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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来马来西亚度假的游客来说，这里是各种文化的汇集之地。
在马来半岛，马来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占有主导地位，而在沙巴和沙捞越，即婆罗洲地区，则
以当地土著的卡达赞族和达亚克族文化为重。
旅游团队来到马来西亚，欣赏当地异彩纷呈的歌舞、音乐，品尝当地美食，不禁对这里奇异有趣的文
化惊叹不已，并用相机记录下短暂旅途中的所见所闻。
在他们的印象中，马来西亚就像一座热带大花园，人民友善、食物美味、公路通畅、酒店条件一流、
生活水平很高。
他们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浮光掠影般的印象，难免肤浅。
对于那些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外族居民而言，他们所需要的是深入了解当地人民和文化。
了解的过程就是他们调整自己、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的经历，其间充满了重重考验和无数举止失当的错
误，至于费时几许，则取决于他们是乐于融入当地社会还是宁可固执己见。
本书的作者是海蒂·穆纳，她是一位嫁与当地人并早已以当地为家的外国人。
因此，她既对外来人员的种种困惑了然于心，又深谙当地风俗和处世之道。
她本人也曾经因为对当地风俗缺乏了解而不知所措、错误百出。
如此的经历感悟使她足以胜任编著本书，也赋予了她独到的见解和幽默风趣的叙述风格。
有这样一个关于一位外国人的故事。
有位外国人在南部的一家餐馆就餐，误将蕉叶当做了沙拉，于是只吃掉了芭蕉叶却没有吃包在芭蕉叶
中的食物！
餐后他抱怨说，这里的沙拉太硬了！
如何了解马来西亚？
如何在马来西亚舒适愉快地生活？
凡此种种颇为有用的信息都包含在本书之中。
无论你是来马来西亚观光的匆匆游客，还是打算在此小住数年的外国人士，本书都将会唤起你对马来
西亚的无限兴趣和向往。
斯弗·达斯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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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论您打算在马来西亚旅游、小住，还是长久居留，都能从《文化震撼之旅·马来西亚》一书中
找到大量实用信息。
作者将个人逸事、见闻融入书中，为您提供一系列颇具实用性的建议，带您品尝马来西亚特色美食，
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性、文化内涵，帮您摆脱初来乍到时的纷繁忙乱。
拥有本书，您在马来西亚的生活将变得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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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海蒂·穆纳，出生在瑞士，后随父母移民新西兰，并在那里接受了大学教育。
1965年移居马来西亚的沙捞越。
曾任教多年，后从事写作，成为一名业余记者。
还是沙捞越博物馆的研究员和当地及海外杂志的撰人。
对马来西亚的多种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主要著作有《文化震撼之旅·婆罗洲》《马亚西亚：世界文化
的集合地》《婆罗州民间故事集》及歌剧《丛林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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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第一印象城镇漫步如果你初次来到城镇，无论是到此旅游还是打算住上几年，城镇中林林总总
的新奇之处会让你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这个地方真是太与众不同了！
天气这里天气最大的特点就是热。
如果你住的房子里有空调。
出门乘坐的车里也有空调，那么漫步城镇，你就会感觉尤其炎热。
天气确实很热，但是既然打算在此小住，就必须学会适应。
马来西亚的热不会要人命，也不会让人中暑。
气温很少超过35℃，空气也很潮湿。
在诸如吉隆坡之类的大城市，空气中弥漫着由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混合而成的薄雾，虽然令人不快但
并无健康之忧。
遮阳帽与萨默塞特·毛姆一样早已过时，不过还是可以选择太阳镜来遮挡炫目的阳光。
不少当地人用雨伞来遮蔽烈日，奇怪的是，除了劳工和农夫。
并没有多少人戴帽子遮阳。
海外来的游客习惯性地认为学校校服应该配有帽子，但是在这儿却看到成群结队的学生不戴帽于，站
在烈日下等车或穿过路口，不免对此颇感诧异。
假设有某种地方的气候合适戴草帽。
马来西亚就是：唯一的问题是巴拿马草帽无法遮挡当地频频不期而至的阵雨。
作为游客，无论你选择帽子遮阳或者雨伞遮阳都不必感觉不好意思。
要知道，当地人可以抄近道，而你却会在城镇上徜徉几小时：使用防晒霜和遮阳伞可以使你不至于被
晒伤。
这条建议不仅适用于白种人，也适用于不习惯在阳光下暴晒的任何人。
小孩子皮肤娇嫩，更禁不起烈日的暴晒。
韩国和日本的游客往往做得不错：他们自到达此地之始就非常注意皮肤保护。
别忘了小心照顾你的肌肤，慢慢适应这儿的艳阳。
马来西亚可是个阳光充足之地。
四处走走在吉隆坡(此地通常被亲切地昵称为KL)和槟榔屿那样的大城市，人们对外国女性游客身着短
裤汗衫的打扮不以为意。
但是在乡村城镇，这样的装束难免会招致非议；保守的当地人认为如此穿着无耻之极，简直就是那些
他们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的所谓不讲道德礼数和具有颓废倾向的西方生活的现形。
除了闷热，马来西亚各个城镇的另一大问题是交通。
按照世界通用的标准，吉隆坡根本算不上什么大城市，但在这里，交通堵塞已经很严重，道路难以通
行。
别忘了尽量使用过街天桥和人行通道：这对保障你的安全十分必要。
在繁忙的闹市区，人行道和机动车道之间往往有结实的金属隔离栏杆。
来来往往的摩托车和公交车会聚成一条长长的车流，因此，请不要试图在靠近机动车道的地方行走或
者过马路时横穿机动车道。
公交车在市区和郊区之间往来。
有些公交车上并没有售票员，所以你有必要先准备好零钱再乘车。
吉隆坡等城市都有公交车行车时间表，当地居民家家必备：甚至那些拥有私家车或经常乘坐出租车的
人家也不例外。
行车时间表上的信息并不全，你无从知道车辆的准确到站时间，但是你至少可以从中了解到某一趟车
从哪里来要开往哪里去。
建议你不要在交通高峰时间乘坐公交车。
交通拥堵会使平素友善的马来西亚人变得缺乏耐性，在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公交车上尤其如此。
在平时的吉隆坡，人们总是举止礼貌、轻手轻脚，好像都穿着橡胶底的便鞋或者轻软的网球鞋，而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震撼之旅-马来西亚>>

下午5：15的公交车上，烦躁的人们好像都穿了带滚刀的靴子，你的脚趾很可能会不幸地被踩伤。
最新的交通工具是轻轨，高高架起的铁轨连接起城镇中最繁忙的地段，也使旅游者能够将城镇一览无
余。
建设轻轨、单轨铁路以及与之相补充的郊区铁路都是为了促使人们，甚至那些有车族，不再自己驾车
而是乘坐火车进入城区，从而缓解城镇的交通堵塞。
在马来西亚的城镇，如果一位外国旅游者出去散步往往会引得当地人驻足观看。
当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城镇也大抵如此，似乎不必过于求全责备。
而在大城市，只有那些相当与众不同的人物才会引起路人瞩目。
从另一方面来讲，与当地人迥异的装束相比，很明显地表明你是“外来人”，人们会因此更乐于回答
你的问题或者帮你指点道路。
从你身边经过的路人会很乐意提供帮助，告诉你如何到你要去的地方以及你现在身处何处。
不过也别忘了随身带一张地图哟！
当你需要问路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语言障碍。
如果附近有高年级的学生，那么你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
从理论上来说，学校的学生都懂得英语。
单独和一个学生交流他可能会感到难为情。
因此最好选择一群学生问路。
另外，如果一位男性游客向一位女孩问路，会发现有的女孩子很害羞，只顾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或者
仰头望着天空但却并不答话。
虽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如此害羞，不过有时确实如此。
城市里的警察一般都能够讲英语。
在吉隆坡市的旅游区，配备有特殊的“旅游警察”，他们的英语都讲得不错。
如果有任何疑问，你可以拨打问询电话(03)21496593向他们咨询。
在紧急情况下，手拿一张地图，一边比画一边尽量清晰地把你要去的地方的地名读出来也可以有效地
克服交流障碍。
如果以上提到的方法都不奏效，那么你可以选择乘坐出租车前往目的地。
马来西亚的出租车车型较为豪华，车身颜色明快跳跃。
如果附近没有出租车停靠站，那么你可以站在街道边举手招呼路过的出租车。
即使在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还是有一些出租车司机不懂英语。
所以上车后，在司机发动车子之前，你务必需要确认他明白你要去哪里，尤其需要确认司机是按照里
程表收费而不是漫天要价。
街道上的流浪动物在很多国家养狗需要办证。
来自这些国家的游客会惊奇地发现，在马来西亚到处都能看到没有主人的狗四处游荡。
那些可怜的动物肮脏而且骨瘦如柴，数量也在与日俱增。
在马来西亚也有类似于动物保护协会之类的机构，但是流浪动物却有增无减。
看到那些可怜的小猫、小狗蜷缩在露天食品摊附近的排水沟边，你难免会觉得于心不忍。
你的孩子对它们尤其疼惜，甚至会要求把它们带回家去。
如果你并不打算这么做，请一定事先想好托词向孩子们解释。
发善心将流浪动物带回家并不可取。
很多动物身上都带有各种传染病菌或者寄生虫。
建议你不必关注它们，也不要理睬它们。
在乡下，走夜路的司机会发现一些黄牛和水牛把公路当成了睡觉之所。
公路旁往往立有“小心牲畜”的黄色告示牌。
如果看到公路附近有草场，那么一定要瞪大眼睛随时关注公路上是否有牲畜。
它们可能正卧在公路上反刍，所以别指望它们能很快躲开。
事实上，当你的汽车驶近时，它们往往还会转过身来盯着你的车灯，以为是来了什么稀罕物。
从理论上来说，农场主有义务保证自己的牲畜不乱跑，不应进入公路妨碍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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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如果不慎撞到一头牛，那可是件麻烦事。
牛的主人会马上出现，告诉你是你造成了他的损失。
牛与汽车相撞，受到指责的往往是懂得交通法规的车主一方，虽然在法律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在公路上行驶经常会看到已经被车辆辗轧瘪了的动物的尸体。
这确实让人觉得有些恶心，不过完全没必要因此停车查看。
同时，尽量不要让小孩子们看到这种场景。
柯兰峡谷中的鸦群旅游者常常注意到在吉隆坡市到处都看得到鸦群，尤其是在柯兰峡谷附近。
其实乌鸦是1980年以后才成群结队地来到此地的。
自然爱好者认为，大群乌鸦的出现会吓跑当地原有的小型鸟类。
不过这种可能性目前尚未有任何切实的证据。
乌鸦是有名的食腐禽类，但是并非只吃腐肉。
家庭主妇常常会发现自己晾在室外的食物被乌鸦叼去！
小心扒手扒手可没有工作服，不要以为他们总是身着黑色皮衣。
在人流密集的地方总有扒手穿梭其间伺机作案。
近些年有扒手低龄化的倾向。
一些受到成年人教唆的孩子往往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假装不小心撞到某人。
这时，他们的同伙就会走过来扶起被撞到的人并伺机下手偷窃。
请记住以下几点建议：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凑热闹，小心看管好你的手提包和相机，不要把钱包、支票
簿放在外侧衣兜里。
最需要注意的是，在外出活动时如非必需请勿随身携带护照及机票等重要证件。
这条建议适用于在任何地方旅游的旅游者。
当然，除了失窃，有时候游客还会由于不小心而丢失所带物品。
街头乞丐使游客感到奇怪和意外的还有街头的乞丐：一些国家是不允许街头行乞的。
当然，乞丐当街行乞并不意味这个国家正处于饥饿和贫困的边缘。
按照当地法规，智障人员只要不会威胁到公共安全就可以自由地在街道上游荡，也可以在此行乞。
很多乞丐都有身体残疾。
一些盲人坐在寺庙外，静静地唱着圣歌等待有人发善心，城区的其他地方也有盲人歌手等在人行道旁
或者大型购物中心外等待有人施舍。
行乞者中有一些是孩子。
胆怯的孩子拉着母亲的衣襟，大胆一些的则穿梭于人群中向路人乞讨。
其中一些孩子受人雇用，被雇主指派到城市里容易乞讨的各个角落。
国外来的游客往往会对这些孩子的悲惨境遇感到悲伤，马来西亚官方也一向致力于改善他们的状况，
福利机构会把行乞的孩子们集中在一起，帮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或者将找不到父母的孩子送到孤儿
院。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刚有一批孩子从此困境中被解救出来。
又会有另一批孩子重操此业。
看车童需要在此介绍的还有看车童，不过他们并不像街头乞丐那样令游客烦恼。
所谓看车“童”的年龄千差万别，从10多岁到60多岁都有。
这些人在允许停车的地方徜徉，看到有游客下车就主动上前提供看车服务。
这项服务其实毫无意义：与马车不同，停在某处的汽车是绝对不可能自己跑掉的。
但是如果游客拒绝接受这项服务，看车童就会礼貌地提醒说如果没有人看守，车子可能会被剐蹭或者
出现其他损坏，因此最好是雇用一名看车童。
虽然名日“看车”，但是一旦有警察出现，这些人就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女孩请留意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与看车童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相仿，经常成群结伙地在购物中心等区域
附近闲逛。
他们往往向女性传送秋波、吹口哨或者试图攀谈，并以此为乐。
一有机会，还会对她们大加恭维，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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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女孩子讨厌地称呼他们“虱子”。
女性的外国游客与当地人衣着谈吐迥异，她们往往独自在街上行走，对于陌生人的问候也会礼貌地回
应，因此更容易成为这些人的目标。
这些家伙虽然无伤大雅但是惹人讨厌，建议你向马来西亚的女孩学习，从他们身边经过时昂起头，完
全不必理会他们。
如果你出于礼貌向他们说了句“你好”，那么就会招来对方一连串的回应，“你好，亲爱的”、“亲
爱的吻我一下吧”之类的话接踵而至。
就餐地点漫步于马来西亚的城镇，虽然可能有危险，但更多的时候，目之所及耳之所闻无不令人愉悦
。
如果你喜欢热闹，那么，当你看到在仅仅12米远的距离之内就有五处乐声大作，一定会使你兴奋不已
。
在马来西亚的城镇，随处可见食肆小摊。
即使在只有几平方米的空间，也会聚集若干小食摊，每个摊位上都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食摊上出售的东西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有见过的也有没见过的。
例如，一种在大罐子里煮的粥，看起来像大麦粥，但是吃的时候却要盛在打碎的冰块上，上面再装饰
切成小丁的水果和甜果冻。
但这的确是大麦粥，是放了很多甜品的粥。
据说喝这种粥有清凉的作用。
外国游客在食摊前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该如何点餐？
如果打算一连几天都在食摊上解决一日三餐，他们还会关心怎么样点餐才经济实惠。
建议你学着别人的样子做。
在食摊左右转转，就会看到一些食物被切好然后盛到盘中，一些食物要放在水中煮沸，加料混合，然
后盛入碗中，一些食物先要放进油锅里煎炸，然后捞出一堆一堆地码放整齐。
观察一下看别人是怎么点餐的。
然后你就可以走到食摊前，指给摊主你想点些什么。
注意一定要向摊主指示清楚你到底选择点哪位食客正在吃的食物。
请使用大拇指或者将食指弯曲，伸直手指指点是不礼貌的。
点完餐，你就可以在那些摇摇晃晃的餐桌旁找个地方坐下了。
临近摊位的伙计会过来问你是否需要饮料。
在街上闲逛时应该多喝点儿水，但是露天食摊上提供的饮料往往不太卫生，如果你对自己的肠胃是否
能够承受没有把握，还是建议你选择喝瓶装水。
这里有很多食摊出售小吃。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待了几个月，你往往会奇怪当地人似乎一天到晚都在吃东西却并不太胖。
在街道转角处总有卖煮花生和鹰嘴豆的小贩。
如果你想吃得饱，鸡肉饭和五谷饭是最好的选择，或者选择印度人卖的滚烫的千层饼，配着咖喱吃，
别具风味。
你也可以直接告诉摊主说：“我要米饭，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点放在玻璃柜中的林林总总的食物。
别忘了用拇指、弯曲的食指或者整个手掌指点食物，而不是伸直手指指指画画。
不能对日常饮食不尊重。
初来乍到的游客总是跃跃欲试想尝试一下街边食肆的美味，但是又担心食物太辣或者咖喱味太重。
观察一下当地人给孩子们点的什么餐，然后依样炮制就不必担心了。
路边活动在街边路旁小驻，除了可以在食摊大饱口福，你还可以请路边的补鞋匠帮你钉钉鞋后跟，如
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听听算命先生说说你的锦绣前程。
一些小店铺挤占了人行道，一些摊点甚至搭建在喧嚣的机动车道上。
这里出售天底下所有的东西，无奇不有。
小贩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向游客兜售价格低廉的所谓古奇牌的手包或者劳力士牌的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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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非常便宜的劳力士手表，价格绝对低，绝对是真货。
来一块吧！
”“别瞎说了，这不是劳力士表，这是冒牌货。
”“但是，先生，这可和真货完全一样！
”在小贩的鼓动下你可能会花上几个林吉特买下一块毫无用处的手表！
郊区漫步在郊区或者乡村，游客无一例外地会在傍晚散步，不为寻找街边的食肆小吃，只是四处走走
看看，体验一下当地的风物。
在那些古旧的房屋院落前，或者在连接民宅和道路的小桥旁，都有供人们休息的石凳。
习习晚风中，老人们坐在石凳上，时常有年轻人从身边经过。
礼貌地向他们问候。
小孩子们在附近跑来跑去。
只有蚊子的嗡嗡声和偶尔路过的车辆旁若无人地发出几声喇叭响，打破了这里如田园牧歌般的宁静安
详。
如果在一个阴沉沉的下午，在空气经历了一场近两个小时阵雨的冲刷后，夜晚将会十分舒适。
雨后沁人心脾的泥土清香仍在空气中飘荡。
各家各户的饭菜香，夹杂着咖喱饭调味品、山胡椒和某种东方香水的气味也一阵阵地传来。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震撼之旅-马来西亚>>

编辑推荐

《文化震憾之旅:马来西亚》由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震撼之旅-马来西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