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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明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農民軍攻
入北京城，崇禎自縊殉國，年方十六歲的太
子朱慈烺神秘失蹤。關於太子的下落，有好
幾種說法。張岱的《石匱藏書》說，北京城
陷以後，朱慈烺曾為大順軍俘獲，只是兵卒
不知道他是太子，以為是個逃難的公子哥
兒，把他抓到軍營裡，逼迫他每天割草飼餵
軍馬，兩個月後，趁看守鬆懈不備，太子成
功逃走。
清人陸圻的《纖言》則是另一種說法：太

子朱慈烺於城破後為李自成所俘，交由大將
劉宗敏看押，後來大順軍敗退出京，太子也
被帶到陝西潼關，在轉移途中趁亂逃走，又
被人送到吳三桂的兵營。因吳三桂與清軍有
約，擔心收留明太子會引起清軍統帥多鐸的
誤會，故將太子送到一座佛寺暫住，後不知
所終。
皇帝殉國，太子失蹤，崇禎的堂兄、福王

朱由崧在南京被擁立為帝，建立了南明政
權，年號「弘光」。但隨後不久，從江南就傳
來了太子的消息——內監高起潛的奴僕穆虎，

在南下的路上認出了太
子，把他帶回了家。因擔
心南明政權對太子不利，
高起潛把太子秘密送到杭
州的侄子高夢箕家裡，高
夢箕又把太子送到金華。
一路輾轉漂泊，風塵勞
攘，太子心中怨憤，趁正
月十五在外觀賞花燈，當
眾發洩不滿，引起路人圍
觀。眼看秘密洩漏，高夢
箕只得把太子藏在自己家
的消息報告給南明朝廷。
這對弘光帝來說，不啻

於當頭一棒。按照禮制，
太子才是合法的皇權繼承
人，而且也更得民眾的擁
護——在知道太子尚在人
世以後，早就對弘光帝心
有不滿的南京百姓，紛紛
要求由太子接掌政權。為
了平息民怨，弘光帝不得
不表現出高姿態。在與臣

屬談到崇禎殉國時，他表現得很悲痛，抽泣
哽咽，聲稱現在得知太子的下落， 實令他
欣慰，如果太子的身份經過證實確認，他可
以把皇位讓出來。
太子被送抵南京後，內監韓贊周、車天祥

受弘光帝的指派，前往辨認真偽。兩位內監
一見到太子，就被他的氣質所折服，當即跪
下行禮，並把皇家的衣服給他換上。消息傳
開，許多舊臣紛紛前來拜見。督營太監盧九
德也受命前來辨認太子，剛開始他還很倨
傲，但太子一看到他就直呼其名，懾於威
勢，盧九德趕緊下跪賠禮。旁觀的眾官員見
狀，更肯定是太子本人無疑。
對於這樣的結果，弘光帝自然無法接受，

他怪罪派去辨認的內監太過輕信，惱怒之
下，將內監韓贊周、車天祥秘密處死，又下
令把太子關進監牢，隔斷他與公眾的聯繫，
同時召來過去曾給太子授課的老師劉正宗、
李景廉，讓他們和太子對質。劉李兩人覺得
此人和太子外貌相似，但無法確認。而且在
對質的過程中，太子也答錯了幾個地方。最

關鍵的是，根據兵部右侍郎左懋第探聽來的
情報，太子的小腿上有一塊黑痣胎記，此人
沒有。
南京兵部尚書、負責鎮守揚州的史可法也

認為太子是假的。因為他在清軍發佈的公告
中，看到多爾袞提到在崇禎的岳父周奎家
裡，曾發現一個自稱太子的人。多爾袞召來
被崇禎砍斷一臂的懷宗公主，太子一看到她
就叫姐姐，公主頓時失聲痛哭。但是，懷宗
公主和前皇后袁氏為了保護太子，故意裝作
不認識他，聲稱此人是假冒的，於是多爾袞
把他給殺了。史可法認為，真正的太子早已
經死了。
在弘光帝的授意下，負責審理此案的官員

一致認定太子是假冒的，真實身份為原駙馬
王某的侄孫，名叫王之明。只不過，南明的
臣民並不相信這個結果，他們私下裡都認
為，這是弘光帝為了保住皇位而編造的借
口。南京坊間開始流傳一首民謠：「欲辨太
子假，射人先射馬，若要太子強，擒賊必擒
王。」甚至還有人在皇城的城牆上題詩諷
刺：「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復開，
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
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列鼎台？烈烈大行何處
遇，普天同向棘圜哀。」把矛頭直指向弘光
帝。南明政權也由此喪失了百姓最後的一絲
信任。
巡撫何騰蛟、袁繼咸，武將劉良佐、左良

玉、黃得功等人也紛紛上疏，極力反對殺太
子，為了不激發眾怒，弘光帝只得把太子關
在監牢裡。不久清軍南下，弘光帝棄城出
逃，南京百姓把太子救了出來，擁其為帝。
只不過，南京於五日後即告城破，太子以及
隨後被俘的弘光帝都被多鐸帶到北京，被戳
於市。
至於出現在南京城的究竟是太子朱慈烺，

還是王之明，至今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
是。有一種說法：多爾袞在公告裡提到的太
子是假冒的，乃為清軍精心策劃的一個陰
謀，目的是想讓當時的百姓相信，太子已經
死在了北京城，由此斷絕民眾光復的念頭和
信心。沒想到誤打誤撞，挑起了南明內部的
矛盾，加速了南明政權的滅亡。

財經評論人、資深記者、專欄作家、中央電視台財經頻道《今日
觀察》專職評論員劉戈的新作《野生狀態》，最近由上海三聯書店
出版了。此書以「菜鳥的困惑」、「過來人的糾結」、「老闆總是對
的」、「女孩的煩惱」、「態度決定一切」、「戰鬥在辦公室」六輯
收錄了他50餘篇思考職場的文章，告訴我們：保持「野性」，維持
自己作為職場中的「野生物種」，是競爭時代不被淘汰、走向成功
的關鍵所在。
劉戈天生一雙慧眼，看問題總有獨到之處。在《芙蓉姐姐的職業

生涯》一文中，劉戈這樣暢想：就像成功的企業家不會避諱自己年
輕時曾極力迴避的貧寒出身，也許若干年後，芙蓉做客《藝術人
生》，也不用忌諱自己初入演藝界被人鄙夷的口水和眼神。不是沒
有可能，芙蓉一人飾演楊貴妃、潘金蓮、秋香、慈禧等幾個角色的
話劇《唐朝也有流星雨》，已經得到了職業認可。舒淇可以「把脫
下去的衣服一件件穿起來」，始終保持公眾關注度、強烈表演慾、
卓越抗打擊能力和強烈成就動機的芙蓉，把那些笑話她的笑話變成
笑話又有什麼不可能呢？
靠伯樂不如靠自己。土雞之所以比肉雞貴，野菜之所以比肥料農

藥種出來的菜更香更健康，就是因為保持了野生狀態。職場也一
樣，好工作是幹出來的，不是選出來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長
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沉浸於眼前的食物，從飛鳥變成
土雞，已經讓土雞失去了展翅翱翔的能力。職場中的你，不論已經
處在什麼位置，曾經取得過什麼樣的成就，享受 什麼樣的待遇，
如果不能保持野生狀態，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極有可能就是以
失敗甚至是悲劇的形式來吞下苦果。《升職記》中的杜拉拉和《蝸
居》中的郭海藻，就是一個生動的對比。郭海藻的悲劇不在於當小
三的問題，而在於她始終活在別人的安排裡。
當初聽余世維《成功經理人》講座的時候，余世維強調了一條辦

公室生存法則：「老闆永遠是對的；如果老闆有錯，一定是我看
錯；如果老闆有錯，一定是我的錯導致老闆犯錯；如果老闆有錯，
只要他不認錯，那就是我的錯；如果老闆不認錯，我還堅持他有
錯，那就是我的錯；總之，老闆永遠不會錯，這句話永遠不會
錯」。當初還沒真正弄懂它的真正含義，劉戈在《管好自己的老闆》
一文中，告訴我們「老闆永遠是對的」並不是教我們要阿諛逢迎，
而是要學會管理自己的老闆。管理自己的老闆，不在於討論時的反
對和爭吵，而在於執行中的調整——在過程中及時不斷的反饋情
況，讓老闆自己調整。當然，提醒、溝通、換位思考，對管理好老
闆是必須的。
喜歡《野生狀態》這本書，就是因為劉戈沒有絲毫的矯揉造作，

能夠穿透現象的迷霧，直擊職場的本質所在，可以讓你時刻警醒自
己，少走彎路、錯路。比如，對於「美麗也是一種生產力」的流行
說法，劉戈直接指出，「通常，美女在低級別的職位上容易取得成
功，而在高級別的職位上，長得漂亮，反倒有可能成為獲得職業成
功的羈絆。美女要想在職業上走的更遠，從開始就要盡量避免接受
額外的關照」。人挪活，樹挪死。對於「跳槽」的問題，劉戈說：
「進入到一個自己喜歡又合適的行業，是獲得成功最重要的先決條
件。跳槽，要往自己適合的方向挪，而不是往自己喜歡的地方
挪」。對「社會關係的複雜」的問題，劉戈直接反問：「有人際關
係簡單的地方嗎？如果你真的覺得你們單位人際關係特別簡單，只
能是下面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一是你的職位不夠重要，二是你過於
遲鈍。」
劉戈在書中分析職場困境、描摹職場眾生。無論你是處於職場的

準備期，還是菜鳥期、熟手
期、老油條期、輝煌期，抑或
壓抑期、疲憊期、糾結期，都
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
找到睿智、明確的指點。總
之，《聽戈說職場：野生狀態》
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值得好
好讀讀，好好反省，應該記住
並時刻提醒自己：始終保持自
己的野生狀態。
（《聽戈說職場：野生狀

態》，劉戈 著，上海三聯書店
2010年10月，定價：2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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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長青的秘訣
——讀《聽戈說職場：野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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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蘇聯士兵，聽我說，
我會告訴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情！」以上文字，是二戰期間芬
蘭人招降蘇聯士兵的宣傳文字。
這些文字，被印刷在傳單上，輔
以圖片，通過空投等手段散發到
蘇聯士兵的手裡。二戰期間，芬
蘭與德國結盟。為了瓦解蘇軍的
軍心，芬蘭人製作了這些傳單。
《孫子兵法》裡說，不戰而屈

人之兵是上策。為此，戰爭期間
各個參戰國都忙於心理戰的攻
防。而傳單，則是一種比較有效
的載體。
如果分門別類的話，二戰期間

的傳單也可以分為多種。
一種用於宣傳己方的優待政

策，揭露、攻擊敵方的政策與立
場。這類傳單比較多見。
另外一種傳單，則大力渲染戰

爭的殘酷以及己方實力的強大。
比如美國的一張對日傳單，畫面
上一個日本士兵站在小島上，茫
然四顧，他身邊沒有援兵，猶如
困獸猶鬥。
第三種，則試圖利用士兵的思

鄉之緒。達到瓦解對方軍心的目
的。這一招，和當年項羽遭遇遍
地楚歌的情形差不多。有一張美
國對日傳單，上面畫 一位面容
清秀的日本女子。這女子抱 孩

子，背後，她的丈夫因參戰死去
躺在墓園。朝鮮戰爭中，有一張
美軍散發給中國志願軍的傳單，
其構思是：淺藍的底色上一位衣
樸素的中國女子站在桃樹下，

身後，桃花盛開。美國人在這張
傳單上印刷了三行字。「中共人
民志願軍兄弟們：她只能對花沉
思，因為你已經被逼到韓國當志
願軍替韓國打仗。」
以上傳單，當年都比較常見。

而最震撼人心的，莫過於色情傳
單。一九四四年末到一九四五年
初，德軍散發了一批傳單。在一
張編號為982144的紙片上，一名
裸 上身的金髮女郎斜躺在席夢
思床上。這個妖冶的女子寂寞地
抽 煙，背後，是一男一女在幽
會的場景。這張傳單，試圖通過
喚醒士兵們對愛情與肉慾的渴
望，達到自己的目的。
德軍第十軍散發過一張傳單，

傳單的正面顯示一位金髮女子的
肩膀被親吻。文字是，「先生們
更喜歡金髮碧眼的女人。」傳單
的背面，則是一名跛了腳的士
兵。文字是，「金髮碧眼的女子
不喜歡跛子」。
還有一張傳單，則試圖挑起英

軍和美軍之間的矛盾。描述的是
一位美國士兵正和一位英國女孩
親熱。這張傳單上，女孩子眼睛
微閉，一副陶醉的表情。美國士
兵則風度翩翩。旁白是，「事實
上，這是美國人的快活戰爭。」
類似的傳單不在少數。但歸結起
來，基本上都是一種思路：年輕

貌美的英國女子與美國軍人在沙
發、梳妝間一起幽會。色彩鮮
艷，場景直白。
這些色情傳單，究竟是否在戰

場上起了多大作用，我們不得而
知。但，單從作戰各方大力製作
此類印刷品來看，似乎誰也不曾
小覷這些傳單的攻防效果。實際
上，傳單的效果猶如今天的電視
廣告和海報招貼。做好了，其影
響力是不容小覷的。當然，製作
傳單的人必須考慮到被投放對象的
文化背景和民俗心理，否則，激
起的可能就是強烈的報復心。
今天，通過網絡我們可以看到

大量傳單的照片。實際上，這些
東西作為文物，已經是純粹的藝
術品了。它們，都成了歷史愛好
者和藝術品搜集者們的愛物。和
郵票一樣，製作精美的傳單，其
構思和色彩、文字的搭配，都讓
人讚歎再三。當然，此時此刻，
那些製作傳單的人，多數已經不
在人世了。
二零零九年，媒體報道過一起

發生在阿富汗的慘劇。這年六月
二十三日，英國皇家空軍的一架
「超級大力神」運輸機在阿富汗南
部農村空投傳單。期間，一個裝
大量傳單的箱子在空中沒有打

開就直接墜落下來，當場砸死一
名女孩。對此，英國國防部稱
「非常遺憾」。看起來，即使在科
技高度發達的今天，發傳單這種
相對原始的手段，還在被使用
。「越原始越有效」，說的難道

僅僅是傳單嗎？

蔡京是宋徽宗的寵臣，宋徽宗畫了畫，常常叫蔡京
來題詩題字，湊熱鬧。在現存的宋徽宗畫中，蔡京的
題詩題字，語氣不同，可以分兩大類。一類是平平淡
淡的題上去，一類是不忘頌揚皇帝。
後者，如在《雪江歸棹圖》上，蔡京直接地以歌頌

的語氣，說這是「皇帝陛下以丹青妙筆」繪的，簡直
是「神智與造化」的境界。又在《御鷹圖》中，把皇
帝的繪畫水平，形容為「神筆之妙，無以復加」。而
且說他畫鷹，是「皇帝陛下，德動天地，仁及飛走。」
不知道畫中那頭鷹，是不是也懂得皇帝之仁，正降臨
在牠身上呢。
題皇帝的畫，不能不恭恭敬敬，像蔡京這樣的寵

臣，更加如此挖空心思，找尋最誇張的字眼，這是很
自然的。
如果這一點是正常的，那麼有些畫的題詩題字，就

不正常了，因為那些畫上所題的，完全沒有頌揚皇帝
的畫畫得如何如何好的意思。例如《文會圖》，宋徽
宗自己有題詩，蔡京也有和詩。宋徽宗的詩句如「儒
林華國古今同，吟詠飛毫醒醉中」，是客觀地寫當時

參與文會的文士們吟詠喝酒的情況。蔡京的和詩也不
外是把這樣的意思，用不同的字眼就是了：「明時不
與有唐同，八表人歸大道中」。形容皇帝召集的文會
很熱鬧，有才能的人都歸到這裡來了，比唐代還好。
《聽琴圖》的詩句，也不外描寫聽琴的人很陶醉就是
了。這都是就畫面的情況敘述，並不去說畫得怎樣
「德重天地」，「神筆之妙，無以復加」。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兩類題畫
詩，態度這樣不同呢？
這就可以追尋原因。
謝稚柳先生思考的結論是：這些題詩平淡的畫，雖

然有宋徽宗題了字，卻不表示這就是皇帝的畫筆。那
麼是甚麼人畫的呢？應該就是宋代畫院的人畫的。那
時畫院的畫師們水平也很高。畫院有好作品，宋徽宗
也是高興的，因此在畫上題了字（如題「聽琴圖」三
字），或題詩（如「文會圖」詩）。《文會圖》也許還
是皇帝命意叫畫師作畫的，畫得不錯，皇帝就題上幾
句。
在這情形下，叫蔡京也來題，蔡京應該怎樣措詞

呢？這時如果把畫筆捧得天高，倒是「肆無忌憚」
了，蔡京自然會有分寸的。他不去說畫筆如何高妙，
只說說畫的是甚麼。就在這個範圍內，他也不敢超越
皇帝提到的內容。謝先生的結論是：「是畫院中人的
畫筆，但為趙佶所滿意，或為趙佶所命題，因而在上
面題字或題詩，蔡京也只是奉命在上面題詩，故而沒
有對畫筆加以讚揚」。
這樣一說，各方面都說得通。如果蔡京拚命在這些

畫上（非皇帝筆）大加誇耀，說畫得如何如何好，
「這又不僅是肆無忌憚，更要有諷刺皇帝的嫌疑吧。」
（引謝文）

當然，即使是合理的推論，到底還是推論。如果這
些畫現在放到拍賣會上，說是皇帝畫也好，說是畫院
畫家畫的也好，都很難有定論。好在現在不管是不是
宋徽宗親筆，或畫院中人作畫他題名，都是珍貴的古
畫了。
中國書畫的鑑定，歷來是積累許多經驗的。例如圖

章，是鑑定的好佐證。但是名家的圖章，日久後有的
流落人間，作偽者就可以用來蓋在偽作上，你只看圖
章也容易上當。有一本記錄鑑定書畫的《銷夏錄》，
很詳細地記下他所見書畫真跡「其絹楮之尺寸，圖記
之多寡，以絕市駔之巧計」，但是，反過來，那些
「市駔」（買賣的中間人，也多是作偽者）反而按照這
樣的尺寸、圖記來作假，更加混真。令收藏者防不勝
防。書畫鑒定，真是一門大學問。

傳　單

■馮 磊

■吳羊璧

蔡京只是奉命題詩

■色情傳單試圖喚醒士兵們對愛情與

肉慾的渴望。 網上圖片

■德軍散發的色情傳單。 網上圖片

■弘光帝朱由

崧。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