裹成金字
塔形狀。 

瑪蓉劇 Mak yong 
 

班頓 Pantun 
 

馬來武術是一種自衛與求生的格鬥術，源於馬來群島。馬
來武術可追溯至琅卡蘇王朝早期，如今馬來武術已發展成
為體育與精神修練的運動，並搭配傳統馬來服飾、席拉樂
器與習俗等。馬來武術有許多招式，都是受到人體骨骼結
構、大自然與動物的啟發。例如席拉虎拳（Silat Harimau）就
是一種兼具美學與節奏的動作，模擬老虎自衛與攻擊的技
巧。單單在馬來西亞，就有超過150種已知的席拉招式，招
式的名稱均取自動、植物等大自然元素。 

馬來武術 Pencak silat 

傳統的瑪蓉劇在戶外戲棚表演，戲棚四面無圍欄，其中三
面開放給觀眾圍觀，剩下的一面留給奏樂的樂師。運用於
瑪蓉劇的演奏樂器有弦琴、馬來鼓、鑼、笛子等。其中，
拉弦琴的樂師是樂師之首，他主導著演奏速度的急緩、曲
調的臨時轉換，其他樂師配合演奏。瑪蓉劇裡的角色主要
是由女藝人扮演，最重要的是兩位分別被稱作「瑪詠」和
「伯詠」的女藝人。瑪詠扮演劇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如：
公主），而伯詠扮演劇中的主要男性角色（如：國王、王
子）。瑪詠在瑪蓉劇中負責獨唱、領舞，而圍繞在她身邊
的侍女、宮女們則為她伴舞、伴唱；瑪蓉劇裡能由男人扮
演的是插科打諢的丑角，他們一般是扮演伯詠的臣子。 

傳承這項武術的人包括身負維繫這門藝術的武術大師、宗
師、老師與學生。練習時間通常在傍晚或晚上，在開放的
空間中練習，由資深師父和「Jurukaka」領導。有時會結合音
樂作為舞蹈呈現，具有高度可看性。此武術也是東南亞運
動會的比賽項目之一。 

椰漿飯 Nasi lemak 

 

峇峇娘惹 Peranakan Chinese 
 是指中國華人移民和東南亞原住民通婚的混血後裔，也有只
跟中國華人通婚但成了土生土長的華人後裔，男性稱為峇峇
（Baba），女性稱為娘惹（Nyonya），這是從華語「阿爸」和
「阿娘」稱呼轉來的馬來語諧音。 

1960年代以前峇峇娘惹在馬來亞是土著身分，
但由於某些政黨政治因素而被馬來西亞政府
歸類為華人，峇峇娘惹今天在馬來西亞憲法
上的身分和十九世紀後期來的移民無分別。
混血華裔的峇峇娘惹，在生活上仍保有華夏民
族的文化特色，例如婚禮是中國傳統儀式，服
飾是從漢服變化而來，語言是閩南話夾雜馬來
語的詞彙，建築移植家鄉的風格，就連墓碑上
也刻奉明清為正朔。 

馬來班頓最初是以口傳流傳於民間，在馬來語中是「諺語」
之意，故每首馬來班頓都具有啟發性或諷刺調侃的意味。至
今班頓仍可在馬來西亞找到，並列入教科書內。 

叻沙 Laksa 
是一道起源於南洋的麵食料理，為馬來西亞
的代表性料理。一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人
所指的叻沙多為咖哩叻沙或亞參叻沙。咖哩
叻沙使用咖哩椰奶湯頭，多搭配米粉、瀨粉
或黃麵；亞參叻沙則是用魚湯，味道是又酸
又辣。 



有需要就掛白旗： 
馬拉松式封鎖令下，馬來西亞民眾掛旗互助 資料來源    地球圖輯隊 

「看到每天都有自殺案發生讓我感到
非常難過，也讓我決定要發起這項活
動。」奧斯曼表示：「我覺得自殺不
該發生，但它們的發生也顯示這項議
題如果被忽視，馬來西亞會有更糟糕
的事情發生。」 

名流、企業加入響應 

很快的，奧斯曼及她提議的白旗求助運動開始在現實生活中擴散
開來，現在不僅善心人士，就連許多名人、企業行號也紛紛加入
響應白旗運動。 
舉例來說，馬來西亞的連鎖超市Econsave就在Facebook上請網友們通
報出現白旗的地點，好讓它們能及時伸出援手；八打靈再也市
(Petaling Jaya)的知名連鎖咖啡廳「絕佳食堂」(Awesome Canteen)，也宣布
任何人只要在結帳時出示白紙，就能得到免費的一餐。 
馬來西亞的知名饒舌歌手Altimet則向粉絲們承諾，每逢週五他就
會和朋友們一起捐助物資給屋外飄起白旗的家庭。 

舉手祈禱 而非掛起白旗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
都樂見這波白旗飄揚、
民眾相互援助的景象。 
馬 來 西 亞 伊 斯 蘭 黨
(Malaysian Islamic Party)的議
員聶阿茲(Nik Abduh Nik 
Aziz)就認為這些有困難
的民眾最該做的不是
掛起白旗，而是「高
舉雙手向上天祈禱」，
因為「這是面對生命
考驗時象徵力量與樂
觀的旗幟，人們不該
在接受考驗的時候輕
易認輸」。 

製造政府失能 

馬來西亞吉打州(Kedah)的州務大臣沙努西(Muhammad Sanusi Md Nor)則把白
旗運動視為一場企圖在社會大眾眼中製造政府施政失敗的政治宣
傳活動，因此他也宣布吉打州政府無意對掛起白旗的家戶提供援
助！只有透過正式管道申請，像是打電話給各地災害控制中心的
人，才會得到州政府的食物援助。 

在看不見盡頭的封鎖令面前，許多馬來西亞的民眾都面臨了
斷炊的處境。好在走投無路之際，他們還有一個選擇：在屋
外掛起白旗。 

封鎖看不見盡頭 單日少於4,000例才解封 

無法擺攤 只好掛旗求救 

深夜掛旗 隔天一早援助滿滿 

隔天早上，一批又一批的陌生人先後來拜訪阿都拉，他前一晚
還空蕩蕩的房間一下就被善心人士送來的餅乾、白米、飲用水
等物資填滿——其中一人甚至答應要幫他付房租，讓他肩上的
重擔一下輕了不少。「這一切都超乎我意料之外，很多人伸出
援手來幫忙、鼓勵我。」阿都拉表示。 

從2021年 6月1日開始，馬來西亞政府礙於國內COVID-19疫情嚴峻，
再度宣布了封鎖令，並一路打算持續到單日確診案例少於 4,000
人為止。在過去長達六週沒辦法正常出門工作的時光裡，許
多民眾面臨了斷炊的危機。 

2021年 ，靠著每天早上到街頭擺攤賣椰漿飯(nasi lemak)的身障民眾
阿都拉(Mohamad Nor Abdullah)就是其中一名生活陷入困境的人。 
一天夜裡，他決定試試先前在Facebook上看到的辦法：在窗邊掛
起白旗，告訴其他人他非常需要幫忙。 

需要援助就掛白旗 

這段時間，在馬來西亞社群媒體上吹起
的一股「白旗運動」(#benderaputih)風潮。任
何在封鎖期間生活陷入困境的人，只需
要在窗邊掛起白旗或是白色衣物，很快
就能得到善心人士的幫助。Facebook上也
相繼出現了數個相關社團，專門讓網友
們互相回報發現白旗的地點、該戶人家
所需等資訊，有些網友甚至會開車上街
尋找鄰里間是否有人掛起白旗。 
也多虧有了這條管道可以求援，不管是單親媽媽、因為債務而
差點兒輕生的小販，還是來自緬甸的難民家庭，通通在最危急
的時刻獲得了及時的援助。 

推廣白旗運動助人 

儘管找出白旗運動的發起人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根據新加坡
媒體《亞洲新聞台》(CNA)的報導，身為政治與社會運動家的奧
斯曼(Nik Faizah Nik Othman)是白旗運動最早的幾位推動者之一。當初
她注意到馬來西亞幾乎天天都有自殺案件發生後，便開始在
Twitter上提議民眾可以用懸掛白旗的方式求助。 

儘管方法略有爭議，但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Tasmania)的亞
洲政治事務專家詹運豪指出，這場白旗運動確實可能會激起大眾
對政府無力掌控危機的憤怒，日後也很可能會被當作用來攻擊當
局施政不力的武器。 

從白旗到黑旗 

如今已經有部分民眾開始以懸掛黑旗的方式，來表達對大馬政府
的不滿，甚至是要求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下台以示
負責。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thaipusam 
                     (故事Story Studio) 

在滿月降臨的黑夜，迎來馬來西亞最神秘的大寶森節！ 

當大家在網絡圖片搜尋輸入「大寶森節」（Thaipusam）四
個字時，出現的幾乎都是讓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興都教
（Hinduism）的信徒們面目猙獰，讓人難以置信這是一個酬
神的節慶。 

大寶森節一般落在國曆一月底至二月初，印度古曆泰月月
滿日。Thaipusam 中的 Thai 指的是泰月（印度古曆的十月），
Pusam 是印度語中 Poosam，一顆在泰月最閃亮的星星。由大
寶森節坐落在月滿日推斷，印度語中 Poosam 這顆最閃亮的
星星非常有可能是指月亮。 

在馬來西亞，大寶森節的慶典相當盛大，尤其在吉隆坡黑
風洞、檳城、怡保等地。慶典一共持續三天三夜。第一天
為神明出行到神壇，興都教徒們在神明出行前夜的晚飯後，
就會開始聚集在神廟前，午夜 12 時就會開始一系列的出
遊籌備。 

雖說大寶森節慶典僅為期三天，但想要許願、還願的人，
卻必須在慶典前做好準備。他們必須稟告神祗姆魯根
（Murugan），並獲得神祗的同意，才能參與許願與還願儀
式。得到參與盛典的許可後，必須齋戒沐浴，確保自己
心理與生理上的潔淨，神靈方能附身，以進行各種儀式。 

很多人會問，大寶森節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節日？為何
信徒們會有這些近乎自虐的舉止？馬來西亞印度人有兩
個重要的節日，屠妖節（Deepavali）與大寶森節。屠妖節是
光明來的日子，慶典與過年相似；大寶森節則是全興都
教徒一起酬謝姆魯根（Murugen，戰鬥之神）神祗的節日。 

在八○年代，由於私人交通工具並不發達，許多虔誠的興
都教徒為了參與祭禮，晚飯後就開始全家老少徒步到數十
公里外的遊神路線，迎接神祗的蒞臨，可見這個節日對他
們的重要性。 
在檳城，信眾們除了備有鮮花與祭舞（Kavadi attam）外，還
會帶上許多椰子，在遊行時把椰子大力砸在路上，砸椰子
在印度人或興都教徒習俗中是非常重要的儀式，因為他們
相信帶甜味的椰水可以為他們帶來幸福美滿的生活。 

慶典第二天，許願和還願的興都教徒都會背上他們的卡
瓦迪（kavadi）來酬謝神祗，正是這些卡瓦迪，為這個酬神
盛典增添了豐富的特殊色彩。第三天則是恭送神祗回府。 

一直以來，馬來西亞的印度人都知道大寶森節的主要神
明是姆魯根，但是卻不太清楚真正的由來。在許多文字
或印度祭師的口中，都認為大寶森節與姆魯根降服妖魔 
Soorapadam（或者Asura）的故事相關。但真正與大寶森節相
關的歷史資料，其實並不常見。 

南印度的一篇傳說 Kundapuranam 中記載了
姆魯根與大寶森節的關聯。文中指出，
古印度時，眾仙遭受魔鬼 Soorapadam 迫
害，因此向濕婆（Shiva，毀滅之神）求
救。為了拯救眾仙，濕婆從額上的第
三隻眼中創造出了另一個三眼神仙，
也就是姆魯根。 
姆魯根的第三隻眼睛具備噴火
的能力，接著濕婆之妻雪山女
王在滿月和 Poosam 星高照之時賜
予了姆魯根一把長矛（Vel），
作為抵抗魔鬼 Soorapadam 的武器。
因此，這一日便被南印度稱為 
Thaipusam 大寶森節。 

現在許多研究者認為，古印度曆的 
10 月 15 日是姆魯根獲得雪山女王
賜予長矛的日子。在大寶森節遊行
中，信眾們不斷高喊「Vel、Vel、
Muruga」，在鐵枝穿刺舌頭或兩頰後，
還會把鐵枝裝扮成長矛的造型，因
此某些學者由此判斷大寶森節是慶
祝姆魯根獲得神器的日子。 

信眾們如果在前一年許下的願望是
希望得子，那麼他們還願的時候就
會把孩子放進沙龍（sarung），掛在
甘蔗上，由夫婦扛著，從神廟步行
到神壇前，以酬謝神恩；其他的願
望，則可由奶罐等卡瓦迪還願。 

在古印度時期，還願信眾們並不能由自家備好一罐子的牛奶，
然後帶去酬神還願，他們必須帶著奶罐子，家家戶戶去要求施
捨一些牛奶給他們，直到罐子裝滿後，才送到神壇前酬神。 

選擇身體穿刺卡瓦迪的信眾，一般
都是希望贖罪，或想要淨化心靈，
又或是渴望得到巨大的神恩。他們
相信通過內在的誠心，制衡外在苦
楚的修行，可淨化自己的心靈。 

由此可知，大寶森節主要是贖罪、還願、奉獻、苦行、感恩、
靜心等，興都教徒在馬來西亞這片土地上，也漸漸發展出專屬
於他們的獨特文化！ 

酬神還願的信眾 

大寶森節的可能典故 

什麼是大寶森節？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thaipu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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