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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啤酒節的歷史回顧

廖揆祥

前的大草地舉行，當時參觀的慕尼黑居民大約四萬

人，大約是全城的人口數。這塊草地後來也被稱為

泰蕾莎草地，也是往後節慶舉行的主要地點。

第二屆的「十月節」雖然在同樣地方以及同

樣時期舉行賽馬，但是整個活動與氣氛已經不一

樣。與賽馬同時進行的還有巴伐利亞第一次的農

業節慶，許多巴伐利亞地區的農民攜帶農牧產品

來慕尼黑參加此一盛會。在泰蕾莎草地上充滿了

熱鬧的農業節慶氣氛，來自鄉下的農夫、慕尼黑

本地人、牛、馬穿梭在賽馬場周遭。賽馬場邊也

有供應許多濃淡不同種類的啤酒，用陶土做成的

啤酒杯裝滿金黃色的泡沫液體，成為節慶歡樂歌

聲的催化劑。

1818年也是第八屆註1的十月節，除了賽馬、

農產品與商品展覽之外，最受歡迎的是射擊比

賽，參加者必須把細木柱上的木版製家禽射下

來。除此之外，旋轉木馬、鞦韆、抽抽樂攤位、

啤酒攤位、烤魚攤位也都在這個時期出現，並且

成為以後十月節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1819年的

十月節由慕尼黑市長接手舉辦，從那時開始計畫

每年固定舉辦這個節慶。

1835年為了慶祝路德維希一世國王與泰蕾

莎王后結婚25週年（銀婚紀念），所以在十月節

特別舉辦大型遊行活動，超過80輛裝飾華麗的馬

車，呈現出國王日常的活動場景，這也是日後傳

統服裝以及樂儀隊遊行的由來，遊行活動在1950

年之後成為十月節固定舉辦的重點活動。

世界聞名也是規模最大的慕尼黑啤酒節，今

年9月18日由慕尼黑市長敲開啤酒塞大喊「O’zapft 

is!」（被敲開之意）後正式開始，整個節慶持續

至10月4日，參加人數大約有640萬人，約五分之

一遊客來自其他國家，其中又以義大利人占最多

數，其次是來自美國、英國以及澳大利亞的遊

客。他們喜歡購買當地特有的氈帽，有時也將布

料製作的大酒杯戴在頭上。啤酒節販售的每一杯

啤酒都是一公升，酒精度6%，價格介於8.3至8.9

歐元之間。這個熱鬧又盛大的迷人慶典在今年正

好滿兩百週年（因為戰爭因素停辦，今年是第177

屆），而1980年在節慶期間發生的炸彈攻擊慘案

在今年也正好滿30週年，在歡樂氣氛與歷史紀念

意義下參雜些許不幸的回憶，或許正是這次慕尼

黑啤酒節的真實面貌。

啤酒節的由來

慕尼黑啤酒節的正式名稱是「十月節」

（Oktoberfest），這個節慶是兩百年前為了慶祝當

時巴伐利亞王國的王儲路德維希（Ludwig）與薩

克森的泰蕾莎公主（Therese）結婚，在1810年10

月17日所舉行的盛大慶祝活動而傳承下來。第一

屆的「十月節」是運動性的節慶，因為當時的男

主角路德維希王儲，他對於古希臘文化特別喜好，

所以婚禮慶祝方式採用奧林匹克競賽方式舉行，

當時的最主要慶祝活動是大型賽馬，在慕尼黑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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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的休止符

儘管預定每年都要舉辦十月節，但是面臨不

可抗拒的因素也不得不終止舉辦節慶。1854年與

1873年因為霍亂流行而暫停舉辦，1866年則因為

普魯士與奧地利戰爭而停辦，1870年則因為普法

戰爭而停辦。1914年至1918年因為第一次世界大

戰而停辦。1919年與1920年雖然戰爭結束，但是

當時德國意志帝國面臨革命、政變、示威，不僅

皇帝逃跑到荷蘭去，1918年巴伐利亞的國王也被

革命勢力推翻。1919年與1920年整個德國的政治

與社會局勢依舊相當不穩定，因此慕尼黑市只有

舉辦小型的「秋天節慶」（Herbstfest），1923年

與1924年則因為社會經濟局勢惡化，被迫取消舉

辦十月節。1939年至1945年期間也因為第二次世

界大戰而停止舉辦。1946年至1948年這段期間也

因為戰後百廢待興，所以只有舉辦小型的「秋天

節慶」。也因為「秋天節慶」在9月就開始舉辦，

所以爾後的十月節都從九月下旬就開始進行。從

1810年迄今，十月節總共有24次因故未舉辦。

1980年的炸彈攻擊

1980年是慕尼黑十月節最悲慘的時刻，該年

9月26日在節慶會場的入口處發生炸彈爆炸案。

總共有13人喪失生命，211人受傷，其中68人嚴重

受傷。攻擊者在爆炸時也同時喪命，是一位曾經

參加極右派團體的成員。爆炸案發生後，警方立

刻詢問附近1800名目擊者，但是並未找到其它共

犯。雖然該爆炸案在兩年後結案，但是許多人認

為一定有其它共犯或指使團體。因為這起爆炸案

是把炸彈放在垃圾桶後引爆，從此以後，慕尼黑

十月節的會場裡不再放置公共垃圾桶。該爆炸案

並未中斷整個十月節的慶祝活動，只有在當天暫

時封閉入口。

2010年啤酒節的花絮

今年的啤酒節總共搭起14座大型帳棚，以及

19座中小型帳棚，提供訪客喝啤酒以及用餐的諸

多選擇，例如鹹麵包以及烤雞都受到遊客的歡

迎。除了吃喝之外，會場還有大型遊樂設施以及

各種表演與娛樂活動。此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只有舉行一次的賽馬（1960年慶祝十月節150

週年紀念），在今年也因為慶祝200週年再度舉

行賽馬。

根據慕尼黑市的工作暨經濟處報告，今年的

十月節總共喝掉了7百萬左右公升的啤酒，失物

招領中心拾獲4500件的物品。十月節的最後一個

星期天大約湧進了60萬的遊客，整個場地擠滿人

群，有些大帳棚在過於擁擠時段必須關閉入口。

在整個節慶期間也發生少數暴力事件，根據警方

統計，今年共發生59起事件，在鬥毆過程中，啤

酒杯往往成為攻擊武器。雖然有少數不愉快的事

件，今年十月節的進行算是相當順利。

啤酒節反應了什麼？

1810年巴伐利亞王儲的盛大婚禮慶典，其實

是代表巴伐利亞王國的崛起與現代化。巴伐利亞

原本是一個大公國，領土分散，國力並不強，在

拿破崙入侵德意志地區後，巴伐利亞選擇站在法

國這一邊，合併了許多分散的領土，在1806年更

是從大公國升格為王國，並開始致力內政改革，

建立現代的國家政府機構，平等的法律制度，以

及財政的改革，將國王與國家財政分開，巴伐利

亞的改革可以說是把國家從君王個人財產中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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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過程。這些改革的成效也在1810年的盛大

婚禮慶典中呈現出來，富裕且和平的巴伐利亞王

國，在德意志地區諸邦國當中一枝獨秀。

儘管有這些歷史背景，但是慕尼黑的十月節

通常被稱為啤酒節，這正好說明主角是啤酒，而

不是原來的賽馬，也不是巴伐利亞的王室，來這

裡的遊客，主要是為了享受喝啤酒的樂趣，尤其

是與一群人瘋狂地灌啤酒。啤酒節帶來了大批的

觀光客，湧進許多的消費收入，對於慕尼黑市或

巴伐利亞邦來說，這是一個美好的文化遺產，200

年前的節慶繼續造福後代子孫。啤酒節在今天完

美地結合城市觀光、文化遺產以及經濟收入，讓

這個古老的節慶一直持續下去。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暨研究所助

理教授，歡迎來信交流biluliao@scu.edu.tw）

註解：

1. 1818年原本應該舉行第九屆十月節，但是1813年因為戰爭之故並未舉行。

大家談

法國人在台灣 台灣人在法國

（1）請問您來自何處？

諾曼地。

（2）您目前從事的工作？

教師。

（3）您對台灣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垃圾車的音樂。

（4）您對台灣料理的評價如何？

非常具有創意，尤其與台灣特產結合，例如以水果

來料理，許多是法國吃不到的蔬果，相當有趣也很

美味。

（5）可否用一句話來形容台灣人？

會盡自己力量幫助他人，或彼此互相幫助。

（6）您覺得台灣最值得一遊的地方是？

淡水或是高雄的愛河，俗語說偉大的城市必定都有

河流穿過，這裡有類似塞納河的風味，但是又具有

濃厚的當地特色。

（7）您喜歡臭豆腐嗎？

尚未品嚐過，若有機會願意試試看。

（8）台灣的生活有何不便之處？

看電影較不方便，選擇比較少，也不可能有法文

字幕。

（1）請問您在法國的時間有多久？

兩年。

（2）您目前從事的工作？

國外業務。

（3）您對法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地鐵治安的敗壞，曾多次被騷擾或遇扒手，不如

台灣的大眾運輸系統安全。

（4）您對法國料理的評價如何？

細緻，質與量並重，可以從料理中體會對用餐者

的用心。

（5）可否用一句話來形容法國人？

好辯且防衛心重。

（6）您覺得法國最值得一遊的地方是？

巴黎，有逛不完的博物館和美術館，令人著迷。

（7）您喜歡法國的乳酪嗎？

非常喜歡，尤其搭配紅酒時的滋味更是妙不可言。

（8）在法國的生活有何不便之處？

一些政策性的排外，使得外國人申請工作簽證

困難重重，留法的外國學生畢業後較不易於當

地謀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