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民俗文化（续） 

孙丕扬的故事  

巧劝哥哥 

明代嘉靖年间，孙丕扬在京城任吏部、刑部尚书。他哥哥借弟弟的权势，在乡里鱼肉百

姓，横行无忌。乡邻都知道他弟弟在京城做大官，个个敢怒不敢言。地方官吏碍于孙丕扬的

声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孙丕扬的哥哥看无人敢管他，更加肆无忌惮，一时弄得流曲

镇路断人稀。 

有一次，孙丕扬回家乡富平流曲探亲，耳闻哥哥的不轨行为后，十分生气。但兄弟多年

不见，又不好弄个不欢而散。晚上，孙丕扬有意把哥哥请到客厅，和哥哥拉家常，叙离别。

酒到酣处，孙丕扬有意问起家乡百姓的生活情况。哥哥一一向弟作了回答，但只字不提他自

己为非作歹的事。孙丕扬听完哥哥的汇报说：“乡是好乡，邻是好邻，这我放心。但我这回

回来，总有个感觉，咱这流曲街好像有点太窄了，能不能把它再拓宽点?”听了孙丕扬的话，

哥哥不假思索地哈哈大笑起来，说：“弟弟在京城做官，走惯了阳光大道，自然觉得咱流曲

街面小。但在富平县的四乡八镇中，流曲街可是最宽的。乡下不比京城，够宽的了。”孙丕

扬微微一笑，反问哥哥： 

“既然街那么宽，那为什么有人在街上行走，还冲撞那么大?车辆不敢通行，生意人不

敢上街?摆摊的不敢叫卖?”打锣听声，听话听音，话点到此，哥哥心里全明白了。 

告别弟弟回到房间，哥哥翻来覆去睡不着，反复琢磨弟弟的话。想到自己平日仗势欺人，

凌辱乡邻，心里十分懊悔。孙丕扬回京时，哥哥亲自来送行。他对弟弟孙丕扬说：“弟弟一

席话，如夜中火炬，雾中光明，照亮了迷途之人。请弟弟放心，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后来孙丕扬的的哥哥果然为乡邻做了许多好事，受到乡亲们的尊敬。 

不嫌妻丑 

孙丕扬自小家里很穷。眼看着孙丕扬已二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父母很着急，变卖

了田产，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给孙丕扬订了亲，合了喜日。几天来，一家人上上下下，忙

忙碌碌，只等新娘进门完婚。迎亲那天，孙家照例吹吹打打，把花轿抬到亲家门前。谁料亲

家嫌贫爱富，突然变了卦，硬不让女儿上轿。迎亲的人从早等到午，毫无办法，只好准备把

空轿抬回去。看热闹的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对这事议论纷纷。当迎亲的人抬起空轿准备

返回时，突然有人大喊一声：“且慢!”众人闻见，只见一位两鬓斑白的老者，从人窝中挤出

来，对迎亲人说：“大喜之日，花轿既然热热闹闹地抬来了，咋能空着回去，若不嫌弃，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