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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政府反对泰国

和中国发生联系。 乃讪的女儿

常媛记得：

8

岁那年， 出国前

夕，父亲带着她参加政府要员

又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

会。 銮披汶总理把天真可爱的

常媛抱在腿上， 对她父亲说：

“我们国家古时候常把统治者

的孩子送到中国去，这是一种

‘和亲’的表示。 所以，我接受

你的建议，以我的名义把你的

孩子送到中国去学习，以此向

周恩来总理表示我们要改善

两国关系的真诚。 没有哪一种

信任要比这种骨肉之情更深

厚！ ”乃讪当即决定派

12

岁的

次子常怀去中国。 常媛立刻嚷

道：“不，让我也去中国！ 我是

一个政治家的女儿！ ”銮披汶

笑了起来，连称：“啊，小公主

也担负起国之大任了！ ”

二战结束后，泰国在安全

和经济上严重依赖美国，沦为

美国反共反华棋盘上的一个

小走卒。 然而，仰“美”鼻息的

日子并不好过，况且美国又在

不断地削减对泰军援。 泰国政

府意识到一味盲从美国反共

反华并非是正道。 恰好

1955

年万隆会议召开，泰国外长万

亲王同中国总理周恩来有了

接触，并接受周赠送的中国丝

绸等珍品。 万亲王十分赞赏中

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对周总理本人也深怀好感，并

带着这样一个印象返回泰国：

原来中国共产党人并非是美

国人所描绘的那样青面獠牙。

于是， 他和銮披汶总理密商，

决定由乃讪挑起秘密同中国

建立联系的重担。 首次尝试是

通过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来建

立同中国的联系。 不料好事多

磨，美国人获悉后，大为震怒，

断然严加阻止。 此计不成，又

生一计。 乃讪翻阅了中国的古

书， 发现中国人较重视“和

亲”，便献策：不妨采用送“儿

童人质”去中国的办法，以取

信于中国。 作为掩饰和平衡，

他在送次子和女儿去中国学

习的同时，又将其长子常曼送

往美国学习。 此举可谓用心良

苦。

时值中秋，周总理决定接

见已来华一些时日的泰国小

兄妹。这天，天气格外晴朗。中

南海碧波荡漾。 当身着节日盛

装的常怀和常媛在工作人员

带领下，走进中南海，穿过花

树绿荫，沿着树丛间的小路走

上庄严、宏伟的西华厅的台阶

时，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已等

候在门口。 大家先是在西华厅

前合影，而后进屋坐下。 大厅

里充满节日的气氛，茶几上摆

满了水果和月饼。 邓颖超让小

兄妹先尝尝月饼。 她说：“今天

是中秋节，咱们这家人先过团

圆节吧！ ”

懂事的小兄妹以泰国礼

仪向周总理夫妇致谢，周总理

夫妇也同样予以回礼。 周总理

亲切地问他们喜不喜欢中国。

常怀笑笑不答，妹妹则一副可

怜相地说：“周伯伯，我感到乏

味。 ”确实，那时的北京灰蒙蒙

的，仿佛是个小省城，甚至还

达不到泰国偏僻小城的水准。

小兄妹曾写了封信给父母，要

求立刻回泰国。 可是，中泰之

间没有邮电联系， 信未发出。

于是，兄妹俩总是捣蛋。 中文

老师每次来上课，他们把她捉

弄得掉眼泪， 还故意写错字、

念错字，把房间里的灯泡也打

碎了。 哥哥对妹妹说：“中国领

导人看我们娇生惯养这么坏，

一定会送我们回泰国的。 ”这

一切， 周总理都已得到汇报。

他对小兄妹说：“我理解你们

的感受。 我在日本时，年龄比

你们大， 我也曾感到很乏味，

语言也不通。 所以，我劝你们

要抓紧学好中文课，好吗？ ”

常媛点头答应，两只小手

不由自主地竟把沙发坐垫花

边拆了下来， 折成一朵小荷

花。 这是妈妈在家教会她的。

哥哥连忙用目光警示她要文

静端坐，不可损坏主人家的沙

发，但已来不及了。 周总理接

过小荷花欣赏，高兴地说：“你

们泰国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产

品，看，这就是。 ”常媛说：“我

的布娃娃用这朵小荷花打扮

一定非常漂亮。 ”周总理关心

地问：“你把布娃娃带来了

吗？ ”常媛失望地摇摇头。周总

理紧紧地搂着她说：“不要紧，

我们北京东四市场有许多漂

亮的布娃娃，我派人带你们去

买新的布娃娃。 ”时间过得真

快，不知不觉夕阳西下，当要

告别西华厅时，周总理深情地

说：“銮披汶总理和你们的父

亲都是有远见的人，他们把你

们俩托付给我，以了解中国和

它的文明，这样，你们俩将来

可干大事。 ”

小兄妹结束宾馆生活，迁

入周总理批准花钱装修的新

居。 在那里，管理员、司机、警

卫都会讲泰国语。 客厅里铺着

织有中国图案的又厚又大的

地毯， 卧室里放着俄式大铁

床。 他们被安排在北京第一中

学读书，有专车来回接送。 有

一天，小兄妹正在学校小饭厅

吃午饭，一个男同学怒气冲冲

走过来对着哥哥呼叫：“打倒

美帝国主义！ ”常怀气白了脸，

立刻打电话要求离校回家。 他

对管理员抱怨：“你们要我和

妹妹坐专车上学，又让我们受

到中国同学的攻击，我怎么也

不能忍受了！ ”很快，周总理知

道此事， 立刻同校长通了电

话：“中国学生要学会尊重别

人。 常怀和常媛两位外国小朋

友是我们的朋友，应更好地对

待他们。 ”常怀再次要求不坐

专车上学， 周总理坚持不允

许：“要是你们发生什么事的

话，我怎么向銮披汶总理和你

们父亲交代？ 你们远离父母来

到中国，除了我们，还能靠谁？

要听话啊！ ”于是，兄妹俩继续

坐专车上学，同学们再也不说

三道四了。

不久，小兄妹的妈妈来到

中国。 邓颖超把自己的高级轿

车大红旗派来，供这位泰国政

要夫人在北京逗留期间使用。

星期天，周总理用泰国菜和中

国菜设宴招待来宾。 夫人热情

感谢周总理对其子女的关怀

照顾，说：“请周总理严格要求

我的孩子。 他们在家被宠坏

了。 要是他们在中国调皮、不

听话，您可以打他们的屁股。 ”

周总理朗声笑了：“像这样的

孩子不需要打。 突然改变生活

方式对他们是很困难的。 我在

日本时也是这样。 只有假以时

日，才能真正适应我们中国的

环境。 ”忽然看到常怀掏出小

笔记本正埋头认真记录他的

话，便又对夫人说：“你的孩子

很不错。 他们一定会沿着父母

的足迹前进。 请您转告銮披汶

总理，他挑选了两位优秀的代

表来到中国！ ”

周总理日理万机，又常要

出国访问，后来就把小兄妹托

付给老资格的外交家廖承志

照顾。

1958

年

9

月的一个晚

上，也就是小兄妹在中国第三

学年的开始，廖承志表情沉重

地来到两孩子身边告知：泰国

发生军事政变，銮披汶政府被

推翻，“你们的父亲被捕了”。

震惊中的小兄妹心如乱麻，但

哽咽中清楚地听到“廖爸爸”

的话语：“根据周总理的指示，

我们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

保护你们，让你们在中国安定

生活、学习、成长！ ”

当初乃讪献策送儿女到

北京“和亲”时，原估计中泰两

国将于一至两年内建交，届时

小兄妹即可返泰。 孰料世事多

变，天不从人愿。 乃讪被囚七

年， 出狱后曾来中国探望儿

女。 常怀在中国生活了

10

年，

现为泰国上议员。 常媛在中国

生活了

13

年，后嫁给外籍人，

现常年身居巴黎。 她将其所生

的两儿子分别起名为“念周”

和“念廖”，以感恩和怀念中国

一代伟人。

(摘自《宿迁晚报》)

周恩来和泰国“ 儿童人质”

1956 年 8 月 19

日，泰国政府的最高

顾问乃讪在其总理

銮披汶的支持下，通

过绝密的渠道，将自

己的儿女送到中国

学习。此乃被周恩来

总理戏称为中泰关

系中的“人质外交”

事件。

“告密”， 是指向上司或

有关部门揭露、 揭发别人的

隐私或短处。 “告密” 是为

社会上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

但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却如

长了翅膀的瘟疫虐行于大地，

摧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肉体

和心灵。

◆

告密严重摧残人性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告密者” 是崇侯虎， 那是商

纣王时代， 距今约

3100

年。

纣王任命西伯昌 （即周文王

姬昌）、 九侯、 鄂侯为三公。

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

因为不喜淫乐， 纣王就把她

杀掉， 把九侯也剁成肉泥。

鄂侯争辩几句， 也被做成肉

干， 西伯昌听到这个消息，

偷偷叹息。 崇侯虎知道后，

告诉了纣王。 崇侯虎能知道

西伯昌背后叹息一事， 可见

他和西伯昌的关系也非同一

般， 但为了讨好纣王， 竟干

起了出卖朋友的事情。

商鞅变法为秦灭六国奠

定了国力基础，他在李悝《法

经》 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将

“告奸”和“连坐”制度化、严密

化。 这一制度建立在“什伍”即

里保户籍制基础之上，秦国从

此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大集中

营。 这一举措招致了社会舆论

的强烈反对，仅在都城“言初

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

犯法”，商鞅采取镇压、打击的

方法，效果显著。 害人到头终

害己， 商鞅最后被五马分尸、

满门抄斩。

“告密”，尤其是亲属之间

的相互“告讦”，其恶果是整个

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受到严重

的腐蚀，社会的长治久安终成

泡影。

◆

“亲亲相隐”得到认

可

随着儒家地位的确立，

“父子相隐” 的主张为后世接

受， 汉宣帝地节四年（前

66

年）颁布了“亲亲得相首匿”的

诏令。

此后“亲亲相隐”原则被

历代所遵循，其要点有三：一、

亲属有罪相隐， 不定罪或者

减刑； 二、 告发应相隐的亲

属有罪； 三、 两类罪行例外，

一是谋反、 谋大逆、 谋叛等

重罪， 因为这类罪或直接侵

犯皇权， 或严重破坏社会秩

序。 另一类是亲属互相伤害

罪， 因为如果不定罪， 被告

人失去自我保护权利，家族关

系也难以维护。

东晋元帝时，卫展为晋王

大理，他上书反对“考子正父

死刑， 或鞭父母问子所在”的

作法。 梁武帝三年八月，建康

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

景慈出庭， 作证其母有罪，法

官虞僧虬表示：“案子之事亲，

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

非。 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

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

俗。……景慈宜加罪辟。 ”（《隋

书·刑法志》）景慈被判流放交

州。 元至治二年，驸马许纳之

子苏拉告发说：“臣父谋叛，臣

母私从。 ”英宗斥之曰：“人子

事亲，有隐无犯。 今有过不谏，

乃复告讦！ ” 下命杀掉苏拉

（《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元纪

十九》）。

“亲亲相隐” 原则使亲

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

但其他人， 如乡里、 朋友、

同事、 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

绵不绝。 在统治者有意或无

意的放纵下， 时而暗流涌动，

时而浊浪拍天。 自秦以后，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

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 倾

家荡产、 人亡族灭者数以千、

万计。

◆

中国告密最严重的

四个王朝

中国的汉、唐、明、清是告

密非常严重的时期。 汉武帝

时，由于穷兵黩武、骄奢淫逸，

国库为之匮乏。 元狩四年（前

119

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

和“告缗”令，搜刮财富。“算

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

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

千钱抽税一算（

120

钱）；手工

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

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

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

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

税一算。 个人财产必须首先自

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

的， 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此

即“告缗”。 凡揭发属实，被告

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

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

告发人，作为奖励。 北宋熙宁

七年（

1074

年）实行“手实法”，

类似于“算缗”和“告缗”。 但因

弊端很多， 仅实行一年便停

止。

史称“则天革命”的武氏

改朝换代， 其完成和巩固的

“杀手锏” 之一便是“恐怖政

策”———“起告密之刑，制罗织

之狱， 生人屏息， 莫能自固”

（《旧唐书·酷吏传上》）。 垂拱

二年（

686

年）三月，武则天采

纳鱼保宗的建议， 设置“铜

匦”，类似于现代的“举报箱”。

并设立“理匦使”的官职，专门

负责开启“铜匦”。 武则天诏

旨地方， 凡有欲进京告密者，

州县不得询问详情， 告密者

享受五品官的待遇， 以驿马

送其尽速来京， “虽耘夫荛

子必亲延见， 禀之客馆。 敢

稽若不送者， 以所告罪之”

（《新唐书·后妃传上》）。 告密

有功者加以封赏，四方告密者

蜂拥而起，来京向“铜匦”投书

者络绎不绝。

一般军民亦难幸免，据

《朝野佥载》， 公元

684

年某

日，十几个侍卫军士在客店饮

酒作乐，一个人开玩笑说：“早

知今日得不到功赏，不如去扶

持庐陵王了。 ”这个“庐陵王”

就是已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

有一个人趁大家不注意离席

走出， 去向上司呈文告发，酒

席还没散， 羽林军已破门而

入，把他们全部抓获，经审问

属实， 告发者授五品官衔，说

那句话的人处斩，其余在场的

人属于“知反不告”，一律处以

绞刑（《太平广记卷二六三·无

赖一》）。

◆

明朝锦衣卫

明燕王朱棣以“靖难”为

名， 抢了侄儿建文帝的天下，

他将方孝儒的十族当着方孝

儒的面逐个处死，把方孝儒千

刀万剐，随后“悉指忠臣为奸

党，甚者加族诛、 掘冢， 妻女

发浣衣局、 教坊司， 亲党谪

戍者至隆、 万间犹勾伍不绝

也。 抗违者既尽杀戮， 惧人

窃议之， 疾诽谤特甚”。 山阳

平民丁钰告密其乡亲出语诽

谤， 因此而获罪者达数十人，

“法司迎上旨， 言钰才可用，

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

刑法志二》），告密成为“晋身”

的捷径。

朱棣设立分遣御史巡行

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彼此告

讦，恢复朱元璋时已废罢的锦

衣卫， 并于永乐十八年（

1477

年）设立东厂，从此厂卫合势，

特务横行，流氓政治成了那个

时代的特色。 据史载，朝野内

外均以刺探臣民隐私为乐事，

“以故事无大小， 天子皆得闻

之。 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

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

件者”。 在天启朝魏忠贤专权

时， 有

4

人深夜饮酒于密室，

一人喝得兴起， 谩骂魏忠贤，

另外

3

人吓得不敢出声，骂声

未落，已有人冲入密室，立刻

将

4

人押至魏忠贤所，“即磔

骂者，而劳三人金。 三人者魄

丧不敢动 ”（《明史·刑法志

三》）。

◆

清文字狱

满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

的身份入主中华，为维持和巩

固统治，在残酷镇压各地反抗

的同时，大兴文字狱，在入关

后的第五年（

1648

年）便发生

毛重倬等仿刻 《制艺序》 案，

其后愈演愈烈， 仅在康熙、

雍正、 乾隆三朝的百余年里

文字狱多达百起， 从乾隆三

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则

无年不有， 而在乾隆四十三

年竟达

10

起之多。 皇帝事务

繁杂， 绝无可能遍览天下诗

书， 所以“文字狱” 大都分

由告发而起， 如康熙五十年

（

1711

年） 的戴名世 《南山

集》 案， “当是时， 文字禁

网严， 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

山集语悖逆， 遂逮下狱”（《清

史稿·文苑传一》）， 两年后康

熙下令将戴名世处斩，方孝标

戮尸，是案牵连数百人。 赵申

乔身为都御史，疏参本为职责

所在，但此事仍遭到指责，“申

乔有清节， 惟兴此狱获世讥

云”，一世清誉毁于一旦。

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种：

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

因而大义灭亲；被告者的言行

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

出的选择； 与被告者有私怨，

借机报复； 完全是利欲熏心。

除第一种情形外，告密者多受

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最后落得

众叛亲离、身败名裂。

(摘自《读者导报》)

汉唐明清四朝为何告密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