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荔枝红
我的家乡荔枝红
荔枝红
红红的荔枝
像那红灯笼
……
一阵阵欢快的山歌，在潘州大地上随风飘

荡，远远飞扬。
在潘州山歌的欢快里，风从海那边徐徐吹

来。蓝天下，便见绿浪翻动，一层、一层，宛如一
片绿色的海洋。在绿海中，更见红色闪耀，一点、
一点，在阳光下引人注目，不用说，那是树上挂着
的荔枝。

哦，岭南之南的潘州大地，又迎来了荔枝成
熟的季节。每当五月一到，鸣蝉在荔叶丛中开始
第一声啼唱，枝头上酣睡的荔枝好像被唤醒了，
便在成熟的路上日夜赶路，风雨兼程。

又有说，是南海的风，在琼州那儿晃悠了一
冬，早憋足了劲儿，到时候了，便扭头向北，渡海、
踏浪，一路吹来，所到之处，荔枝的成熟快马加
鞭，几夜变红。这些热带之风，热力十足，能量巨
大，势不可挡！

热浪之中。一个圆滚滚的人到了后院，把新
竹做成的躺椅摆到空地上，然后，又把肥胖的身
子放上去，摸着浑圆的肚子，享受着南风的清凉
和乐趣。荔枝树的阴影，不偏不倚落在他的身
上，如同五彩缤纷的点点梅花，又似斑斑碎叶。

这人，本地父母官朱知府。潘州上下，大家

都叫他朱知府，他倒有些把自己的名字差点给忘
了。有天听人说到朱大红，他愕然：这名字很熟，
在哪听过？

大家也惊愕：朱大红，不就是朱知府你吗？
附近虽有这名字的人，你不是强令别人都改名了
吗？

又有人恍然大悟，如梦中惊醒，不由笑了起
来，呀哈，知府大人真逗，故意开个玩笑呢。

还有人莫名紧张，擦额上细密的汗珠：是不
是提醒我，有眼不识知府？今晚，得拿个王八送
到他府上了。朱知府喜欢吃王八汤，这是人所共
知的。

朱知府正是喝过了王八汤，心情畅快，不由
哼起了心爱的小曲：

叫饱就睡，好过当元帅……
又一阵南风吹来，挟着忽远忽近时高时低的

歌声。朱知府嘴巴里的小曲停住了。侧耳细听，
还是那熟悉的潘州山歌：

荔枝红
我的家乡荔枝红
荔枝红
红红的荔枝
像那红灯笼
……
朱知府满意地笑了，自言自语说：“哦，起贡

了。”他知道，从潘州向长安进贡荔枝的队伍，出
发了。

突然，朱知府的笑容凝住了，僵硬了，最后，
变成了冷笑：哼！哼哼.……

朱知府抬头，目光越过荔枝树梢，到达遥远
的天空。

天空下，潘州山歌远远飘扬。在山歌里，一
阵马蹄的声音急促响过。

马蹄声过后，扬起一条长长的灰尘……
灰尘前头，是奔向前方的马队。走在前头

的，双目有神，眉宇间凝聚着坚毅的神情。他是
潘州都头高柏桥。

高柏桥的后面，精神抖擞地走着送荔枝的队
伍。他们风驰电掣，斗志昂扬，兴奋地唱着歌，从
一个荔枝林里跑出来了，又扑进另一个荔枝林。
官道蜿蜒，就在荔枝林里穿行而过。此情此景，
果然给朱知府猜对了。潘州这儿发生的大小事
情，好像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逃不出他的耳目，以
及其异常丰富的想象。

偶尔，这支队伍放慢了脚步，必是人烟稠密
的地方，受到人畜阻塞之故。这时候，高柏桥会
腾出手来，擦去额上细密的汗珠。他们一齐望着
前方。

那是长安的方向！
长安，在潘州遥远的西北方，远隔万水千山，

任他们怎样努力，就是踮起脚跟，也看不到。然
而，长安就在他们心中。那是京都，众人向往的

“圣地”，在心里闪耀着熠熠亮光，向往和倾慕之
情不言而喻；长安，又将会在他们的脚下。他们
车子上的荔枝，最后到达的地方，当然是京城。
想着皇上在等候他们，不，在等候他们亲手送去
的荔枝，他们心情激动，一次又一次唱起了潘州
山歌。 （未完待续）

红荔似海（传奇）
梁建

在清代饱受关注的康雍乾三代帝王之外，还有一
个颇为关键的时期，一位“平庸”到易被忽视的皇帝，
他在位的十年间，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造反、天
地会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湘军、淮军的崛起。他
就是清朝第九位皇帝——咸丰皇帝。这样一个“平
庸”的人，却引起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茅海建的
注意。他以一本历史传记《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讲述了这位“普通青年”咸丰皇帝的一生。

茅海建为什么非要写咸丰？他曾解释：“我只是
可怜他。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平

常，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结果送
掉了性命。”

在古代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皇帝有着很高的期
望，尤其是清朝，皇帝作为大权独揽的人，理应对万事
有着过人的能力。不然，天子如神的认识就要破灭。
而茅海建教授却将这位咸丰皇帝的伪装拆掉，用史料
还原时代环境，探究咸丰到底是不是真“平庸”。

以后来人的眼光判断，咸丰显然不如自己的弟
弟恭亲王奕訢。奕訢主导了洋务运动，其目光和手
段都堪称政治天才，如果不是在与慈禧的斗争中失
利，或许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便会发生大变化。咸
丰之所以能在与奕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不得不提
到两人——一位是他的父亲道光皇帝，另一位是他的
师傅杜受田。

道光也是位资质平常的皇帝，性格比较保守，看
重祖宗家法，缺乏开拓进取的野心。从第一次鸦片战
争时皇帝对外的认识就可以看出道光如何狭隘、自
大、固执。其实，第一次鸦片战争远没有第二次鸦片
战争失败带给国人的震撼大，其原因之一便是，失败
后的道光皇帝把自己的眼睛遮住，继续守成，仿佛一
切都没有发生，继续沿着旧道路走。他看不见当时西
洋的强大，不承认清廷的虚弱，为了让清朝这架马车
继续走下去，他需要的继承人是像他一样能够继续遵
循祖宗之法的人。

道光可能并没有识人之才，他面前，四皇子奕詝
老成持重，与自己相似；六皇子奕訢聪明过人，但有时
又显得过于大胆。究竟让谁来继承皇位，他犹豫了很
久，最终还是选择了更像自己的奕詝。

清自康熙“九子夺嫡”之后，雍正为了避免在立储
之事上再同室操戈，创建了秘密立储制度，而后乾隆
皇帝将此制度定为永久制度。这一制度大大减少了
皇子为争夺皇位而造成的摩擦，也避免了内外大臣互
相勾结，拥立自己亲近的皇子。如果全是皇帝内心秘
密选人，那外臣自然也就没有建议和干涉的理由了，
这也让皇子能不能成为皇储完全在皇帝一念之间。

然而真就无法干涉吗？事实确实不如想象般容
易——在这种立储制度之下，想干涉皇位人选除了要
有过人的胆量还要有高明的技巧，不过巧的是，咸丰
的老师杜受田就是这种有胆又有技巧的人。

杜受田作为上书房的老师，从咸丰四岁半就开始
作为他的老师，讲授四书五经和儒家经典。清朝设立

上书房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皇子，提升皇帝的素质水
平，因此虽没有科举考试的标准，但学生被立为储君
和老师未来能否成为帝师是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
因此，上书房的老师们都在暗中较量。

茅海建引用了两则野史：一则说是有一次道光皇
帝病重，召两位皇子面圣，想借此决定谁继位合适。
两个皇子各自问询自己的师傅，六皇子奕訢的师傅告
诉他，皇上如果问你，你就知物必言，言无不尽就行。
而杜受田告诉四皇子奕詝，你的天资不如你六弟，如
今只有一个办法，如果皇上说自己生病将不久于人
世，你就伏地痛哭表达自己的仁孝就行。果然道光吃
这一套，觉得四皇子仁孝，就定四子为皇储。

还有一则故事讲，一天道光皇帝令诸皇子去南苑
打猎。按照清代制度，皇子外出须向老师请假，以示
尊师。当奕詝临行前向杜受田请假时，杜受田在他的
耳边说：“你到了围场，只坐着看其他阿哥打猎就成，
不要发一枪一箭，并约束手下人，不要捕杀任何生
命。如果皇上问起来，你就说现在还是春天，鸟兽正
在生长抚育，你不忍心伤害它们；而且不愿与诸弟弟
们竞争。”果然如杜受田预料的那样，道光大喜，认为
四皇子有仁爱之心，决定立他为储。

这两个故事流传很广，甚至茅海建明知这是无从
查证的野史记载，也要把它们写进书里，因为正是这
两则故事体现了咸丰确实非常平庸，他能继位完全是
杜受田猜准了道光的心思。如果“才”“智”都不行的
话，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道光皇帝一定对儒家品质中的

“仁”“孝”更为重视，于是他着重让咸丰在这点上打动
父亲，结果也说明这招确实奏效。

就这样，资质平庸的咸丰皇帝成为未来中国的掌
舵者。后来人指责道光犯了重大错误，应该立奕訢为
皇帝，毕竟他收拾残局都能收拾出“同光中兴”，如果
作为皇帝的话想必会更好，至少不会有慈禧揽权近五
十年的可怕局面。

但是历史有时往往就是这样弄人，在世界发生大
转折时，在西方大步跨进工业时代时，中国选出了一
位平庸守成之君。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咸丰的努
力，也能看到这种努力之后的无力，能看到他是如何
一步步让中国失去控制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他
执政的十年中，中国是如何陷在内耗中，失去了走向
世界的机会。

（来源：北京晚报作者：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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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青年”咸丰为何被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