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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６０年代，吾毕业于甘肃师大中文系。在４０年的机关工作中，吾

虽曾在兰州市文化局也担任过十年的领导工作，并重点分管戏剧、电影和文

艺创作，但是我却并非文化人，充其量不过是个有点文化，并且喜欢在各种

报刊、杂志上发表点评论文章的文学爱好者而已。

俗语云“积水成河，积米成箩”。退居二线后，在朋友们的吆喝、鼓励和

支持下，我将工作其间发表过的文艺评论和政治论文汇编出版了两本文

集———《艺苑信步》和《旗下沉思》，并以此先后加入了兰州市“作协”和甘肃

省“作协”——— 一不留神我竟进入了“作家”的行列，这让我意外兴奋！

２０００年底，吾正式“解甲归田”，回家住闲，无所事事。虽然吾心理平

衡，并无失落之感，但是我一不爱养鸟遛狗，二不会经商挣钱，那我干什么

呢？总得有点事做吧！忽然我想起了国学家余秋雨先生的一句名言：“我虽

无条件玩抢，但却有条件弄笔。”对呀！我虽没本事给家乡引进千百万巨资，

但我可以用笔宣传家乡，为家乡扬名、添彩呀！方针确定了，方向明确了，我

该从何处下手呢？

（一）

被《永登县志》讥为“干板”的苦水乡地干、山枯、水苦、生活苦，有什么值

得夸耀的呢？唉！且慢，上帝总是公平的，大自然却给苦水川赐予了一座巍

峨、独特的猪驮山。而猪驮山上有李佛寺，寺中的李佛爷不但是苦水人的骄

傲，也是永登人的骄傲。而佛学是没有国界的，它是劝人类积德行善，多做

好事，不干坏事的。我们为什么不让李佛爷的前世 ———风颠和尚的光辉事

迹走出永登，走向全国，走出中国呢！

时机总是重要的，２００２年猪驮山上正在筹建李佛的露天铜像，于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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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猪驮山负责人之邀，并在长子武文的支持下，决定写一本关于歌颂风颠和

尚的长篇小说。我要通过描写风颠和尚的一生，讲述他如何圆寂成佛的神

奇经历，要将他塑造成一个形象高大、行为完美、处事潇洒、道德高尚、一身

正气、亦庄亦谐、扶弱抑强、治病救人、人见人爱、万民敬仰的高僧形象。

为了配合２００３年佛诞节李佛寺要为西北最高、最大、最雄伟的铜铸佛

像开光、揭幕大典之急需，２００２年底，我首先以内部书籍的形式出版了３０

万字的长篇小说《风颠和尚云游记》。后来根据兰州市“作协”的意见，我又

反复修改，于２００５年正式出版了２９万字的绘图章回小说《西部济公风颠和

尚传》———让李佛爷走进了各地新华书店。

关于风颠和尚的长篇小说问世后，受到了读者的交口称赞。兰州市政

协一次就销售４００多本，社会反应良好，也引起了家乡人的高度重视。２００３

年初，时任《永登报》首席记者的张月玲女士特意来兰，对我父子进行了专

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地赞扬和极力地支持。同年４月２９日，她在

《永登报》上发表了题为《我的根在家乡———访缪树德父子》的长篇通讯

报道。

初步的成功，使我父子受到了极大地鼓舞，一发不可收拾地就想继续宣

传家乡、宣传兰州，为桑梓父老多作贡献。但是下个目标是什么呢？

（二）

还是那句话———“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

当时杭州的一家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了一部名叫《甘肃米案》的电视连

续剧，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该剧虽然是在讲述清代乾隆年间发生在甘肃

兰州的一桩最大的集团贪污案，但因该剧的编、导人员并不了解甘肃、兰州

的地理、民情与自然风貌，因而谬误不少。我当时就在《兰州晚报》上发表评

论文章，指出了其中的几处谬误。

就在评品人家作品的同时，本人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我们甘肃、

兰州的事情为啥要让南方人去写呢？难道我们甘肃无人乎？于是我让当时

在市财政局供职的长子缪武文认真查阅《兰州市志·财政税务志》，搞清了

那一段历史的真相，并加进连城十四世土司鲁璠的事迹，准备结合甘肃、兰

州、永登的文化元素，写一部长篇小说，以宣传兰州，报答桑梓，书名就定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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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土司与清朝惊天案》。

为了帮助长子武文尽快完成这一巨著，我一度不得不暂停对“风颠”一

书的修改。我父子合作，并肩战斗，边写边改，前后费时两年半，增删五六

次，终于于２００５年初将３２章、３９万字的章回绘图小说《鲁土司与清朝惊天

案》之书稿交到了甘肃民族出版社。在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于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使这部宣传家乡永登、宣传兰州的长篇小说正式出版发行。

该小说的正式问世，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几家媒体予以报道。

兰州人十分高兴，家乡永登人奔走相告，社会反应非常热烈。兰州市政协一

次就购买３００多本。

甘肃省著名剧作家、原兰州市文化局副局长裘诗唐先生阅读书稿后，心

情激动，十分高兴之余，特意提笔写下一篇评论。他说：“陇上故事，入书者

不多。兰州地面的事件，演绎成书者，更为鲜见，而连城土司的沧桑岁月以

专篇展露，恐独此一例，实为难得……”裘老先生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详见《鲁土司与清朝惊天案》一书之末）。

２００６年４月，兰州市“作协”在什川梨花会期间召开青年作家联席会

议，对该书的创作手法进行了重点探讨和点评。接着在市作协的换届会议

上，武文儿还被选为理事。《兰州晚报》于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３日开始，对该书进

行了连续一个多月的重点择登。

“二战又捷”，让我父子受到了莫大鼓舞。当时我们心情激动，余兴未

尽。我对儿子说，连城土司衙门是永登县乃之甘肃所独有，乃全国“四大土

司府”中保存最完整、建筑规模最宏伟的一座文物古建。连城土司府中故事

多多，文化底蕴十分浓厚，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重视的一座古建

筑，其中还有很多素材需要今人去认真挖掘。为了宣传永登、宣传兰州，我

们至少要写出三本书来全面地解析它。第一本应该是《鲁土司与大明王

朝》，第二本才是《鲁土司与清朝惊天案》，第三本要写《末代土司》，这样才能

把历时四百多年的连城土司的事迹比较完整地介绍给读者。

武文听了我的构想，不但认为我的意见非常有见地，而且开始翻阅《大

明通史》和各种有关资料，并很快列出了《鲁土司与大明王朝》一书的写作

提纲。

然而，提纲列出不久，儿子突然住院了，并被医生诊断为难治之症。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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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经动大手术抢救，但是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５日吾之长子，很有文学创作才能的

武文４５岁便英年早逝了，这对我的打击多大，人们是可想而知的。我的“脊

梁”断了！《鲁土司与大明王朝》的创作只好搁浅了，连兰州市作协和甘肃民

族出版社的同志们也都深感惋惜。

好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永登老乡张月玲女士出版了一部２０万字的长篇小

说《末代土司》，这使吾心稍安，而且非常高兴，这说明永登县根本不乏人才。

因为我认为不管是谁，只要是极力想宣传永登、宣传兰州就是件快事、兴事。

我们都应拍手祝贺，绝不能以小肚鸡肠之心去妒忌它。

我设想的鲁土司衙门的“三部曲”两部已经问世了。第一部怎么办？我

曾提示张月玲女士，让她想法去完成。但张女士好像并无此意。我几次想

动笔试写，但家人、子女为了我的健康，一再劝我“算了吧”，“就此封笔吧”，

“身体要紧”！所以起先的创作计划便一拖再拖。

（三）

长子去世一周年之际，《兰州晚报》的资深老记者侯守位先生突然光临

寒舍来作专访。他鼓励我不能消沉，应该振作精神，努力完成儿子的遗愿，

继续为兰州作贡献。并写出了一篇题为《书末著就子离世———老父提笔为

儿了心愿》的新闻报道，刊登在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４日的《兰州晚报》上。老先生

公开“将我一军”，引得不少同事、同学、熟人和老乡见面总问：“你为儿子写

的书何时出版呀？”尤其甘肃民族出版社的刘社长和热心的责编张文海先生

也常常鼓励我早早动笔，因为《鲁土司与清朝惊天案》和《西部济公风颠和尚

传》两本书已经被甘肃省出版局纳入了“甘肃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项目，尤

其前者更受读者欢迎。他们下乡时发现，一些农家书屋中的《鲁土司与清朝

惊天案》一书，已被读者反复阅读得几乎破旧了。为此，甘肃民族出版社还

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将《鲁土司与清朝惊天案》一书改为小１６开本（第二版）第

四次印刷，总印数达到１４６００多册。

２０１０年，永登县委、县政府为了加强全县的文化建设和宣传力度，经过

筛选，曾决定出资支援欲将《鲁土司与清朝惊天案》一书拍成电视连续剧，并

责成永登县旅游局负责联系此事。当年盛夏季节，县旅游局局长郭世发同

志曾带着“北京中央图腾影视广告有限公司”的经理马明霞女士和导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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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以及演职人员舒、王、蒋几位先生来兰与吾商谈版权出让等问题。吾与武

文之妻都积极支持此事，并表示，只要能将小说搬上屏幕，只要能宣传永登、

宣传兰州，稿酬多少都无所谓。然而后来因资金等原因，此事搁浅至今。

其间也有编剧和某公司提出欲将《西部济公风颠和尚传》拍成电视连续

剧，然而亦因资金问题而未能实现。

拍电影的事情虽然未果，但这说明县委、县政府对我们的作品还是十分

肯定和支持的。读者和影视部门对拙作也是比较欣赏的。领导的重视和社

会的认可，进一步激发了我伏枥老骥的雄心壮志。

此时，我又想起了电视剧《亮剑》中的一句名言说：“人有抱负而不去实

现，虽寿百年，犹为夭也！”对呀，人活着就是要努力上进。于是我的创作火

苗又从心中逐渐燃烧———我这只老黄牛，理应“不曾扬鞭自奋蹄”呀！

自２０１０年起我开始阅读《大明通史》、《明朝那些事》、《永登县志》、《兰

州史话》、《走进兰州》、《兰州历史文化》（丛书）、《永登史话》等历史书籍。为

了充实内容，我还专从新华书店购买了《清官海瑞》、《抗倭英雄戚继光》、《传

奇王阳明》、《风雨张居正》、《元朝那些事》等书籍。明朝的历史线条在我脑

海中逐渐丰满、清晰起来。为了把鲁土司衙门的故事写得比较准确一些，我

还详细拜读了赵鹏翥先生的《连城土司》、赵德才先生的《连城古镇》和《苦水

史话》等书籍。

为了进一步落实史料的准确性，２０１２年５月中旬，我专程去永登县档

案局借阅了全部《鲁土司家谱》，并摘抄了两本记录。回兰州后根据所掌握

的史料，我又重新罗列出了新的写作提纲。

２０１２年６月，我开始动笔，连续奋战４个月，于１０月份一气呵成了３２

章、３５万余字的章回小说《鲁土司与大明王朝》的初稿，然后开始修改，并请

人打印。

（四）

大明王朝历时２７６年，经历了１７任皇帝。我不可能再写一部明史吧。

经过“三思”、“四思”，我截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嘉靖年代。因为嘉靖年代历史

人物丰富，不但有大忠臣，而且有大奸臣，不但有大英雄、大清官，而且有大

才子、大作家，加上北虏、南倭不断侵扰，使辈辈以武功卓著的鲁土司大有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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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之地。

为了故事的好看、好听和增加趣味性、文学性，全书的故事从正德十四

年甘肃第一美女———“连城公主”毁容抗婚的传说开始，于张居正、吴承恩、

海瑞、戚继光、李时珍相继去世而结束。期间，土司府经历了六世土司鲁经，

七世鲁瞻、八世鲁振武、九任鲁东、十任鲁光祖五个土司，跨时６０余年。通

过对以上五个土司成长史和战斗经历的讲述，不但穿插了庄浪卫（今永登

县）的一些名人和名寺，而且贯穿了不少兰州的历史名人 ———如曾任兵部

尚书的彭泽先生的几起几落；水车之父段续先生从失败到成功；反贪英雄杨

继盛和邹应龙前赴后继，数次弹劾奸臣严嵩，百折不挠地终于扳倒严嵩，铲

除严党的前前后后。还有兰州肃王府的故事、兰州及兰州城墙的建筑和逐

步扩大等等。窃以为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内容丰富、故事多多，能够宣传永

登、宣传兰州、宣传甘肃和讴歌正气，鞭笞邪恶，可读性较强的书籍。

另外，嘉靖皇帝处于大明王朝中期，在位４５年，一心修道，不理朝政，是

明代由强盛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他死后，忠臣、能臣、名人们也相继去世

了。随着北方努尔哈赤部的逐步强盛，大明王朝的气数也就将尽了。

时下，《鲁土司与大明王朝》已付梓出版了，不管它能否被读者认可，尤

其能否被家乡民众认可，我已无所谓了。因为吾之能耐如此，水平有限，不

可能和名作家的作品相比。我只是为完成了自己制定的“要为家乡作贡献”

的人生坐标而高兴，为能于七年后了却长子武文的遗愿而欣慰，也为终于兑

现了对《兰州晚报》和甘肃民族出版社的承诺而兴奋———一句话，吾之心愿

已了，任凭读者品评！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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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年）的中秋节，中华龙人全民同庆。这几天，甘肃省连城镇的鲁

土司府里里外外被打扮得格外光彩夺目。从“世笃忠诚”的牌楼门到最里面的祖先堂，

一进五院，各门各房均悬灯结彩，一片喜气洋洋。过路行商个个都惊奇地自言自语道：

“过个中秋节也值得这么铺张吗？”有的甚至在心中骂道：“八月十五杀鞑靼，是蒙古人

的大元朝最倒霉的日子，成吉思汗的后代不记亡国之恨，反而如此喧闹，难道他们真的

忘了祖先吗？”

其实外地人怎知，这一天土司府将是双喜临门呀！

一是听说当今皇帝朱厚照要派钦差前来嘉奖六世土司鲁经的不世之功，省里的大

员亦要陪同前来。这是鲁土司天大的荣耀，土司府能不张灯结彩，精心装饰门面吗？

二是四世土司鲁鉴的宝贝女儿，甘肃第一美女，鲁经的小姑姑鲁金花要在这天出

嫁，鲁经岂能怠慢？新姑爷毛浚不但武艺高强，一表人才，而且新任甘州（今张掖）守

备，祖上世代为将，是镇守河西走廊的知名将领，也是自己续妻毛氏的娘家人。再说毛

家为了娶到甘肃第一美女，两年前的端阳节已经下了十分厚重的聘礼，只因北边鞑靼

部酋长小王子屡屡犯边，西陲哈密之番族亦时时潜入肃州（今酒泉）与瓜州烧杀抢掠，

土司家与毛家经常忙于御敌，故小姑金花的婚事被一拖再拖。

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年）边界战事稍有松弛，这年八月，毛家又来要人，还将姑娘接

到甘州玩了几天，鲁经便决定于正德十四年的八月十五将小姑金花的婚事办理完毕。

不料是年七月，朝廷决定要在金秋八月表彰屡立战功的鲁经，两件喜事不期而合，鲁经

不好将小姑的婚事再向后推，只好将两件喜事合二而一，一同了结。

五六天前，土司府便彻彻底底地打扫厅堂，洗刷门窗，悬挂幔帐，张灯结彩，宰杀

牛羊。

十四日一大早，大管家，五十多岁的老仆人鲁忠便向鲁老爷汇报准备情况。鲁经

一边悠闲地抽着水烟，一边听鲁忠的汇报，觉得这个老仆自从十岁进府，四十多年来，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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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了鲁府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成员。他经验丰富，办事老成、细致，比自己想得还

要周到。自己虽是一家之主，然而常在外少在家，好些事情还不如鲁忠熟悉，更没有他

想得周全。加之，前妻王氏早亡，新夫人毛氏刚进鲁府不几年，府里的一切事物她还摸

不准底细，一切全仗大管家鲁忠。所以他也不十分认真地听他细说，只说一切让他看

着办好就行。

然而，鲁忠觉得，这次的喜事非同平常。一是老将军的掌上明珠金花公主要远嫁

甘州，二是皇上要派钦差大臣前来府上，还有省里的高官陪同，不敢稍有差错。但鲁经

只关心酒席的准备情况，不能太小气，一定要大方，不能给皇室钦差落下不好的印象。

他听鲁忠说已经宰了五头牛，杀了五口猪、十只羊、一百只鸡与一百只兔，除了五十坛

自家酿的好酒，还有自家山林中打的狍子、石羊、野兔、马鹿、獐子、嘎啦鸡等野味，他觉

得肉食已够丰盛了，便说了一句：“你就看着办吧，只要在席面上不要叫客人说话

就行！”

鲁忠看老爷没啥指示，便恭恭敬敬地示礼退出。此时只听一个小孩清脆的声音高

喊着说：“阿大、阿大，我要阿大抱，我要阿大抱！”

鲁经回头，看到自己的宝贝儿子鲁瞻从后堂跑来，两只胖胖的小手高举着要扑向

他的怀抱。鲁经赶忙从座椅上立起，摊开双手，向前几步，一下子将儿子从地上拔起，

高高地举过头顶，高兴地原地转了一圈，然后，用自己浓黑的胡楂子扎着儿子粉嫩的胖

脸蛋，一个劲地亲着。只听鲁瞻一边咯咯咯地笑着，一边叫喊着：“扎、扎，阿大的胡

子扎！”

只听毛氏夫人从后面走来，不无撒娇地说：“老爷，看你把儿子惯的，一见就高兴地

忘了自己都督同知的身份了。”

她，一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少妇，一边高兴地和丈夫说笑，一边头也不回地喊侍女玉

儿赶快将瞻瞻抱走。可儿子一边用小手摸着阿大的胡楂子，一边撒娇地说：“不走，不

走，我要阿大抱！”鲁经也高兴地说：“瞻瞻乖，阿大抱，阿大抱！”说着他将儿子放在大腿

上，让毛氏夫人坐下来说话。

那个叫玉儿的大丫头赶忙向前挪了挪铺着红锦棉垫的太师椅，待夫人坐下后，便

乖乖地站在夫人身后听从使唤。

鲁经屋中的使唤丫头琴儿赶忙沏好一杯三炮台的好茶，用雕漆托盘端到夫人面

前，再给老爷的杯中续了水，然后也端端地站在老爷身后。

且说鲁经的结发夫人王氏，是西宁靖远侯王威之女，是一个漂亮贤淑的女子，但就

是一直没有生养。她二十八岁那年，因丈夫鲁经之军功卓著，朝廷赏赐她金宝首饰一

副，金手镯一对，红绿纱、缎彩衣六套。真是夫荣妻贵，王氏夫人好不高兴。不料好运

不长，第二年春上，她便因风寒湿热，转为伤寒，竟然一病不起，三十岁不满就一命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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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了。

鲁经从小随父鲁麟东拼西杀，多在外，少在家，偏偏夫人王氏虽然亭亭玉立，但身

子瘦弱，不易怀孕，致使鲁经年近三十尚无子嗣。

为了传宗接代，鲁经顾不得许多，待夫人周年之后，他便经人介绍与甘州伏羌伯毛

纲之女喜结秦晋。那毛氏夫人从小生活在草原，生性豪放，骑马射箭，喜欢玩耍。她身

体矫健，身板结实硬朗，进府一年后，于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年）春就给土司老爷生了一

个大胖小子，起名鲁瞻。其意是让儿子向前看，向上看，高瞻远瞩，要超过自己的意思。

此小子生得方面大耳，天庭饱满，浓眉大眼，十分惹人喜欢。加之鲁经三十一岁方

得一子，况且鲁门虽官运亨通，不但辈辈世袭先祖衣冠，而且辈辈靠武功显赫而不断升

官发财，扩大土司地盘，但只是几乎辈辈单传，子嗣欠旺。今得贵子，胜过朝廷蟒袍玉

带，鲁老爷能不将瞻瞻视为掌上明珠吗？

土司夫妻说了一阵话后，毛夫人让玉儿抱着鲁瞻到院中去玩耍，她二人便进后堂

向母亲王氏夫人汇报喜事准备的情况。

看官不知，鲁经之父鲁麟，字世祥，生于景泰七年（１４５６年），一生随其父鲁鉴东征

西杀建功无数，屡受朝廷嘉奖。但因身体多处受伤，留下痼疾，于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年）

因劳累过度，箭疮迸发，不治而亡，年仅五十一岁。他二十岁时，娶羽林卫都指挥王英

之女为妻，七八年后仍不见生养。为了家业，２８岁时他不得不再娶羽林卫都阃王振之

女为二房夫人。可喜的是，２９岁时，继室王夫人便为他生下鲁经，为鲁府立下了不世

之功。所以她虽为继室，但在鲁府的地位尚高于大太太王氏。

鲁麟去世后，朝廷追赠其为荣禄大夫，右军都督佥事。他的堂中仍然悬挂着由朝

中内阁首辅李东阳手书的朝廷大员华璋将军赠鲁麟的一首七律：

西北藩篱久擅名，边人多少乐升平。

羽出捷报天颜喜，麟阁形图将业成。

勤动龙蛇旌旗肃，威扬朔虏宇尘清。

也知妙算应无敌，世作帮家万里城。

不久，其原配夫人王氏也因病去世，与丈夫鲁麟合葬一墓。

鲁经夫妇向生母行过礼后，母亲身边的丫鬟玲儿急忙端两杯茶来。鲁经欠身向母

亲表过谢意，欲向母亲王夫人汇报情况，不料母亲摆摆手说：“其他事情我不想听，你夫

妻二人看着办好了。我只是提醒一句，你姑母的婚事牢牢牵挂着你姨奶奶的心，你俩

不妨前往燕禧堂安慰安慰老太太要紧，看看她老人家有何话说。”

鲁经夫妇便向母亲行礼后退出，欲向燕禧堂向老夫人请安。临行前，鲁经让夫人

毛氏从自己房中取出一包东西，然后向燕禧堂走去。

进了燕禧堂，只见一个高鼻梁，蓝眼睛，十分美丽的少妇端坐正中，左边坐着她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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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子鲁福，右边坐着她的掌上明珠金花公主。

诸位有所不知，那四世土司鲁鉴，字克明，生于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年），乃著名的三世

土司失伽之子。而失伽却因功高盖世，用朱棣的话说，是“勋业可比周公”，故被永乐皇

帝朱棣赐姓为鲁，并赐名为鲁贤，自此，成吉思汗的这支后裔便改为鲁氏，随了汉人之

姓。于是连城土司便世世代代被人称为鲁土司。

须知那鲁鉴对明廷忠勇更佳，比其曾祖父拓欢、祖父卜世杰和父亲鲁贤更是有过

之而无不及。多少次他都亲冒矢石，出生入死，虽身体多处受伤而本人毫无惧色。他

于成化廿二年（１４８６年）挂靖虏将军印，实授右军都督同知，指挥使，正三品，封为镇守

延绥之总兵官，并协管西安、平凉、庄浪，权势十分显赫。明史上称赞他说：“公为先锋，

每战先登突阵，横刀大呼，所向披靡，贼师之猛鸷矫健者，尝跃马斩之万众之中，军中号

为飞将军。”当世名士澹娱子曾赠鲁鉴诗曰：

报国雄驱十万兵，三边草木尽知名。

柳营倚剑秋霜肃，玉帐吹笳夜月明。

金鼓振时山岳动，旌旄到处鬼神惊。

碧天若洗尘氛静，万里波澄振海清。

最可宝贵的是这首歌颂鲁鉴赫赫战功的诗歌被当时人称郭子仪的常胜将军杨一

清亲自手书，送于鲁鉴，那就十分宝贵了。

鲁经每到祖父堂中，都要用心欣赏这首名诗佳句。觉得这首颂扬祖父军功的诗比

歌颂父亲鲁麟的诗更加雄浑有力，加上杨一清的亲笔书法，那不仅是鲁府的无上荣光，

更是价值连城的墨宝。

然而，这次鲁经进来，却无暇专心欣赏这幅字画。夫妻俩首先向年轻、漂亮的祖母

行礼，然后向年轻的，只有２３岁的叔父鲁福和年已２０，美轮美奂的小姑金花公主

请安。

看官也许要问，鲁经之父鲁麟于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年）病逝时，年已５１岁。为何鲁

麟比其弟鲁福要年长３８岁之多呢？期间包含着一连串生动、美丽的故事。此处暂时

无暇节外生枝，容咱喜事过后，再向大家细述不迟。

却说鲁经夫妇向长辈们一一行礼、问安后，见俏祖母李月娥的蓝眼珠发红，知是刚

刚哭过，因为母女即将分别，心中难以割舍，此乃人之常情，岂能不泪眼相对？

毛氏夫人急忙上前，一边为小祖母轻轻揉着肩膀，一边用好言好语不断地安慰劝

导。俏祖母在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孙子鲁经面前，也不好倚老卖老，急忙拭了拭眼睛，

微笑着说：“我没哭，只是金花２０年来，一直在我身边，从未离开。明日一别，不知何时

才能相见？想到此处，我不免心里难受而已！”

鲁经说：“姨奶奶，女大当嫁，自古如此。但凡姑娘，没有一个在妈妈身边养老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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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何况小姑要嫁的人家，是鲁家世代的亲友，也是姑姑亲选的。如今毛浚姑父不但

已经升了守备，而且武艺高强，更是个英俊后生，小姑去年还去他家亲自察看过，觉得

各方面都很满意的。你老就不要十分挂念了。想想你老从千里之外的哈密来到连城，

不也十分快乐吗？”听鲁经这么一说，想起夫君鲁鉴，她的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悲伤。高

兴的是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候，有幸遇到鲁老爷，使她从水深火热中跳出，过上了幸福生

活。悲伤的是老夫少妻，毕竟难以白头到老。“唉，一切都是命哪！”她心中这样一想，

也就好受多了。

鲁经见姨奶奶平静下来，便简略地向她汇报了喜事的准备情况，并转身对小叔父

鲁福说：“明天就劳烦叔父去一趟甘州，将小姑平平安安地送到毛家。然后住上一段时

间，一边向姑父学些武艺，一边多陪陪小姑，待小姑生活稍微习惯一些，你再返回连城，

好不好？”

说着他转脸看看姨奶奶并小姑，见她们三人都点头同意，这才向妻子毛氏伸出右

手。毛氏夫人知道丈夫是在向她要东西，赶忙叫玉儿拿出一个大红包袱并转手递给

丈夫。

鲁经接过包袱，转身面对小姑说：“明日小姑就要离开鲁家，其实侄儿我心中也十

分不忍离别。姑姑的美丽，不但胜过我府花园的每一丛鲜花，而且至少也是全甘肃最

美的，再挑不出第二个的美女。小姑这一远嫁，侄儿想再见见小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了。希望姑姑自己多多保重身体，等过了一年半载，姑姑有了小孩，我一定接姑姑到府

上，再住他一年半载。”

鲁经说着，心中也不免一阵酸楚。毛夫人连忙说：“啊呀，老爷，你看看姨奶奶刚刚

平稳下来，你却又来招惹。”她稍事停顿，又说：“还不快快把你的心意给小姑姑献上。”

鲁经忽然展眉一笑，并让玉儿打开包袱对小姑说：“小姑就要离府，明日宾客多，我

也顾不上再来看你。侄儿也没有什么礼物献给姑姑。这包东西是正德九年（１５１４年）

因侄儿的微薄之功，皇上赐给侄儿媳妇王氏的一些御赐品，内有金宝首饰一副，金手镯

一对，红绿纱、缎彩衣六套。可惜侄儿媳妇命薄，尚未佩戴，第二年她就离我而去了。

瞻瞻他妈又不敢动用她的东西，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拿出亮亮，也是我鲁府的无上光

荣。明日小姑远嫁，我和瞻瞻他妈就此告别，并且共同将这些物件敬献小姑。小姑用

了它，也正合适，就请小姑笑纳。”

鲁经一番暖话说得小姑金花姑娘眉开眼笑，心中十分温暖。看看这么美好、贵重

的东西，鲁经都能舍得送她，看来，这个大侄子对自己还是真心喜欢的。所以她心中油

然感动，不免掉下几颗热泪。再三推辞不过，回头望望母亲，见母亲微笑点头，她便双

手接过礼物，并欠身说：“多谢了！”

鲁经最后转身对鲁福说：“明日外面事多，后堂的一应事物就请叔父多加照料，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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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要事，我不再来打扰。”

鲁福说：“你放心吧，我最不爱和达官贵人打交道，外面我也不想去。”

一切安排停当，鲁经夫妇最后向姨奶奶、小叔父及小姑姑行礼后，缓缓退出。

午饭后，鲁经叫进四个得力的家将，鲁仁、鲁义、鲁礼、杨智安排明日各自的任务。

鲁仁：鲁经的亲房兄弟，祖上也是个小土司，３０岁左右，现任土司府之领兵千总。

鲁经让他明日在大门口负责迎接宾客。

鲁义：鲁麟在战场上收留的一个孤儿，当时没有姓名，鲁麟便收他做干儿，起名鲁

义。２８岁，现任土司府之护印千总。鲁经让他负责安排宾客席位。

鲁礼：原是红山堡小土司把只罕的后人，为了锻炼成长，他爷爷将他送到土司府，

也由鲁麟收为干儿，由鲁经传他武艺，并在府中当差，２５岁，现任土司府之领兵把总。

鲁经让他负责收礼、记账等事宜。

杨智：西坪土官，正百户杨茂材的后人，也是来鲁府学习锻炼的，２３岁，现任土司

府之护印把总。鲁经看他机灵，让他在各个房间跑动招呼，及时传菜、上酒，千万勿使

断菜、停酒。

此四人，战时都是偏将、护卫，随鲁经四处作战，学习排兵布阵。平时一边在府上

当差，一边由鲁经亲自教习枪法、阵法和武艺。他四个关系极好，像四个兄弟一样，互

帮互学，进步成长极快。今听老爷吩咐，一个个高高兴兴地大声说“得令”，然后正襟端

坐。鲁经见了十分喜欢。因他家府上人口单薄，故平时把他们都当亲兄弟看待，真心

实意地教他们武艺，并教他们认字，也讲些五经四书之类的知识。他还按“仁、义、礼、

智”的儒学顺序给他们起了名字。

诸事安排妥当，鲁经便觉浑身轻松了许多。他喝了几口茶，起身随便到后堂走走。

他找到大管家鲁忠，又看了看厨下的准备情况。只见柴货丰足，米面成排，案上红肉成

堆，十几口大锅中各个热气沸腾。切菜的厨娘们统一服装，干净利落，手脚麻利。砧板

上刀声当当，响个不停，各自忙得汗流满面。鲁经见了十分喜欢，更对大管家一百个放

心，这才悠闲地去后花园藤椅上坐下来观花品茶。

第二天即中秋节正日子。鲁经早早起床，照常到后花园舞了一阵太极剑后才去洗

脸漱口。吃完早点他便走出大门又一次到处察看还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鲁忠、鲁仁早在门口等候，见鲁老爷出来，急忙上前请安问好，然后陪老爷四处查

看。忽听府门外大榆树上一群花喜鹊“喳、喳、喳”地叫个不停，鲁经听了十分喜欢。他

吩咐鲁忠平时在大树周围多撒点土粮食。犒劳犒劳这些报喜鸟，让它们多报些喜事。

说完哈哈一笑，便转身进府。

大约辰时将尽，门外突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欢快地唢呐声尤其招人喜欢。只听

府门外鲁仁高喊：“喜鹊叫，娇客到，穿新衣，状元帽，身后花轿一丈高！”接着又拖长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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