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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好月圆（国画） 关秋雨 作

花好月圆庆中秋（刊头书法） 毋 立 作

嫦娥折桂赐才子（国画） 郑清珍 作

皓魄当空宝镜升，云间仙籁寂无声。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
狡兔空从弦外落，妖蟆休向眼前生。
灵槎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书法）

王长喜 作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
千里外，不有雨兼风？（书法）

卢小刚 作

月到中秋（国画） 芦泰斌 作

中秋吉祥（国画） 许跟虎 作

月到中秋分外明（国画） 刘 钢 作

本版特约编辑 郑清珍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jzwbyiyuan@163.com

2024年 9月 13日 星期五 新闻报料：3909990周末·故事会 编辑 许 凌 版式 赵 恒 校对 王金伟 组版 王翠翠 B01

□张艳芬

清朝晚期，一位靠捡煤渣度日的书童，考中进士后，在清
朝三个朝代为官，为道光、咸丰、同治三个皇帝讲授过为政、治国之
道，担任过户部、工部、礼部尚书，担任过相当于宰相的军机大臣。
一生以“克己省身”为座右铭，以“忠君保民”为己任，以日记自省自
励，在图谋大清中兴，夙夜宣劳，克尽厥职，被誉为“晚清重臣、三代
帝师”。他，就是晚清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治中兴名臣——
李棠阶。

李棠阶一生留下许多传说和典故，至今还为后人津津乐道。

“捡煤渣的书童

1798年，李棠阶出生于河内县南
保封村（今属温县）一个贫寒之家，父
亲在外村的私塾里教书，母亲除了没
日没夜地纺棉织布、带孩子做饭外，还
要照料年迈的祖父母。李棠阶从小就
格外懂事，6岁时，他就开始从街道上
别人废弃的煤渣中，捡拾没有燃尽的
煤块，供母亲做饭用。李棠阶在走村
串巷捡拾煤渣时，被儿童琅琅的读书
声所吸引，探头一看，一个梳着长辫子
的教书先生在给学生讲课，他被“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天地玄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的
读书声深深打动，也被学生摇头晃脑
背诵的样子所吸引，更被先生捧读诗
书、侃侃而谈的满腹经纶所陶醉。于
是，他在捡煤渣时，有意无意就来这个
村多了起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经
过学堂门口时，不经意从窗户向里边
望了一眼，这一望不要紧，他再也收不
回渴望学习的目光。就是这样的不经
意，让他背着沉重的竹篓，在窗下听了
一下午，忘记了捡煤渣，忘记了回家的
时间，直至先生发现了他。后来，李棠
阶捡好煤渣后，就到先生的学堂门口
偷听，见李棠阶如此好学，先生也没有
驱赶。有时候，先生讲的功课，他已经
烂熟于心了，课堂里有的学生还似是
而非，甚至懵懵懂懂。直至有一天，先
生出了一对子，学生全答不上来，有人
跑去找李棠阶帮助。先生看到下联，
认定是李棠阶所对，认为李棠阶是可
造之才，多次上门劝说李家让孩子上
学，可是李家实在拿不出学费，先生实
在不忍心放弃这么一个好苗子，就免
费收其为学生。

他过他的年，我纺我的棉

一年中秋，母亲把省吃俭用的一
点钱拿出来给李棠阶，让他去买几个
月饼，母子俩好在月光下品饼赏月。
可李棠阶在大街上徘徊了许久，看中
了一本心里一直想买的书，他想和母
亲在月下赏月，但更想读书中的“明
月诗行”。最后，他还是没能抵挡住
这本书的诱惑买了那本书。回家后，
母亲还在纺车上纺线，李棠阶忐忑不
安地给母亲讲了事情的原委，母亲没
有责备他，却笑着说：“没有月饼赏
月，谁也不能把咱搁到八月十五那边
去！”

一年春节，大街上热闹非凡，全村

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的盛装，来到敲
锣打鼓的大街上，看舞狮子、跑旱船、
背桩行水的表演，人们在节日的气氛
中欢声笑语，互道祝福。可是，李棠阶
的母亲还在家里纺棉，还要为一家老
少的穿衣操劳。李棠阶想劝母亲休息
一下，便对母亲说：“今天过大年，乡亲
们都在玩乐，您也到大街上看看节目，
过个年吧！”母亲笑着说：“他过他的
年，我纺我的棉，哪年你中举，咱天天
过大年！”

一片琉璃瓦

李棠阶考中进士到京城做官后，
清正廉明，斩了贪官胜保与贪生怕死
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皇上知道他为官
清廉，也知道他家的房屋年久失修，特
赏赐他一笔钱，让他回家修建房舍。
李棠阶只盖了几座民房，大部分钱都
用于救助穷人、捐赠办学了。

李棠阶建好房返京后，慈禧太后
多次问李棠阶房屋修得如何，李棠阶
总是回答：“一片琉璃瓦。”说得多了，
忌恨李棠阶的奸臣也知道了，怀疑李
棠阶建了和皇宫一样的宫殿，暗地里
向慈禧太后进谗言：朝廷的金銮殿才
用琉璃瓦修建，李棠阶竟然也用琉璃
瓦，会不会有不臣之心呢？慈禧太后
将信将疑，派人到河内县查看，原来，
李棠阶只是对家里的房子进行了简单
修缮，并没有用琉璃瓦，只是在一座房
子的中间安了一片琉璃瓦。

山在虎还来

李棠阶任广东提督学政时，江南
才子普遍瞧不起北方学子。李棠阶是
北方人，南方人认为李棠阶当主考，考
题无非是“学而时习之”，没啥了不
起。李棠阶知道后，决定好好让他们
开开眼界。

头场开卷，题目是《论学而时习
之》。二场开卷，题目是《再论学而时

习之》。三场开卷，题目是《三论学而
时习之》，把江南的考生考得理屈词
穷、狼狈不堪，甚至最后一场考试后，
交卷者都寥寥无几。

但江南考生不服气，哪有这样出
考题的？有人趁乱哄叫：“请主考大人
也写三篇给我们看看。”李棠阶淡然一
笑，挥笔而就，一气呵成，三篇文章，妙
语天成，让这些学子拍案叫绝。

但骄傲的南方才子还不死心，想
在李棠阶回京复命时戏耍他一番。有
人在李棠阶返京必经路口的墙上写
道：“虎去山还在。”意思是你李棠阶走
了之后，这里还是我们的天下。李棠
阶折回身，拿起还没有干的大毛笔，信
手回复五个大字：山在虎还来！让这
些江南才子面面相觑，彻底折服。

救寡惩恶吏

道光五年，李棠阶任四川乡试正
考官来到成都。一天，府门前一胖一
瘦两个男人来为两个女人伸冤。

这两个女人同住一个村同一条街
还斜对门儿，年龄相仿，性情相投，是
很好的一对姐妹。不幸的是，她们都
在30岁左右的时候失去了丈夫。村
里有个无赖见两个女人长得俊俏，就
打起了她们的主意。这个无赖在百般
讨好之后没有占到便宜，便在村里散
布谣言。编造谎言，用一个女人的语
气污蔑另一个女人；再编造另一个谎
言，再用另一个女人的语气污蔑这一
个女人。两个女人不明就里，上了这
个无赖的当，都怀疑对方污蔑自己，败
坏自己名声。两个女人先是相互猜
忌，后是断绝关系，再后是指桑骂槐，
最后是大打出手，走上了击鼓申冤打
官司的道路。

但官场腐败透顶，判官诱骗两个
女人变卖了家产，也没有打出个结
果。其中一个女人不仅被骗光了家
产，还被县令强奸。两个女人在村里
无脸见人，整日闭门不出。一个想：自

己名声坏了，还败光了家业，生不如
死，一气之下上吊身亡。另一个想：自
己不但名声坏了，家业败了，还被县令
强奸，觉得没脸活在世上，也投河自
尽。这样，两个无辜的女人，因为无赖
的恶行，双双没了性命。

李棠阶听完诉说，当即给他们写
了诉状，叮嘱他们：明天一早到总督府
状告那个无赖和狗官。李棠阶还亲自
到总督府，言明利害，晓以大义。最
终，无赖被定罪入监，狗官被革职查
办。

救妇除陋习

道光年间，李棠阶出任广东学
政。民间查访时，路过一小树林，见一
年轻女子准备上吊自杀，李棠阶的护
卫和兆元见状，飞身上前，一剑斩断绳
索救下女子。

原来，当地有个风俗：青年男女结
婚后一个月内，小两口一边孝敬老人，
一边度蜜月，一个月后，女子回娘家省
亲。省亲期间如果发现女子有了身
孕，娘家就把女子接回家过日子；如果
婚后一个月新娘没有怀孕，这新娘的
命运可就惨了。因为姑娘已经出嫁，
娘家要往婆家撵；因为没有怀孕，婆家
要把媳妇休掉。新婚女子两头为难，
觉得自己只有死路一条。这不，这个
女子就是因为新婚一个月没有怀孕，
娘家住外撵，婆家不让回，想在这小树
林里自我了断。

李棠阶听后，又到村里走访了一
番，得知这里确实有这个风俗，有不少
新婚女子因为这个陋俗，野居在外者
有之，与人私奔者有之，轻生自杀者不
在少数。

他让这个女子坐上自己的车，把
她送到婆家，还伸出10个手指头，给
婆婆讲：10个指头，各有长短，万千女
子，自不相同，怎么会都在一个月内怀
孕呢？又说：婆婆也是女人，如果当初
你自己没有怀孕，你现在会是什么样
子呢？还说：婆婆也有女儿，也要嫁人
生子，你能保证她在一个月内怀孕吗？

这个婆婆被李棠阶讲的道理所打
动，也被李棠阶的为民情怀所感动，爽
快地把儿媳接回了家。

看着婆媳拉着手进了家门，李棠
阶召集起街坊邻居说：这种习俗，不利
于咱老百姓过日子，应当废除，大家等
着好消息吧！

后来，李棠阶通过广东巡抚黄恩
彤发布政令文告，彻底废除了这一陋
习，受到群众的拥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