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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點校本。2.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木版本」。這些板本也都沒

有標明各本的板式行款與各卷門類、子目，北京古籍出版社的點校本東海

沒有典藏，也不知該書所據的底本，殊也可惜。  

如果得見上述所知幾種板本，或能知「清康熙間鈔本」與「乾隆四年

(1739)古香齋袖珍本」的差異，以及署名「光緒 7 年內府本重刻本」、「光

緒八年南海孔氏三十有三養卷堂校刊本」、「光緒九年(1883)惜分陰館刊本」、

及沒有牌記的「古香齋袖珍本」是否全出自「乾隆四年 (1739)古香齋袖珍

本」，四本之間的差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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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談《吃主兒》之三--最另類的「吃主兒」 

方謙光 

各地有各地的風俗，各地有各地的習慣，根據不同的地域，各地人的

飲食習慣也有很大差異，俗稱「南甜」、「北鹹」、「東辣」、「西酸」，北方

人愛吃麵，南方人愛吃米，儘管各地人的口味不同，這也沒有什麼稀奇。

可世界就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愛吃的東西超出正常人飲食習慣差異的範

圍，有的甚至令人不可思議，所以我們就把這一類人稱之為另類的「吃主

兒」。 

另類的「吃主兒」應首推多爾袞，多爾袞是誰呢？多爾袞是清太祖努

爾哈赤的第十四子，是清太宗皇太極的兄弟。西元 1644 年皇太極病死，

清世祖福臨繼位，也就是順治皇帝，當時只有六歲，多爾袞則以皇叔攝政，

大權獨攬，同年率清軍攻入北京，擊敗李自成和張獻忠，又滅了南明，建

立了大清國，江山一統，功勳卓著，大權在握，又娶了順治皇帝的親媽孝

莊皇太后，演了一出歷史上絕無僅有的「太后下嫁」，自封皇父攝政王，「代

天攝政」。攝政王與皇太后的大婚是在順治六年 (1650 年 )在太后宮內舉行，

大婚之日文武百官一律朝賀，同時特頒恩詔，大赦天下，京內外各官加長

一級，免各省一年錢糧。婚宴的排場無與倫比，明清合壁、滿漢全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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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洞房夜按漢人的規矩，為討吉利當然也少不了「子孫餃子」、「長壽麵」。

別看多爾袞貴為攝政王，在關外結婚也不知道結過多少次，可這「子孫餃

子」還是頭一回吃。俗話說：「舒坦不如倒著，好吃不如餃子。」自從多

爾袞第一次品嘗了餃子之後，對餃子就情有獨鐘，讚不絕口。於是下詔頒

旨，以後膳食，餐餐都要有餃子，並且規定，餃子餡不許重樣。這可難壞

了御膳坊裏的大廚，天天為餃子餡兒發愁，絞盡腦汁。有一天大廚正在那

時發呆，無意間發現了桌子上的茶壺，想倒杯茶水解解渴，倒了半天沒倒

出來，原來茶壺裏面已經沒有水了揭開壺蓋，準備續一點開水。就是在他

揭開茶壺蓋的同時，發現了茶壺裏的剩茶葉，突然靈機一動，今天的餃子

餡有了，就用剩茶葉。多爾袞品嘗了茶葉餡餃子，覺得味道獨特，不禁大

喜，於是重賞了廚子，並下詔：「以後吃餃子必須是茶葉餡的，但不許重

樣。」今天是「西湖龍井」，明天是「雪山雲霧」，後天換「六安瓜片另」，

再換「信陽毛尖」，「雲南普洱」、「鐵觀音」、「大紅袍」、「凍頂烏龍」。儘

管中原是產茶大國，茶葉品種繁多，要是做到天天都不許重樣，這也難做

得到。廚子們苦無良策，只好求教于前朝太監，據前朝太監說：在太醫院

的藥庫中有一種南洋進貢來的「仙草」，奇香無比百病全醫，人吃了以後

還能長生不老。於是御膳坊總管就向太醫索取了「仙草」。多爾袞品嘗了

「仙草」餡的餃子後，胃口大開，只覺得異香撲鼻，沁人心脾，通五官，

開七竅，覺得飄飄欲仙，渾身上下舒暢無比。自此之後多爾袞頓頓都離不

了這「仙草」餡兒的餃子。 

孝莊太后下嫁與多爾袞大婚是在順治六年冬(1650 年 )，事隔不到一年，

順治(1651 年 )多爾袞就一命嗚乎了，死時年僅三十九歲。此時孝莊太后只

有三十七歲，新婚不到一年就又成了寡婦。關於多爾袞之死，疑霧重重，

有的說是積勞成疾，有的說是縱欲過度。但不管怎麼說，三十九歲正當壯

年，如日中天，正是如狼似虎的年紀，一個馳騁疆場，殺人如麻的一代梟

雄怎麼說死就死了呢？其中必有緣故。 

清宮有八大疑案，即：「太后下嫁」、「順治出家」、「世宗奪嫡」、「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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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被刺」、「乾隆生世」、「同治死因」、「慈安暴崩」、「光緒猝死」。「太后下

嫁」被列為八大疑案之首，而多爾袞之死就成為了疑案中的疑案。不論其

他的原因如何，其中有一點就是和多爾袞吃「仙草」有關。 

下一個另類的「吃主兒」，應該是明朝的大奸臣嚴嵩，嚴嵩身為宰相，

位極人臣，僅為皇帝一人之下，為萬人之上，在朝大權獨攬，貪得無厭，

其生活之奢靡超過皇帝。整天山珍海味，龍肝鳳膽凡是人間的美味幾乎嘗

遍，不知應該吃什麼才合他的胃口，稍不如意就責打廚子，廚子無奈，實

在也想不出來他還有什麼沒吃過的東西。這一天廚子上茅房，看見了從大

糞缸裏正往外爬的蛆，廚子靈機一動，心想這玩意兒你大概沒吃過，今天

弄點這東西給你嘗嘗，也算出一出心中的惡氣。於是廚子用笊籬從大糞缸

裏撈了一笊籬大尾巴蛆，用清水漂淨，加上韭菜段在鍋裏急火快炒。這道

菜給嚴嵩端上來，嚴嵩一看這盤菜白綠相間就勾起食欲，嘗了一口覺得與

他氣味相投，鮮美無比，大為讚賞。馬上派人傳來廚子問這是什麼東西？

廚子不敢說是糞缸裏的蛆，謊稱：「此乃『肉芽兒』也」。於是「炒肉芽兒」

就成了嚴府的一道名菜。 

另一個另類的「吃主兒」，非隋煬帝的運河總管麻叔謀莫屬。麻叔謀

別的不愛吃，專門愛吃死孩子，找不來死孩子就派人去偷人家的孩子吃，

關於麻叔謀吃孩子的故事在野史小說如《隋唐演義》、《隋煬豔史》中多有

描述。 

以上說的是古代的另類「吃主兒」，另類的「吃主兒」在現代也有如

廣東人吃活猴的腦子，韓國人吃電烤活狗，日本人愛吃鯨魚肉，吃法都是

非常殘忍。無論是古代的「吃主兒」還是現代的「吃主兒」都有一個共同

特點。他們的這種「吃」不完全是為以滿足維持正常生命的生理需要，而

是為以滿足他們那種完全被扭曲了的那種病態心理。用一句北京普通老百

姓的話說：「這些『主兒』純粹是吃多了撐的，有病！」 

2008 年 7 月于溪翁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