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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介  绍

从前，保定府有个叫柳芳华的富户，为人慷慨，家里有许多食

客，但是跟宫梦弼最要好。宫梦弼常常带柳芳华的儿子柳和做“埋银

子”的游戏（将地砖揭开，以碎砖瓦片儿当银子，（埋在地下）。         

十余年后，柳芳华死了，柳家产业也用空了，亲友也不再上门

来。柳和到岳父家去投亲，被岳父赶了出来，亏得对门有个刘妈妈送

他些盘费才得以回家。         

过了几年，他岳父家里也遭兵劫，家里穷了，要将女儿卖给商

人，女儿不从，偷偷地逃到柳家去找柳和。         

一日，柳和跟妻子在园内锄地，挖出许多白银，柳和想，这一定

是过去宫梦弼所埋，随即赎回房产。果然凡在过去“埋银子”的地方

都埋着白银，于是柳家又富有了。但访寻宫梦弼，却无下落。         

柳和为了答谢刘妈妈的济助，特地去访问她，送她许多银两衣

饰。柳和岳父母找上门来，柳和却不相认，其女私赠银两，并催促他

们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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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朝末年，有一个在北京做官的人，名叫柳芳华。明亡以后，他

不愿向清朝统治者卖身投靠，便带着妻儿，回到保定老家。



2 柳芳华有点积蓄，到了小城里算得上个富户，他过去大手大脚

惯了，如今不做官了，仍然好结交朋友，家里没断过整桌整席的客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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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柳芳华为人很慷慨，遇见别人有困难，叫他拿出上千两的银子他

也不吝惜。当地的富户都想巴结他。有的还从他那里借些银子，不
归还，柳芳华也不向他们要。



4 客人中有一位名叫宫梦弼的，自称是陕西人，因为避兵乱才流落

到保定。他对清朝统治者也深表不满，因此和柳芳华最谈得来。可
是他却从来没向柳芳华借过钱。



5 宫梦弼很喜欢柳芳华的儿子柳和，每到柳家，柳和总要缠住他要

他讲故事。宫梦弼讲起故事来，总是把穷人说得很好，别的客人听
见了常讥笑他：“老宫又在胡诌了。”他听了也不争辩。 



6 宫梦弼还常带着柳和做“埋银子”的游戏—揭开地砖，把碎砖

断瓦当作银子埋在地下。 



7 时间一长，三间屋子都快埋遍了；他们就到花园里去埋。



8 柳和长大了，也很大方，穷亲戚朋友有困难找到他，他总要救济

一些。他也学父亲的样子，结交了一批年轻的朋友，柳芳华也不过
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9 经不起柳芳华大花大用，不到几年就花穷了，虽然他对客人仍然

热心招待，可是那些朋友们却不常来了。



10 到柳芳华死的时候，竟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还是宫梦弼

拿出钱来办了丧事。从此他就住到柳家，帮柳和筹划生活费用。



11 过了一年，宫梦弼要回陕西，柳和流着眼泪把他送到大道上。

临别，他对柳和说：“为人要学会勤俭才行，不然的话，家有金山
也能花光。”



12 柳芳华死后三年，柳和的母亲想起当年曾给儿子订过婚，是无

极黄家，也很有钱。就叫他到无极去投亲。



13 柳和一路上披星戴月，满怀希望地来到无极，打听到岳父家，

来到门口，递进名帖求见。



14 黄家老两口早就打听到柳家穷了，柳芳华死的时候，连吊丧都

没去，如今正想悔约，便叫管家传话出去难为柳和，要他拿一百两
银子再来求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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