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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吃人紀錄始於哥倫布在西印度群島探險時的所見所聞，哥倫布目睹
加勒比土著吃掉戰後的俘虜，將加勒比這種宗教文化看作是殘忍的行為，
此亦為何歐洲人視美洲人為「野蠻人」。然而吃人文化早在原始社會便已形
成，考古學家從人骨遺跡中發現很多古時「吃人」的證據。英國《每日郵
報》（Daily Mail）在今年二月刊登的科學研究中指出，14,700年前的英國人
不但吃人，而且還將死人頭骨打造成精美的杯子用來喝水，研究人員認為
用頭骨製成杯子可能是古人保存
死者靈魂的宗教儀式。因此，吃
人是自古以來的一種風俗習慣。

吃人源於復仇
我們已經有很多食材，為甚麼

還要吃人？戰爭、飢餓、陷入絕
境是現代人吃人的主因，雖然這
是極具爭議性的行為，然而人們
依然同情這些人，因為他們受環
境所限，迫於無奈才幹下這種事
情。但在原始社會，吃人是不能
用常理來理解的行為，人類學家
指出，最初吃人純粹只是因為復仇。

在原始社會中，氏族或部落成員遭到外來攻擊時，所屬氏族或部落會集
體向攻擊者報復，他們會殺死對方，然後敲骨吸髓，以滿足個人的口腹或
征服之慾，這是古人類為了生存作出的反擊行為。然而這種現象並沒有隨
時間而消失，反而慢慢演變成某些民族的風俗。

南美洲部落的喪葬儀式
分吃死去親人的身體是某些部落或村莊的喪葬習俗，但所吃的只是死者

的骨灰、碳化的肉等象徵性的東西，並不能補充身體的能量。當死者的身
體火化後，他們會將灰燼收集起來並保存在容器中，通常伴隨飲料將之吃
了，在印度，這種做法比撒骨灰到恆河中更潔淨。另外一種習俗則是將死
者埋葬，當肉被腐蝕後便將骨頭取出來重新埋在家中或將其放在籃子中掛
起來，而剩下的骨頭則會被搗碎，伴 飲料吃下去。

一位人類學家曾到南美洲奧里諾科河上游的圭亞卡村莊觀察居民的喪葬
儀式，他指出死者的親人會一邊痛哭一邊飲用骨粉湯，並且會非常小心不
讓湯灑出來。

亞馬遜河的社群亦有類似的習俗，奎奎圖（Craquieto）人會用慢火烤死
去的人，待屍體變乾後將其包裹成木乃伊，過幾年後，燒掉木乃伊，用

「奇茶」（用玉黍製成的飲料）伴 灰一起吃下肚。庫尼伯（Cunibo）人的
習俗是死去的孩子只有頭髮被火化，然後用食物或魚湯伴 屍體吃下去。
這類「吃人」現象與人們認知的吃人的性質很不同，他們吃下去的並非人
肉，而是死者身體的某部分，當然這種做法也不尋常，但引起的爭議遠不

如真正的吃人現象大。

新畿內亞的「食人族」
新畿內亞高地的人本來便有食用親屬屍身的習俗，他們便是所謂

的「食人族」。以往他們會將親屬的屍體埋進一個淺墓坑中，經過
一段時間便把屍骨挖出來清洗，但不吃上面的肉。直至上世紀20年

代，由於婦女的肉食配給量太
少了，她們在屍體埋葬後兩三
天便將其掘出來，從屍骨上切
下肉來食用，她們把肉放進竹
筒中與其他植物及蔬菜一起烹
調。這種習俗有一個後遺症，
吃用屍身容易感染細菌，並引
發疾病，這種病又稱作「庫魯
病」（Kuru）。

巴西圖皮南巴（Tupinamba）
人的吃人風俗是以滿足自我為
主的，安東尼奧（Antonio
Blasquez）教父目睹他們的吃

人儀式，指他們在屠殺敵人和為了復仇而吞吃其肉的過程中找到樂
趣。他看到圖皮南巴人將屠殺俘虜當作是一場嘉年華般進行，載歌
載舞，以羞辱他們為樂。他們在屠殺、烹煮的過程中得到滿足感，
完全背離道德的枷鎖，純粹是喜愛人肉。有人不相信安東尼奧的經
歷，認為當中有抹黑的意圖，但在其他美洲地區，如紐約州北部和
加拿大南部，許多人目睹這類折磨、儀式性的迫害行為。

從血祭演變成「人肉聖餐」
除了上述地方的吃人風俗外，更有具備宗教色彩的

吃人儀式，人類學家將這種行為稱作「人肉
聖餐」。然而事實上這類行徑不過是人類心理
不平衡的一種表現方式，古瑪雅人的「血祭」
便是其中一個例子。瑪雅貴族認為血有滋養
及勸解神靈的功能，國王用黑曜石製成的小刀
或黃貂魚的魚刺刺穿自己的生殖器，妻子則用
帶刺的繩子刺穿舌頭，讓血流到碗中的紙上，然
後燒掉，因為他們認為燃燒後產生的煙可讓他們
跟神靈世界溝通，保佑他們平安長壽。瑪雅人的
宗教禮儀也包括活人祭祀，祭品通常是囚犯、奴
隸、孤兒或私生子，他們被人按住胳膊和腿，被人
切開胸膛。而這種宗教色彩濃厚的活人祭祀法慢慢
演變成所謂的人肉聖餐。

非洲阿斯瑪人的生活離不開格鬥、雕刻與宗教活動，當中的吃人行
為便是因格鬥而起。他們認為食用敵人是一種報復，也是一頓聖餐。
他們砍下敵人的腦袋，將死者身上的肉分給部落裡的人享用，其頻繁
的吃人行為使他們輕易分辨出不同種族的肉的味道。阿斯瑪人認為自
己人的肉吃起來比較堅硬，印尼人的肉偏甜，白人的肉則相對較鹹。

解讀食人文化
人們很費解為何古老部族以至現代社會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很難猜

度他們的心理，但對吃人者來說其吃人的原因是非常明確的。專家將
吃人的原因分為五類，分別是生存需要型、禮儀型、精神變態型、宗
教喪葬型及侵害型，他們都有不同的理據去支撐吃人這種行為。古時
更難以道德標準衡量行為對錯，因為原始人沒有道德的束縛，對他們
來說，吃人是一種宗教儀式，他們只是遵行一種儀式，當一切是理所
當然的時候，並沒有對錯牽涉其中。

現代社會依然存在吃人的風俗，而這種風俗受外界衝擊後亦產生變
化，政府禁止阿斯瑪人吃人肉後，他們逐漸覺悟，不再與敵人進行血
腥的搏鬥，慢慢改變其生活方式。由此可知吃人者並非沒有憐憫、道
德之心，而是他們沒有自覺到這是違背常理的行為，所以當他們明白
對錯後，他們便不再堅持這種風俗或生活模式。

值得關注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人，如前文所言發生在1874年的
真實吃人事件，帕克為了生存不得不吃人，最後他被判40年有期徒
刑。帕克以五個人的性命換取一人生存的確備受爭議，倘若如《天與
地》劇情般犧牲一人換取三個人的性命，為了多數人的幸福而作出犧
牲又是否合理？謀求大部分人的幸福看似天經地義，然而卻是很功利
的計算。從現實層面來說在險境犧牲某些人是無法避免的事，是個

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的角力，但不應視之為正當的理由，如
果生命能夠量化的話，人吃人或其他社會問題也沒有討論
的必要。

單純說人吃人是殘暴或變態的行為也不恰當，當然社會
上確實存在少部分「食人狂魔」，但大多仍是受生活習
慣、環境影響，才出現吃人這種現象。學者針對宗教性或
風俗性的吃人行為作出歸納：不是因為某種宗教信仰而出

現吃人現象，而是先出現了以人為食的現象
（原始先人必須解決裹腹問題），再滲入後來產
生的宗教意識，才出現人吃人的宗教行為。
人吃人永遠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很難以常人

的標準衡量孰是孰非，正如犧牲個人以換取大眾
幸福不是對的觀念，而宗教性的人吃人也不完全是

錯的。
社會上大多數人「性本善」，因為人吃人從來不是

人類生活的主要特徵。

吃人

原來活在

人吃人是最近的熱門話題，電視劇《天與地》的人吃人情節

引起人們的議論，畢竟這議題對現代人來說，未免太荒誕殘酷

了，所以一直以來甚少人會主動接觸及討論。事實上，人們試

圖透過不同的方法將吃人情節公諸於世，引發觀眾思考這個一

直存在但卻不敢面對的事實。電影《食人狂魔》（Cannibal:

The Musical）是根據1874年的真實事件拍攝而成，講述美國

探礦家為了自衛把同伴吃掉，電影風靡一時。人吃人或許是因

為人身陷險境而作出的「本能反應」，但在歷史上，人吃人更

多是因為風俗、宗教等原因，考古學家亦證明吃人曾是一種民

間宗教信仰，而食人族也真的存在於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資料圖片

無論是糞便也好，還是排泄物也好，雖然它和大
家有如此親密的關係，但並非所有人都對它有正確
的認識，因為我們都不敢正視這個不受歡迎的話
題。我們通常不願意「處理」糞便，但在最新一期
的《Colors》雜誌中，竟以糞便為主題，更探索我
們為何要認真看待糞便的問題。

原來，到了今天，全球仍有約三分二人欠缺衛生
間或公共廁所，他們在路邊、田野等地方隨地大小
便，對水源、食物等造成污染，而超過90%的腹瀉
是由於食物污染、水源污染或沾上糞便的手指所引
起的。雖然對那些擁有廁所的人來說，腹瀉是很一
般的疾病，但每年死於腹瀉的人數超過了死於愛滋
病、瘧疾和肺結核人數的總和。

不過，糞便同時也是燃料、肥料，甚至能救命。
例如，在非洲盧旺達的布塔雷監獄，囚犯的糞便會
被轉換為沼氣，然後用來烹煮食物。在美國紐約，

勃蘭特醫生診所中的糞便移植看起來很痛苦，但是
它們在治癒艱難梭菌方面成功率高達91%。

你要如何勸說人們認真看待糞便？你怎麼鼓勵其
他人建造廁所或挖掘坑廁？或者，你可以像一位普
通遊客Virginia Chumacero所做的那樣，請玻利維
亞Aramasi的居民帶她遊覽他們的村莊。她是參與
社區全面衛生服務（CLTS）的上千名社會工作者
之一，這也是孟加拉發明的一種推廣廁所的方法。
當他們路過一個村莊，她便停在每堆糞便前，用一
個塑膠製的蒼蠅模型演示昆蟲如何將它們的腿沾上
糞便，然後落在村民的食物上。

新西蘭基督城的廁所在2011年的一次地震後無
法使用。然後居民想出許多辦法來解決問題，包括
使用水桶，在花園挖洞以及其他創意方式，最後產
生了一些自製廁所，並成為當地的驕傲，大家可以
到網站www.showusyourlongdrop.co.nz瀏覽。

另外，清潔與宗教也有 關係，許多信仰都有這
樣的規定，祈禱前必須保證身體清潔與純淨。比
如，耆那教徒喜歡使用自家浴室，因為在排便後，
必須徹底清潔衣物才能進入寺廟。佛教徒必須利用
他們的排便時間進行沉思。根據穆罕默德言行錄，
在如廁前，一位優秀的穆斯林教徒必須去掉所有戒
指，絕不面對或轉而背對麥加的方向，用奇數的鵝
卵石清洗自己，一旦離開衛生間，需要認真清洗自
己的私處。

原來，這期《Colors》受到《The Big Necessit》

的啟發，這書由英國作家兼記者、《Colors》前
任高級編輯Rose George編寫而成。《The Big
Necessity》是一本探索人性的小說。在寫作的過
程中，Rose George親自查看了倫敦和紐約的污

水管道系統，甚至
走訪了印度郊外，
並與那些為第三世
界的衛生設備努力
爭取的積極分子交
談。 文：阿卡比

糞便，你的名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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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河的社群有「吞吃」木
乃伊的儀式。

■具備宗教色彩的吃人儀式。

■在紐約，勃蘭特醫生診所中的糞便移植
看起來很痛苦，但是它們在治癒艱難梭菌
方面有 高達91%的成功率。

■在盧旺達的布塔
雷監獄，囚犯的糞
便被處理並轉換為
沼氣，然後用來烹
煮食物。

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