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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家风家训

商丘自古是戏剧之乡，流行有多个戏剧种类。历代的
商丘有识之士为了弘扬优秀文化，把在商丘发生的故事经
过艺术加工，编成戏剧，有一些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
成了脍炙人口的传统戏，至今上演不衰。

《马前泼水》

《马前泼水》又名《朱买臣休妻》。相传，西汉时，吴
人朱买臣是一个读书人，家境贫寒，但学识渊博，携妻子
去京城长安求官，路经柘城东南三十五里的一座破庙，其
妻崔氏不愿再跟着他受苦了，在破庙里强迫他写休书将其
休了，任其改嫁。朱买臣无论怎么劝说都不行，只得答
应。崔氏离开朱买臣后，嫁给当地一个姓张的木匠。开始
时日子过得还不错，但她好吃懒做，过了些时，家中便一
贫如洗了。

朱买臣去长安，经在朝中做官的同乡介绍，见到了汉
武帝，其学识得到汉武帝赏识，让他去做会稽太守。朱买
臣赴会稽上任，路经柘城起台集西小街，路旁一所房子里
走出一妇人，到外边泼倒污水。污水流到朱买臣马前，朱
买臣认出是前妻崔氏。崔氏一看，高头大马上坐的官员正
是自己的前夫朱买臣，于是哭鼻子抹泪，捶胸顿足，向朱
买臣苦苦哀求与她破镜重圆。朱买臣想起当年逼他写休书
一事，说：“倘若你能将你泼在我马前的污水完全收起来，
我便答应你。”崔氏连忙拼命地将泼出去的水往盆里拨拉，
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泼出去的水完全收起来。朱买臣望着
她说：“覆水难收，你就不要妄想了！”说罢便策马而去。

崔氏望着朱买臣的背影，羞愧难耐，后悔不已，投井
而死。

后来，有人将这一故事编成了戏剧，教育人不要因眼
前利益而忘义，见异思迁。经艺术加工后情节生动感人，
发人深思，久演不衰。朱买臣投宿的那所破庙被后人重
修，取名为“买臣寺”。

《香囊记》

《香囊记》是豫剧传统剧目之一，鞭笞了封建门第伦
理，主题思想积极向上，剧情曲折感人，为观众喜闻乐见。

该剧故事原型在商丘。明朝时期，宁陵张弓集西王堡
村有一王姓大户，家中有一美貌善良、心灵手巧的女儿。
一日，她去姥姥家探亲，赶车送她的是一个佃户的儿子。
小伙子生得一表人才，且善于讲故事、说笑话。一路上，
他讲故事绘声绘色，讲得姑娘一会儿低头含笑，一会儿用
手帕暗掩抹泪。从此以后，姑娘暗暗爱上了这个小伙子，
不管出门到哪儿，都叫他赶车送她，有时在家也设法接近
他。她为小伙子精心绣了一个桃形香囊，送给了小伙子。
她父亲知道后，以为太伤风败俗，把责任全推到小伙子身
上。一天夜里，她父亲把小伙子吊在马棚上毒打一顿，赶
了出去；当夜又把一把刀和一根绳子摆在姑娘面前，逼她
速死，以绝影响。

姑娘拿着绳子去向母亲诀别，母亲搂住女儿痛哭不
止。好心的仆人为她们出了个主意：秘密把姑娘放出村
去，买一口棺材放在室内，让姑娘的母亲装模作样地痛
哭，说是闺女已经死了。事情在当天夜里就办成。姑娘的
父亲信以为真，便让人把棺材运到地里埋了。

姑娘出去时带有银两，之后找到了那个小伙子，两人
一起逃到了睢县境内，在一个小集上安家，两人以给人家
干活为生，日子虽贫，但男恩女爱，幸福美满。

母亲一直暗中打听女儿的下落，几年后打听到了，便
背着老伴暗中差人送东西接济她的女儿和女婿。她想，事

情过去了几年，老头子的气也该消了，便劝说丈夫，让他
回心转意。姑娘的父亲佯作答应，并说：“好吧，我先派人
给闺女捎个信，送去些东西。”

姑娘与小伙子接到父亲让人捎的信，觉得父亲真的回
心转意了，非常高兴。接着，他们又接到了父亲派人送的
酒菜，更是喜出望外。夫妻俩开怀畅饮，没想到父亲在酒
里下了毒，一对恩爱夫妻抱在一起死亡。

这个故事震撼人心，有文人据此写成了一个剧本，名
为《香囊记》，将原来的悲剧结局改为男女锦衣相聚的喜庆
结尾。后来又被改编成豫剧《抬花轿》。

《李天保吊孝》

据传，清朝时，归德府商丘县西北 40多里有一个村庄
名叫高台子李（现属梁园区谢集镇杨波楼村委会）。当时，
村中有个书生名叫李天保，天资聪颖，是私塾里出名的学
生，人人都说他有出息。李天保的舅舅家在高台子李西不
远的赵村集，集上有个张员外，夫妇无子，只有两个女
儿，大女儿张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一天，李天保到
舅舅家走亲戚，张员外见李天保一表人才，又知李天保是
富家子弟，饱读诗书，觉得李天保如果以后能做官，自己
也能沾不小的光，于是便托李天保的舅舅做媒。李天保的
舅舅也觉得两家门当户对，两家的孩子也很般配，乐于做
媒。媒一说就成了，两家交换了订婚帖。

没料到还没等到李天保娶亲，李天保家在一天夜里突
然失火，人们救火不及，房屋和家产被烧了个精光。李天
保的父母心疼过度，得下了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消息
很快传到了赵村集，张爱听说后，在自己的闺房里痛哭一
场。

张员外是个嫌贫爱富的人，听说李天保成了孤苦伶仃
的穷光蛋，以后也难成学业，便想赖婚。有一个媒婆听说
了，便到他家为张爱说媒，说的是孔集的一个富户。于是
张员外便下了赖婚的决心，但却想不出正当的理由。最后
他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谎称张爱得病暴死，通知李天保，
让李天保断了娶张爱的念头。他觉得李天保听说张爱死了
后不会再想着这门亲，却没想到李天保听说张爱“暴死”
的消息，悲痛至极，想起张爱对他的痴情誓言，决定去张
家见未婚妻最后一面。

张员外千方百计拒绝李天保前去，李天保的舅舅说：
“两家既然早已订过了亲，李天保坚决要来，就不应拒
绝。”张员外拒绝不掉，慌了手脚，决定为张爱设假丧仪
式，让张爱躺在棺材里装死，骗过李天保，混过这一关。
但张爱誓死不从，紧急中，张员外把张爱锁到闺房里，让
二女儿扮成张爱躺在棺材里。

李天保在舅舅的陪同下来到张家，执意要见张爱最后
一面。张员外觉得李天保在棺材附近看一眼就完了，为防
露马脚，让李天保离棺材远一点。他拉住李天保的手，生
怕李天保离棺材太近。没想到李天保一见棺材顶被掀掉，
便止不住悲痛，突然挣脱他的手，扑向了棺材，一下抓住
了棺材中张员外二女儿的手，正要对“死尸”哭诉真情，
突然感觉到“死尸”的手是热的。李天保以为张爱又活
了，激动得连忙掀掉“死尸”的蒙脸纸，一看，不是张
爱，而是张员外二女儿。李天保大惊，问张员外是怎么回
事。

事到如今，张员外一抹脸皮，耍赖说大女儿并没有和
李天保订婚。李天保说：“我们两家已经互换了婚帖，怎能
赖婚？”张员外觉得李天保家的那份婚帖早在火灾中烧掉
了，便让李天保拿出婚帖来。李天保拿不出，说有媒人舅

舅为证。张员外说空口无凭，不能算数。双方各执己见，
争执了一阵，最后谁也不让步。

李天保的舅舅十分气愤，带李天保回到家里，商量对
策。最后决定让李天保到县衙告状。因为高台子李村属商
丘县，李天保便去了商丘县衙。商丘县知县接状，见状纸
写得好极了，问李天保是请谁写的，李天保说是他自己写
的。知县暗暗称赞李天保的才学，但赵村集归宁陵县管，
他不便审断此案，便将此状上承归德知府。归德知府便将
此案转给了宁陵县，责成宁陵县知县依理依法公正判案。
宁陵县知县立即命衙役将所有与事情有关的人传去，审清
问明，最后将张爱判给了李天保，并判罚张员外拿出 5000
两银子给李天保重建家园。张员外吓出一身冷汗，舍不得
出罚银。李天保向知县说他不要罚银，只要能让他和张爱
成婚就行。

官司结束后，张爱发誓不跟张员外回娘家，直接跟李
天保去了高台子李，与李天保成了夫妻。李天保家虽然房
产被烧光，但土地还在。李天保变卖了一部分土地，又盖
起了新房。商丘县知县想着李天保的好才学，不久便让李
天保到县衙做了官，李天保把张爱也搬到商丘城居住。张
爱觉得有张员外这样的父亲太丢人，誓死不与张员外来往。

因为李天保的故事太离奇，有文人在此事的基础上加
以虚构，编成了戏剧，名为《李天保吊孝》，为回避矛盾，
将故事中的人名有的作了改换，情节也更加引人入胜，一
直在民间传唱。

《刘墉下南京》

《刘墉下南京》又名《刘公案》，是五部连台本豫剧，
盛行于豫东、鲁西南、皖北、苏北一带。历史上的刘墉是
山东诸城人，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乾隆三十四
年，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南京）知府，因为驼背，被称
为“刘罗锅”。

刘墉为官爱民，清正廉洁，铁面无私，深得百姓爱
戴，有关他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做江宁知府为民作
主的故事后经文人加工，编成曲艺演唱本，被河南坠子等
曲艺形式演唱，流传很广，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常演不
衰。故事梗概为：乾隆年间，西宫娘娘耶凤英之父为官不
正，贪赃枉法，被国太的干儿子、“三千岁”刘墉所铡；耶
凤英金殿动本，乾隆要斩刘墉，被太后保下，让刘墉去西
宫赔罪。刘墉到了西宫，耶凤英在酒中下药将他毒倒，命
人将他抬到自己床上，做好假现场，再次上殿动本，诬陷
刘墉酒后调戏她。没想到刘墉被宫人所救，耶凤英反被刘
墉所铡。乾隆皇帝动怒，把刘墉贬官三级，出任江宁知
府。刘墉去南京上任，在去大皇庙烧香途中，遇上许天官
之女许翠屏为丈夫出殡，外穿重孝，内套红衣，又听百姓
议论是许翠屏害死了丈夫。刘墉知道其中必有冤情，把许
翠屏带到府衙审问，许翠屏死不招供。总督高俊成是许翠
屏的表哥，得知表妹被江宁知府刘墉抓走，三提刘墉。他
原不知新任江宁知府是“三千岁”，知道后，宁愿不再追究
此事。刘墉发誓要查清此案，如查不清案情，宁愿奉上首
级。许天官得知后上殿动本，求皇上和国太为女儿作主。
国太派孙、吴二卿去南京处理此事。刘墉把案情查明，原
来是许翠屏勾奸夫害死本夫，并让证人公堂作证。案情落
实，刘墉铁面无私，依法铡了许翠屏。

1924年，大红脸张海清和刘芝兰（刘娃）在商丘的朱
集戏院根据长篇坠子《刘公案》改编成豫剧连台本，名为
《刘墉下南京》，首次搬上舞台，受到观众欢迎。后来广为
演出，并有多种剧种移植，久演不衰。

源于商丘的传统戏
□ 刘秀森

仕途四美

植节概两间，流仁恩于万姓，
委荣华于中路，贻清白于后昆。是
谓仕途四美，君子务之。

官门四孽

负盛气以凌人，借贵交而复
怨，受私赇以谒事，灭公道以营
家。是谓官门四孽，子孙戒之。

居官五要

居官有五要：休错问一件事，
休屈打一个人，休妄费一分财，休
轻劳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钱。

《仕途四美》《官门四孽》出自
吕坤《去伪斋集》卷七《杂著·仕
箴四》，《居官五要》出自吕坤《呻
吟语》卷五《治道》。

吕坤为明代万历年间“天下三
大贤”之一，官至刑部左侍郎，逝
后诰赠刑部尚书。吕坤祠坐落在宁
陵县城北大街路东 （今新吾北
路），二门正南是尚书府，五间客
厅，后墙上有家训碑一座，碑文是
吕坤生前所撰对后代的“仕途四
美”“官门四孽”“居官五要”。

吕坤 《仕途四美》《官门四
孽》《居官五要》家训是教育警诫
吕氏子孙为官从政的箴言，同时也
可作为教育广大官员如何做人的箴
言，更是吕坤在贪欲横流的明朝发
出的世人皆病吾独醒的“呻吟”之
语。

吕坤在三篇家训中认为，人生

于天地间要有志节气概，施惠于天
下百姓，抛弃荣华富贵，留清白
于后世，这是做官的四种美德，
是吕氏子孙和一切执政者应该追求
的。依仗威严的气势压制别人，凭
借结交权贵以泄私怨，接受贿赂
为人办事，泯灭公平正大之道以
谋计身家，这是做官的四种恶
行，将遗留祸患殃及后代，吕氏
子孙在为官时一定要警诫自己不
做。做官有五个要求：不要错问一
件事，不要屈打一个人，不要浪费
一分财，不要轻使一民力，不要贪
图一文钱。

做官先做人，为政必修身。吕
坤教育子女做人要讲道德，做官要
讲官德，只有品位高尚的人，才可
以做“仕途四美”的好官。要修身
立节，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做个品位高尚的人。
要以民为本，做官不为民做主，不
如回家卖红薯，要做一个为民着想
的官、一个为民请命的官、一个一
心为民的官。要不慕荣华，要坚持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提高自
我控制力，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
己。还要清正廉洁，老老实实做
事，清清白白做官，干干净净做
人，始终坚持造福于民。吕坤如是
说如是做，他在山西大同任知县
时，大同百姓甚为贫苦，吕坤便特
别注意扶危济困，体恤孤弱。而对
豪强，他却颇为严厉。大同县王某
殴伤人命，判成抵命罪。罪犯的姻

弟王家屏官居吏部右侍郎，因继母
丧在家守孝，期满应补吏部尚书。
王家屏为此事前去找吕坤说情，吕
坤断然回答：“狱已成，不可反!”
王家屏赞“天下第一受嘱托者，无
如大同令矣”。

做官不做人，后果很严重。吕
坤认为只想做官而不想修身做人，
就很容易成为昏官、贪官、赃官、
坏官，是为“官门四孽”。“四
孽”的主要表现，一是盛气凌
人，二是结党营私，三是接受贿
赂，四是假公济私。“四孽”是忘
记了做人做官底线的表现，一朝为
官就得意忘形地抛弃了修身做人的
优良传统。吕坤对自己为官的评
价是，短于谋身而长于忧世，自奉
简约而重义明法，意所不平每至忘
己。吕坤曾写《僚友约》供为官者
共勉，提倡官员应该崇真尚简，公
为天下，反对繁冗缛节、循规蹈
矩，以及随波逐流、不敢作为的官
场混世行径。

在我国历史上，家庭是传承中
华传统美德的基本场所，家训家规
是中华传统美德传承实践的重要方
面。以吕坤“仕途四美”“官门四
孽”“居官五要”为范的充满正能
量的传统家风家训家规及其蕴含
的传统美德，在当今时代依然有
其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继承和弘
扬传统家训家规文化，既是领导
干部政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我
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吕坤家训中的清风正气
□ 马学庆

每次从东门进商丘古
城，过月老公园，我总要多
看几眼路北的月老铜像，拄
杖立于半月上，慈眉善目，
让人心生欢喜。

这个月老铜像的原型应
该就是 《续玄怪录·定婚
店》里边的那个月下老人。
《续玄怪录·定婚店》的大
体意思就是唐朝元和二年，
韦固路过宋州宋城（今商丘
古城），夜晚遇一老人在月
光下翻看一本婚姻簿。月下
老人为韦固牵红绳指明婚嫁
对象，后来韦固果然应月老
之语与相州刺史王泰之女结
为连理。

宋城县的县令知道了这
件事情后，就把韦固原来住
的旅店题名为“定婚店”。

从古今所有有关月老的
文章来看，商丘作为月老传
说的发源地是毫无争议的。
譬如，《太平广记》《大明一
统志》《大清一统志》等都
可互相印证。

火神台东侧的月老祠，
我去过几次。内供有白发银
须老人坐像，他一手执婚姻
簿、一手牵红绳，祠门有
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
属，是前身注定事莫错过姻
缘。这个对联的意思，就是
姻缘天定，谁和谁能结婚大
体都是先天定好的。这虽然
有些宿命论，但在离婚率居
高不下的当下，以适当的隐
忍来保持婚姻的稳定性，是
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婚姻稳
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有益
孩子健康成长。家庭小环境
稳定有益于社会大环境稳
定，这是公论。

当然，从沿袭至今的一
些结婚喜庆用语来看，月老
文化传承的核心主题倒没
变。凡是结婚的人家，对联
上总会有“天作之合”“佳
偶天成”“喜结良缘”等词
语，这个缘就是缘分，是男
女双方家庭所盼望的上天所赐的好姻缘。可
惜，如今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是，离婚率
始终在增长。有关数据显示，90后离婚率竟高
达百分之四十多！这是一个隐患很大的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预示着背后要衍生抚养、家庭
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其实，我们身边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
象，就是自由恋爱、没有家长参与意见而结婚
的，离婚率反而比听从媒妁之言、双方父母参
与“拍板”而结婚的要高。如果谈到这个问
题，应该说，我还有些发言权。我从介绍成功
第一对姻缘到如今，已经介绍了不下于一两百
对，经我所介绍成功的十几对姻缘，全部家庭
幸福和美。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其实原因
很简单，就是对双方父母家庭状况、社会地
位、人品德行以及男女双方个人综合质素等事
前已经进行了全方位评价。综合条件基本对
等，容易同频共振。再者说，为自己孩子“掌
眼”，哪个家长不冷静呢？！

基于如今的现状，商丘打造、擦亮月老文
化品牌正当其时。首先，可以组织以新媒体为
主导的宣传推介团队，做好高品质的月老文化
宣传方案，把“月老文化起源于商丘”这一主
题持续放大，形成网上网下互相支撑的强大宣
传声势。其次，可以把婚庆概念注入进来，推
动把商丘古城打造成全国独一无二的订婚仪式
或婚礼仪式举办首选地。再次，可以面向全
国，举办大型的金婚、银婚等纪念日活动。最
后，可以借情人节、乞巧节等节日举办万人相
亲会，当然也可以定期举办小规模的专业类别
相亲会，譬如，教育系统相亲会、音乐爱好者
相亲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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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老公园里的月老铜像。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韩公亭是明代永城八景之一，叫韩亭霁
月，由于年代久远，早已毁废。然而它在永城
历史上却赫赫有名，在宋元明清时代，曾辉煌
800余年之久，是当时永城的标志性建筑。

韩公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宋朝咸平年间的
永城县令韩亿。这是位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
在《宋史》中专门有传。韩亿，字宗魏，祖居
河北灵寿，后迁居开封杞县，生于宋太祖开宝
五年，宋真宗咸平五年考中进士，登第后就来
到永城做县令。宋仁宗景佑四年，授参知政
事，当上宰相，其子在宋神宗时也官居相位。
韩亿在永城做了三年县令，治政的名声很好，
远近闻名。当时其他县不能断决的案子，郡守
就让韩亿决断。韩亿还免去老百姓修筑防河大
堤的赋税，赈济穷人，救助孤寡，甚至连老百
姓婚嫁和丧葬的费用也资助，所以历史对他的
评价很高。自宋以来，韩亿被列入永城名宦。
按当时制度，在永城孔庙左右修建韩亿祠堂。

韩公亭在什么地方呢？据清康熙版《永城
县志》记载，在旧县署内后边。这是一座高大
的建筑，也是一座楼阁。始建于北宋咸平七
年，建亭的背景是“政平讼理，境内清宁”，建
亭的目的是“览山川，临风景，对花卉，或陈
樽俎，以节劳逸，陶真乐尔”。不久就变成了怀
念韩亿的纪念亭。元代韩公亭碑文记载“邑人
沐公之化，思公之德，睹斯亭犹南国之甘棠”，
成为一处胜迹。永城明代兵部尚书丁奎楚十二
岁时，赴县应童子试，试官考其才，指韩公亭
令他吟咏，丁奎楚才思敏捷，出口成章，随口
作诗道：“韩公楼，楼最好，气象巍峨镇云表。
仰观星斗灿，俯视乾坤小。试看万里动风色，

聊将一笑登烟皋。”试官大惊，惊叹其小小年纪，却才华横溢，才
华出众，心胸不凡，志向远大。试官喜出望外，觉得良才难得，十
分可嘉，当即录用。

宋元以来，官员、文人学士纷纷登临韩公亭，发思古之幽情，
抒缅怀之感慨，赋诗作文，写下了不少诗篇，表达了对韩亿的追思
和怀念，韩公亭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历代官府对韩公亭也很重视，
屡毁屡修，明代后期韩公亭移建于县衙西部大隅首东侧，明末清初
因年久失修废弃了，从此永远消失了。韩公亭虽然消失了，但它却
向人们昭示着永城历史文化的斑斓和厚重，演绎着历史文化的经久
和恒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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