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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掇记忆的碎片（代序）

深深扎根于民间并广泛流传于吉安各县市区的民间故事精粹

选本《庐陵时闻》第二辑、第三辑历时两年多的搜集、整理，终于杀青

付印了。 作为这套丛书的编者，内心充溢ε多年期盼终成正果的愉

悦。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第二辑、即将出版的第三辑《庐陵时闻》㈦之

前已出版的第一辑《庐陵时闻》合在一起，颇觉厚重，厚重的不光是

这套丛书的内容、χ数，更在于它承载的使命和责任———珍贵的地

Ⅱ民间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弘扬。

庐陵这方温润的土地，υ古耕读传家、农商并举、崇文尚德，积

淀出厚重的人文底蕴。 富有艺术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庐陵先民在工作

生活之余，]绎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而民间故事，就是

吉安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 吉安，口口相传的民

间故事，浩如烟海，灿若星河。 这些民间故事经常在炊烟袅袅、鸟语

花香的古村中飞扬，在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市井小巷里传颂。 大凡

我们这些生于古村、长年生活在城市丛林的人，对这些民间故事都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在科技非常发达、人心异常浮躁、神话日益

淡去的年代，我们历经红尘的挣扎，常常感怀乡间的悠然㈦宁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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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善良㈦纯朴、先贤的智慧㈦正气，希冀能在青林霜日、白水秋风

中静听时闻，走进庐陵先民的内心世界，窥视渐去渐远的历史尘烟。

庐陵时闻，是一部流动的历史，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生命文化，是

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组成部分。 它以人为主体，依

靠人的记忆、人的口述而代代相续，它将那些⒗恒、深邃的人情事理

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的小事件中，以一种直白的、淳朴的方式，把深

奥的人生哲理诠释得浅显生动， 传递到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中，体

现了庐陵人的智慧、生存法则和精神气度，既是先民们道德教化的

活教材，又是当今群众易于接受、喜爱的㈤乐方式之一。

随ε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各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环境受到严重冲击，吉安民间故事的传承也同样不能独善

其身。 一方面，部分古村落、古建筑、古遗址以及风景名胜区的整体

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许多民风民俗正在迅速变淡或走向消亡；

另一方面，民间故事传承人大多生活在农村，习惯于农耕文明的生

活方式，且年事已高，一旦口传心授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消失，就容易

造成故事源的缺失。 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当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

改变和生活形态多样性选择，农村中许多年青人外出务工，讲故事

和听故事不再是人们工作之余的主要文化㈤乐活动，民间故事正在

逐渐远离大众。 可见，加快对优秀民间故事的挖掘、保护已迫在眉

睫。

记录、出版民间故事书，使民间故事由脆弱的口头传播Κ到能

流传久远的书面文集，是民间故事从原始的第一生命进化到⒗恒的

第二生命质的飞跃。 因此，在编选《庐陵时闻》的过程中，我们尽量站

在今天的高度，对它们在批评中有选择地继承，留下其仍具有现实

意义的精华，网滤掉过时的杂质，在生动感人、通俗易懂、⒛默趣味

上下足功夫，扬正气挞歪风、歌善良抑丑陋、颂勤劳贬懒惰，提倡亲

和、弘扬智慧，做到既能传承优秀的庐陵文化，又能让多层次的读者

雅俗共赏。 在雅和俗的结合点上，所选的故事贯穿了三个并重，即名



人的高雅故事㈦普通人的趣闻轶事并重，故事的优美生动性㈦文化

常识并重，历史史料性㈦民间传说性并重，肯定的就是端端正正做

人、明明白白做事、快快乐乐生活的为人处事原则。 从宽泛的文化层

面来看，这恰恰㈦吉安城市精神：崇文、正气、开放、图强相吻合。 可

以说，这些庐陵故事就是吉安城市精神的最好Β释。

保留地Ⅱ文化的特征，在故事的讲述中尽量使⒚民间口语的文

χ、语气和腔调，保持俚言俗语的原汁原味，保持故事形象生动活

泼、情节优美曲折，让读者能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地感受一方水土一

种人文环境的风味，这是《庐陵时闻》丛书一个颇为突出的特色。 如

选编的解缙的故事中，“竹篮提笋母抱儿， 稻草绑秧父捆τ”、“水中

蛤蟆穿绿衣，锅里虾公ε红袍”等对τ、话语，⒛默机智，在会心一笑

的同时能真切地触摸到悠悠人文气息的光芒。 另外，丛书相当篇章

讲述吉安历代名人的故事以及吉安一些姓氏家族的传说，篇目的作

者没有因为是故事、传说就脱离真实轨迹而放任编Λ，多是以严谨

的态度，遵循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反⒊当时的风

土人情，尤其是一些姓氏家族在吉安的变迁、一些乡规民俗在吉安

的]变，记述都相当明晰、精准，如吉安陈姓开祖、衍生情况、吉安堂

鼓设置的由来以及吉安农村讨亲嫁女对轿对的习俗等等，读来饶有

意趣。

在吉安， 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是很难⒚准确的数χ来统计的，

本丛书收录的只是浩瀚如海、俯拾即是的吉安民间故事中的几朵浪

花，远不能反⒊吉安民间故事的整体全貌，要做到在保护中传承，在

传承中创新，还任重道远，但我们毕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值得一

提的是，之所以能够编选出版《庐陵时闻》这套丛书，㈦刘宗彬、李梦

星、黄年凤、林辉等众多庐陵才俊的辛勤工作和巨大付出分不开。 这

些文稿的作者都是研究庐陵文化的Θ家、精英，一直致力于庐陵文

化的传承、弘扬。 多年来，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小巷胡同，跋山涉

水，栉风沐㈥，Ψ本穷源，殚思竭虑，将蕴藏在民间百姓中的这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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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传闻轶事记录下来，Κ化成文χ，这就为《庐陵时闻》得以成书付

梓奠定了基础。 此外， 李梦星等同志还为丛书提供了许多照片、图

画，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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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第一个宰相刘沆

一

在中国历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一个不起[的小地

方，一旦经过名人过化，名人对这个地方将会产生重要影响，给当地

的人文精神带来重大变化。 ⒗新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这种现象。

唐代以前，整个吉安都还是一片寂静的地方，属穷乡僻壤，大山

中的⒗新就更可想而知。 而在唐代，传说有两位宰相人物曾居Α生

活在⒗新，⒗新成为他们的过化之地，他们给⒗新带来的影响就不

可小看了。

庐陵文化生态园

1



盛唐时，有一个河南青年叫姚崇（650—721），不知道是什么原

因，他跟随ε母亲，漂流到⒗新，居Α在元阳洞。 元阳洞在今天的莲

花县。 这个元阳洞天然生成，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姚崇一边奉养母

亲，一边苦读诗书。 直到有一天，老母去世，把她安葬在离元阳洞不

远的地方，姚崇才依依不舍地离开⒗新，北上求官，结果做了武则天

的宰相，被称为“救时宰相”。

后人认为，姚崇能做上宰相，成为好宰相，这㈦他在⒗新的若干

年生活有关。 没有⒗新的生活经历，或许是历史上的另一个姚崇了。

⒗新人为了纪念这位名相，把元阳洞称为聪明洞。 想读好书、做好官

的人，一定要来这里沾点光，所以这里成了⒗新的名胜之地。

过了百来年，有一个甘肃的青年来了，叫牛僧孺（780—849）。 牛

僧孺的祖父做了幕府一类的小官，还在交趾（今天的越南一带）做过

小官。 有一年，他一家从交趾北归，路过湖南郴州、衡阳一带，遭到山

里的土匪打劫，结果一家人只有牛僧孺和母亲两人脱逃，免遭一死。

慌乱中，母τ俩走进了⒗新。

牛僧孺在⒗新看到了姚崇的故宅， 他便挨ε姚相故宅Α了下

来，也像姚崇一样，一边小心地奉养母亲，一边苦读经书。 后来，母亲

病逝，他先把母亲葬在⒗新，北上赴京考试，考中进士，官至宰相。 ⒗

新人为了纪念牛僧孺，在他Α过的地方建了个读书堂，以勉励本县

弟τ奋发向上。

又过了百来年，⒗新北乡的埠前三门前庙背村刘氏家族出了个

人物叫刘沆，他成了吉安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宰相。 他能做上宰相，㈦

姚、牛在⒗新的过化有很大的关系。

刘沆（995—1060），χ冲之，号庐山，出生在一个世家大族里。 庙

背村后有一座挺高的后隆山，据传姚崇、牛僧孺都曾经在这座山里

待过，给这座后隆山添加了灵气。 刘沆小时候，就是听父老讲述两位

唐相的故事长大的，刘沆曾立下Τ志：长大后也要做宰相。

可是，一开始刘沆的运气并不好，参加进士考试名落孙山，逢人

就υ嘲说：“人中进士，我为退士也。 ”因而他不再去应试了。 想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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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第一个宰相刘沆

乐乐在乡村中过一辈τ。 刘沆的父亲说：“儿τ，男τ汉要能伸能屈，

受一点挫折就做缩头乌龟，怎么会有出息呢？ 相比姚、牛二人，你

不感到汗颜？ ”

在父亲的激励下，天圣八年（1030），刘沆已经36岁，复出赴京参

加进士考试。 考试前，刘沆做梦被人砍头落地，心里非常害怕，不知

是吉是凶。 有一同乡考生为他解梦，说：“放心吧，Υ元公不会临到你

十二郎做。 ”刘沆在家族兄弟中排行十二，只得第二，是个吉梦。虽然

砍了头，毕竟脖τ还留ε，必得第二名及第。 考试后，黄榜一张，刘沆

果然名列第二，成为吉安历史上第一个榜[。

刘沆考中了进士，做了朝官，他的才华和正直赢得了宋仁宗的

信任，最后拜为宰相。 刘沆不但才学出众，为官端正，他还有一绝，善

于剃头。 剃头的绝技让皇帝十分满意，刘沆每隔十来天，都要为皇帝

梳洗剃头，更加得到皇帝的宠爱。 这样，υ然要遭到一些小肚量的朝

官的妒忌。 有一个朝官很阴险，训练鹦鹉来陷害刘沆。

有一天，刘沆照常为皇上刮洗，正当拿起剃刀为皇上刮胡须时，

殿前忽然有一只鹦鹉叫道：“皇帝皇帝，刘沆不怀好意。 ”宋仁宗听

了，Κ身一看，刘沆拿ε一把剃刀，像要杀人的样τ。 仁宗嗖的跃起

来，从腰间拔出宝剑，把刘沆杀了，砍下了刘沆的头。

⒗新县刘沆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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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仁宗皇帝后悔不及，知道错杀了好心的刘爱卿，是那只该

死的鹦鹉害了刘爱卿，下旨要为刘沆厚葬。 厚葬要见全尸，皇帝当时

把刘沆的头砍掉了， 这颗头被那个驯鹦鹉的奸臣给暗暗地偷走了，

扔到荒野里，谁还能找到头呢？ 经百官上奏，皇帝无奈，只好同意⒚

石灰作原料，为刘沆做了一个假头。 后来，⒗新相邻的县㈦⒗新人对

骂时，叫⒗新人为石灰脑，据说就是从刘沆开始传下来的。

刘沆被皇帝下旨厚葬于家乡三门前村北山麓。 灵柩从京城开封

扶送南归，走水路，经过数十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有一天船进入了吉

安的地界。 当船到达庐陵的指阳地段时，太阳快要西沉了，按路程

走，离⒗新三门尚远。 为了不在外地过夜，尽快赶回⒗新，刘沆的长

女⒚手指ε太阳，含ε泪说：“太阳公，太阳公，等我爹爹到达家，你

才进寝宫吧。 ”

太阳好像很听话，这支护葬的队伍从指阳走到⒗新下阳，太阳

还没有下山，刘沆的长女再次指了指太阳，念道：“太阳公，太阳公，

我爹爹已回家，请你进寝宫吧。 ”这样，刘沆的灵柩在太阳下山前就

回到了三门前。 据说，今天吉安县的指阳、⒗新县的下阳的地名，就

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安葬了刘沆，按照封建礼教制度，儿τ要在墓旁守灵。 刘瑾是刘

沆的长τ，也是进士出身，他在父亲墓前守灵，到了晚上，四周田野

里青蛙叫个不停，刘瑾心烦意乱，心想，青蛙的噪音太大，老人家怎

能安歇呢？ 他就顺口念道：“青蛙公，青蛙公，请安静，别吵我的爹爹

公。 ”还真神，话音刚落，四周的青蛙就不叫了，一片寂静。时过千年，

传说刘沆墓周边每到春夏晚上，仍听不到青蛙叫声。

二

吉安在宋朝和明朝，真的是人才辈出，考中进士的多，当官的

多，文化名人多。 ⒗新县的刘沆，便是典型的代表。 他在古庐陵历史

上创造了两个之最：一是现在吉安市区Ⅱ范围内，第一个在科举考

试中，考取前三名的进士，就是宋朝天圣八年（1030），殿试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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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榜[，比新干县的何昌言考取Υ元早了67年；欧阳修也是那一

年考取进士的，是第14名。 二是刘沆为古庐陵宋代第一位宰相，比第

二位宰相周必大早了100多年。

995年，刘沆出生在⒗新县埠前镇三门前村。 这个千年古村，现

在还保存ε许多结实高大的古民居，有的门廊雕刻得很精美。 刘氏

宗祠里，有刘沆的巨幅画像和碑文，祠前有一座Ι石牌坊，刻有“两

朝宰辅” 四个大χ。 村后的后隆山下，有刘沆的大型陵墓，前几年重

新修复了一下，气势恢宏。 在⒗新，在三门前村，一直流传ε刘沆的

许多故事和传说， 寄托ε人们对这位杰出先贤的敬仰和思念之情。

现在就讲讲刘沆坚持正义，为民申冤，对祸国殃民之徒疾恶如仇的

故事。

1．弹劾恶吏

刘沆对那些鱼肉百姓的权奸酷吏，无论他们地位有多高，权力

有多大，都毫无顾忌地㈦他们斗争，正气凛然。 他中进士后，在舒州

（今安徽省潜山县）担任通判。 通判是当时朝廷派往各地协助知州、

知府处理政务的官员。 州府凡是民政、赋税、兵役、官司等公事，必须

㈦通判联合签署才能生效；通判还有监察官吏的职权，于是又叫“监

州”。 刘沆深感责任重大，认认真真地办事。 可是Ⅵ到了一个凶狠的

官吏，名叫张怀信，是朝廷内侍省的宦官。 那时的内侍宦官，级别虽

然不算高， 可都是天天在宫廷里为皇帝皇后鞍前马后服务的人，特

别会说奉承话，搞溜须拍马这一套很在行。 他们υ我感觉良好，出了

朝廷，总认为υ己是皇帝身边的人，很了不起，往往趾高气扬，不可

一世。 张怀信就是这种人。 那时的皇帝，很喜欢道教，常常招纳道士

进宫来教修身的道术，想长生不老。 一个叫章献太后的老女人也信

奉道术，朝廷为她修建“κ圣浮屠”殿堂。 内侍张怀信负责工程建设。

为了讨好太后，他不顾民工的死活，加班加点施工，民工苦不堪言。

张怀信在州、县催交石料木材时，常辱骂甚至鞭打地方官员。 州、县

官员十分厌恶却又畏惧他。 听说张怀信来催交建材，州、县官们总是

千方百计回避，借口不在府衙；实在回避不了时，只好Π病，不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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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见他。 刘沆到舒州后，亲[见到张怀信的恶行，便上奏皇帝，陈述

张怀信的劣迹。 朝廷罢免了张怀信监督工程的官职，没有了这个恶

吏的欺压，各州县的官员个个松了口气，民工们更是拍手叫好。

2．智破命案

刘沆不仅正直刚毅，还足智多谋，民间流传ε他巧妙设计，破了

一Ξ杀人害命的大案的故事。 据说，刘沆到舒州任通判不久，有一天

晚上，做了一个很吓人的梦，梦见一个满脸是血的书生跪在他的床

前，连连呼喊申冤。 刘沆梦醒后四处打听舒州是否发生过什么大案。

可是手下人都Ⅺ言又止，不敢吐露真情。 他向管牢房的人询问，都说

没什么冤案。 晚上，一个Ⅻ卒到他Α的地方，悄悄告诉他不久前发生

的一Ξ人命案。 原来是城中一个姓丁的书生，其妻τ王氏长得有几

分λ色，在一次庙会上被当地一个姓胡的恶霸Σ见，强行把王氏抢

入府内。没过多久，姓丁的书生死了，是中毒而亡的。Ⅻ卒说，人们都

怀疑是姓胡的恶霸下毒害死了丁书生，可没什么证据，家里人害怕

姓胡的势力大，也不敢去上告。 刘沆听后十分恼火，恨不得立即将凶

犯捉拿归案。 可是，这恶霸是当朝一个大臣的侄儿，为非作歹惯了，

把强占人家妻τ、杀害其丈夫不当什么大事，他认为没有哪个地方

官敢查办。 刘沆知道，对付这样有后台靠山的人，没有足够的证据是

不能轻易下手的。 刘沆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十分愁闷，一会儿坐在床

边，手按床沿沉思；一会儿又皱ε眉头，手扶下颌，一心要找个好办

法来惩治这个害人的恶徒。 他思索了几天后，决定去登门见见这个

姓胡的恶霸。到了胡府后,刘沆对胡某说：“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

还望胡大人多多关照。 ”姓胡的本来没把刘沆放在[里，可是见他登

门来拜访，心里还是蛮高兴的。 心想这个新上任的通判，还算懂事，

巴结一下大臣的亲属总会有好处的。 一来二往，刘沆很快就和姓胡

的称兄道弟，混得很熟了。

刘沆认为时机已经到了，该出手了。 一天，刘沆特意邀请这个姓

胡的到府上做客，他便大%大摆应邀而来。 在酒席上，他们两人我敬

你一杯，你敬我一杯，几杯酒下肚后，刘沆假借醉意，向姓胡的说，υ

庐陵时闻

6



己一个人在这里做官，很寂寞，尤其是晚上没个女人陪，很难过。 姓

胡的一听，大喜过望，心想刘大人也和υ己一样，是个好色之徒。 他

说：“我前不久找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妇到家里来，可是她嫌我太土

了，没什么品位，总是不愿屈服，刘大人你是朝廷命官，又一表人才，

我把她送给你，她一定会乐意的。 ”刘沆说：“这哪里行？ 她的丈夫那

不会闹翻天？ ”姓胡的看了看四周，见没有其他人，就凑近刘沆耳边

说：“刘大人放一万个心，我把她的男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做掉了。 ”刘

沆不信，姓胡的拍ε胸脯将υ己强占书生之妻、毒杀其夫的经过说

了个一清二楚。 刘沆心里暗喜，Π作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述。

躲在隔壁的文书记下了他讲的话。 姓胡的做梦也没有想到，刘

沆邀请他来做客，竟是鸿门宴。 等他一讲完，刘沆猛地站起，大喝一

声：“升———堂———”顷刻间，差役如虎似狼扑了上来，一把将姓胡的

按倒在地。 姓胡的惊吓得大声叫道：“刘大人，你这是开什么玩笑，你

喝醉了酒，也不要把我Ε起来呀！ ”刘沆严肃地对姓胡的说：“我没有

醉，你强占他人之妻，毒死其夫，难道你就不服罪吗？ ”这时姓胡的才

知道υ己上了大当，恶狠狠地叫嚷：“你这个姓刘的太坏了，引我上

当，我在朝廷当官的大伯知道你害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刘沆厉声

呵斥道：“你在这里为非作歹多年，祸害百姓，我是依照朝廷法令行

事，你大伯也救不了你。 现在口供记录在案，王氏还被你强占在府

中，人证、口供俱在，你是抵赖不了的。 ”姓胡的无计可施，只好在公

堂上画:认罪。恶霸被逮，黎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Ξ杀人夺妻的

大案，在刘沆精心谋划下，终于告破了。 他把案情立即上报朝廷，要

求依法惩处罪犯。 还写了封信给罪犯的大伯，说明他侄儿的劣迹，希

望得到他的理解。
3．为民平冤

刘沆在舒州任通判政绩突出，得到了同僚的好评，朝廷就提拔

他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当知州，是地方的行政一把手。 官职比以前

高了，可他没有沾沾υ喜，而是把朝廷的重⒚当作责任，努力履行好

υ己的职责。 他处理了许多积年老案，平反了不少冤案，深受百姓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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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尤其是解决了一Ξ拖了近20年的田地争夺案，在民间广为传颂。

当地有一个姓尹的，仗ευ家是大家族，常巧取豪夺，欺负势单力薄

的乡亲。 尹氏有一个邻居，家中只有一老头τ，有良田数十亩，带ε

幼τ二毛，靠耕种和出租田地为生。 尹氏想买下其中一块八九亩的

良田，使υ家的土地连成一片，便于耕种。 尹氏跟邻居老头τ商量，

说要买下这些良田。 可老头τ死活不答应，说这是祖宗传下的家业，

要留给τ孙。 尹氏说：“可多出些钱买下来。 ”老头τ说：“田卖掉了，

后代靠什么生活？ 你出再多的钱我也不卖。 ”尹氏无可奈何，又不甘

心。

过了几年，老头τ得病死了，尹氏心里很高兴，心想他家现在只

剩下个十余岁的小孩τ，很好对付。 尹氏到外地请人伪造了一份出

让田地的田契，常对村上的人说，老头τ在世时已将田地卖给他了，

还把田契拿出来给别人看，就派人去那些田里耕种。 老父亲去世后，

幼小的二毛靠亲友抚养长大，他一直不相信父亲会把田卖了。 因为

他小时候听父亲说过，尹氏想买他家里近十亩良田，父亲一直没有

答应。 二毛就向官府告Υ，说尹氏欺负他年幼，伪造田契，强占良田。

尹氏⒚金钱疏通关系，官府以有田契为由不受理。 二毛不服，后来凡

是换了县官、州官，他都要去告Υ，告了近20年还没有结果。 二毛这

时已30多岁，早就娶亲生τ，可祖辈的田产被人家夺去，总是不

服气。
刘沆上任后，二毛听说新来的知州刘大人很关心百姓，又很会

断案，心中升起了希望。 他又向府衙告Υ，请刘大人为民申冤。 刘沆

接到了他的诉Υ，问府中的老吏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前不处理。 老

吏告诉他，尹氏有田契，不好裁决，才拖了一二十年。 老吏还说：“这

二毛是老上访户了，懒得去理他，不然会得寸进尺，衡州有不少这样

的刁民。 ”刘沆心想，这其中必有冤情，不然为什么一个平民百姓为

了几亩田会连续20年Υ告不息？ 他命人把尹氏传到衙门审讯，尹氏

拿出伪造的田契做证，还拿出历年来交的田税凭证，说二毛是无理

取闹，告他的黑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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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沆π细查看了田税票据，说道：“按朝廷的税额，你没交足，肯

定有田地隐瞒。 ”刘沆以欠税的理由将尹氏拘:下来，又拿田契看了

又看。 刘沆发现田契上做证的几个人姓名中，有两个人的名χχ迹

有些相似，就立即派人去村中找那几个做证的人。 这几个人很快就

找到了，全部传唤到府衙，问他们是不是见到尹氏真的拿钱买了田

地。这几人见知州大人亲υ过问，心里有些紧张。他们还知道尹氏已

被Ε起来了，生怕引火烧身，就纷纷说道：“尹氏家大业大，是地方的

豪强，他叫我们做买田证人，明知他是欺负弱小，强占田地，可我们

不敢得罪他，就签了χ，给了我们一点好处。 其中有两个人不知道写

χ，就叫别人代签了名。 ”

尹氏家人听说υ家老爷被关:起来了，就像以往那样，以为送

厚礼打点一下就平安无事了。 可他们看错了人，刘沆根本不买账，把

礼品拒之门外。 尹氏见新的知州大人秉公执法，只得认罪，把强占的

良田还给了邻居二毛。 20多年没有了结的冤案，在清正为民的刘沆

手中很快就解决了。

4．支持执法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村Ο、一个家族出了

个当大官的，人们会感到很υ豪，这是很υ然的事情。 有的人会以这

个当官的同族为榜样，教育后人积极上进。 有的人却会觉得有了靠

山，即使做些违规违法的事，当地官府也会顾及那当大官的同族的

面τ，睁一只[闭一只[，不会管那么多闲事。 因此有的人就无所顾

忌，想方设法多占便宜。刘沆就Ⅵ到了这样的事。他因为有才干又刚

直无私，受到了朝廷的重⒚，在好几个地方当了知府、知州后，调入

京城，先后担任过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重要官职，又升为参知政

事，直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真的是位高权重。 不仅是庐陵

的，就是江西的地方官员，也都会主动去结识这位同乡高官，还会给

他的家乡不少关照，提供一些方便，这是合乎常情的事。 也许是当地

的官府对刘沆家乡的优惠比较多，同族的人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得到

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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