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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二年 %&1$$ 年&# 蔡复一 %&/-1"&1$/ 年& 被

任命为右副都御史# 治理湖北郧阳# 得知消息的百姓额手

相庆) 因为他任山西左布政使时# 上书朝廷免除强加在百

姓头上的各种苛捐杂税# 深得百姓爱戴) 可是郧阳的大小

贪官暗自嘀咕# 因为他任易州兵备时# 带头捐出俸金) 贪

官们害怕他到任后# 不但没法贪污# 还得捐出他们的

工资)

走在郧阳的路上# 蔡复一看到的是四处草木枯死# 村

庄凋敝) 他刚好碰到一群逃荒的百姓# 连忙上前询问一个

衣衫褴褛的老人# 老人回答说老天干旱不下雨# 村民们没

有活路# 加上官府派人催缴税收# 他们只好逃荒要饭)

蔡复一听完# 并不怨天尤人# 而是陷入如何拯救黎民

的沉思中) 他想这里民风彪悍# 又遇大旱# 皇帝把这个

'烂摊子( 交给他# 说明信任他# 希望他能治理好郧阳)

一到官府# 属下官员们早已筹备接风洗尘的宴会) 蔡

复一本想拒绝# 他的夫人李氏却提出不同的意见# 她说!

'假如你拒绝他们的好意# 他们对你阳奉阴违# 以后你还

怎么开展工作) 另外我们也没多余的钱# 不如让官员们出

一点钱# 你就可以救济百姓了啊.(

蔡复一听后连连称妙# 于是召集官员开会#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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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大人# 你们的美意# 我心领了# 可是百姓们连

吃的都没有# 我们却大摆筵席# 怎么心安呢0 不如我们免

了这顿筵席# 把钱捐给百姓# 也为各位大人博得好名声)(

官员们本想借机巴结蔡复一# 可他竟然连官场的例行

礼节都免了) 怎么办0 由于对蔡复一心存敬畏# 只好很不

情愿地把随身带来的财礼都捐献出来) 一场奢华的宴会变

成了简单又有意义的茶话会) 不过贪官们并不这样想# 他

们担心蔡复一的新做法一旦形成惯例# 那么以后他们履新

职# 就没有油水可捞) 得想个办法教训他一下# 不然 '当

官不发财# 请我都不来()

捐钱救济, 开仓放粮也不是长久之计# 总该做点什

么# 来发展农业) 蔡复一苦思冥想# 最后决定分步施行)

蔡复一觉得农业不可能连连丰收# 即使偶遇灾荒# 百

姓也不会轻易离开家园) 俗语说天作孽犹可活# 百姓活不

下去的原因是官府未及时赈灾# 甚至有些地方官为了升官

巴结上司# 随意加重百姓的税收负担) 于是蔡复一写好奏

疏# 连夜派人送往京城# 他以孟尝君烧毁债务账簿收买民

心为例# 请求皇帝免除加派给郧阳十几万两白银的赋税)

皇帝知道蔡复一忠心耿耿# 立刻准奏# 并授予他便宜行事

的大权)

蔡复一把逃难的百姓组织起来开挖沟渠# 兴修水利#

以工代赈) 百姓看到希望# 积极参加劳动) 灾情虽然没有

很快根除# 但是在人畜饮水方面有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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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 不少官员纷纷建言# 请道士作法祈雨) 举

办法会看似为百姓# 其实操办祭品就有油水可捞# 这就是

所谓的大搞名堂贪污)

孔子说# '子不语怪力乱神() 其实# 请道士作法祈雨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蔡复一认为属下的建议# 除了劳民伤

财外# 没有实际意义# 于是义正辞严地否决了) 他说!

'天时不给我们# 可是我们已经有了人和# 只要我们再努

力改变地利# 那么天大的灾难也可躲过去) 虽然农业有时

候要靠天吃饭#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里变成鱼米之乡# 那么

小小旱灾又怕什么.(

贪官们表面上接受他的说法# 但心中窃喜# 觉得可以

利用此事大作文章# 让皇帝罢了蔡复一的官)

李氏知道后# 就劝蔡复一说! '百姓受教育有限# 比

较迷信# 作法祈雨不一定会有效果# 但至少可以安定民

心) 况且遇到大灾荒# 皇帝也曾发布罪己诏# 带头祈雨)

你也该将就一下# 不然倘若有人向皇帝告状# 就麻烦了)(

蔡复一听了夫人的话# 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第二天#

他对众官员和百姓宣称! '我福分薄# 得罪于老天爷# 我

甘愿受罚# 我要在狱中祈求老天爷下雨)( 说完他脱下官

服# 摘下官帽# '布衣素冠(# 走进监狱)

贪官们一时找不到借口# 只好按蔡复一的要求# 捐献

俸禄给灾民) 百姓非常感动#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共克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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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能理解丈夫的 '偏激( 行为# 可是她一个弱女

子# 怎么帮得上忙呢0 她想到# 可以到街市体察民情# 为

丈夫治理郧阳提供一些参考) 就在她边走边看时# 一个算

命先生迎面走来) 算命先生开口便说她的丈夫有牢狱之

灾) 李氏不知是计# 顿时被唬住了# 不管是不是真正的

'牢狱之灾(# 蔡复一确实是在牢狱之中)

本来# 李氏和丈夫一样都不迷信鬼神# 但是算命先生

说得那么准# 为了郧阳百姓# 也该暂且相信一回# 毕竟丈

夫 '出狱( 之日就是旱灾消除之时) 于是她按算命先生的

要求# 提供丈夫的生辰八字# 但她坚决不说丈夫的名字#

目的是防患有心人加于利用) 算命先生比画几下手指头#

就说她丈夫吉人天相# 很快就会出狱的)

也许是巧合# 也许是老天爷被蔡复一为民操劳的精神

所感动# 没不几天# 郧阳普降大雨) 灾情消除了# 郧阳百

姓纷纷颂扬蔡复一的功德)

出狱后# 李氏给蔡复一端出水酒# 相互庆贺) 当李氏

说起算命先生的事# 蔡复一就很不高兴地说! '你被骗了#

算命先生肯定知道你是我的夫人# 而你把我的生辰八字给

他# 万一有人利用生日送礼给我# 怎么办0( 李氏本想帮

助丈夫# 却不小心留下隐患# 愧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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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复一为官勤政爱民# 廉洁自律# 政绩显著# 死后被

赐谥 '清宪() 他在仕途有所作为# 离不开贤内助李氏

%&/'$"&1/$ 年& 的大力支持)

蔡复一的长相让人不敢恭维! 一眼有眼翳# 一脚有点

跛# 满脸麻子外加驼背) 但他身残志不残# 从小聪慧又发

奋读书# 十二岁就写出 *范蠡传+ 而誉满同安城) 李氏是

同安县城驿路潮州太守李春芳的孙女, 东桥广东副使刘存

德的外孙女# 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而且眼光独特)

李氏挑选夫婿不是 '看脸( 而是看 '气质(# 她被蔡

复一眉宇间的轩昂之气所折服) 于是两人偷偷恋爱了) 李

氏的父亲嫌弃蔡复一的外貌# 就来棒打鸳鸯# 骂道! '你

这小子三等残废# 还想娶我女儿# 真是无天无地)( 无天

无地# 在闽南语里的意思是蛮横不讲道理)

他们两人爱情很坚贞) 李氏勉励蔡复一上京赶考# 求

取功名后# 请皇帝赐婚) 蔡复一果然不负李氏的深情# 于

万历二十三年 %&/,/ 年& 考中进士# 成为同安科举史上

最年轻的进士) 有情人终成眷属# 蔡复一迎娶李氏时# 故

意用绿色布匹盖在路的上空# 地上铺地毯# 象征 '无天无

地(# 委婉地讽刺岳父大人以前不该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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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复一初入仕途就被授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 有一

次# 他查到了石显冒杀平民邀功的重大问题) 石显没想到

会栽倒在他的手里# 马上派人送来厚礼求情# 蔡复一坚决

不接受- 石显又派人威胁恐吓# 蔡复一并不屈服)

蔡复一上疏弹劾石显时# 朝廷中一些官员就纷纷出来

求情# 皇帝很为难) 蔡复一见状就启奏说! '石显冒杀平

民# 欺君罔上# 罪该万死# 虽然他有功# 但不能抵过# 否

则不足以平民愤# 国家也就完了)(

最终# 石显被处死)

石显的余党开始刁难蔡复一) 他们向皇帝进言说# 蔡

复一能双手同时写字# 而且写得很漂亮# 得让他去抄写历

年积压下来的文书) 文书共有九大箱# 正常人没有一年半

载抄写不完) 在奸臣们的鼓动之下# 皇帝下旨让蔡复一在

四十九天之内完成) 蔡复一接到圣旨后# 明知是被小人算

计# 可是皇帝一言九鼎# 不可能收回成命# 只好硬着头

皮# 开始双手抄写)

虽然没有废寝忘食# 但蔡复一确实晚睡早起# 三餐乏

味# 有时发现进度跟不上# 就不吃饭了) 过不了几天# 他

身体消瘦# 精神疲惫不堪) 李氏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她

又不能帮他抄写# 只好成天琢磨解决丈夫的吃饭问题)

时逢麦收季节# 蔡夫人想到南宋陆游 '新炊麦香满

村( 的诗句# 又联想到家乡 '煎粑补天( 的习俗) 家乡人

把麦子磨粉煎成一片一片的 '麦皮(# 上山下地拿在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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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吃边走# 十分方便) 于是她突发奇想# 把面粉搅成糊

状# 放在热锅上轻轻一抹# 做成薄薄的面皮# 然后把煮熟

的饭菜放在面皮上# 用手轻轻卷成圆筒状) 每到用餐时

间# 她可以双手捧着温热的 '便当( 给丈夫吃) 如此一

来# 既不影响写字# 又不耽误吃饭)

李氏很用心# 她以香甜可口油饭做主食# 将肉和各种

菜切丝# 调成大杂烩# 这样的 '便当( 有营养又美味) 在

她的精心照料下# 蔡复一终于如期完成朝廷使命) 从此#

李氏助夫抄写文书的故事传为美谈# 也为民间效仿) 闽南

人把这种 '便当( 叫做薄饼# 又称 '春卷( '春饼( '美

人饼( 或 '夫人饼()

正当蔡复一庆幸躲过一劫时# 皇帝忽然派人把他抓

走) 原来皇帝验收文书时# 发现有好几张是指责皇帝, 辱

骂朝廷的文书# 顿时龙颜大怒# 下令处死蔡复一) 蔡复一

直呼冤枉# 可是面对那些 '确凿( 的证据却解释不了# 因

为那些文书的字迹确实跟自己的一模一样# 真是哑巴吃黄

连"""有苦说不出)

李氏闻讯赶来# 请求面圣伸冤) 皇帝本有悔意# 因为

下旨处死蔡复一有点草率# 毕竟他为朝廷处死大贪官# 忠

心耿耿# 不太可能一下子就来个大反转) 于是皇帝让李氏

上朝辩解) 李氏义正辞严地禀告皇帝说! '凡是我丈夫誊

写的文书# 我都在当页左上方盖上一枚家乡祖传的梅花印

记# 不信可以当场验证.( 皇帝一听觉得有意思# 就仔细

/,&

蔡复一% 不给天下官员面子



查看# 果真发现所谓的 '证据( 没有梅花印)

原来# 有人故意模仿蔡复一的笔迹捣鬼) 真相大白

后# 石显的余党统统被革职查办) 蔡复一由于尽职尽忠#

被皇帝晋升)

李氏没有因为丈夫的升官而高兴) 她觉得丈夫伴君如

伴虎# 而且他生性耿直# 不愿同流合污# 也不善于揣摩圣

意# 稍有差池# 就会惹上麻烦) 她劝告丈夫远离朝廷到地

方去# 真正为百姓做点实事) 可是蔡复一觉得在朝廷也可

以为百姓做实事# 始终不听劝)

李氏就故意上朝面圣# 说她和丈夫都是南方人# 在京

城经常闹水土不服的毛病) 皇帝询问蔡复一# 蔡复一不敢

回答) 因为他如果回答没有# 那么李氏就有欺君之嫌# 于

是婉转地回答说感谢圣上关心) 这时# 蔡复一终于明白夫

人的苦心# 最终找到机会向皇帝请求外放到地方任职)

b

蔡复一 '出狱( 后# 开始采取 '核屯额# 肃军实# 饬

吏怀民( 等措施# 相当于现在的打击吃空饷, 裁减人员和

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 加大民心工程投入的力度) 这

样# 既能减轻百姓的税赋# 又能保证上缴国库的任务)

百姓看到税赋减轻了# 自然乐意交税# 官民因税赋问

题而产生的矛盾不见了) 但是蔡复一打击吃空饷, 裁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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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得罪了一批贪官污吏) 蔡复一不惧各种小报告# 不为

各种说情所动摇# 对贪污和浪费行为一打到底# 一时间赢

得百姓的好赞誉)

有个别贪官送大礼给华阳王# 让华阳王想方设法摆平

蔡复一) 贪官振振有词地说! '自古以来# 官场都有潜规

则# 而蔡复一竟然想废除# 倘若他成功了# 皇帝知道后#

小的虽然人头落地# 可王爷的顶戴也保不住# 因为皇帝会

追查你以前的失察之罪)(

华阳王觉得贪官说得有理# 只要把蔡复一拉下水# 你

贪你的# 我贪我的# 大家都相安无事) 思来想去# 他觉得

私下送礼说情# 肯定也会被蔡复一拒绝# 这样不但碰了一

鼻子灰# 还颜面俱失) 贪官最后在华阳王耳边献了一计)

古代上缴的税收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国库# 一部分是

给各地的王爷) 不久# 就到了交税的日子) 郧阳也是华阳

王的领地之一# 因此蔡复一把该交的税收送到华阳王府

上) 华阳王嘘寒问暖一番# 然后端出好酒# 蔡复一不好拂

了王爷的美意# 就喝起酒来) 酒酣耳热之时# 华阳王包了

一个 '大礼包( 送给蔡复一# 并说那是 '利金(# 他该收

下) 说好听点# 利金是慰劳官员的辛苦费# 说不好听点#

就是吃回扣# 这也是当时官场的惯例)

蔡复一马上拒绝# 他高声说道! '有此利金# 难怪各

级官员会不顾百姓死活# 拼命催缴税收# 难怪贪污腐败屡

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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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王碰了壁# 勃然大怒! '你不给我面子# 也是不

给天下官员面子. 以后官员还会为皇上卖命吗0 今天收下

就收下# 不收下也得收下.(

蔡复一义正辞严地说! '别的官员我管不了# 但是郧

阳的利金我就是不收) 你要是强人所难# 那我就收下再给

你# 当成明年税收的一部分.( 说完# 蔡复一转身告辞)

华阳王虽有点佩服蔡复一的一身正气# 但蔡复一不给

面子又令他恼火) 于是# 贪官又给他出了一个馊点子)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个初夏的上午# 蔡复一去府衙上

班# 家里只剩下李氏一人) 忽然有人登门拜访# 送来一大

堆礼物说是给蔡复一祝寿) 这时# 李氏才想起蔡复一忙于

公务竟然忘了过生日) 想起以前替丈夫算命的事# 这下子

她终于相信他的话) 原来算命先生被那些贪官们买通# 蔡

复一生日的具体时间被他们知道# 目的就想利用祝寿这个

幌子# 行贿蔡复一)

李氏坚决不收礼# 她装作生气的样子说! '我丈夫的

生日已经过了# 你祝寿是什么意思0( 说完把送礼的人赶

出去) 送礼的人感到不可思议# 边走边摇头地说难道是算

命先生说错了)

一整天都有人送礼# 赶走一个又来一个# 忙得她焦头

烂额) 可是蔡复一却迟迟不归) 到了太阳下山# 蔡复一才

摸黑回来) 原来他是故意去微服私访了# 好让那些送礼的

人找不到) 他对李氏的拒收礼物的做法十分满意# 有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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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世故由夫人来做挡箭牌会显得婉转一些)

李氏照例是拿出水酒给蔡复一喝# 算是给他庆祝生日

了) 正当他们欣慰而笑时# 华阳王登上门来) 在古代礼

节# 王爷上门那可真是大驾光临) 蔡复一只好接驾) 华阳

王见面就祝贺他生日快乐# 并责怪蔡夫人! '你能骗得了

其他官员# 骗不了本王爷)( 蔡复一和李氏不敢否认# 毕

竟在古代欺骗王爷就类似犯了欺君大罪)

'生日过得这么简朴# 怎么能行呢0( 王爷端起酒喝了

一口# 又说道! '你这么辛劳# 却喝这样不好的水酒# 我

决不能亏待这样的好官员. 来人啦# 赐酒给蔡大人祝寿)(

华阳王让属下献上美酒一坛) 蔡复一碍于君臣礼节#

只好收下)

华阳王一走# 蔡复一捧起酒坛就要拿进内屋) 李氏当

即叫丈夫放下# 她发现这个酒坛的坛口特别大# 觉得有猫

腻. 他们打开酒坛封口# 看到酒坛确实装满酒# 不过坛底

有个金酒壶正闪闪发光) 于是# 他们顾不得庆祝生日# 连

夜把金酒壶送还给华阳王) 华阳王被蔡复一正直清廉, 勤

政爱民的精神所感动# 欣慰地说! '大明朝有这样的官员#

何愁不兴旺0(

事后# 蔡复一赞赏李氏 '能与我共励清操(# 意思是

李氏是能帮他保住清廉的操守) 这个故事在 *明累封夫人

清宪蔡先生元配慈节李氏墓志+ 也有记载)

不到两年# 郧阳大治# 百姓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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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复一% 不给天下官员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