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神扇军师》这是伊家河的第二部故事集，此集共收录了他的近作30多篇，绝大部分是以古代社会为

背景的民间传奇故事，内容涉及亲情、爱情、官场、商道中的传奇故事及对人性的揭示，其题材广泛，语

言和形式精致、优美，情节跌宕起伏，是民间俗世生活的人间喜剧，既幽默讥讽，又风趣诙谐，是一部读

后耐人寻味的力作。 

伊家河是作者的笔名，作者的真实姓名叫孙建文，山东台儿庄人，11岁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是位高

产作家，也是位故事大王，擅长写故事和小说，从文至今，已发作品百万余字。建文是个很有潜力的作家，

有着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和创作热情，其创作风格独特，无论是写故事，还是写小说，篇篇都是题目新颖，

人物鲜活，以独特的体裁和风趣幽默的语言吸引读者，体现了他自己的特色。 

《神扇军师》是建文继第一部故事集《不是寻常人》之后的又一力作。《神扇军师》这部故事集且不

说它的内容，单从这一故事集的书名就能给读者一个新鲜、好奇的感觉，使读者不得不翻开书页跟随着《神

扇军师》的目录进入书中。《神扇军师》其实是建文收录此集作品的一篇文章的题目，题目是读者的眼睛，

文章的灵魂，特别是传奇故事的题目，更是鲜活生动。诸如：《骗眼》、《卖味儿》、《假皇上与真命鸡》、

《神奇的黑头雕》、《“嘎啦鸡”奇缘》、《吕娥姁“寻蛇找蛋”识英雄》、《改变历史的一顶毡帽》等

可以说篇篇题目特色鲜明，语言风趣，起到了画龙点睛，吸引读者的作用。 

这本书，分为“江湖恩怨起”、“宫门深似海”、“官场心机深”、“商道险恶多”四个部分。作品

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以幽默和讽刺结合，喜剧色彩浓厚，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如“江湖恩怨起”

中的《骗眼》，从“骗眼”娶妻开始，一步步地写到“骗眼”相亲，“骗眼”做官，最后再到“骗眼”不

绝，其悬念迭起，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既有情趣，又诙谐逗人，最后结束时小丫环的一句话打破了平

静，她说：“柳娘子，军中夜夜笙歌，都在粉饰太平，这是不是又在玩‘骗眼’呢？”柳娘子叹了口气说：

“‘骗眼’得势，天下危矣！”《卖味儿》、《万物皆有根》、《神扇军师》这些故事，写的是人情人性，

对人与人复杂关系的思考，从故事中透视人性的种种，以古喻今，对今天多有借鉴意义。 

在作品中“宫门深似海”这部分写的是皇宫恩怨争斗，故事对现实多有启迪，如《假皇上与真命鸡》、

《神奇的黑头雕》、《只为一只兔子》、《生死一张脸》等，颇带喜剧色彩地讲述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

“官场心机深”部分中，如《贪官难逃计中计》、《曲线复仇》、《台上台下都是戏》、《神扇军师》、

《一盆咸菜》、《七叶子》、《一泡鸟屎惹奇案》、《改变历史的一顶毡帽》等，写的是旧时的官场，或

黑暗、或阴险、或玩弄权谋，演绎了一出出或悲或喜或怒或叹的人生大戏，故事熨帖自然，情节引人入胜，

展示了人性背后的复杂与困惑。“商道险恶多”中的《红丝带》、《养狼的人》、《“菜语”斗法》、《三

背红门》、《美人赠我鸡蛋羹》等，写的是君子爱财，求之有道，但从商之路多惊险，商战里也有着无数

的传奇故事。作者在《“菜语”斗法》故事中，通过风趣幽默的语言“菜语”，彰显了全篇故事的个性，

令人耳目一新，故事除了按传统的结构法在文章中点明寓意之外，还在讲叙过程中见缝插针，使故事更加

玄机起伏。如故事中写到，沈梦岩笑道：“王爷猜对了，在下不才，对菜语还是知道一些的，就让我解释

一下你与胡卜贵用菜语说出的真实意思吧！”沈梦岩不紧不慢地说道：“您先点的藕，意思是缺心眼，是

说胡卜贵做了一件缺心眼的事，后来是拔丝藕，而且是蜂蜜做的，意思是说他捅了一个马蜂窝。胡卜贵点

的是龙爪手，就是请您援手，您又点了南瓜炒百合，意思是合作挺难的，胡卜贵这时候回点了红烧鲶鱼，

意思是请您念在过去的旧情上帮一下，您又点了扣肉，意思是我有什么好处。胡卜贵则点了黄鱼，这个谁

都知道，意思就是黄金。您一向爱财如命，所以就答应了。最后您还是不放心，问人在哪里，就是您点的

那个花生仁，这人也肯定是被豁耳刀劫持的李苏儿，胡卜贵就告诉了您她在青檀庵的石榴园呢。您还是不

放心，所以就问花生壳是否结实，也就是问是不是安全，您看我猜的不错吧？”简单的几句对话，点出了

“菜语”的用意。 

建文的民间故事不仅具有传奇色彩，而且还具有语言和形式的精致，其内容多为旧事、旧业、先例、

典故、花样等，既能侧重于事情过程的描述，又能强调情节跌宕起伏的感染度，有着超自然的艺术效果。 

建文执着于民间故事的创作，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令人敬佩，多年来，始终以满腔的热情、不懈

的努力、开阔的情怀和缜密的思维去开拓、耕耘、探索、建设，孜孜矻矻，一步一个脚印地一路走了过来，



终于有了收获——《不是寻常人》和这部《神扇军师》。作为一个喜爱文学的人，我为他所取得的成就感

到由衷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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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 眼 

一、“骗眼”娶妻 

峄县南有一个张塘村，村中一棵白果树要六个人合抱，据说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明万历年间的一个

夏天，一个叫杨冰山的流浪老人在这棵树下安下了家，不久买田置房，还娶了个年轻貌美的老婆，生下了

一个儿子，渐成一方首富。谁也不知老人的钱是怎么来的，虽然怀疑他是从白果树下挖出了宝藏，但也并

没有人见到，只能羡慕而已。 

因为社会动荡不安，再加上地主盘剥加剧，张塘村的村民还都非常贫穷，男人一穷长得再好也不好说

媳妇，因此就有人想到了“骗眼”。 

“骗眼”在峄县当地由来已久，不过张塘村人厚道一点，从未有人用过这一招。这个“骗眼”说白了

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摆放在自己家里，在相亲时让女方派来的媒人或代表相信他家境殷实，然后骗女

方嫁过来。一开始想到要用这个方法的人是张怀法，这人三十多岁了仍然是光棍一条，好不容易相中一个

寡妇叫田叶，人家偏偏要相亲。那时节相亲女方本人不能到场，只有派代表来看一下。张怀法为了娶到田

叶就想到了“骗眼”，他到杨冰山那立下字据借来了杨家的全木家俱，甚至连杨冰山老婆的金银首饰也一

并借来了。 

这一招果然见效，田叶是派她娘家嫂子来帮忙相亲的，一看到那些家俱和首饰眼睛都绿了，当即就帮

田叶拍了板，不久田叶就嫁了过来。 

杨冰山在张怀法的再三哀求下才没有在他婚前去拉家俱拿首饰，只在他们婚后才亲自去要这些东西。

赶巧的是那天张怀法不在家，田叶说什么也不给。杨冰山只得拿出张怀法的借据，田叶这才知道这些东西

原来都是张怀法用来“骗眼”的，因此哭了起来。 

杨冰山这人虽然六十多岁了但还是非常好色，看着如花似玉的田叶他动了歪心思，因此眨了眨眼说：

“如果你能脱光了衣服给我看，这些东西我就不要了。” 

田叶改嫁过来就发现了张怀法的贫穷，当时还以为有了这些首饰倒也不愁吃穿，没想到却是“骗眼”

的，听了杨冰山的话她想了想，为了将来的生计还是咬了咬牙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杨冰山本来是调戏之言，他万万想不到田叶真的会脱了衣服，只得把借据丢给田叶，然后空着手走了。 

杨冰山虽然是一方首富，财大气粗，但毕竟强龙难压地头蛇，张氏家族穷是穷了一点，可在张塘村还

是非常有势力的，因此杨冰山只得自认倒霉。 

后来张怀法见杨冰山久不来要那些物品，就要主动归还，田叶却说：“杨老爷子来要过了，但他却拿

不出来借据就告诉我说这东西不要了，我就把那些首饰送人了。” 

那些首饰可都是真金白银，价值不菲，张怀法心疼不已。田叶劝他说：“大男人一定要自食其力，靠

那些东西骗眼也只是骗自己，我这里尚有几十两银子，咱们用来做个小本生意吧？”原来田叶早把那些首

饰换成了银子，然后骗张怀法能安心做生意。 

张怀法和田叶一起经营蚕丝，不久就发了财，然后搬到县城去住了。 

一晃过了二十余年，时间进入弘治年间，崇祯当政，因为万历朝的胡作非为加剧了百姓的负担，致使

天下出现动荡。这一天八十多岁的杨冰山突然找上了张怀法的家，见了张怀法夫妇就是深深一躬，说有事

请他们帮忙。张怀法这些年一直心中有愧，忙问杨冰山遇到了什么困难。 

杨冰山坐到凳子上说：“家门不幸，让我生了一个败家子，我儿子小林从小娇生惯养，大了也不争气，

前几年胡闹让黑道上的人打断了一条腿，落下了终生残疾。可他偏偏看上了柳秀才的女儿柳眉眉，成天在

家中闹，弄得我们全家是鸡犬不宁啊！” 

田叶一下明白了杨冰山的来意，她说：“老爷子，你是不是家中缺少什么想来借点物件‘骗眼’的？” 

杨冰山点头：“还真让你猜准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张怀法听了激动起来，他拍着胸脯说：“但凡我家中有的，你只管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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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叶却在一边笑：“你还当真了，杨家可是峄县首富，他们家真的能缺东西吗？” 

杨冰山叹气：“不瞒你们，这物品家俱首饰的我们家倒是真的不缺，但独独缺少一样能让柳小姐看得

上的，所以才来向你们家寻求帮助。” 

 

二、“骗眼”相亲 

张怀法老觉得欠杨冰山的，因此忙问杨冰山要借什么，杨冰山这才吞吞吐吐地说是来借人的，他要借

张怀法的儿子张来昆去骗一下柳眉眉派来相亲的代表。田叶听了直摇头，说：“这可不行，借什么‘骗眼’

都可以，唯独这个是不能借的，这样会害了人家姑娘。”杨冰山说：“什么害不害的，凭我家的家底她柳

眉眉来了还不是享尽容华富贵？再说当初张怀法兄弟拿我的物件‘骗眼’，你现在过得不也挺好的吗？” 

张怀法听了一摆手：“这事我做主了，就把我儿子借给你！”田叶虽然老大不乐意，但旧社会男尊女

卑，她也只得认可，不过她却提了一个问题，问杨冰山为什么单单要来借她儿子。杨冰山回答说：“柳眉

眉出了一道题，据媒人说是她自己写的一首诗的上两句，她要让我儿子当着她派来人的面对出下一句，咱

们县里长得一表人材再加上能对出柳眉眉诗的人只有你家公子了，所以我才来找你们。” 

田叶点头：“你还得答应我一件事，我才能让我儿子去。”杨冰山说：“别说一件，就是一百件也行。”

田叶说：“你得告诉我，你的钱到底是从哪来的？”杨冰山一愣，但他还是说道：“其实村里人猜得差不

多，我那年流浪到张塘村在树洞里睡觉，无意中扒出了一堆金银，靠着这些钱财娶妻生子，置办田地，这

才有了今天的财富。” 

田叶顿了顿说：“那些金银上可是刻着孔字？”杨冰山一惊：“你怎么知道？”田叶说：“我前夫姓

孔，他在外经商有了外心，一心要纳妾，他的父亲死活不同意，因此他就将金银藏了起来不拿回家，企图

将来在外用。谁知回家后染上了重病，临死时才说把钱藏在了白果树下，可他父亲去张塘白果树下却没有

找到，而你又突然暴富，所以我早就怀疑是你得了这钱。这么看你借物件给张怀法骗眼也没有人情，因为

那些东西本来都是用我前夫的钱买的。” 

杨冰山一听急了，他又是一躬：“都是乡里乡亲的，再说那些金银我也花光了，现在也没什么凭据证

明确实是你前夫的了，还是帮一帮我吧？” 

张怀法在一边说：“放心吧老爷子，我答应的事不会更改。”杨冰山这才笑着走了。 

杨冰山一走田叶开始埋怨起张怀法来，张怀法却说：“先不说他杨冰山是如何发财的，这个我管不着，

但是我知道他当初要是不帮我的话我现在可仍然是光棍一条。” 

田叶有苦难言，杨冰山那时候让她脱衣服的事她不敢对张怀法说，只得摇着头叹了口气。 

很快杨小林相亲的日子就到了，张来昆也如约到了杨家。 

柳秀才的女儿柳眉眉颇有文采，而且志向远大，怎奈是个女儿身，只好寄希望于夫君能够建功立业，

所以在选夫婿时很是挑剔，一不求家中钱财，二不求显赫身世，只求真才实学。柳眉眉从未见过杨小林，

但杨小林却在柳眉眉上香时见过她，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这才在家里胡闹让杨冰山找人求婚。 

柳眉眉有一位堂嫂，人称“柳嫂”，两人关系较好，也正是她拿着柳眉眉的上两句诗文来相亲的。 

这两句诗写在一张宣纸上，张来昆接过来看了一眼，只见上面写道： 

吴越春秋勾践王，卧薪尝胆志不忘。 

张来昆沉思了一会，他一下明白了柳眉眉的心思，如今正逢乱世，这位姑娘是想让她未来的夫婿卧薪

尝胆发奋图强，然后成就一番大事业。想到这里张来昆有了下句，他提起笔来在后面接到： 

天地不怜真英才，历尽磨难成栋梁。 

柳嫂见了大为惊叹，她说：“先不说杨公子的这诗对的如何，单就这一笔好字也会让眉眉中意的，我

这就拿给她看去，有好消息我会马上来通知公子的。” 

柳嫂一走杨小林从后堂急忙走了出来，见了张来昆就是深施一礼，杨冰山也是感激不尽。但张来昆却

有怅然若失之感，他口中吟起了刚才的那首诗，直觉得柳眉眉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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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骗眼”做官 

柳眉眉嫁到了杨家，人们猜测当她知道在相亲时是让杨家人“骗眼”后肯定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但

这位刚强的女子却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默默忍受。 

一晃过了半年，有一天张来昆正在家中读书，突然柳嫂找上了门。这位柳嫂见了张来昆没有责骂之意，

只是告诉张来昆一个好消息，说柳眉眉有意改嫁与他，做妻做妾悉听尊便。张来昆一惊，他说：“那杨小

林如何会放过我？”谁知柳嫂却笑：“你是说那个杨瘸子啊，他早就暴病死了。” 

“什么？他怎么死了？”张来昆吃了一惊，有些不大相信。柳嫂说：“这都是老天的报应，他用“骗

眼”的办法娶了眉眉，老天难道就不惩罚他了吗？”经过柳嫂的讲述张来昆才知道，在这半年的时间里，

杨小山得暴病而亡，杨冰山也中风不起，并且神智不清。柳眉眉只得改嫁，所以才来问张来昆是否有意。

柳嫂还说，谁若娶了柳眉眉，她就会送上一套富贵，拿出杨家的钱财给其买官。这个条件比较诱惑人，张

来昆找父母商量，田叶一百个不愿意，嫌柳眉眉是二婚，但张怀法却动了心，他说：“十年寒窗苦读，不

就是为做官吗，既然柳姑娘能拿出杨家的钱财给咱们儿子买个官，那就是再好不过了。” 

张来昆也想做官，但官场黑暗，他们家虽然殷实些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财买官，这送上门的好事当然

就答应了下来。 

张来昆娶了柳眉眉，婚后不久柳眉眉果然拿出了杨家的全部积蓄要给张来昆买官，但她却提出了一个

条件，就是要张来昆赡养杨冰山。张来昆犹豫了一下，柳眉眉说：“历朝历代都是以孝治天下，你赡养无

亲无故的杨冰山正是你孝道的体现，这样上面就好提拔你，这时再使些银子就可以达到做官的目的，说白

了这也是用来‘骗眼’的。” 

张来昆一听很有道理，他就把神智不清的杨冰山接到了自己的家。不久张来昆的“孝道”果然引起了

上面的注意，柳眉眉又拿出银子上下打点，让张来昆做了峄县县令。 

俗话说这山巴望那山高，一开始做峄县县令张来昆还很高兴，可做了几个月就不满足了，他想做知府。

柳眉眉给他出主意说：“目前乱匪四起，没有军功是不可能升官的，为今之计是要建立军功。”张来昆说：

“峄县这个小地方，我如何去建立军功？” 

柳眉眉说：“你忘了你的最管用的那一招了吗？” 

张来昆不明白，他说：“哪一招？” 

柳眉眉说：“骗眼！” 

张来昆的脸红了一下，他说：“娘子有所不知，当初替杨家‘骗眼’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这才讲

了事情的经过，并且一再赔不是。 

柳眉眉却冷笑了一下说：“你可知道你们的骗眼害得我有多苦，如果我是贪恋钱财的女子倒也罢了，

但是钱财于我只是粪土，因此我在杨家过的可是生不如死的日子，那一份绝望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张来昆做贼心虚，除了道歉不知说什么。柳眉眉叹了一口气说：“此事过去就算了，还是说你升官之

事吧，依我看到处都有流民死亡，你可以偷偷找来这些无主的尸体，然后给他们穿上乱匪的衣服，往上报

说是打死的乱匪，他们自然会升你的官的。” 

朝廷腐败不堪，张来昆依计而行果然升了官。 

但是也有不好的消息，先是让张来昆用来“骗眼”的杨冰山突然死亡了，而后他的父母也得了中风，

神智不清。 

好在柳眉眉比较孝顺，侍候起公婆来无怨无悔，赢得了大家的一片赞誉。柳眉眉颇通医道，每天亲自

采药熬药，然后亲手端给公婆喝，把张来昆感动地直叫自己娶了个大恩人。 

但是这个大恩人有一天却突然失踪了。 

 

四、“骗眼”不绝 

事情源于朝廷的一次加封，柳眉眉的孝行不知怎么让朝廷知道了，于是要封她为“浩命夫人”，柳眉

眉推辞不过，在一天带上贴身丫环说是去峄山上香，然后神秘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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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来昆派人四处寻找，却一直没能找到。因为到处都有乱匪，张来昆怀疑柳眉眉是让乱匪杀了或抢了，

在找了十多日后只得放弃。 

也就在柳眉眉失踪没多久，张来昆遇到一位游方道士，此人也精通医道，张来昆请他给自己的父母看

病，这人查看了张怀法夫妇的症状又找来平时所吃的草药，然后告诉张来昆说：“其实你父母什么病也没

有，不过是让人在草药里放了慢性毒药，由于中毒日深，不久便会死亡，现在已是回天无力了。” 

张来昆到此时才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突然知道了杨小林为什么死亡，杨冰山为什么得了神智不清的病，

后来也慢慢死亡了，他们极有可能也和自己的父母一样被人下了毒，而这个下毒之人很有可能就是柳眉眉。

不久他的父母在同一天死去，张来昆恨得咬着牙根，发誓一定要找到柳眉眉。 

也不用张来昆找，柳眉眉自己出现了。人们传说在闯王李自成的队伍里有一位柳娘子，此人貌美如仙，

但打起仗来却非常勇敢，而且她还写得一首好诗。有一天柳娘子竟然带兵来攻打张来昆所坚守的城池，张

来昆站在城头上一看，柳娘子果然就是柳眉眉，他有太多的疑问了，于是问道：“柳娘子，当初你为什么

要害我父母？” 

柳眉眉回说：“你父母用‘骗眼’的办法害了我一生，和杨家父子一样都是该死。” 

张来昆说：“你好狠毒，竟然骗了我那么久，看来你是早有预谋的。” 

柳眉眉冷笑不止：“狗官，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做官，并且一直不杀害你吗？”张来昆也想知道，所

以一直趴在城头上听着。柳眉眉又说，“对待病入膏肓的人，只能来一味猛药，明朝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而像你这样贪恋官职的人就是这一味猛药，为了升官你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做，正是你们这些一心想升官

发财的人，才逼反了百姓，我留下你，就是要让百姓跟着我一起掀翻了这个天下！”说完就命令士兵攻城。 

柳眉眉这一次带的人马不足，再加上首辅周延儒带救兵过来，她只得暂时退兵。张来昆脱了险，他向

周延儒询问将来对策，周延儒却说：“赶快杀一些百姓，然后把人头上报到朝廷请赏。”张来昆犹豫，周

延儒说：“我是首辅，此事我说了算！” 

周延儒果然派士兵杀了几百个平民百姓上报朝廷，说是取得了大捷，崇祯为“鼓舞”士气，颁下圣旨

奖励了周延儒和张来昆，并让张来昆升了官。周延儒做这事似乎很有经验，没事时就派士兵外出杀百姓，

然后拿上人头去请赏，其实他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一天他看着脚下的人头对张来昆说，这些东西也就

是用来‘骗眼’的。 

但正应了那句话，骗来骗去骗自己。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崇祯叫天天不应，叫地

地不灵，他在遗书中写道：“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

我。”写完后就上吊自杀了。 

崇祯到死终于明白了“骗眼”的厉害，可以说他是最大的一个受害者。 

在崇祯死后，周延儒杀了张来昆，提着他的人头企图去讨好柳娘子。但柳娘子看到那个人头后呆愣了

片刻，然后盯着周延儒说：“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你是想来‘骗眼’的吧？” 

周延儒打了一个冷战，他明白自己的死期也到了。 

柳娘子杀了周延儒，然后安葬了张来昆。在他的坟前，柳娘子掏出相亲时的那首诗看了半天，然后投

进了火里。 

烧完诗柳娘子怅然若失，她看着天边的一抹晚霞，没有几个人能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这时候贴身小丫环的一句话打破了平静，她说：“柳娘子，军中夜夜笙歌，都在粉饰太平，这是不是

又在玩‘骗眼’呢？” 

柳娘子叹了口气说：“‘骗眼’得势，天下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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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扇军师 

一、娶妻先要做名士 

浙江仙居人陈仁玉是一个二十多岁的读书人，因为其父早年一心只想进士及第，到京城赶考染上了疾

病，后来又传染到陈仁玉的母亲，致使双双去世，因此他看透了官场和功名，在乡试中考得了举人后便再

也不考了，只是在家里耕田著书，过着清静无为的日子。 

这天好友于伦从京城临安经商回来，陈仁玉赶去探望，一进于伦家门，就见他正在出神地看着一幅画，

一边看还一边叹气。 

陈仁玉凑过去细看，只见画中画了一个绝色美女，那女子十七八岁年龄，真可谓是千娇百媚，楚楚动

人，把陈仁玉也看呆了。 

于伦转过脸看着陈仁玉又是叹气道：“陈兄，你我与此女无缘啊！” 

陈仁玉一愣：“怎么，这画上的女子确有其人吗？” 

于伦点头：“确有其人，此女叫王琳儿，乃名士王冬雪的小女儿，此女曾立一誓言，非当今名士不嫁，

可怜你我二人算什么当今名士，所以我纵有万贯家财，你纵是学富五车，也娶不来她。” 

陈仁玉心里老大不服气：“名士只是沽名钓誉的行为，我若想得，便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于伦摇头：“天下人哪个不想成名成为名士，得千金易，得名士难，这便是我经商的原因。我的财富

可以瞬间送给你，可你若想把学识送给我却是很难，不如我们二人合作，我把财富送你，你去做名士娶了

王琳儿如何？” 

陈仁玉摇头：“如此就算是交易了，我看不出来你能得什么好处。” 

于伦笑道：“你我亲如兄弟，还计较什么好处不好处的？你娶了王琳儿，总比别人娶了要强的多吧？” 

说完这话，于伦便决定要资助陈仁玉进京赶考。陈仁玉只是看着美女图发呆，倒没有马上答应。于伦

见他动心，便说了得这幅美女图的经过。 

这年春天他贩运茶叶进临安，结识了画匠胡建怀，俩人聊得投机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有一天他到

胡家，看到他家中挂的这幅画，一时以为画中人是古代仕女，没想到胡画匠却笑道：“此是名士王冬雪的

小女儿王琳儿，真人倒比画中人漂亮许多，我纵是用尽平生所学，也没能够画出她的全部美丽。那王冬雪

许给我重金，要我把她女儿的美丽画出来，这幅画我还得重新画。”于伦见了不觉心动，就向胡画匠要这

幅作废的画，胡画匠犹豫再三，最后叮嘱于伦不得外传这才给了他。于伦一心想娶王琳儿，那胡画匠却笑

道：“此女甚是有才，她也立下誓言，非当今名士不嫁，若要娶她，得先做名士。”于伦自觉无望，这才

看着美女图叹息不止。 

陈仁玉听完突然激起了内心的斗志，他叫道：“取功名尚且不难，取名士就更易了，我即刻动身去京

城赶考，一取功名，二取名士！” 

于伦道：“对，陈兄要三娶王琳儿！” 

陈仁玉却摇头道：“如此爱慕虚名的女子，我将在成为名士后羞她一番，替你也替天下读书人出一口

气！” 

 

二、成名之路千万条 

想成名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是如此。陈仁玉深知其中的玄机，在去临安之前，他先

进行了“造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炒作”，他对外宣称自己“师孔子而友孟珂，齐扬雄而肩韩愈”，

并且还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陈韩愈”。 

准备工作做好后，陈仁玉正式上路了。于伦带着家丁于福来送行，还赠送了大量的黄金，陈仁玉也不

推辞连于福一起也一并收下了，还给于福改了名字，叫陈太白，李白的名，一个家丁都和李太白齐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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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陈仁玉能不厉害吗？ 

带着钱带着家丁，陈仁玉还雇了几个人帮他推着自己的著作，有诗文也有专著，都是这些年他的心血

之作。离开仙居他没有直奔临安城，而是拐道去了陆秀夫的老家。 

陆秀夫与张世杰同为当朝宰相，虽然人在临安，但父母都在老家，所以陈仁玉买了大量的礼物去看望

宰相的父母，还赠送了金钱。陆宰相的父母问陈仁玉是什么人，陈仁玉说：“我乃仙居名士陈仁玉，别号

陈韩愈。”陆宰相的父母又问他是否有事相求，陈仁玉摇了摇头：“我只是仰慕陆大人，并无任何事情相

求。” 

从陆宰相的老家出来他又去了张世杰宰相的老家，仍然是送钱送物，问是否有事相求，仍然回答是没

有任何事。如此去了当朝许多大臣的家，还去了一些当今名士的老家，忙完了这一切，他取出自己的诗文

来对陈太白说：“太白，你把我的诗作拿到临安出售，一两黄金换一页。” 

陈太白看着他手中的诗文著作吓了一跳：“我的天啊，老爷，你是不是疯了，你这诗作少说也有几百

页，得几百两黄金吧？” 

陈仁玉点头：“对啊，是得几百两黄金才可以出售。” 

陈太白说：“一两黄金换你诗作的一页纸，除非傻子才干。”陈仁玉说：“天下还真有这样的傻子，

你就听我的好了。”陈太白说：“如果真有人全部要了，是不是可以给他个优惠价？” 

陈仁玉又是摇头：“错了，我这诗文一共是三百六十首，一首一页纸，也就是一两黄金换我一首诗，

如果全部都要，想买下我全部的诗至少得五百两黄金。” 

陈太白听得直咋舌，但想想这位爷是造势的，也只好拿了诗作去临安，不过临走的时候他还冲着陈仁

玉说了一句：“卖不出去你可不要怪我。”陈仁玉听了只是笑，并不恼。 

陈仁玉一路游山玩水，故意让陈太白先到，算算日子差不多了，他才慢腾腾地往临安方向赶，而且还

派人先到临安散布消息，告诉别人他到临安的具体日期。 

因为是计算好的日子，所以陈仁玉能够按期抵达临安，这一天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大家都从城里出

来迎接这位当今“名士”。当朝宰相陆秀夫、张世杰带着许多大臣和当今名士亲自迎接，还有人当面吟颂

陈仁玉的诗作。陈太白好不容易挤到陈仁玉面前，兴奋地叫：“老爷，老爷，你的诗我刚拿到临安出售，

一两黄金一页纸都让人抢了，后来涨到五两黄金一页纸还是有人买，现在全部卖完了，黄金存在客栈里了，

你比于伦老爷还会挣钱呢。”陈仁玉笑了：“钱是身外之物，那些黄金你全部捐给官府，用这些黄金抗击

金人，收复北方失地！” 

陈仁玉的话赢得了阵阵喝彩，这时候有人过来牵住了他的手并自我介绍说：“老夫王冬雪，久仰你的

大名啊！” 

陈仁玉一愣：王冬雪，这不是美人王琳儿的父亲吗？ 

 

三、名士娶妻揭谜底 

王冬雪是当今名士，对陈仁玉极为欣赏，可陈仁玉却不怎么买他的账，陈仁玉认为一个爱慕虚名的女

儿的父亲，也一定是沽名钓誉之辈，所以对王冬雪并不热情。何况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对于眼前的虚

名他知道不会长久，他还要成更大的名，还要科举及第。 

陈仁玉到客栈住下，半个月后看看自己的门前有点冷，来拜访他的人渐渐少了，因此便烧了一把火。

这把火是他从屋里着起的，而且发现的也很及时，并没有烧到别的房屋，让人称赞的是，陈仁玉从大火里

只是拼命地往外抢他的诗文著作，其它的东西全部被烧。好在黄金白银并不怕烧，灭了火后还可以捡出来

花。不过经此一劫后，陈仁玉的名声更响了。 

终于到了科举考试的时间，陈仁玉在最后的关头又造起了声势，他推着从大火里抢来的那些诗文来到

考官们面前，把他们唬得一愣一愣的。 

考试结束，陈仁玉进士及第，王冬雪找来媒人提亲，这时候陈仁玉说什么也不愿意，把王冬雪惹恼了，

一状告到皇帝那里。 

皇帝听了也想促成这桩婚姻，他说：“佳人配才子，这可是好事啊，看来得联亲自出面了。” 

皇上把陈仁玉叫来亲自说媒，这陈仁玉再清高再看不起王冬雪父女也只得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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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花烛夜陈仁玉看到了新娘子，果然是国色天香，比画中人还要漂亮许多。那王琳儿见到陈仁玉倒

不害羞，只是一个劲“嗤嗤”地笑。陈仁玉心里纳闷，他说：“娘子，你笑什么？” 

王琳儿止住笑，她打开身边的小箱子取出一个玉坠来，说：“夫君可认得此物？” 

陈仁玉拿到手中细看，说：“此物我也有一个，和我的一模一样啊？” 

王琳儿道：“我爹爹与你爹爹是同窗好友，他们无话不谈，在他们还未生下你我时，就给咱们订了娃

娃亲，只是在你儿时你父母因病双亡，这桩婚事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了。” 

陈仁玉呆了片刻：“这么说来，你是早就知道此事？” 

王琳儿笑道：“那是当然，我父亲曾向来临安的很多仙居人打听你，后来在于伦那里才知道你的消息，

但是于伦说你无意功名，因此我父亲才与于伦一起设下计策，拿了我的画像说我只嫁名士引你出山。我父

亲说，他想让你的才学为国家所用，为国为民造福。” 

陈仁玉说：“那为何在我成为名士后不告诉我，还要找皇帝说媒？” 

王琳儿说：“还不是帮你造势吗，这样一来你的名声不是更响亮了吗？” 

陈仁玉听了真相后惭愧不已，自己的这番“造势”比起岳父的良苦用心可差得远了。他向妻子请教说：

“你父亲对我可有什么评价？” 

王琳儿正色道：“我父亲说，你不为浮名所诱，一心在家耕田读书，值得敬佩，你出山后的这番造势

也是可圈可点，但是你后来焚烧客栈，推书考试，都有点过了。他也看了你的诗文，说你在家时写的诗文

清新不俗，但来临安后写的诗文就华而不实了，因此他让我转告你，出名前不要为名所诱，出名后更不要

为名所累，一定要踏踏实实去做事情，这才是做人的根本。” 

陈仁玉虚心接受了岳父的话，他一生务实，不图虚名，后来在金人南侵时，他拼死不当亡国奴，德祐

元年（1275），谢太后下诏降元，陈仁玉时已告老归寓台州，与台州知事王钰相议拒招，并招募义民筑城，

死守台州。后王钰战死，陈仁玉退隐黄岩石圹山中，临终遗言子孙永不仕元，此外他还是世界上第一部食

用菌《菌谱》的专著作者，也是著名的植物学家、方志学家、文献学家、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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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味儿 

1.因为肉，挨了揍 

民国末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这一年的腊月，大雪下得正紧，峄山县沈楼村的沈传谷带着小伙计石头到五里外的申庄村收租子。因

为天灾人祸今年的收成不是太好，沈传谷就减免了一半的地租，但仍然有不少人家交不上。沈传谷忙了半

天只收到几十两银子，看看再也收不上来多少了，他就带着石头骑着小毛驴往回赶。当走到离家一里多路

的龙庄村时，正在牵驴赶路的石头突然鼻翼动了几下，说：“老爷，你闻，谁家煮肉这么香啊？” 

沈传谷也闻到了，他皱了皱眉头说：“谁家这么阔气，这年头煮肉还放了五香大料，这么大的香气，

不是想要穷人的命吗？” 

龙庄村路边搭了一些抗寒的地窝棚，穷人们大多挤在里面避寒，这些人平时连个窝窝头都难以吃上，

一闻到肉香早就猫在地棚门口往外张望。有人认得沈传谷，看他路过就叫说：“沈老爷，下来歇歇脚，暖

和暖和吧？” 

沈传谷急忙从毛驴身上跳下来，他对着乡亲们抱拳说：“老少爷们儿都还好吧，你们暖和着，我回家

还有点事儿。” 

有人与沈传谷打趣说：“沈老爷八成是回家吃肉的吧，你闻闻这香味儿，这方圆几十里只怕是只有你

们家才会这么煮肉吧？” 

沈传谷一愣：“不会，我们家也比不了你们，小户有小户的愁，大户也有大户的烦啊，我们家今年的

日子也不好过，怎么敢把肉炖了吃？” 

穷人们便笑，说：“沈老爷你就别喊穷了，你不是吃不起，是不舍得吃，不像我们是舍得吃，但吃不

起。”沈传谷赔着笑，他跟在驴屁股后面，直到出了村才重新骑到驴背上。 

闷走了一会，肉香越来越浓，沈传谷问石头说：“石头，你闻着这肉香能想起一个什么词吗？” 

石头回说：“早想起来了，这叫‘卖味儿’！” 

沈传谷有意考考他，就又问道：“那你说说这‘卖味儿’在外地叫什么，咱们峄山县又为什么要这么

说？” 

石头笑了笑：“老爷，小的虽然年龄小但也去过不少地方，我知道这‘卖味儿’在外地有叫‘显摆’

的，还有的叫‘摆谱’的，但至于咱们峄山为什么叫‘卖味儿’，我却真的不知道了。” 

一老一少一边说着话一边进了沈楼村，一到村口沈传谷的脸色就变了，小石头还想请教，但看着沈老

爷子的脸，他吓得把话咽进了肚子里。 

沈传谷到了自己大院门口，脸色已是铁青。一股浓烈的肉香扑鼻而来，显然是沈家在用五香大料炖肉。 

沈传谷直奔厨房，厨娘柳嫂正在烧火，看到一脸怒气的沈传谷，她吓得张了张嘴没能说出来话。沈传

谷掀开大锅，只见锅里放着剁成拳头大小的猪肉，八角、茴香、花椒、葱、姜、大蒜一应俱全，马上就要

熟透了。 

沈传谷盯着柳嫂，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他吼道：“是谁让你这么炖肉的？” 

柳嫂吓得脸发白，她慌忙说道：“是，是少爷，少爷说，说这么吃肉才香！” 

沈传谷拿起身边的一把厨娘平时用来铲灰的铁锹，一锹砸到锅里，说：“不准这么吃！”说完怒气冲

冲地去找他的儿子沈学梦。 

沈学梦今年十九岁，正在院子里逗一帮小丫环玩雪呢，看到沈传谷他赶忙过来问安，刚说了一句：“爹

你回来了！”迎面就挨了沈传谷重重的一个耳光。 

沈学梦被打呆了，他说：“爹，你为什么打我？” 

沈传谷还不解气，他又踢了儿子一脚，将他踢倒在雪地里，然后才说：“是你让柳嫂那么炖肉的？” 

沈学梦从地上爬起来，一听说是这事他放松了许多，说：“是啊，平时有肉都是炒着吃，放了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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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菜，一盘子里也不过有十来块，吃着不过瘾，今天咱们家杀了两头大肥猪，我就让柳嫂炖了一锅解解馋！” 

沈传谷骂：“你是解馋了，可你知道这会给咱们沈家带来大灾大祸吗？” 

沈学梦不明白了：“爹，不至于吧，不就是炖了一回肉吃吗？” 

沈传谷吼道：“可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连窝窝头都吃不上吗，他们闻着这吃不到的肉香，会在心里怎

么想，你如此卖味儿，会招来天妒的！” 

沈学梦不服气：“爹，我不过是炖了回肉，怎么是卖味儿呢？” 

“这还不是卖味儿？”沈传谷依然铁青着脸说，“卖味儿在外地叫摆谱，只所以在咱们当地叫卖味儿，

那就是因为自己吃肉还要让别人闻到香味，让吃不到的人在心里生妒，这样的人才被叫做卖味儿！你说说，

同样的一块肉，和白菜萝卜一起炒，香味儿不会传到几里外，一大家子人也都能每人吃一点，穷人们虽然

吃不到但也闻不到，他们就不会在心里怨恨，这样的吃法会不会更好一些？” 

沈学梦低着头，虽然他在心里并不服气，但嘴上还是说道：“爹爹教训的对，孩儿记下了。” 

然而这个沈学梦哪里会记得下，没过三天，他就为沈传谷惹来了大祸。 

 

2.因为妓，挨了饥 

峄山县有两处热闹所在，一处在柳园戏院，每天一场大戏，唱的是柳琴戏，这是鲁南的地方戏，又被

称作“拉魂腔”，意思是能把人的魂拉走。另一处热闹所在就是醉香楼了，这是一座妓院，里面有一个头

牌叫做小香秀，据说本为官宦人家的小姐，只因遭了变故才被卖入青楼为妓。 

小香秀的走红也是最近一个月的事，以前的头牌是二十岁的阿莲，这人长得也挺漂亮，但就是没有小

香秀的大家闺秀的气质，此外她也不会唱柳琴戏。小香秀刚到醉香楼就被沈学梦盯上，并花钱请人教她唱

柳琴，等到她学会了几个段子，在醉香楼上一开唱，一下红透了峄山县，阿莲的头牌也自动让位给了她。 

阿莲红火时是让县长杨起民的公子杨三江包着的，这位公子一看小香秀火了，马上就要来包她。 

小香秀自己无权做主，老鸨徐嬷嬷也更不敢得罪县长的公子，但沈学梦却咽不下这口气，小香秀是他

捧红的，他是费了许多心思的，而且他也有意纳小香秀为妾，要不是害怕父亲他早就为小香秀赎身了，现

在杨公子来横插一杠子他心里能痛快吗？ 

沈学梦看着杨公子每天往小香秀的房间跑，他心里如吃了苍蝇，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了，就在县城租了

一处院落，然后偷偷帮小香秀赎了身。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杨三江是何许人，他在峄山跺一下脚那是要地震的，他看中的人不见了，他能不

找吗？杨三江带着手下到了醉香楼，拉过徐嬷嬷劈头就问小香秀到哪去了，徐嬷嬷吓得尿了裤子，她马上

说了实话，但至于小香秀被沈学梦带到了哪里，她也是不知道。 

杨三江怒火冲心，他骑上高头大马带着几十名手下直奔沈楼村。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早有人报知了沈

传谷。 

沈传谷吓得连瓜皮帽也没来得及戴，一路小跑着来迎接，见了杨三江急忙弯下腰来行礼，连说有失远

迎。杨三江连马也没下，他拉着长腔说：“我听说沈家可是长能耐了，这些年吃了不少的饱饭吧？” 

沈传谷此时还不知道杨公子的来意，他只是作揖：“小人的全家能吃得饱穿得暖，全靠杨县长的洪福！” 

杨三江冷笑：“你们还知道啊，我告诉你，爷看中的一个丫头让你的儿子给拐跑了，爷今天来就是要

带人回去的！” 

沈传谷吓得差一点岔了气，这事他是一无所知，他急忙把杨公子请到家里，问清原因，然后让石头喊

来沈学梦。 

沈学梦进来看到杨三江他笑了笑，一抱拳说：“杨兄台请了，那个小香秀被我赎了身，我正要纳她为

妾，您不会是听到了什么信来喝喜酒的吧？” 

沈传谷过去就扇了他一个大嘴巴，骂道：“混账，你什么身份敢和杨公子这么说话，还不快跪下！” 

沈学梦看了看父亲，又瞪了两眼杨三江，极不情愿地跪了下来。杨三江“嘿嘿”干笑：“看来沈家的

家规也是挺严的，这个我就放心了，只要你们听话，咱们又何必伤了和气呢？” 

沈传谷赔着笑脸：“杨公子放心好了，今天我一定将那个丫头送到您的府上。” 

杨三江起身告辞：“如此我就不打扰了，但愿你们能够说话算话！”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哪知沈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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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来了倔劲儿，他从地上爬了起来说：“小香秀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我不会送过去的！” 

杨三江一顿：“那就是说，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喽？”说完一使眼色，他带来的手下便开始在屋里乱砸

一气，沈家人吓得都躲了起来。 

杨三江砸完，过来拍了拍沈学梦的肩膀：“今天我要是看不到小香秀，就会来要了你的命！”说完照

着沈学梦的脸上就是一拳，然后大笑着而去。 

杨三江一走沈传谷便逼着儿子说出小香秀住的地方，但这个小子偏吃了称砣铁了心，打死也不说。沈

传谷让人把他关到黑屋子里不给饭吃，然后迅速找到县里一些头面人物，又花钱使银子请他们给县太爷说

好话，当然也少不了给县太爷好处。 

沈传谷一边努力平息事端，一边逼儿子说出小香秀的下落，并且让家人伙计四处打听，两天工夫下来

还真在县城找到了，他立马做主给杨三江送了过去。 

小香秀一送走，沈学梦就如丢了魂，从黑屋子里出来后还是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天晚上他似乎是想明

白了，这才让人送来饭菜。 

休息了几天后沈学梦却偷偷跑走了，但是几天后他又突然回来，而且还带回了几样让沈传谷胆战心惊

的东西！ 

 

3.买了枪，遭了抢 

沈学梦带来的是十支洋枪和一千发子弹，这些东西用油布包着，他是租了一辆马车拉来的。一看到这

些东西沈传谷吓得身子发抖，直叫着让儿子丢到外面去。沈学梦这一次却没有听父亲的，他似乎在心里早

有了主意，而是将枪支弹药藏到自己房间里，沈传谷逼急了，他就拿着枪对着自己的脑袋要自杀。沈传谷

第一次向儿子妥协，他问儿子到底想干什么，沈学梦这才说：“天下大乱，政府也号召各地自治，咱们家

大业大，难免会让别人惦记着，天天忍辱偷生，倒不如想法自保，我想用这些枪支招些人手。” 

其实沈传谷早就猜到了儿子要干什么了，他劝道：“小子，你知道这么一件事吗，咱们这里经常发洪

水，每次洪水过后，几百斤的黄牛都能被淹死，可那些小蚂蚁却能安然无恙，你明白那是什么道理吗？” 

沈学梦说：“爹，我明白你的意思，可问题是咱们现在早就不是蚂蚁了，即使咱们想做蚂蚁如今能做

得到吗？” 

沈传谷叹气：“我也老了，就是我现在不让你弄，只怕在我死后你也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去胡搞的，所

以趁我还活着，就帮你把握一下吧！”沈学梦见爹同意了很是高兴，这就要去招人手，沈传谷却说：“先

慢着，你还得答应我一条才行，那就是不能同政府作对，特别是不能同杨县长的公子作对，胳膊拧不过大

腿，你要是想和他作对，只能是死路一条！”沈学梦犹豫，他买枪招人手，其实就是想和杨三江干上一场

的，现在被父亲看穿了，他只得勉强答应下来，心里却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以后再和他杨三江算账。 

乱世时节到处都是吃不上饭的穷人，因此沈学梦很快就招了二十多个打手，他还自封为沈楼村治安联

保队队长。在联保队成立那天沈学梦让沈传谷“训话”，沈传谷对着这二十多个队员鞠了一躬，说：“老

少爷们，我沈传谷就一句话送给大家，那就是千万不要卖味儿！炫耀武力，欺男霸女，横行乡里，这就是

卖味儿，谁卖味儿谁就是自寻死路！我们沈家成立联保队只为了自保，决不是为了欺负别人，因此谁要往

老沈家脸上抹黑，谁替老沈家卖味儿，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可是谁也想不到的是，就在沈传谷讲话后的第三天晚上沈家就出事了。夜里子时，沈家院墙上突然冒

出了上百支洋枪，领头的一人用黑布蒙着脸，沈学梦刚成立的联保队才上岗巡逻，还没什么经验，早被人

一枪一个打死了。 

如此突变让沈传谷父子始料不及，沈传谷躲在屋里喊：“外面的是哪位爷们，咱们有冤有仇也请您说

个明白，如果无冤无仇的话有什么要求您也尽管说！” 

只听外面一人翁声翁气地说：“老子是抱犊崮上的土匪孙美瑶，今日所来就是求点财的！” 

沈传谷放下了心，他说：“原来是孙大当家的，敢问您想要多少钱？” 

孙美瑶说：“不多，五千大洋！” 

沈传谷知道土匪的心思，要多少给他们多少会让他们后悔要少了，因此就同他们讲起价钱来，最后以

四千两成交。沈传谷让小石头把大洋送过去，孙美瑶却说：“让你儿子沈学梦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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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学梦倒也是个汉子，他从小石头手上接过大洋抱着走出了屋子。但是就在他刚走到院子里，只听一

声枪响，一粒子弹就射了过来。沈学梦大叫一声倒在了血泊里，沈传谷跑出去一看，儿子只是干瞪了两眼

就死了。 

孙美瑶收了大洋和枪支弹药，他用枪指着沈传谷说：“念你还算老实，就先留你一条命，以后只要爷

缺钱了找人给你送个信来，你就要一分不少地送去，否则你儿子就是你的样子！” 

沈传谷泪流满面，他说：“你们，你们为何要杀我的儿子？” 

孙美瑶冷笑：“你儿子不像你那么听话，留着早晚都是祸害！”说完带着手下撤走了。 

第二天一早沈传谷安葬了儿子，也遣散了联保队。夜里睡不着，他叫来小石头说话，他同小石头说：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一再告诫我，做人不能卖味儿，因此我一生谨慎小心，没想到现在听了儿子的一次话，

马上就遭遇了不测，现在后悔已是太晚了！” 

小石头说：“老爷，我看出来这伙人不像是抱犊崮上的土匪，他们来似乎就是要杀少爷的！” 

沈传谷大惊，他摆手道：“这话你也只能让我听到，千万不能在外面说，否则你的小命会丢掉的！” 

石头点头：“看来老爷你也是知道的。” 

沈传谷深思了一会说：“我要换个方式去活了，明个咱们爷儿俩去县城玩个痛快去！” 

 

4.买了瓜，喂了马 

沈传谷虽然遣散了联保队，但也留下了几个家丁，他带着石头和众家丁，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县城。 

正逢年关庙会，县城很是热闹。虽然乱世穷人多，但年还是要过的。来赶庙会买年货的以三四十岁的

汉子居多，这些人往往会用柳琴腔唱着：闺女要花儿要炮，老爹要个破毡帽，老娘一年最辛劳，可惜儿子

无回报！ 

看着这些穷人，听着他们的柳琴腔，沈传谷对着牵马的石头说：“这些人哪里知道啊，在乱世，穷才

是最大的福啊！” 

沈传谷一改节俭的习惯，看到什么买什么，什么贵就买什么。当走到县城最繁华的青檀寺门口的时候，

一个卖黄瓜的人引起了沈传谷的注意。 

如果在现在冬天卖黄瓜当然不是稀罕事，但那时候可不同，冬天的黄瓜可是个稀罕物儿。 

这个卖黄瓜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汉子，他说他有家传的独家秘密，能够在冬天里种出黄瓜。 

沈传谷盯着这个汉子，他上下打量了半天，然后才说：“你这瓜怎么卖？” 

汉子一伸手：“五十块大洋一根黄瓜！” 

沈传谷笑：“倒是挺便宜的，敢问你这里有多少根黄瓜？” 

汉子一愣，他反过来打量起沈传谷，然后说道：“不多不少，正好一百根！” 

沈传谷又是笑：“也就是说要五千块大洋？” 

汉子点头：“正是！” 

沈传谷说：“这黄瓜我要了！”然后让石头去提黄瓜，石头提过来说：“老爷，这么多黄瓜怎么往家

里拿啊？” 

沈传谷“哈哈”笑了：“谁说要往家里带了，我买了这瓜是要喂马的！”说完把黄瓜往马跟前一放，

然后让他的马吃。马在冬天吃的都是干草料，从未见过青草之类的东西，当下连吃带糟蹋，一百根黄瓜很

快就碎了一地。 

这一下别说那个汉子，就是围观的众人也都惊呆了。有人看不惯压低了声音说：“如此卖味儿，可要

遭天谴的啊！” 

汉子见瓜没了，伸手向沈传谷要大洋。沈传谷笑：“我是沈传谷，本老爷可是峄县的首富，区区五千

大洋又算得了什么，只是这么大多的钱我是不方便带的，你且跟着我回家去取。” 

汉子道：“我想也是，那我就随沈老爷回家去取好了。” 

沈传谷又买了匹马让汉子骑上，然后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家。 

汉子进了沈家大院眼睛都不够用的了，他打量着大院里的一切，惊叹着沈家的富有。 

沈传谷把汉子往密室里领，石头见了大吃一惊，他知道密室平时只有沈传谷一人才能进去，那里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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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可是沈家的全部财富，具体有多少谁也不知道，把汉子领进去那不是要露富吗？ 

沈传谷确实有不少钱，而且密室里不光只有大洋，还有大量的金银。沈传谷也充分显示了他的大方，

他多给了那汉子一千大洋，并且还送了他一驾马车让汉子拉上大洋走了。 

汉子临走送给沈传谷一句话：“老爷子，你够有钱，也够卖味儿！” 

石头听了这话无比担心，他提醒沈传谷说：“老爷，这个会不会招来灾祸啊？” 

沈传谷“嘿嘿”笑了，他答非所问地说：“石头，你知道冬天里只有哪里可以种出来黄瓜吗？” 

 

5.败了家，闯天涯 

石头听了沈传谷的话一下明白了，他说：“老爷，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不是故意要招他们来的

吗？” 

沈传谷笑：“老爷我早就做好了准备，现在咱们去找杨县长。” 

杨起民正在与一帮县里的官员在柳园子里听柳琴呢，听说沈传谷来找，他愣了一下，但还是让手下叫

来了这个峄山县的首富。 

沈传谷来没别的意思，他献上地契房契，说要把自己所有的家产捐给革命党，捐给国军。 

杨起民哪找这样的好事，他是一口答应了下来。在峄山县他就代表革命党，他就代表国军，当下戏也

不听了，带着儿子和手下去接收财产。 

杨起民清点沈家的家产，特别是密室里的金银，让他眼睛都快瞪圆了。一天忙下来也没清点完，他就

和儿子一起住了下来。 

沈传谷这时候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带了干粮和石头一起爬到了峄山顶看一场好戏。 

石头经过沈传谷的点拨也终于知道了沈传谷的良苦用心，他也明白了在峄山能在冬天里种出黄瓜的地

方只有抱犊崮山一处地方，那里有一片山谷，冬天里竟然像春天一样暖和，因此才能种出来黄瓜。而每到

年关，抱犊崮里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就会派人或亲自下山卖黄瓜，然后找到能买得起黄瓜的有钱主，夜里来

抢。 

土匪也要过年啊，而且沈传谷看出来了，今年的这个卖黄瓜的有可能就是孙美瑶本人，而他也猜到了，

杀死他儿子的人其实就是杨起民和杨三江父子。 

也让沈传谷看准了，这个卖黄瓜的还真是孙美瑶，由于他摸清了沈家大院的底细，当然认为这是一块

肥肉，因此当天夜里就带着大队人马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沈楼村。 

沈传谷和石头在峄山上看到了杨起民和孙美瑶的恶斗，由于杨起民没有丝毫准备他吃了大亏，与儿子

一起都被孙美瑶打死，当然孙美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最后还是拉了沈传谷的金银财宝回到了抱犊崮。 

沈传谷算是为儿子报了仇，他带着石头往南逃荒。乱世时节讨饭也没地方，只能寻些野菜充饥。 

石头年轻身体还能扛得住，但沈传谷上了岁数，再加上缺医少药短吃短喝的，在走到伊家河岸边时他

得了病。 

这时候有两支队伍分别占据了南北两岸，沈传谷与石头也分不出谁好谁坏，俩人饿得要死，石头打算

去投军。沈传谷已是奄奄一息了，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也劝石头去当兵。 

石头在这时候突然闻到了肉香，这是用五香大料在炖肥肉的香味。他的口水顿时流了出来，说：“老

爷，咱们去投军，你闻这肉香，当了兵就有肉吃了！” 

沈传谷摇了摇头，他说：“石头，你闻这肉香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 

石头又抽动了几下鼻子说：“是南岸，咱们就去南岸投军！” 

沈传谷又是摇头：“石头，我肯定是去不了了，但是你一定要听我的，去北岸当兵，你也记住我最后

的话，不图肉香，更不要卖味儿！” 

沈传谷说完这话没多会儿就死了，石头含泪掩埋了他的尸体，并听了他的话去北岸当了兵。 

石头姓褚，小名石头，大名叫褚思会，后来在淮海战役时他指挥部队战斗，他的对手，正是当年驻扎

在伊家河南岸把肉炖得喷喷香的国民党的部队。褚思会后来官至副军长，成了将军，但他的一生为人极其

低调，他的后代也从不显摆。 

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的一天，峄山市迎来一位新市长。峄山原来是一个县，后来升为了市，这位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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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为民，朴实无华，得到了全市老百姓的爱戴。也就在他当市长的第三年，一场洪水突然袭来，为抢救

灾民，这位市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一贫如洗，但在他的书房里一幅苍劲有

力的书法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只见上面写道： 

不图肉香，不卖味儿！ 

落款是褚思会，而这位市长也姓褚，人们这才知道，他原来就是褚思会将军的孙子！ 

 

 

 

 

 

 

 

 

  

1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