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章 

 



走到了三岔路口 

 

若循着葵花的嘱咐，继续关心

世界，那第一个问题应是广告。 

 

好像在那儿看过一句话：「有人

类的地方就有广告。」当时我觉得这

话实在荒唐。我记得在世外挑园---

凤翔县的时候，就从未见过广告，

偶然在街角处的墙壁上看见有人贴

了张红纸。你错了，那不是租屋广

告，红纸上写着：「天皇皇，地皇

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

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是什

么？原来他们家的婴儿晚上会哭闹

不停，无可奈何只好请大家「助

念」一下，算是精神慰藉的方式之

一。 

 



后来到了成都，立刻知道广告

的重要，因为我要选择星期日所看

的电影，到广州后，「万金油」，「何

济公」更到了想把它们排除在脑海

以外，都不可能了。如今，在台北

或在北京，说，有人类的地方就有

广告应是正确的，广告业己到了无

孔不入的程度。 

 

广告是什么？大陆改革开放以

前我没有去过，可以想象出来，那

时除了毛泽东以外，无人也无公

司、商家等，敢为自己做广告的。

广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代表，

也是经济学大师凯因斯理论的具体

实现，只是如今更为走火入魔罢

了。 

 

广告，毫无疑义成为现代社会



经济运作中的重要一环。有一本广

告学入门之类的书(这类书书店中多

的是)，上面提到写「文案」，文案

是广告中的文字或语言，一定得忌

用一些字彚，如失败、困难、成

本、销售、死亡、合约，担心等悲

剧或促醒人家理性的字，相反地要

强调免费、节省、发现爱、快乐、

胜利、赢取等神奇字眼，换句话

说，广告是一种催眠，用尽方法鼓

励您花钱，亦即控空心思诱导人们

消费的手段。自从一九二九年美国

及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经济学家

便明白繁荣经济的唯一手段是鼓励

消费。朱子治家格言中的「一粥一

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勿

忘物力维艰。」早已不合时宜。广告

人被厂商驱使，刺激起你的购买欲

望，那怕是一时冲动都可以，反正



买回去是用、是丢弃、还是束之高

阁都不重要，因为你在消费的过程

中，就已经帮助了经济成长，包括

减少失业率在内，消费如同做慈善

事业。你刷卡消费一次，受益的有

银行、店员、租屋给商家的地主，

运输业、厂商工人，当然也别忘了

还有提供您产品广告的广告人，和

广告载体。 

 

事实上，广告这个怪兽，合不

合乎公平正义的原则呢？不但不公

平正义，甚至可以说背道而驰。 

 

以「人权」一题的最具代表性

「选举」来说，一人一票，票票相

等，被称为最公平的事了。民国九

十三年台湾的总统大选，双方在媒

体上花了多少钱？二○○四年年底



美国总统的两组候选人，共和党的

布什是职棒球队的老板，没有一亿

身价当不上这个老板，副总统钱尼

更是有名的富翁，民主党两位候选

人也是大富翁。看看，所谓选举不

是成了大富翁独享的游戱了吗？难

道无产阶级者便缺乏为国人服务的

能力或热情吗？不管怎样，美国的

总统尚未敢存着自己当选以后，要

把投入的资金，连本带利捞回来的

想法。东南亚几个国家不是如此，

从地方选举到总统大选，当选者有

多少为民服务的热情？又有多少想

借机利用权势弄点钱的欲望？ 

 

当年林肯竞选总统的时候，得

亲自一站一站地说服选民相信他的

政见，如今大不相同，广告是一种

包装术，只要舍得花钱，还怕说不



服选民的心。美国的选举毕竟行之

有年，制定了详细的规则，限制候

选人在媒体上的广告花费，东南亚

国家呢？只要舍得银子，自然有人

为你绞尽脑汁，把黑的说成白的。

所谓的「选举」，对于穷人来说完全

没有公平，也没有正义，没有公平

和正义选出来的领袖，怎么会服务

全民，尤其是穷人。他最先想服务

的恐怕是捐助他竞选经费的恩人富

豪吧？ 

 

广告业已到达扭曲人类知性的

程度，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美国

有一家体育用品和服装公司叫做耐

吉(Nike)，或许我们台湾有人尚不

知此名，但篮球大帝麦克乔丹几乎

则无人不晓。耐吉舍不得花钱在为

它们制造产品的工人身上。在麦克



乔丹的后面，隠藏的是黑暗污秽唯

钱是图的黑心肠。一九九二年起，

耐吉在美国本土已经完全没有工

厂，全部改在低工资的亚洲制造，

只要成本低，工人便宜，不惜雇用

童工，超时工作，平均每双一百美

元的球鞋，花在工人身上的不到五

美元，消费者并非全然不知这个内

情，但抵抗不了麦克乔丹的吸引

力，又基于崇拜名牌的心理，被它

们剥削了的中国、印度尼西亚、越

南等地赶流行的年轻人照样买耐吉

鞋穿。 

 

从资本主义的现实来看，老板

要求员工的工资越低，对老板越有

利，要求工人的工时越长，也对老

板更有利。没有理由幻想老板会主

动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因为「毫不



利人，专利自己」原本就是老板的

真实心态。那么靠什么制衡资本家

呢？工会，对了，工会。工会有罢

工权，不得已时可以靠此为武器，

强迫老板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美国

人叫得最响亮的口号是人权，美国

政府几乎用「人权」为武器，向某

些亚洲国家施压。但是很遗憾，像

耐吉之类的公司，特别喜欢选没有

人权例如中国、越南等地为工厂，

因为这些国家不允许，或限制组织

自由发挥工人权力的工会，得靠政

府当局原共产时期残留下来的一点

点，请注意是「一点点」，对工人或

无产大众「同情心」的道德观念，

这一点点同情心能够保护工人多少

权益呢？ 

 

以上是广告不符合公平正义的



第二项，还有第三项—媒体，现代

人的信息完全来自于媒体、电视、

广播、报纸、期刊等，若少了这

个，现代人不知如何过日子。媒体

凭什么生存？广告。只要有钱，就

可以买任何广告，电视、报纸、期

刊等等，像疲劳轰炸一般，把你说

服到心干情愿听信他们的想法、说

法、或心干情愿地掏腰包买了他们

的产品为止。有人统计，美国人平

均把四分之一的食物原封不动地丢

弃，这与他们广告策略的成功，大

有关系。 

 

现在又流行「置入性营销术」

了，把广告隠身于媒体的新闻里，

当你饥饿地从媒体吸收信息时，不

知不觉你已变成被摧眠的对象了，

可怜你自以为博学多闻，你知道你



所「闻」到的，其中多少是有后台

老板操緃，给你设计好的陷阱吗？ 

 

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究竟扮演的

是什么角色，只需想到一句话：「砍

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无人

干。」就明白了，除非那个媒体是由

政府、政党、财团补贴经营的，媒

体一经拿了人家的补贴，便无法立

于公平正义的立场上。 

 

我们常常看到的「你给三十分

钟，我给你全世界」的电视新闻用

语，它给我们的真正是全世界吗？

它给我们的世界非常狭窄且是由它

们自己选择的。报纸，厚厚的一迭

只卖十块钱，我怀疑纸张费用都不

够，更何况由采访、编辑、上机器

到印刷发行，十块钱绝对不到成本



的五十分之一，钱从那儿来？答案

很简单，电视、报纸、期刊都是靠

广告生存的，为什么那么多资本家

雇主等愿意登广告，答案也很简

单，为了要卖产品出去。再问，花

钱登广告的人会挑选媒体吗？这是

多此一问，时装期刊的广告必然以

化妆品、烟、酒、高级住宅、豪华

饭店为主。无论什么媒体，只要是

公平正义或以穷人代言为己任，那

么就等着收摊吧。为穷人代言说不

定可以有一万、十万、百万或更多

的读者或观众，这些读者或观众纵

然为你喝采、鼓掌，可是，他们买

得起豪华住宅吗？会买减肥药吗？

一万个穷读者或穷观众，也抵不上

一个有钱人。 

 

想想看，是公平正义等这些抽



象概念重要？还是白花花的银子重

要？ 

 

知道我们地球的现状吗？全世

界有五分之一的人，每天生活费用

不到一美元，有二十八亿人即相当

于一半的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足

二美元，十亿人以上没有干净的水

喝。梦想未来，我们祈祷这些穷国

家的穷人们能随着时日增加，收入

也增加一点点，这个祈祷可能成

真，穷国家的穷人民非常可能每天

收入三美元或更多。然则跨国大公

司的业务部门主管桌上，早已堆积

了如山一般高的企画案，跨国广告

公司也已磨拳擦掌准备了「文案」，

各自国家的黑松汽水怎么敌得过 7-

up或可口可乐？所谓「全球化」的

正确意思是说，把所有机会让给跨



国公司，喝要喝可乐，吃要吃麦当

劳，穿要穿耐吉球鞋。 

 

这样的世界怎么会有世界大

同？事实上，我们正明显地迈向

「世界大不同」，富国和富人越来越

富，穷国和穷人越来越穷，优胜劣

败，弱肉强食，谁能说不是真理？

濒临绝种的动物尚有真贵族或假贵

族伸手救援，被逼出经济市场的小

农民、劳工、等无产阶级，谁去关

心？不对，有人关心，他们关心

的，是如何骗出穷人们多出来的那

一块美元，他们业已准备各式各样

的花言巧语和精彩画面的广告。 

 

地球人面临在三岔路口上，一

条是继续刺激消费促进成长，中

国、印度等人口大国也朝此方向迈



进。另一条呢？其实自古以来倡导

另一条路者颇不乏人，由宗教家、

道德家起，一直到今天的环保人

士，但他们怎么能改变广告操纵媒

体，媒体鼓励消费的现实？一部

「明天过后」大洪水的灾难影片，

抵得上「买部汽车吧，有了汽车，

便可以过美国人那般神仙日子。」的

广告效力吗？ 

    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也朝美

国，即资本主义的路子大步迈进，

且颇有成效。美国人离不开汽车，

美国政府只好不顾颜面地去中东掠

夺能源。会否，中国人、印度人，

也大家一起来参加挥霍地球资源俱

乐部呢？ 

 

以前人类以过数不尽的杀戮战

争，为族羣，为信仰，为「国家」，



为口号，为面子，为.......为什么的都
有。而如今，明明知道地球资源有

限，而又偏偏地得靠挥霍资源才能

生存，那么，未来为抢夺维持生存

资源的战争一旦爆发了，那将是一

场生存之战，也叫做毁灭之战。 

 

动员全人类的智慧与美德，能够

引领人类走另一条自保的道路吗？ 

二○○五年八月底，卡翠娜飓风给

美国南部四州的重创，不知道会不

会最少也让美国人自己反省一下，

他们的消费习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