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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朱姓研究生為抗議進口美國牛肉，忍噁吃下牛糞。然而世界上卻有偏好

與動物親密的動物戀者，喜歡嚐動物大便。其實在深入理解其心理後，會發現他

們也不是什麼病態。 

首先，遠古人類和動物十分接近，並不特別厭惡屎尿；人類對屎尿的厭惡是

在歷史中逐漸發展出來的。即使在西方中世紀晚期，我們還看到教導人們應該避

免屎尿的禮儀書，例如不要去聞屎臭後，還叫別人也聞。如果這類事情是需要向

成人教導的禮儀，那就表示當時逐臭者仍然不少。但是文明化過程使得現代人越

來越厭惡他人或自己的屎尿，公共場合中出現屎尿（包括動物的屎尿）引發極大

的嫌惡或強烈情緒，現代都市逐漸不再是尿臊味沖天，「禁止隨地小便」的標記

越來越少，公共廁所的氣味與清潔也變成「現代化」的指標。 

不過在私底下，今日仍然有很多成人對自己的屎尿並不厭惡，他們／她們偶

而會聞聞自己肛門的味道，洗澡時讓尿流過自己下半身等等。 

雖然圍繞著強烈社會禁忌和厭惡，屎尿、放屁卻永遠是鬧劇電影的笑話題

材，這一方面是壓抑禁忌被突破而來的解放快感，另方面則是尷尬情感的轉化。

同樣的，屎尿雖然讓人連帶對性（生殖器）感到嫌惡，但是也可以在特定的情境

下反而讓人轉化情感能量、得到解放快感。易言之，屎尿或其氣味可以轉變成性

的刺激物，提高性興奮。這就是屎尿戀。 

既然我們不嫌惡所愛的性對象的屎尿，那麼當我們喜愛的性對象是動物時，

喜愛動物糞便也就是理所當然的。某動物糞戀者就曾經撰文寫過＜馬糞的樂趣：

馬糞愛好者手冊＞，仔細研究內容，其實發現頗能言之成理。例如作者強調馬糞

由純粹綠草與乾草構成，十分乾淨，不是軟軟黏黏像稠液般，而是堅實有型、大

而厚重，味道不會讓人掩鼻，有著很好聞的馬味，等等。 

在台灣鄉下偶爾看到的牛糞亦有些類似品質。很多人不小心踩到時都會發現

其實並不那麼髒或臭，牛糞的樣子也蠻可愛的，真的是大而重且有款有型。許多

小孩還會玩弄牛糞或以之為遊戲對象。以前印象中的台灣鄉下人並不特別排斥或

嫌惡牛糞。事實上，牛糞與牛是台灣鄉土的一大特色。愛牛糞與愛台灣並不是沒

有關連的，呂正惠教授曾提到日據時代皇民文學作家以「鄉間土臭」來嫌惡台灣，

這個「土臭」大概也夾雜著牛糞味。從抵抗外來殖民政權的角度來看，牛糞確實

有些台灣精神的象徵。 

2006 年《蘋果日報》報導馬來西亞反毒機構發現：牛糞成為新的毒品替代

物，新鮮牛糞含讓人上癮的氣味，有些人靠聞牛糞的味道滿足毒癮。馬來西亞防

止濫用毒品協會主席表示，目前牛糞不受毒品管制法令管制，馬國官方已開始檢

討法令。 



 

 

將牛糞列法管制，是否比吃牛糞更荒謬呢？其實人間最珍貴的就是存在各種

差異，尊重彼此差異與偏好應是基本素養，我們不應對自己不熟習的事情驟下判

斷，吃動物糞便只是例子之一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