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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隐西山闭门课骥子 捷南宫垂

老占龙头 

《儿女英雄传》的大意，都在“缘起首回”交代明白，不再重叙。

这部书究竟传的是些甚么事？一班甚么人？出在那朝那代？列公压静，

听说书的慢慢道来。 

这部书近不说残唐五代，远不讲汉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

年、雍正初年的一桩公案。我们清朝的制度不比前代，龙飞东海，建

都燕京，万水朝宗，一统天下。就这座京城地面，聚会着天下无数的

人才。真个是冠盖飞扬，车马辐辏。与国同休的先数近支远派的宗室

觉罗，再就是随龙进关的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务府三旗，连上

那十七省的文武大小汉官，何止千门万户！说不尽的“九天阊阖开宫

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都不在话下。 

如今单讲那正黄旗汉军有一家人家，这家姓安，是个汉军世族旧

家。这位安老爷本是弟兄两个，大哥早年去世，止剩他一人，双名学

海，表字水心，人都称他安二老爷。论他的祖上，也曾跟着太汗老佛

爷征过高丽，平过察哈尔，仗着汗马功劳上头挣了一个世职，进关以

后，累代相传，京官、外任都作过。到了这安二老爷身上，世职袭次

完结，便靠着读书上进。所喜他天性高明，又肯留心学业，因此上见

识广有，学问超群，二十岁上就进学中举。怎奈他“文齐福不至”，

会试了几次，任赁是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会不上一名进士，到了四

十岁开外，还依然是个老孝廉。儒人佟氏，也是汉军世家的一位闺秀，

性情贤慧，相貌端庄，针黹女工不用讲，就那操持家务，支应门庭，

真算得起安老爷的一位贤内助。只是他家人丁不旺，安老爷夫妻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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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息又迟，儒人以前生过几胎，都不曾存下，直到三十以后，才得了

一位公子。 

这公子生得天庭饱满，地格方圆，伶俐聪明，粉妆玉琢，安老爷、

佟儒人十分疼爱。因他生得白净，乳名儿就叫作玉格，单名一个骥字，

表字千里，别号龙媒，也不过望他将来如“天马云龙，高飞远到”的

意思。小的时候，关煞、花苗都过，交了五岁，安老爷就教他认字号

儿，写顺朱儿。十三岁上就把《四书》、《五经》念完，开笔作文章、

作诗，都粗粗的通顺。安老爷自是欢喜。过了两年，正逢科考，就给

他送了名字。接着院考，竟中了个本旗批首。安老爷、安太太的喜欢

自不必说，连日忙着叫他去拜老师，会同案，夸官拜客。诸事已毕，

就埋头作起举业的工夫来。 

 

那时候公子的身量也渐渐的长成，出落得目秀眉清，温文儒雅。

只因养活得尊贵，还是乳母丫鬟围随着服侍。慢说外头的戏馆、饭庄、

东西两庙不肯教他混跑，就连自己的大门，也从不曾无故的出去站站

望望。偶然到亲戚一家儿走走，也是里头嬷嬷妈、外头嬷嬷爹的跟着。

因此上把个小爷养活得十分腼腆：听见人说句外话，他都不懂；再见

人举动野调些，言谈粗鲁些，他便有气，说是下流没出息；就连见个

外来的生眼些的妇女，也就会臊的小脸通红，竟比个女孩儿还来得尊

重。 

那安老爷家的日子，虽比不得在先老辈手里的宽裕，也还有祖遗

的几处房庄，几户家人。虽然安老爷不善经理家计，仗着这位太太的

操持，也还可以勉强安稳度日。他家的旧宅子本在后门东不压桥的地

方，原是祖上蒙恩赏的赐第，内外也有百十间房子。自从安老爷的老

太爷手里，因晚年好静，更兼家里人口稀少，住不了许多房间，又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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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轻弃祖业，倒把房子让给远房几家族人来住，留了两户家人随同看

守，为的是房子既不空落，那些穷苦本家人等也得省些房租，他自家

却搬到坟园上去居住。他家这坟园又与别家不同，就在靠近西山一带，

这地方叫作双凤村。相传说，从前有人见两只彩凤落在这地方山头上，

百鸟围随，因此上得了这个村名。这地原是安家的老圈地，到了安老

爷的老太爷手里，就在这地里踹了一块吉地，作了坟园，盖了阴阳两

宅。又在东南上盖了一座小小庄子，虽然算不得大园庭，那亭台楼阁

树木山石，却也点缀结构得幽雅不俗。附近又有几座名山大刹，围着

庄子都是自己的田园，佃户承种交租。 

那安老爷的老太爷临终遗言，曾嘱咐安老爷说：“我平生在此养

静，一片心神都在这个地方，将来我百年以后，不但坟园立在这里，

连祠堂也要立在这里。一则，我们的宗祠里本来没有地方了；二则，

这园子北面、土山以后、界墙以前，正有一块空地，你就在这地方正

中给我盖起三间小小祠堂，立主供奉。你们既可以就近照应，便是将

来的子孙，有命作官固好，不然守着这点地方，也还可以耕种读书，

不至冻饿。” 

后来安老爷便谨遵父命，一一的照办。此是前话不提。 

传到安老爷手里，这位老爷天性本就恬淡，更兼功名蹭蹬，未免

有些意懒心灰，就守定了这座庄园，课子读书，自己也理理旧业。又

有几家亲友子弟，因他的学问高深，都送文章请他批评改正，一天却

也没些空闲。偶然闲来，不过饮酒看花，消遣岁月，等闲不肯进城。

安太太又是个勤俭当家的人，每日带了仆妇侍婢料理针线，调停米盐。

公子更是早晚用功，指望一举成名，不干外事。外头自有几个老成家

人支应门户。又有公子的一个嬷嬷爹，这人姓华名忠，年纪五十岁光

景，一生耿直，赤胆忠心，不但在公子身上十分尽心，就连安老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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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大小家事，但是交给他的，他无不尽心竭力，一草一木都不肯糟

塌，真算得“奶公子里的一个圣人”。 

因此，老爷、太太待他格外加恩，不肯当一个寻常奶公子看待。

这安老爷家，通共算起来，内外上下也有三二十口人，虽然算不得簪

缨门第、钟鼎人家，却倒过得亲亲热热，安安静静，与人无患，与世

无争，也算得个人生乐境了。 

这年正适会试大比之年。新年下，安老爷、安太太把家中年事一

过，便带了公子进城。拜过宗祠，到至亲本家几处拜望了拜望，仍旧

回家。匆匆的过了灯节，那太太便将安老爷下场的考蓝、号帘、装吃

食的口袋盒子、衣帽等物打点出来。 

安老爷一见，便问说：“太太，你此时忙着打点这些东西作甚

么？” 

太太说：“这离三月里也快了，拿出来看看，该洗的缝的添的置

的，早些收拾停当了，省得临时忙乱。” 

那安老爷拈着几根小胡子儿含笑说：“太太，你难道还指望我去

会试不成？你算，我自二十岁上中举，如今将及五十岁，考也考了三

十年了，头发都考白了，‘功名有福，文字无缘’，也可以不必再作

此痴想。况你我如今有了玉格这个孩子，看去还可以望他成人，倒不

如留我这点精神心血，用在他身上，把他成就起来，倒是正理。太太，

你道如何？” 

太太还没及答话，公子正在那里检点那些考具的东西，听见老爷

的话，便过来规规矩矩、漫条斯理的说道：“这话还得请父亲斟酌。

要论父亲的品行学业，慢道中一个进士，就便进那座翰林院，坐那间

内阁大堂，也不是甚么难事。但是功名迟早，自有一定。天生应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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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也要吃的。就算父亲无意功名，也要把这进士中了，才算得作完

了读书的一件大事。” 

安老爷听了，笑了一笑，说道：“孩子话！”那太太便在旁说道：

“老爷，玉格这话很是，我也是这个意思。这些话我心里也有，就是

不能像他说的这么文诌诌的。老爷竟是依他的话，打起高兴来。管他

呢，中了，好极了；就算是不中，再白辛苦这一荡也不要紧，也是尝

过的滋味儿罢咧！” 

列公，这科甲功名的一途，与异路功名却是大不相同。这是件合

天下人较学问见经济的勾当，从古至今，也不知牢笼了多少英雄，埋

没了多少才学。所以这些人宁可考到老，不得这个“中”字，此心不

死。安老爷用了半生的心血，难道果真就肯半途而废不成？原是见了

这些考具，一时的牢骚话。 

及至听见公子小小年纪说了这一番大道理，心中暗暗欢喜，又恐

怕小人儿高兴，只得笑着说是“小孩子话”。及至太太又加上一番相

劝，不觉得就鼓起高兴来，说道：“既如此，就依你们娘儿们的话，

左右是家里白坐着，再走这一荡就是了。” 

说着，看看到了三月初间，太太把老爷的衣帽、铺盖、吃食等件

打点清楚，公子也忙着拣笔墨，洗砚台，包草稿纸。诸事停当，这安

老爷便坐车进城，也不租小寓，就在自己家里住下。这房子虽说有几

家本家住着，正所儿没占，原备安老爷、太太、公子有事进城住的，

平日自有留下的家人看守。这家人们知道老爷回家，前几天就收拾铺

设，扫地焚香的预备停妥。 

到了三月初六日，太太打发公子带了随使家丁，跟随老爷进城。

进场出场，又按着日子打发家人接送，预备酒饭，打点吃食。公子也

来请安问候，都不必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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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已毕，这老爷出了场也不回家，从场门口坐上车，便一直的

回庄园来。太太、公子接着，问好请安，预备酒饭，问了一番场里光

景。一时饭罢，公子收捡笔砚，便在卷袋里找那三场的文章草稿。寻

了半日，只寻不着，便来问安老爷说：“文章稿子放在那里了？等我

把头场的诗文抄出来，好预备着亲友们要看。”安老爷说：“我三场

都没存稿子，这些事情也实在作腻了。便有人要看，也不过加上几个

密圈，写上几句通套批语，赞扬一番说：‘这次必要高中了！’究竟

到了出榜，还是个依然故我，也无味的很，所以我今年没存稿子。不

但不必抄给人看，连你也不必看。这一出场，我就算中了。”说毕，

拈须而笑。公子听了无法，只得罢了。 

日月迅速，转眼就是四月。到了放榜的头一天晚上，这太太弄了

几样果子酒菜，预备老爷候榜，好听那高中的喜信。 

安老爷坐下，就笑着说道：“这大概是等榜的意思了。听我告诉

你们：外头只知道是明日出榜，其实场里今日早半天就拆弥封，填起

榜来了。规矩是拆一名，唱一名，填一名。就有那班会想钱的人，从

门缝儿里传出信来，外头报喜的接着分头去报。如今到了这时候不见

动静，大约早报完了，不必再等。你们既弄了这些吃的，我乐得吃个

河落海干睡觉。”说完，吃了几杯闷酒，又说了会闲话，真个就倒头

酣呼大睡。 

那太太同公子并内外家人不肯就睡，还在那里左盼右盼，看看等

到亮钟［亮钟：意指天将亮的时分。古时天将亮时打五更钟。］以后

无信，大家也觉得是无望了，又乏又困，兴致索然，只得打点要睡。

上房将然关了房门，忽听得大门打得山响，一片人声，报说：“头二

三报，报安老爷中了第三名进士！” 

列公，你道安老爷既中得这样高，为甚么直到此时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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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填榜的规矩，从第六名填起，前五名叫作“五魁”，直等把

榜填完，就是半夜的光景了，然后倒填五魁。到了填五魁的时候，那

场里办场的委员，以至书吏、衙役、厨子、火夫，都许买几斤蜡烛，

用钉子钉的大木盘插着，托在手里，轮流围绕，照耀如同白昼，叫作

“闹五魁”。那点过的蜡烛，拿出来送人，还算一件取吉利的人情礼

物。因此上填到安老爷的名字，已是四更天的光景。那报喜的谁不想

这个五魁的头报，一得了信，便随着起早下圆明园的车马，从西直门

连夜飞奔而来，所以到这里天还没亮。 

闲话休提。这太太因等不见喜信，正在卸妆要睡，听得外面喧嚷，

忙叫人开了房门，出去打听。那门上的家人早把报条接了进来，给老

爷、太太、公子叩喜。这一番吵吵，安老爷也醒了，连忙披衣起来，

公子呈上报条看了，满心欢喜。 

一时想起来，自己半生辛苦，黄卷青灯，直到须发苍然，才了得

这桩心愿，不觉喜极生悲，倒落了几点泪。太太也觉心中颇有所感，

忍泪含笑劝解说：“老爷，这正该喜欢，怎么倒伤起心来呢？”定了

一会，大家才喜逐颜开，满脸堆下笑来。 

公子便去打点写手本、拜帖职名，以及拜见老师的贽见、门包、

封套。家人们在外边开发喜钱。紧接着就有内城各家亲友看了榜先遣

人来道喜，把位安太太忙得头脸也不曾好生梳洗得。正是“人逢喜事

精神爽”，乏也忘了，困也没了，忙忙的带着丫鬟仆妇，一面打点帽

子衣服，又去平兑银两，找红毡，拿拜匣。所喜都是自己平日勤谨的

好处，一件一件的预先弄妥，还不费事。安老爷看着太太忙得连袋烟

也没工夫吃，便说道：“太太不必忙，今日没事，有一天的工夫呢。

我后半天进城不迟，歇歇再收拾罢！”说着，自己梳洗已毕，忙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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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衣服，先设了香案，在天地前上香磕头，又到佛堂、祠堂行过了礼，

然后内外家人都来叩喜。这些情节，都不必细讲。 

安老爷一面料理了些自己随手用的东西，便催着早些吃饭。吃饭

中间，公子便说：“父亲虽然多辛苦了几次，如今却高高的中了个第

三，可谓‘上天不负苦心，文章自有定论’，将来殿试，那一甲一名

也不敢必，也中个第三就好了！”安老爷笑说：“这又是孩子话了，

那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咱们旗人是没分的。也不是旗人必

不配点那状元、榜眼、探花。本朝的定例，觉得旗人可以吃钱粮，可

以考翻译，可以挑侍卫，宦途比汉人宽些，所以把这一甲三名留给天

下的读书人，大家巴结去。这是本朝珍重名器、培直人材的意思。况

且‘探花’两个字，你可知道他怎么讲？那状元，自然要选一个才貌

品学四项兼备的，不用讲了；就是探花，也须得个美少年去配他，为

的是琼林宴的这一天，叫他去折取杏花，大家簪在头上，作一段琼林

佳话。这是唐代的故事。你看我虽然下至于老迈不堪，也是望五的人

了，世上那有这样白头蹀躞的探花？岂不被杏花笑人！果然那样，那

不叫作‘探花’，倒叫作‘笑话儿’了！” 

公子道：“便不得探花，翰林也是稳的。”老爷说：“那又不然。

在常情论，那名心重的，自然想点个翰林院的庶常；利心重的，自然

想作个榜下知县；有才气的，自然想用分部主事；到了中书，就不大

有人想了；归班更不必讲。我的见识却与人不同：我第一怕的是知县，

不拿出天良来作，我心里过不去；拿出天良来作，世路上行不去——

那一条路儿可断断走不得！至于那入金马、登玉堂，是少年朋友的事

业，我过了景了。就便用个部属，作呢还作得来，但是这个年纪，还

靴桶儿里掖着一把子稿，满道四处去找堂官，也就露着无趣。我倒想

用个冰冷的中书，三年分内外用——难道我还就外用不成？——那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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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呈儿，挂冠林下，倒是一桩乐事。不然，索性归了班，十年后才

选得着。且不问这十年后如何，就这十年里，我便课子读书，成就出

一个儿子来，也算不虚度此生了！”公子自是不敢答言。安太太听了，

说道：“老爷也忒虑得远。我只说万事都是尽人事，听天命，自有个

一定。”老爷说：“太太这话却倒不错。” 

说话间，一时吃罢了饭，便有几家拜从看文章的门生学生赶来道

喜。人来人往，应酬了一番，那天就不早了，安老爷才得进城。到了

住宅，早有部里长班送信，告知老爷中在第几房，并房师的官衔、姓

名、科分、住处。从次日起，便去拜房师，拜座师，认前辈，会同年，

会同门，公请老师，赴老师请，刻齿录，刻朱卷。那房师、座师见了

都说：“一见你这本卷子，便知为老手宿儒，晚成大器，如今果然。

可见文有定评。”说着，十分叹赞。 

这安老爷一连忙了数日，不曾得闲，直等谢恩领宴诸事完毕，才

得略略安静。五十岁的老头儿，也得伏案埋头作起楷来。 

转眼覆试朝考已过，紧接着殿试。那老爷的策文虽比不得董仲舒

的《天人三策》，却颇颇的有些经济议论，与那抄策料填对句的不同。

那些同年见了，都道：“定入高选。”怎奈老爷是个走方步的人，凡

那些送字样子、送诗篇儿这些门路，都不晓得去作。自己又年届五旬，

那殿试卷子作的虽然议论恢宏，写的却不能精神饱满，因此上点了一

个三甲。及至引见，到了老爷这排，奏完履历，圣人往下一看，见他

正是服官政的年纪，脸上一团正气，胸中自然是一片至诚。这要作一

个地方官，断无不爱惜民命的理，就在排单里“安学海”三个字头上，

点了一个朱点，用了榜下知县。 

少时引见一散，传下这旨意来。安老爷一听，心里说道：“完了！

正是我怕走的一条路，恰恰的走到这条路上来！”登时倒抽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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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了半截。心里的那番懊恼，不但后悔此番不该会试，一直悔到当年

不该读书，在人群儿里险些儿不曾哭了出来。便有一班少年新进凑来

携手作贺。有的说：“班生此去，何异登仙！”又有的说：“当年是

‘拥书权拜小诸侯’，而今真个‘百里侯’矣！”又有一班外行朋友

说是：“这榜下即用是‘老虎班’，一到就补好缺的。”又有的说：

“‘在京的和尚，出外的官’，这就得了！”一面就答讪着荐幕友，

荐长随。落后还是几位老师认真关切，走来问道：“外用了？不必介

意。文章、政事都是报国，况这宦途如海，那有一定的？且回去歇歇

再谈罢。”这老爷也只得一一的应酬一番。又有那些拜从看文章的门

生，跟着送引见，见老爷走了这途，转觉得依依不舍。安老爷从上头

下来，应酬了大家几句，回到下处，吃了点东西，向应到的几处勉强

转了一转，便回庄园上来。 

那时早有报子报知，家人们听见老爷得了外任，个个喜出望外。

只有太太合公子见老爷进门来愁盾不展，面带忧容，便知是因为外用

的原故。一时且不好安慰，倒提着精神谈了些没要紧的闲话。老爷也

强为欢笑，说：“闹了这许多天了，实在也乏了，且让我歇一歇儿，

慢慢的再计议罢。” 

谁想有了年纪的人，外面受了这一向的辛苦劳碌，心里又加上这

一番的烦恼忧思，次日便觉得有些鼻塞声重，胸闷头晕，恹恹的就成

了一个外感内伤的病。安太太急急的请医调治，好容易出了汗，寒热

往来，又转了疟疾；疟疾才止，又得了秋后痢疾。无法，只得在吏部

递了呈子，告假养病。每日价医不离门，药不离口，把个安太太急得

烧子时香，吃白斋，求签许愿，闹得寝食不安。连公子的学业功课，

也因侍奉汤药渐渐的荒废下来。直到秋尽冬初，安老爷才得病退身安，

起居如旧。依安老爷的心里，早就打了个再不出山的主意了，怎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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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关切一边的师友亲戚骨肉，都以天恩祖德报国勤民的大义劝勉，老

爷又是位循规蹈矩听天任命不肯苟且的人，只得呈报销假投供。可巧，

正遇着南河高家堰一带黄河决口，俗语说：“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

面。”这一个水灾，也不知伤了多少民田民命！地方大吏飞章入奏请

帑，并请拣发知县十二员到工差遣委用。这一下子，又把这老爷打在

候补候选的里头挑上了。 

列公，安老爷这样一个有经济有学问的人，难道连一个知县作不

来？何至于就愁病交加到这步田地！有个原故。只因这老爷的天性恬

淡，见识高明，广读诗书，阅尽世态。见世上那些州县官儿，不知感

化民风，不知爱惜民命，讲得是走动声气，好弄银钱，巴结上司，好

谋升转。甚么叫钱谷刑名，一概委之幕友、官亲、家丁、书吏，不去

过问，且图一个旗锣扇伞的豪华，酒肉牌摊的乐事。就使有等稍知自

爱的，又苦于众人皆醉，不容一人独醒，得了百姓的心，又不能合上

司的式，动辄不是给他加上个“难膺民社”，就是给他加上个“不甚

相宜”，轻轻的就端掉了，依然有始无终，求荣反辱。 

因此上自己一中进士，就把这知县看作了一个畏途。如今索性挑

了个河工，这河工更是个有名的虚报工段、侵冒钱粮、逢迎奔走、吃

喝搅扰的地方，比地方官尤其难作。自己一想，可见宦海无定，食路

有方，天命早已安排在那里了，倒不如听命由天的闯着作去，或者就

这条路上立起一番事业，上不负国恩，下不负所学，也不见得。老爷

存了这个念头，倒打起精神，次第的过堂引见，拜客辞行，一切琐屑

事情都已完毕，才回到庄园。 

略歇息了歇息，便有那些家人回说：钦限紧急，请示商量怎的起

行。那些家人也有说该坐长船的，也有说该走旱路的，也有说行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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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也有说家眷同行的。安老爷说：“你们大家且不必议论纷纷，

我早有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主见在此。”这正是： 

得意人迷失意事，一番欢喜一番愁。 

要知那安老爷此番起行赴官怎的个主见，下回书交代。 

  



13 

 

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宪冤

陷县监牢 

这回书紧接前回，讲的是那安老爷拣发了河工知县，把外面的公

私应酬料理已毕，便在家打点起上路的事来。 

这日饭罢无事，想要先把家务交代一番，因传进了家中几个中用

些的家人，内中也有机伶些的，也有糊涂些的，谁不想献个殷勤，讨

老爷喜欢，好图一个门印的重用？那知老爷早打了个“雇来回车”的

主意，便开口先望着太太说道：“太太，如今咱们要作外任了。我想

我此番到外任去，慢讲补缺的话，就是候补知县，也不知天准我作不

准我作，还不知我准我作不准我作。”说到这里，大家就先怔了一怔，

太太只得答应了一声。 

只听老爷往下说道：“我的怕作外官，太太是知道的，此番偏偏

的走了这条路。在官场上讲，实在是天恩，我有个不感激报效的吗？

但是，我的素性是个拘泥人，不喜繁华，不善应酬，到了经手钱粮的

事，我更怕。如今到外头去作官，自然非家居可比，也得学些圆通。

但那圆通得来的地方好说，到了圆通不来，我还只得是笨作。行得去

行不去，我可就不知道了。所以我的主意，打算暂且不带家眷，我一

个人带上几个家人，轻骑减从的先去看看路数。如果处得下去，到了

明秋，我再打发人来接家眷不迟。家里的事，向来我就不大管，都是

太太操心，不用我嘱咐。我的盘缠，现有的尽可敷衍，也不用打算。

我所虑者，家里虽有两个可靠的家人，实在懂事的少。玉格又年轻，

万一有个紧要些的事儿，以至寄家信、带东西这些事情，我都托了乌

明阿乌老大了。他虽合咱们满洲汉军隔旗，却是我第一个得意门生，

他待我也实在亲热。那个人将来不可限量，太太看着，几天儿就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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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起身后他必常来，来时太太总见见他，玉格也可以合他时常亲

近，那是个正经人。此外，第一件心事，明年八月乡试，玉格务必教

他去观观场。”因向公子说：“你的文章，我已经托莫友士先生合吴

侍郎给你批阅，可按期取了题目来作了，分头送去。”公子一一答应。 

 

说到这里，太太才要说话，只见老爷又说道：“哦，还有件事。

前日我在上头遇见咱们旗的卜德成卜三爷，赶着给玉格提亲。”太太

听见有人给公子提亲，连忙问道：“说得是谁家？”老爷道：“太太

不必忙着问，这门亲不好作，大约太太也未必愿意。他说的是隆府上

的姑娘。你算，我家虽不是查不出号儿来的人家，现在通共就是我这

样一个七品大员，无端的去合这等阔人家儿去作亲家，已经不必；况

且我打听得姑娘脾气骄纵，相貌也很平常。我走后，倘然他再托人来

说，就回复说我没留下话就是了。至于玉格，今年才十七岁，这事也

还不忙。我的意思，总等他进一步功名成就，才给他提亲呢。”太太

说：“这家子听了去，敢是不大合适。拿着我们这么一个好孩子，再

要中了，也不怕没那富室豪门找上门来，只怕两三家子赶着提来还定

不得呢！” 

老爷说：“倒也不在乎富室豪门，只要得个相貌端正、性情贤慧、

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那怕他是南山里、北村里都使得。”太太说：

“教老爷说的，真个的，我们孩子怎么了，就娶个南山里北村里的？

这时候且说不到这些事，倒是老爷才说的一个人儿先去的话，还是商

量商量。老爷虽说是能吃苦，也五十岁的人了，况且又是一场大病才

好，平日这几个丫头们服侍，老婆子们伺候，我还怕他们不能周到，

都得我自己调停，如今就靠这几个小子们，如何使得呢？再说，万一

得了缺，或者署事有了衙门，老爷难道天天在家不成？别的慢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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