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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1915年和于凤至

结婚以后，先后生下长女张
闾瑛、长子张闾珣、次子张闾
�。1920年春天，张学良和于
凤至的第三个儿子也出生
了，张作霖亲自为这个孙子
取名为张闾琪。这个孩子不
但深得祖父张作霖的青睐，

同时也被张学良伉俪引为至
爱。原因是张闾琪长得与张
学良酷肖，清秀而斯文，从小
就老实厚道，才华横溢，比他
两个兄长更为聪明。

张闾琪 6岁时就在沈阳

大南门帅府内宅启蒙读书，
张作霖亲自为张闾琪延请一
位家庭教师。在家庭教师的
精心教育下，张闾琪学习了
《四书》、唐诗宋词、书画。到
了他 8岁时，张学良又为他
聘请了英文教师，希望他将
来融贯中西，还准备以后送

他去欧美留学。
张学良为张氏帅府中有

这样一个颇有希望的后继者
而暗自欣喜。然而好景不长，
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
难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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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秋天，张闾琪忽然

染上了重病。初时咳嗽，后来
发热，严重时高烧到39℃。张
学良那时刚刚继承父业，主持
东北三省军政，虽然日理万
机，但也为此事日忧夜虑。张
学良夫妇为了救治张闾琪，不
惜在东北三省遍请名医，前往
大帅府多方调治。

张作霖时代的军医官王

少源是张学良早年最为信任
的医师，然而此时年事已高的
王医官也束手无策。沈阳城里
的外国西医几乎都请到了，惟
独没请日本医师，然而这些洋
医们用尽所有办法，张闾琪的
病均不见丝毫好转。远从黑龙

江和吉林请来的几位名医，也
日夜守候在大南门帅府的大
青楼内，大家轮番会诊，不停
地变换处方，然而张闾琪的病
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转危，
在接连月余的高烧不退之后，
又陷入了昏迷状态。

这时东北军政要人纷纷
进府探病，有人向张氏夫妇建
议请中医调治，也有人主张请
日本医生治疗。后来在无计可
施时，张学良同意请中医给张
闾琪治病，尽管那时的张学良
相信西医而不倾向中医，但他

宁肯延请中医也拒绝延请沈
阳的日本医生。

那年 11月初。一位名叫

马二琴的沈阳老中医，因有
现任帅府军医官马际宇的介

绍 （他是马医官的本家叔
叔），亲自上门为张闾琪治
病。马二琴认为张闾琪很可
能患了可怕的肺伤寒。不过，
经马二琴几服中药的调治，
张闾琪的病情居然在寒风凛
冽的冬天出现了转机，随着

高烧的渐渐转轻，张闾琪已
能少量进食了。这给困境中
的张学良夫妇以极大的安
慰，也让从前对中医多有误
解的张学良，从此对中草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如果张闾琪的病继续让

中医马二琴医治，也许张家就
不会发生后来让人痛心的悲
剧，遗憾的是，由于张学良当
时身居东三省军政要职，身边
簇拥众多关心张闾琪疾病的
人，这些人的初衷当然都是好
的，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好心

有时也会办坏事。
当年 12月初，由于张闾

琪尚有咳嗽症状，而中医通过
诊脉又不能正确诊断其咳嗽
久治不愈的症结所在。于是有
一位深得张学良信赖的奉系
旧将，极力主张送张闾琪到仰

德医院（当地人称南满医院）
去照肺部X光片。

上世纪 20年代末的沈

阳，像 X光机这类先进医疗
设备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偌

大个沈阳城只有仰德医院才
有。但问题出在，仰德医院是
日本医生开办的，院长名叫
广野三田，早年系东京早稻
田大学医科毕业的高材生，
来奉天行医后名气较大。于
凤至听说要把她心爱的三子

张闾琪送到日本医院照 X
光，马上表示反对。张学良也
心存疑虑。就在张学良举棋
不定之时，那位素与广野三
田有私交的奉系旧将再次陈
词，并为广野三田的医德和
为人拍胸作保。

张学良就去询问军医官
马际宇：“到广野三田的医
院里照片子是否有危险？”
深得张学良和于凤至信任的
马际宇表示：“广野三田行
医多年，医术也值得称道。至
于他是否可靠，我不敢说，不

过我敢肯定他和关东军没有
任何关系，他只是一个日本
医生，相信他绝不会利用给
孩子治病之机暗中做什么不
光彩之事。”

这样一来，张学良心存的
一丝戒意也消除了。于是，张

学良作出了送张闾琪进仰德
医院照X光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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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12月上旬，一个

刮着北风的上午，张学良派军
医官马际宇、侍卫张汝舟、苑
凤台等五人，乘两辆汽车前往
位于南满铁路地区的仰德医
院。由于事前张学良爱子患
病、各地遍请名医的信息早在
沈阳扩散开来，因此广野三田

等日本医生自然早知此事。加

之张学良之前已经派人通知
了广野三田，所以那天上午医

院已经做好准备。因是张学良
的三子就诊，广野三田显得格
外重视，他特意让人把张闾琪
将要就诊的 X光胸透室内外
清扫干净，当天上午只接待张
闾琪一位患者。

上午 9时，主治医生川岛

治重和一位女护士（也是日本
人）将张闾琪推进胸透室，并
安排坐在 X光机前。所有陪
同人员，都被劝阻在胸透室外
间等候。广野三田虽然赔着笑
脸，却坚决不肯放这些陪同人
员进室，理由是 X射线有杀

伤力，非病人不得入室。
就在马际宇医官和几位

侍卫在胸透室外等候得心绪
焦急之时，蓦然听胸透室内传
来一声巨响，好像有颗定时炸
弹猝然发生了爆炸。马医官等
人暗叫不好时，胸透室内响起

尖厉的孩子哭叫声，接着有人
在室内惊恐地叫喊。马医官和
几个侍卫推开仍在阻拦的广
野三田，撞开内室玻璃门扑进
去，惊愕地看见一个凄惨血腥
的场面：烟雾弥漫之中，胸透
机的主机玻璃板不知何故发

生了爆炸，张闾琪倒在炸裂的
胸透机前，脸部胸部均有淋漓
的鲜血，人早已昏迷不醒了。
再看那两个日本男女，虽然也
是满脸恐慌，但却没有在爆炸
之中受到致命的伤害，仅仅是
雪白大褂上沾些爆炸的粉尘

罢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马际宇和侍卫慌乱中抱起已
经昏死的张闾琪，向广野三田
等日本医护人员发出质问。可
是，广野三田对此故作惊讶，

称是刚刚购进的胸透机突然
遇冷而发生玻璃板爆炸。

等张学良夫妇在大帅府
看到从仰德医院运回来的儿
子时，儿子早已人事不省。虽
经府内医生们的连夜紧急抢
救，张闾琪终因玻璃碎片击中
要害，当天夜里便在帅府溘然
而去了！

张闾琪之死与张作霖之
死同样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
事后，日本方面故作姿态地对
此不幸事件表示遗憾，但却迟
迟不肯提交爆炸原因的报告。

1931年“九·一八”事变
发生后，张学良虽已猜测爱子

的猝死与当时觊觎东三省的
日本关东军有千丝万缕的关
系，但日本关东军始终不肯承
认此案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1989年，张学良在长达
半个世纪的幽禁恢复自由后，
在台北会见了一位名叫池宫

城晃的日本记者。这位《每日
新闻》的著名摄影记者在和张
学良会面时，把多年搜集的关
东军秘密档案复印件给张学
良亲阅。张学良这才惊愕地找
到了历史的答案。

原来，日本关东军获悉张

学良将要送爱子前往仰德医
院求医后，连夜由日本驻沈
阳总领事出面，以威胁利诱
之手段，收买了广野三田，然
后暗中布置日本特务在 X光
胸透机内密装炸弹，由特务
幕后操纵引爆！可叹的是，张

学良在解开这血腥之谜的时
候，已是耄耋之年。隔年，张
学良在接受日本 NHK广播
电视公司采访时，开头就说：
“我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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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邓小如出生于江

西省进贤县县城的一个普通
家庭，她的父母都是当地一所
小学的教师。

邓小如从小就喜欢画画。
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调皮
捣蛋的小如便在桌子上、地面
上、墙壁上画，在她看来，这是

很有趣的事情，她想让更多的
人“欣赏”到她当时自认为很
漂亮的画。当然，她遭到了爸
爸妈妈的严厉责备。但小如还
是一如既往，她喜欢自由作画
的感觉。此时，她稚嫩的心灵
中，已经有了“将来当画家”

的想法。
上学后，邓小如的学习成

绩一直很一般。老师讲课的时
候，她经常不由自主地走神，
做起“画家梦”，并在本子上
乱写乱画起来。为此，她经常
受到老师的批评。整个学生时

代，只有为班里设计黑板报的
时候，她才开心和有成就感；
而在她的记忆中，她惟一一次
受到老师表扬，是她的画作在

县里获二等奖的时候。其余的
时候，老师经常说她画的是

“垃圾”。
结果，有些厌学的邓小

如，与高中无缘。1999年，年
仅17岁的邓小如，跟随老乡
到广州打工。在服装厂的流水
线上，邓小如工作了两年。在
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之后，她惟

一的娱乐，是在宿舍里安静地
画画。一间宿舍里住六个人，
在嘈杂的吵闹声中，她经常躲
在上铺画画。她的画家梦仍未
泯灭。但慢慢地，她发现由于
缺乏专业指导，她的水平仅仅
相当于一个非常业余的绘画

爱好者而已。
可这种爱好，已深入到她

的灵魂深处。两年后，邓小如
离开服装厂，应聘到一家装饰
公司工作，因为这里的工作内
容与绘画相关。她先是从事室
内设计的手绘工作，凭着从小

培养起来的审美观念和画技，
她在工作上得心应手。老板见
她工作认真、有灵气、有潜力，
便让她接触电脑绘图设计方
面的工作，并为她提供了专用

电脑，使她有了自学电脑的
条件。一个月后，她就能够独

立使用电脑来绘画了。这使
她对绘画的爱好拓展了疆
域，她有了新的梦想。也是在
这段时间里，她学会了上网，
并对“涂鸦”这个名词有了
新的了解。

最早的时候，在墙壁上涂

写自己的名字，就叫涂鸦。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年轻
人将涂鸦发扬光大，他们通过
涂鸦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感
受。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涂
鸦迎来了辉煌时期，开始成为
一种艺术。进入21世纪，涂鸦

的形式，已从当初简单的变形
字发展到了拥有许多图案、色
彩、人物和器物等元素的复杂
绘画。

邓小如开始疯狂地爱上
了涂鸦。在互联网上，有很多
世界各地的涂鸦高手汇集，邓
小如努力结交志同道合的朋

友。经过时间的沉淀，邓小如
得到了网友们的高度认可，她
在当时中国最大的涂鸦网站
上发表了自己的涂鸦作品，受
到了圈里人的一致好评，大家
开始叫她涂鸦高手。

爱上了涂鸦，就会厌烦按
部就班的工作。渐渐地，邓小
如感到在工作中，不论是手绘
图还是电脑绘图，都受到了顾
客和老板的严格限制，有时候
她冥思苦想设计出的独具一
格的方案却不为人接受，这让
她很苦恼。她喜欢自由地想

象，随意地涂画，而那时的工
作是不允许这样的。

她有了辞职的心思。但她
同时知道，网上喜欢涂鸦的人
固然很多，涂鸦群体却始终是
个边缘群体，涂鸦很难变成实

实在在的生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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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终于来了。2003年

夏天的一天，邓小如接到一个
陌生男人的电话，那个男人自

称姓王，曾在网上看过她的涂
鸦作品，现在他准备开一家时
尚酒吧，想请她帮忙做酒吧装
修和环境设计。

两天后，邓小如如约来到

了王先生的酒吧。王先生对
她说：“这建筑估计有几十年
了，酒吧的结构不太好，大厅
中间有几根支撑用的大柱
子，让人感觉很杂乱；去包间
的路也不顺，要拐好几个弯。
我的想法是，你用涂鸦艺术

把大厅的柱子重新包装一
下，把去包间的路也用涂鸦
装饰起来，特别是拐弯的地
方，一定要出新意，不能让人
觉得路又长又弯。大厅和包
间里的墙壁也要画，把一些
看起来让人感觉空洞的地方

和一些要故意吸引人的地方
做特殊处理……”

邓小如也感觉这酒吧的
建筑结构确实不合理，只有用
灯光、装修、装饰进行改造后，
才有可能吸引客人来消费。经
过认真考虑，邓小如把涂鸦的

风格定为“未来城堡”。
为了实现这种风格，邓小

如参考了很多书，也上网找了
很多资料，看了许多美国的科
幻电影。准备功课做好了，下
来就是实践了。邓小如不敢马
上就往墙上画，就先在木板上

试验，满意了才往墙上画。那
时她并没有辞职，只能利用晚
上的时间来做这些工作。在她
涂鸦的同时，一支装修工程队
则进行相应的装修。

大厅的柱子和墙壁画好
后，酒吧就开业了。然后，酒吧

一边营业，邓小如一边为通往
包房的走廊和包房的墙壁上
涂鸦。由于酒吧是在营业状
态，她只能拣空闲的房间涂
鸦，或等某个包房的客人走了
后她再工作。进度非常缓慢。

有一天，邓小如突发奇
想，对王先生说：“这样下去，

一年也干不完，也影响酒吧
的形象。不如这样吧，以后客
人在的时候也涂鸦，把这当
成一种表演，客人们可能会
更高兴……”

果然不出所料，有许多客
人愿意一边喝酒，一边看邓小

如涂鸦，这都成了这家酒吧的
一道靓丽风景。有许多客人，
甚至专门冲着邓小如的现场
涂鸦而来。

酒吧的涂鸦装饰工作，终
于完工了，邓小如总计工作了
四个月。王先生对效果非常满

意，付给邓小如 2.3万元的报
酬，其中2万元是涂鸦费，另
3000元则是“涂鸦表演费”。

平生第一次拿着这么多
钱，邓小如非常开心。而在她
的心目中，钱还是次要的，最
重要的是，她发现靠涂鸦也能

生活。拿到这笔钱后，她便从
原来的单位辞职了。赚到了第
一桶金，有了生活保障，她开
始自由挥洒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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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如是从网上“发迹”

的，自然，互联网是她宣传的
重点。她开始更频繁地在网上
发表作品，希望认识更多的朋
友，从而带来新的业务。

除此之外，邓小如还想了
一个绝招。她买来几件新衣
服，在衣服的正面涂了好看的

画，然后写两个字“涂鸦”，再
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背面则
简单地涂上：“酒吧、网吧、墙
壁涂鸦，手机 138……”一年
四季，她都穿着这样的衣服
“招摇过市”，为自己做起了
活人宣传广告。

广告的效果还不错，但让
邓小如哭笑不得的是，来与她
谈墙壁涂鸦业务的人不是很
多，大多数是来找她手绘服饰

的。闲着也是闲着，没找到大
生意的时候，小生意做做也无

妨，有几个月的时间，邓小如
靠手绘服饰赚钱。每绘制一件
衣服，她能赚10-100元。

衣服涂鸦毕竟不是邓小
如的初衷，为了更好地推销她
的涂鸦业务，她也找到了王先
生帮忙，因为王先生的酒吧就

是她最好的宣传。
经过各种渠道的推广，

2004年 10月，邓小如迎来了
她辞职后的第一笔业务，然后
是第二笔，第三笔……她的业
务大部分是为酒吧涂鸦。2005
年3月，她有了第一笔网吧业

务。到了那年夏天的时候，她
平均每月的纯收入超过了 1
万元。

2005年 8月，邓小如正
式开起了涂鸦装饰设计工作
室。她聘请了两位喜欢绘画、
有点基础但并不专业的员工

做自己的助手。人多了，她顺
便把为汽车车身、鞋帽、家具、
广告牌涂鸦也纳入了自己的
工作范围。

2006年世界杯前后的几

个月，是邓小如的涂鸦生意最
红火的时候。许多酒吧、网吧，
甚至是商场，都用世界杯来招
徕顾客，邓小如设计的以球星
形象、球星名字、足球知识为
内容的涂鸦，大受欢迎。几个
月的时间里，邓小如纯收入达

到了12万元。
2007年 3月，邓小如在

接受采访时说：“涂鸦，在许
多人的印象中就是乱写乱
画。我没受过专业训练，当不
了画家，只能乱写乱画了。涂
鸦并不需要很高的技巧，它

需要的是创意和想法。以前
我也没想到靠涂鸦能赚钱，
事情就是这样，有时是你去
发现商机，有时则是商机发
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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