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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

明朝末年，一天，辽东总兵李成梁正在客厅下棋，有人禀报：

“圣旨到！”李总兵急忙接旨。圣旨说，观星台望见北斗星冒出一道灵

光，落在长白山下。七星窜位，必出真主，限李成梁一月之内，抓到

七星祸根。解送到京，官升三级；抓不到，祸灭九族。

李总兵接旨后，哪敢怠慢，带领兵马，查遍了长白山一带，结果

无影无踪。眼看就要到期了，急得李总兵抓耳挠腮。这天日近黄昏，

李总兵累得肠干气短，狠狠心回府休息一宿。

进屋后，李成梁脱下战袍，喊了声：“憨秃儿，打盆洗脚水来！”

不一会儿，马童端来洗脚水。这孩子十五六岁，长得憨厚敦实，送他

小名“憨秃儿”。孩子本名叫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女真后代，因家中

贫穷，来到总兵府当马童挣碗饭吃。别看他人小，但聪明伶俐，还有

一身好武艺。当下，他端来洗脚水给李总兵洗脚。洗着洗着，看见李

总兵脚心有三个黑点，用手一搓，搓不掉，他就用指甲抠。李总兵哎

呀一声火了：“大胆奴才，竟敢戏耍老爷！”“老爷，小的看你脚心有

三个黑点，洗不掉……”“洗不掉就敢抠吗？那是三个黑痦子！”“痦

子有什么用呢？”“你真是有眼无珠，这叫‘贵人痦’，老爷我就凭这

三颗痦子，才当上了辽东总兵！”

三颗痦子就这么主贵，努尔哈赤觉得挺有意思，就说：“老爷，

您的脚心才长了三颗痦子，你看我！”说着脱下左脚上的草鞋，把脚

丫子一亮。李总兵斜眼一看，当时就觉得眼冒金花，赶紧揉了揉，再

仔细一看，努尔哈赤的脚心上长了七颗明光闪亮的红痦子，就像北斗

七星悬挂在脚心上。李总兵直勾勾地看呆了，心想：好小子，“七星

王”在这儿呢！你可害我好找啊。想着伸手要抓，又一转念，不行，

这小子有几招，万一抓不着，放虎归山，反而惹祸。他眉头一皱，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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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大笑，拍了拍努尔哈赤的肩膀说：“憨秃儿，你也是有福之人，马

上就会得好的。天不早了，回去睡觉吧。”努尔哈赤哪知李总兵笑里

藏刀，端下洗脚水，就回草栏子睡觉去了。

李总兵见努尔哈赤走了，马上点齐亲兵，密谋一番。然后乐滋滋

地去见李三娘。这李三娘，名叫赛花公主，原是穷人家的丫头，因为

长得俊俏，被李总兵娶做三房。这时候，李三娘正在灯下做针线活

儿，突然手扎了一下。她正揉着手指，房门吱嘎开了。李总兵进来看

见李三娘手中的活计，嬉皮笑脸地说：“我的贵妇人，还用得着你做

针线活？”说着一把抢过活计，一看，忙问：“这是谁的？”李三娘不

便回避，就说：“憨秃儿的，我看这个孤儿可怜见的。”李总兵一听，

把小褂儿往地上一摔，哼了一声说：“还可怜见的呢，你真是耳门

厚，不知天鼓响！”李三娘忙问：“怎么啦？”李总兵对着李三娘的耳

朵，一五一十地说开了。刚说完，有人来报军情，李总兵又急忙出

去了。

李三娘从地上拾起小褂儿，心中犯了合计。憨秃儿憨厚老实，他

有何罪？朝廷为什么平白无故抓人？女真人就不能当皇帝吗？她接着

把褂子缝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当！当！”二更鼓响了。李

三娘心里一咯噔，要是再响一更鼓，努尔哈赤就要被捉起来了。不

行。她翻身下地，拿起小褂儿，轻轻打开房门，趁着夜黑，顺着墙根

向马棚摸去，拐过墙角，就见草栏子里红光通亮。她急忙走近一看，

草堆上蜷卧着一条小龙，金翅金鳞的。李三娘大吃一惊，刚要后退，

红光一闪不见，就听努尔哈赤在草栏里喊：“三娘救命！”

李三娘忙走进草栏，一听，努尔哈赤正在说梦话。她把小褂儿轻

轻往他身上一盖，努尔哈赤立刻醒了，起身看见李三娘，便说：“三

娘，我做了一个噩梦，老爷把我绑起来，抠我脚心的痦子。”三娘

说：“憨秃儿，你惹祸了，老爷知道你脚心长了七颗红痦子，正要抓

你请功领赏。”努尔哈赤听了，扑通给李三娘跪下说：“三娘救我！”

李三娘扶起努尔哈赤说：“咱这马棚里有两匹宝马，大青日行八百里，

二青日行一千里，你赶紧牵出二青，骑上逃走，我给你开后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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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心慌意乱，摸到马棚，也没顾得细看，解开一匹马的缰

绳，悄悄将马牵到后门。李三娘已在那儿将门锁打开，又给努尔哈赤

带上些干粮小米，努尔哈赤也不便多说，出门上马，深鞠一躬，逃难

去了。

“当！当！当！”三更鼓响，李总兵带领亲兵向草栏子扑来，就着

火把一看，扑了一个空；再看马棚，大青马也不见了。李总兵气得直

咬牙，心想：这事儿只有李三娘知底，准是她泄了密。想到这儿，转

身冲到李三娘屋里，不由分说，一把将李三娘从被窝里拽了出来，上

去一剑杀了。好心的女人，就这样赤身裸体地死了。

再说努尔哈赤骑着大青，黑灯瞎火往哪儿去呢？忽然前方一颗火

亮一闪一跳的，大青就奔着火亮跑去。说也奇怪，那火亮你跑它也

跑，怎么也撵不上。不知跑了多远，鸡叫了，火亮呼啦一下没有了。

大青竖起前蹄，咴咴直叫，怎么也不走了。这夹当，努尔哈赤听见马

前有女人哭声，他吓出一身冷汗，壮了壮胆子问：“谁在马前哭？”

“我是李三娘！”努尔哈赤一惊，连忙下马，问道：“恩人，你在哪

里？”“我已被李成梁杀死，现在赤身裸体，不能见人，阴魂前来给你

引路！”努尔哈赤立刻跪在地上说：“救命恩人，你是我再生父母，等

我得帝之后，奉你为‘锁头妈妈’！”只听李三娘说了句：“谢主龙

恩！”幽灵升天去了。

努尔哈赤刚刚上马，就听后边人喊马叫，他知道是李总兵追来

了，便拍拍马头说：“大青啊大青，这回看你的了。”这大青像明白努

尔哈赤的话似的，一仰脖，腾开四蹄跑起来了。前边跑啊跑，后头追

呵追，累得大青呼呼直喘，李总兵骑的是二青，越追越近，眼看就要

追上了。前边出现一条河，努尔哈赤一看，这可完了！就见大青昂头

咴咴叫了两声，一纵身，跳进河里，带着努尔哈赤向对岸凫去。

李总兵追到河边，二青前蹄竖起，不肯下水，眼瞅着努尔哈赤越

游越远。李总兵急眼了，赶忙拿起弓箭，对准努尔哈赤嗖地射去。大

青耳灵眼尖，猛一回头，挡住箭。努尔哈赤一看马头中箭，急忙将箭

拔下，脱下小褂儿给大青包上，大青吃力地又凫了一会儿，慢慢地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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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带马沉入河里。

李总兵站在河沿上，紧盯着水面，怎么也不见人马尸首漂上来。

莫非努尔哈赤潜水游到对岸了？正要领兵过河，一个士兵说：“老爷

您看，那对岸树上全是乌鸦，有人过去不早就飞了！”李总兵手打眼

罩一看，果然一群乌鸦落在柳树毛子上，哇哇直叫。李总兵点点头

说：“是啊，可憨秃儿呢？”这时，又一个兵士从河下游跑上来，手中

举着一件小褂儿说：“老爷请看！”李总兵接过一看，正是李三娘昨晚

上给憨秃儿补的那件小褂儿，现在被血染红了。他哈哈大笑一阵说：

“憨秃儿掉河里喂王八了！走，回禀皇上，贼星已除。”

努尔哈赤并没有死，当大青马沉下水的时候，他就势一个猛子扎

到对岸，藏在柳树毛子里。这时又飞来一群乌鸦，落在树上，掩盖了

努尔哈赤。当李总兵走后，努尔哈赤从柳树毛子里钻出来，把李三娘

给他带的小米撒给乌鸦吃，他就奔长白山老林里去了。

努尔哈赤出了长白山，统一了女真部落，领兵打败明军，建立

后金政权，建都沈阳，称为老罕王。

后来，满族人为了不忘老罕王努尔哈赤逃难时的遭遇，立下几条

族规：祭祖时，插柳条，撒小米，这是祭奠乌鸦；小孩过生日时，都

要挂锁，还要从祖宗板上请下“锁头妈妈”的香碟，这是纪念李三

娘。同时要放幔子，止灯，因为“锁头妈妈”是赤身裸体死去的。为

了纪念大青马，国号就叫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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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修沈阳城

老罕王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八旗大军，在萨尔浒打了大胜仗，可乐

坏了。他趁热打铁，又带着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分水陆两队，

包围了辽东重镇——沈阳中卫城。经过一场血战，明朝守城总兵贺世

贤、尤世功死于乱军之中，七万明军被打得大败，沈阳城里里外外一

片火海。

沈阳城本来就不太气派，它是在元朝沈阳土城基础上，由明代沈

阳中卫指挥闵忠改建的砖城。哪经得住这几十万人的攻打呢！老罕王

虽然攻占了沈阳城，可这周围才九里零三百多步的砖城也就不像个样

子，许多地方都坍塌了，特别是东城门就更不像样子啦。后金天命十

年，老罕王把国都从辽阳迁到沈阳，可惜他第二年就驾崩了。皇太极

做了后金国皇上，立即决定重修沈阳城。可扩修沈阳城哪是那么容易

的事呀！谁能负此重任呢？他和王公、贝勒商议了好久，最后，大家

一致推举邓功池为建城总管。

邓功池接旨后，心中很不安。他感到是皇上看重自己，才委以建

城重任；另一方面也担心城修不好，圣上怪罪下来。他翻阅了大量资

料，看了好多史书，起早睡晚，没日没夜地冥思苦想，精心地绘制了

一张张城郭蓝图，又亲自围着明朝旧城走了一圈又一圈。他心里琢

磨：这小小四门，区区九里，太小气了，我八旗大军岂能压缩在这四

门之中！邓大人黑天白天地想着建城的事，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人

瘦多啦。一天，他翻开《周易》细读了起来。经书中所述阴阳八卦之

说，使邓功池顿开茅塞。他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竟忘记了吃饭睡

觉。书中所说的八卦，与我八旗这“八”字难道是数字的巧合吗？他

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照天干，对地支，运用阴阳五行八卦太极

图，绘制出一张既显示了女真建筑的彪悍威武，又凝聚着汉室宫阙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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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堂皇的巍峨城郭的蓝图。这已是第二天清晨了，他赶紧换上了朝

服，把图纸献上，请皇太极御览。

皇太极见邓功池完成了建城设计，心中大喜，忙把图纸展开，和

众王公、贝勒围看。这图画得太好了！处处显示了邓功池的超人才

智、严密的构思和精确的计算。只见这沈阳城是无极生太极：以中心

庙为太极，太极生两仪，钟鼓二楼分为东西两仪；两仪生东南西北四

塔，叫作四象；由四象又生八门，叫作八卦；这廓圆为天，城方为

地；八门上明楼八座，加上方城四角角楼四座，共十二座，表示十二

个月份；八大城门都是由正门和左右瓮城三位一体组成，表示为二十

四节气。经邓大人这么一说，皇太极可高兴透了！连连称赞：“妙，

太妙了！但不知此城何时动工修建？”邓功池说：“只要皇上恩准，即

日便可动工。”

于是，皇太极当即下令，征集民工，摊派银饷，调运砖木，浩大

的工程就开始了。

几年以后，沈阳城竣工。这沈阳城按八卦建成，八门八关，变八

八六十四卦；东南西北，四通八达，变明朝十字街为井字街，增设三

层明楼，加高了六百五十一垛口。这沈阳城当时是旌旗招展，号炮生

辉；明楼高耸，亮瓦封顶；八门大开，遥遥相对；角楼瓮圈，滴水不

漏；城高池阔，巧夺天工；飞檐斗拱，淌碧流金。皇太极和众人绕城

一周不禁赞道：“真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城阙，邓功池真乃我大清国的

奇才呀！”

打那以后，邓功池因建城有功，皇太极处处高看他一眼，不仅赏

赐了他好多银两，还被加封重用。这可把朝中几名奸臣气坏了。他们

背地里合计，如此下去，他们往哪里摆？于是，他们挖空心思在皇上

面前告邓大人的状，但一时又找不着借口。他们想啊，想啊，终于有

了！一天，他们几个人一起跪在皇太极面前，七嘴八舌地说：“奴才

们有一事想禀奏皇上！”皇太极说道：“你们都是朕的近臣，有话直说

就是了。”他们说：“皇上，这邓功池修城是假，断送我大清基业是真

啊！”皇太极心中一震，问道：“何以见得？”他们说：“据奴才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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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沈阳城只是华其外表，掩人耳目；而阴谋却窝藏其中，居心叵

测呀！”皇太极一听糊涂了，问道：“此话怎讲？快快说来！”他们几

个人添油加醋地说：“皇上，请看这偌大都城为何没有水门？”另一个

奸臣接道：“依奴才看来，一旦天降大雨，连月不开，八门紧闭，岂

不全城淹没！”皇太极听后，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叫人拿来图纸细

看，果然上面没有水门标记。皇太极顿时龙心大怒，立刻下令把邓功

池绑出西城门外，斩首示众。可怜的邓大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顷

刻间头落尘埃，血溅刑场。可说也怪，这邓大人虽然人头落地，可尸

身不倒。在场的人议论纷纷，刑部监斩大臣赶紧飞马报到金銮殿，皇

太极心想，难道是邓功池屈死，朕错杀了无辜？想到这儿，他坐不住

了，赶紧派人找来了几名和邓功池一起修城的监工，一问才知道：原

来邓大人修城前已经亲自勘察了地势、水脉、明沟暗渠，早就把潜水

暗道修好，直通城外护城河。城里挖了七十二条渗水煞，用大块棱石

砌好了底部，上层用碎石填满，最后是金沙盖面。这样，既防敌人挖

开水门偷袭，又保沈阳城美玉无瑕，浑然一体。皇太极连忙拿出图纸

问道：“既然如此，为何这图纸上没有标出水门方位？”一个监工指着

图纸说：“皇上请看，这角楼四，明楼八，共为十二，各自三层叠，

计为三十六天罡之数，邓大人就根据这天干地支，推出七十二地煞之

数啊！”这时，皇宫外面人声嘈杂，原来是邓夫人赶来，替丈夫喊

冤。皇太极让进了邓夫人，只见她满脸泪痕，跪在皇太极跟前，说

道：“请皇上为我们做主，夫君死得实在是冤枉啊！”还没等皇太极说

话，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奏本，说道：“请皇上御览，这是夫君昨夜给

皇上起草的奏本。”皇太极接过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几行小字：上对

下，雨对风，大地对苍穹；南对北，西对东，天罡对地煞，八卦造盛

京，大清成一筒（统）。下面标出了八门的名称：即天佑对地载，德

胜对福胜，内治对外攘，抚近对怀远。原来邓功池把沈阳城八门的名

称也都起好了。这时，皇太极有些后悔了，暗暗埋怨自己不该没问清

楚就轻易问斩。可事到如今，他只有好言相劝：“你先回去料理丧事

吧，朕自有主张！”随后赐银千两，好不容易劝走了邓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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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怪，第二天，沈阳城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下了

整整三天三夜。第四天，雨过天晴，沈阳城里果然没有一点积水。皇

太极可后悔坏了，他恨自己不该偏听偏信小人谗言，一时铸成大错，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为了追悼忠臣邓功池，他亲自去邓府吊唁，又在

怀远门外修了一座“邓大人庙”，用那几个奸臣的狗头来祭奠邓功池

亡灵，又规定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为吊丧日，这天，沈阳城的人都

要来这里为邓大人祈祷。

现在，不管下多大雨，浑河涨多大水，也淹不了沈阳城，据说都

是邓大人修的那七十二个渗水煞的功劳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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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建翰林府

在辽阳西关路南，有一座雕梁画栋的翰林府。这翰林府是奉旨敕

建给王尔烈居住的府第。在府两旁的房脊上，有支棱的“钢叉”，正

门的门脸上，有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王杰亲笔的“太史第”蓝地泥

金匾额，是远近闻名的清代建筑。

建筑这座翰林府，还有一段说道呢！

王尔烈在京为官，已经到七十四岁了，蒙嘉庆皇帝恩准，让他衣

锦还乡。王尔烈是乾隆的爱卿、嘉庆的恩师，是清朝知名人士。他衣

锦还乡，从京师到辽阳，一时传为佳话。

北京的官民说：“王尔烈还乡，皇上还能少给金银吗？钱准保海

海的，你瞧吧！”

有人把嘴一撇说：“还用皇上给钱，人家自个儿早就划拉足了。”

“谁说他清贫如洗？那不过是捧着唠罢了。没听说‘三年清知

府，十万雪花银’吗？他这回还能不满载而归？”

王尔烈真就满载而归。

按照惯例，告老还乡的官宦，朝廷都派十辆大马车帮着搬运家

什。王尔烈当然也不例外。他现打了十个大板柜，装得满满当当，外

加封条和铜锁。就这么着，十辆大车浩浩荡荡朝山海关而来。

山海关的总兵姓田，是奸臣和珅的门婿。他得到快马探报，说是

王尔烈用十辆大车，满载金银财宝来了。田总兵心说，都说王尔烈双

肩明月两袖清风，那不过是整景呢。本来嘛，当过主考官，当过监察

御史，当过大理寺少卿、乾隆的爱卿、嘉庆的老师，还不划拉得满满

的，能不家存万贯？这次还乡，十辆满载的大马车，就都露馅了！

田总兵登上城楼，往远处望去。黄尘古道上，十辆大车鱼贯而

来，响铃咣咣，马鼻噗噗，从车轮压出的辙沟看来，车上准是金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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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田总兵命令手下人等，在山海关城外燕翅般排开，亲自迎上车

队，朝王尔烈高高抱拳：“王大人，快叫车马停下，到金亭馆驿休息

吧。”王尔烈摸着三绺长须：“多谢总兵大人，老夫不敢讨扰地方

官民。”

这时候，田夫人也坐着轿迎出来了，她把王尔烈的娟茹夫人让到

轿里，姐妹显得那么亲热。

田总兵连连说道：“王大人何必太谦，路过下官这里，哪有越门

而过之理，请啊！”说着一摆手，兵丁们就夺过车夫鞭杆，硬把大车

赶走了。田总兵陪着王尔烈，慢步往金亭馆驿走去。路上，田总兵

说：“王大人，你随行的柜箱，都得拆封验收，我得给你妥善保管起

来呀！”王尔烈说：“这都是老夫多年为官攒的一些杂碎，又不是什么

稀世珍品，你就不要折腾了。”田总兵一看王尔烈怕检，就更觉得柜

里有干货，他越发要来检查，就说：“焉有不检之理？”王尔烈说：

“不检也罢。”田总兵执意要拆封验收，王尔烈毫不让份儿。实在

不行，最后他说：“柜里有皇上御赐的东西，不见圣旨，谁人敢来

检查？”

田总兵只好把王尔烈让到金亭馆驿落脚，连夜写好奏章。略云：

“王尔烈十辆大车都是满装满载，越关不许拆封验看，为臣按例当

检。彼云：‘须得皇上圣旨。’请旨定夺。”

嘉庆阅罢田总兵奏章，他左右为难，沉吟不语地暗道：“恩师呀

恩师，你这是何苦呢！朕叫你掌管铸钱炉，你说你一无所蓄，只有十

八枚钱样子。你历任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等职，哪能没有点积蓄？

你要临走前向朕说明，总该有法变通啊！”势逼无奈，只得刷写一道

圣旨。略云：“山海关总兵，王尔烈过关，一应箱笼等物，照例拆封

验看。不许巧取豪夺，惊扰老臣。钦此！”

田总兵接到圣旨，如虎添翼，还有什么说的？立刻打发人等开锁

启封。当他把封条拆开，掀起柜盖以后，不由得直眉瞪眼。原来板柜

里装的一色青砖和瓦，没有什么值钱的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田总兵

匍匐在地，连连磕着响头：“王大人饶命，恕末将有眼无珠，以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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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度君子之腹。”站在王尔烈身旁的娟茹夫人微微吟哦道：“让人

不算痴，双方皆相宜。万里长城今还在，不见当年始皇帝。”王尔烈

觉得田总兵虽是和珅门婿，为人还算可以，得饶人处且饶人。近前搀

起田总兵，微笑着说：“总兵何须行此大礼，但愿你牢牢把守关口，

明辨是非，分别青红皂白，不许坏人蒙混进关，不让家贼逃窜外

地。”田总兵乐颠陷了，又是打躬又是作揖。他偷眼一看王尔烈和颜

悦色，挺好说话，就试探着问道：“不知大人装此砖瓦何干？”王尔烈

长叹一声，说：“贵总兵有所不知，老夫居官多年，月俸所剩无几，

如今回到辽阳风水沟老家，尚无栖身之所，意欲用这些砖瓦，盖起三

间茅屋草房啊！”

嘉庆闻听王尔烈从北京运载砖瓦盖房子，他心里不是滋味，钦命

工部尚书：“朕命你以朕的名义，从御膳费里支出纹银一万两，在辽

阳城内，给我恩师盖起一座翰林府。限定在他回乡之前建成，不惜多

花工本银两。”

工部尚书连夜抄路赶往辽阳西关，星夜建筑翰林府。

王尔烈被田总兵苦苦挽留住了，整天不是逛姜女祠，就是逛山海

关，甚至连路程很远的秦皇岛，他们也都去逛荡了一番，逗留了一个

多月。

王尔烈和夫人娟茹回到辽阳地面的时候，辽阳州官们早就恭候在

辽阳城外的大路旁，说：“请王大人进城回府吧，下官给您带路。”王

尔烈立时怔住了，心说：我家在群山环绕的风水沟哇，哪来的进城回

府之事呢？他也不好细问。当他坐在轿上，跟大车一起进到西关的时

候，远远望见一座高耸巍峨的府第，府第前面的镂空牌坊上，有一块

红地金匾，是嘉庆皇帝御笔亲书的“翰林府”三个大字，据说，太子

太保、东阁大学士王杰给王尔烈挂的那块匾，就没敢跟嘉庆皇帝重

样，而是蓝地金字，匾上是写“太史第”三个字儿，都是有讲究，不

兴胡来的！

这就是敕建翰林府的一段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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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倒三江王尔烈

王尔烈在朝中当了一辈子官，从来也没有放过外任。到了他的学

生嘉庆当皇上，正赶上龙虎年，开科考进士。江南江北设有两个大考

场，江南考场就设在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

江南才子多，才学很高。往年开科派到江南考场的主考官，回回

都被江南才子奚落得灰溜溜地跑了。为了这个事儿，闹得皇上脑袋

疼。这回轮到嘉庆登基坐殿派主考官，他琢磨再三后，敕令他的老师

王尔烈为钦差。

七十多岁的王尔烈当上了江南考场的主考官，奉旨到了金陵。江

南文武官员都前来迎贺，唯独不见众举子前来拜座师。王尔烈心中很

不高兴，随手写了四句诗，让仆人贴到钦差驿馆的门外：“不字多一

撇，正字少一横。一点不曾见，两点随全欠。”

主考官张榜贴告示，招来一大群举子，把钦差的大门口围个水泄

不通。他们左看右看，猜了又猜，老半天才弄明白，原来主考官大人

贴了一首字谜诗。谜底是四个字：“移步视钦”。众举子明白了，这回

皇上派来的主考官可不比往年，于是纷纷来拜座师。虽然拜了主考官

的门生，但有的举子心里还有些不服，想试探王尔烈的才学。有一个

举子对他说：“主考官大人，您可听说过，江南纱帽多？”王尔烈回答

说：“我还听说，塞北莽袍宽。”又一个举子说：“大人，听说，北方

雪压青松头点地。”王尔烈不慌不忙地说：”我也听说，南方风吹荷叶

背朝天。”众举子听了都觉得王尔烈可不好弹弄①，再也不敢小看

他了。

到了开科考试这天，众家应考举子按部就班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① 弹弄：摆弄、对付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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