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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师爷的故事》

内容概要

《绍兴师爷的故事》讲述了：到第三天半夜时，巡抚衙门的大堂突然失火，烈焰冲天⋯⋯第二天，巡
抚对救火人员论功行赏，副将也交回了印箱。巡抚打开印箱一看，原来盛在箱内的一块块石头，变成
了一颗黄澄澄的巡抚大印。一场杀身之祸，就由绍兴师爷一条妙计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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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师爷的故事》

章节摘录

插图：绿兴师爷的故事惜墨如金笔如刀前清时，浙江有个将军，与巡抚面和心不和。将军心胸狭窄，
老想找巡抚的岔子，但一直没有找到。有一次，他们都奉命到京城。公事未完，已是腊月残冬。这时
，恰逢朝廷要放一个知县到浙江，便当面授命给那位巡抚，令他带回听用。巡抚是知县的顶头上司，
很自然，知县对他的接触就比较多；相比之下，对将军就不是那么热乎。这一来，将军又怪在巡抚头
上，对巡抚就更加记恨在心。除夕一过，就是元旦。每年元旦，京城的文武百官都要到金銮殿向皇帝
行朝贺礼，如果这时候有外官在京，也不例外。那天朝贺完毕，将军回到寓所，灵机一动，就写了一
个奏牍，呈了上去。妄说知县朝贺不恭，巡抚既失察在前，又庇护在后，大大有罪。皇帝一看奏牍，
十分生气，也不问个青红皂白，严词斥责了巡抚，并命他自省罪责。巡抚受到委屈，但是有口难辩。
巡抚有个随从，那天无事，到茶馆与一位要好的朋友叙叙，无意中谈到了这件为难事。旁坐有个绍兴
师爷听了，捋捋胡须说：“这有何难？欲要翻案，不必多，用八个字足够了。”那随从便问他哪八个
字。绍兴师爷说：“这里不是说话之地。你去告诉你家大人，我戚三山在此。”那随从回去之后，如
实告诉了巡抚。巡抚一听是戚三山，哎呀，他是我少年的同学呵！于是命随从带路，亲自把戚三山请
到寓所，当即摆酒话旧。酒过三巡，戚三山拿过笔，端端正正在纸上写了八个字，交给巡抚。巡抚接
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参列前班，岂敢后顾。巡抚面对这八个字，越看越有道理，真是字字如刀，
剖切入里，不觉摸摸自己的头皮说：“对呀对呀，唉，我怎么就想不到呢！我弟才智过人，愚兄甘拜
下风！”于是当即写了一个奏牍，把“参列前班，岂敢后顾”这八个字用在里面。果然，皇帝一见这
个奏牍，态度大变——巡抚就此无事，将军反而获罪。那末这八个字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作用呢？原来
巡抚与将军的官位都比较高，朝贺时是跪在前面的，而知县是七品小官，朝贺时则跪在后面。朝拜皇
帝，不问大官小官，都得毕恭毕敬，谁也不能前顾后盼。现在将军既然看到了后面的县令，那恰恰证
明他自己在朝贺时行动失检，目无皇上。这样，他的罪无论如何也逃不脱了：要末你老老实实承认是
诬告，要末你就去背个“大不敬”的罪名。——这就是绍兴师爷用笔的厉害之处。止戈整理理服陈阁
老陈阁老告老还乡，清朝皇帝赐他一只白鹅，重二十三斤，让他在家消闲消闲。陈阁老就把御赐的白
鹅带回海宁。陈阁老为了显示这白鹅是皇上所赐，便在白鹅头颈上挂了一块金牌，牌上刻着“御赐白
鹅二十三斤”几个字。他不时把鹅放到府门口，让它自由自在地踱来踱去。一天，那只白鹅“哐哒、
哐哒”走上街去，在一家豆腐店门口伸长了头颈，把柜上一板豆腐吃得精光。豆腐店倌知道鹅是阁老
府的，赶也不敢赶，只好让它吃。谁知白鹅自从那天起，吃出味道来了，就天天要来吃豆腐。旁边好
心肠的人对豆腐店倌说：“你小本经纪，怎能每天损失一板豆腐？”有个胆子大一点的人，看着豆腐
店倌可怜，就代他到阁老府账房间里讲人情。账房先生一听，就说：“以前吃了多少豆腐，钱照付。
以后每天照样给它吃一板豆腐，每月三十来算账领钱。”豆腐店倌这才放了心。可是街坊有人议论：
“啥世道，人还不如畜生！”好景不长。一天，那只白鹅正在吞吃豆腐，蓦地来了一只花狗同鹅夺食
。白鹅去噬花狗，花狗却咬住白鹅的头颈，一拖，白鹅就断了气。白鹅被狗咬死，豆腐店倌吓出了一
身冷汗，立即去向阁老府禀报。陈阁老一听大怒道：“什么？我每天照应你一板豆腐，你连狗咬鹅也
不管，分明是个刁民！”随即叫海宁州正堂把豆腐店倌关押起来。飞来横祸落在这家小小豆腐店里：
男人被关，买卖做不成了。妻子伤心地在门口啼哭。这时，有个绍兴师爷走过，见她哭得凄凉，便问
了原因，然后安慰道：“不要哭，歇一个月我来帮你忙，一定把你丈夫要回来。”豆腐店倌的妻子听
了，半信半疑。一个月很快过去，那位绍兴师爷果然不失信。他给豆腐店倌妻子一份禀帖，说：“你
快去交给阁老府。”为了救丈夫，她只好硬着头皮去了。那禀帖里写的啥昵？原来写着：鹅挂金牌，
犬不识字。禽兽相争，与人何涉？阁老贤明，请释奴夫。陈阁老一看禀帖，自知理亏，心想：如不释
放，必定引起公愤，还不如顺水推舟，得个通情达理之名。于是就叫海宁州正堂把豆腐店倌放了。后
来有人问那绍兴师爷，为啥要歇一个月才去恳求释放，不好早点吗？绍兴师爷笑笑说：“他是陈阁老
啊！当时递帖，会火上加油，救不了人，只好先让他三分。等他消了气，才能以理胜他。”吴本初搜
集整理一纸奏折废旧规据说在清代，食盐不能从长江以南运到长江以北，也不能从长江以北运到长江
以南。有一年，江南食盐歉收，一时供应不上。杭州知府就派了一批盐商暗中去江北运盐。不料在过
江时不小心，竞被对方拦截。盐商们垂头丧气地回到杭州，把详情向知府大人禀告。杭州知府写了一
封书信，派人快马送去，恳求体察实情，给予照顾。不料对方一点也不肯卖情面，说这是先朝传下的
规约，谁也不得逾越。知府为此事整天愁眉打结，属僚们也一筹莫展。这天，有个幕僚忽然想起他一
个姓李的书友。这书友秀才出身，住在铁冶岭层园，博学多才，是个一等的“刀笔”，只是平时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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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易出手，如果他肯出手，那必定是马到成功。于是，那幕僚向知府推荐了李秀才。知府就备帖叫他
去请。那幕僚到铁冶岭层园找到李秀才，就单刀直入地说明了来意。李秀才一听此事关系到江南百姓
的生活，就欣然同意了。两人来到知府衙门，知府亲自接待。李秀才说：“要解决此事，势必通天。
但革除旧规并不容易。皇上准奏，固然能为民造福；万一不准，怪罪下来，则非同小可。不知大人肯
担此风险否？”知府考虑一下说：“有理走遍天下。只要理站得正，这风险就由我来担吧！”李秀才
高兴地说：“爽快，爽快。”便当场写了一个奏折。其中主要有这样两句：列国纷争，尚且移民移粟
；大清一统，何分江北江南。知府看了大喜，立即差人将此奏折送往京师。皇上读后批给户部。户部
觉得句句在理，无可辩驳，就下文取消这一禁令。从此，食盐就能南北调运了。江峰口述诸葛珮搜集
整理三个烧饼买“涌金”杭州知府想请徐文长写“涌金门”三个大字，把园林装点装点。其实，是想
借徐文长的名气，抬高自己的身价。他挽熟人，托亲眷，几次向徐文长出价：“愿以三百两白银作为
酬劳。”不料竟一次又一次地碰壁，徐文长说什么也不肯写。这样，弄得知府毫无办法。有个师爷对
知府说：“徐文长原先也是我们行中的人，在下十分熟悉。此人绝顶聪明，一般不会上当。不过他有
个怪脾气，凡是他乐意的人，你不请他，他也会题个联或者画个画送给你；否则，即使金元宝捧到他
面前，也难以求到他的半星墨迹。大人不用烦恼，常言道，只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呵！”杭州
知府听听师爷的话里有文章，便要求他出主意。师爷说：“办法倒是有的。不过，不宜张扬。时间或
许要长一些。这叫‘急事缓取’。”知府颔首微笑，把师爷请进内室密商对策。过了几天，绍兴前观
巷巷口新摆了一个烧饼摊。烧饼师傅姓金，专卖猪油葱花饼，两文钱一个，真是又香又酥，价廉物美
。徐文长很爱吃这种烧饼，一天三个，每天必买。几天之后，徐文长觉得有点奇怪：这个金师傅做的
烧饼，个头要比别的摊上大得多，味道也难的摊上好得多，为何价钿不贵，两文钱一个，难道不怕蚀
本？于是就去询问金师傅。金师傅说：“我是薄利多销，多中取利。再说，来买烧饼的多是些穷兄弟
，不好多赚他们的血汗钱呵。”徐文长暗想，做生意的人多得很，像金师傅这样的厚道人，实在少见
。于是就关心起他的生计来：“金师傅，你为何不去租一间当街的小屋昵？这样每天搬进搬出，多么
不便。”金师傅说：“先生，我初到宝地，人生地不熟，哪能租得到当街的房屋呢？”徐文长说：“
这个容易，我给你想办法。”金师傅说：“那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了。”徐文长真的替金师傅租到了
半问当街小屋。金师傅把屋粉刷粉刷，就搬到那里营业。第二天，徐文长又来买烧饼了。他把新屋里
里外外打量了一番，高兴地说：“这样好多了，好多了。可惜还缺块招牌！”金师傅委婉地说：“这
个只好作罢了。请人写招牌，我还没有这个力量哩！”徐文长连忙说：“我愿效劳，我愿效劳。”金
师傅抓抓头皮说：“老是麻烦你，多不好意思。”徐文长笑着说：“区区小事，何用挂心。快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金师傅指指地上那只号有“涌记”两字的粉箩说：“小名阿涌，俗得很哪。”徐
文长说：“好，我马上给你写来。”转身便走。金师傅随手拿了三个猪油葱花饼，兴冲冲地追了上去
，边追边喊：“徐先生，哪好再劳驾你，我自己到府上拿吧。”等到金师傅赶到“青藤书屋”，徐文
长早把招牌写好了——“金涌记香酥烧饼，门货拆兑。徐渭书”十四个大字，赫然耀目。金师傅高兴
得笑眯着眼，连连道谢，一边递上三个烧饼，一边气咻咻地说：“先生你真好，为了我，连烧饼都忘
在小店里了。”说完，急忙拿了招牌字，千谢万谢地告辞了。他走出“青藤书屋”，加大脚步，什么
也顾不得收拾，径投杭州而来。徐文长目送金师傅出门之后，才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拿起饼来咬了一
口。他想：金师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做什么呢？⋯⋯低头一想，唔，不对，大水冲倒龙王庙——
中了杭州府师爷的圈套，“涌金门”三字被骗走了！杨乃浚搜集整理“敲竹杠”的来历现在，民间常
常用“绍兴师爷”一词，来形容人的刁钻刻薄。其实，原先的“绍兴师爷”都是科举不第的读书人，
他们有学识，有心机，办事顶真。后来，有一桩偶然的事情，使“绍兴师爷”和“敲竹杠”无形地联
系在一起，故而使“绍兴师爷”这个词带有贬义性质。清末时候，沿海一带贩卖烟土成风，清朝政府
在各地设立关卡，严禁贩卖烟土。有个狡猾的云南客商，经常以贩卖土布、山药为名，夹运烟土，往
返于云贵、江浙之间。因为他想的办法巧妙，所以从未被关卡查获过。原来，他在毛竹刚生长时，就
偷偷剖开嫩竹，藏进烟土，等毛竹长大后，便将这些毛竹做成竹杠、船篙。因此，竹杠外面，天衣无
缝，一点不露痕迹。这一天，云南商船来到浙江绍兴码头，关卡检查官照例上船检查，他们从船舱底
下翻到船舱上面，从土布翻到药材，查不出一点烟土。正准备放行时，一个在关卡办事的绍兴师爷突
然来到船上，似乎要再搜查一遍的样子。这时，他正吸着长管旱烟，一边“啪嗒啪嗒”地吞云吐雾，
一边走进船舱，提起长筒烟管，向搁在船舱上的竹杠“笃笃笃”地敲了几下，准备把烟灰磕掉。谁知
这“笃笃笃”一敲非同小可，吓得云南客商忙从船舱里钻了出来。他神色慌张，以为绍兴师爷看出了
他窝藏禁物的秘密，敲敲竹杠，是打个暗号给他。云南客商早有准备，忙从怀里掏出一包银子，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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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旱烟”，悄悄地塞给这位绍兴师爷，并打着笑脸说：“这是包上等‘云南旱烟’，烟味醇厚，
与别处旱烟不同，请师爷笑纳。”绍兴师爷朝云南客商看了一眼，用手一掂，分量沉重，知道里面是
银子。心想：他既然重金相赠，船中一定藏有禁品，但一时又查不出来，如今乐得做个人情，便闷声
不响地将“云南旱烟”塞进腰包，管自上岸而去。后来，云南客船夹运的烟土，被别的关卡查获了，
才知道烟土是暗藏在船上的竹杠中的。从此，“敲竹杠”一词，便与“绍兴师爷”连在一起，在民间
流传开来。鲁新搜集整理周省三换套杭州府首席刑名师爷周省三，原籍绍兴府会稽县。这天，他正在
参阅公文，为一件冤案煞费苦心。什么冤案，因为他家乡老故亲有个女儿，名叫兰香，在会稽县一个
姓鲍的大盐商家里做丫环。这姓鲍的年过半百，膝下无子，讨了个二十多岁的二房，一年后生了个胖
儿子，谁知产妇娘吃了一碗由兰香端来的白糖西湖藕粉就死了。鲍家大奶奶一口咬定是小兰香与死去
的二房争高低，起了谋害之心。一张状子告了小兰香一个死罪，现在关在牢里。这位老故亲挽亲托眷
，典屋卖田，结果还是救不了自己的女儿，所以他特地赶到杭州来，向周师爷求救。在封建社会，犯
了死罪，一般都在秋后处决，牵连到自己头上，纷纷说明情况，收回伪证。这样，反而使元凶自己暴
露了出来。元凶不是别人，正是那个鲍家大奶奶。因为她既想传“香火”，又要拔“眼中钉”，于是
嫁祸于小兰香。满以为来个“移花接木”，可以瞒天过海了，谁知害人反害己，最终自己身陷囹圄。
许滔搜集整理虚设“甲千年”江边有座小山头，世代都是李家产业。有一年来了个风水先生，说这山
的风水好，要是在上面安葬祖坟，后代子孙必然高官厚禄。这话传到邻村张员外耳朵里，张员外便起
了坏主意，说这山是他家的，上面有张姓的祖坟。从这以后，张、李两家便打起官司来。张员外做贼
心虚，为了达到霸占这座小山的目的，就挑了一坛酒、一个猪头，去求绍兴师爷助他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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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绍兴师爷的故事》是“山海经故事丛书”之一，是一套充满历史传奇、民间智慧和民俗风情的丛书
，这里有西施帮助越国复国的勇敢和美丽，有三国风云人物的狡黠故事和英雄气概，有江南第一家的
斗智斗勇、化险为夷，也有王羲之、吴道子、李白、苏轼、米芾、徐文长、郑板桥等等文人雅士的聪
明谐趣，还有绍兴师爷、济公的神奇莫测、扶危济困，更有八仙、珍珠蚌等美丽动人的传说⋯⋯其中
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和幽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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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們家祖上也是世代做師爺的，從中可對“硯田筆耕，游幕四方，三寸竹管，臆揣官事”的師爺
生涯窺斑見豹。對我寫家族史也是一本很好的參考書。
2、故事会
3、一开始还以为是古文，没想到是白话文，不过故事值得一看。很有意思的。
4、民间故事，读来有一种老味道
5、此套书已买齐。
6、故事生动幽默，非常喜欢
7、实惠，故事很好
8、四年级的儿子很喜欢看，说绍兴的师爷怎么都这么聪明呢！
9、很薄的一本小书，内容十分之浅显，观点十分之正面，如儿童故事。最令人失望的一点是只注明
了搜集整理人，却没有说明出处。有四分之一的内容跟师爷无关，属于“其他聪明人轶事”。
10、小学时读过，但不是这个版本。买来纯属怀旧，当年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故事啊⋯⋯说实话，我觉
得这样的故事比无聊的公主王子童话更适合小朋友读
11、文章通俗易懂,而且还能让小朋友学到字的变化(如&amp;#34;四&amp;#34;字变&amp;#34;
兄&amp;#34;字),增添兴趣.大人也学习
12、重温儿时的时光
13、一些短篇小故事，幽默中透着睿智，惩恶扬善，大快人心。
14、读过

15、哈哈哈原来鲁迅先生的“刀笔吏”是这样⋯⋯
16、故事趣味性强，是供茶余饭后消遣的好书，不过故事很多是杜撰的，不太真实
17、孩子和大人都喜欢看，孩子经常看看，被里面的内容吸引，大人也可以看那看哦。
18、怎么就想起这本书了⋯⋯
19、内容很有趣，别出心裁，里面好多小故事都是我从来没看过的，了解了古人呵呵，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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