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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二十九年 %&1%& 年&# 三十二岁的许獬高中会

元# 殿试再中榜眼# 一时间道贺者络绎不绝) 他想起以前

屡试不第的种种遭遇# 不禁感慨万分)

许獬十六岁参加乡试获得第一名# 此后却屡试不中#

不但没有谋到一官半职# 还生活困顿# 只好躲到梵天寺里

攻读诗书) 早年父母为他定下娃娃亲# 未婚妻是颜氏姑

娘# 没想到她因病双目失明) 一个穷困# 一个残疾# 好歹

般配# 可是岳父大人竟然还嫌他穷酸想悔婚# 屡劝他另娶

他人) 要不是自己坚持# 岂不是被拆散了好姻缘0 结婚

后# 岳父从不来往) 现在中了榜眼# 岳父大人竟然红光满

面地送财送物# 还贤婿长贤婿短地夸个不停)

以前许獬叫作许行周# 他改名许獬 %獬是一种奇兽#

能辨别是非曲直&# 喻意是要做个正直的清官# 也被亲朋

好友嘲笑) 现在大家都夸他的名字取得好# 难怪会考中榜

眼# 甚至很多人敬称他为 '许同安() 许獬早年写下 *孟

义+ 一文# 因为和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合# 被学使当面扔到

地上) 现在考官们竟然高声称颂说文章观点独特# 耐人

寻味)

以前的种种 '不是(# 现在因为考中榜眼# 全变成了

优点) 榜眼这顶 '帽子( 威力太大了# 许獬心想! 我不能

被众人的夸耀和 '糖衣炮弹( 所迷惑# 要保持自己的

本性)

许獬发现求他写字或写文章的人慢慢多起来# 大有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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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纸贵的趋势) 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书法不错# 但还达

不到名家水准# 人们求他写字的目的无非是想利用他的身

份# 谋取私利或满足虚荣心# 因为每次有人求字时# 都会

送上可观的润笔费) 人情世故有时很难推脱# 如何在俗世

中保持独立的品格呢0 许獬只好闭门不会客# 减少不必要

的交往# 另外# 他让妻子对外宣称他的手不小心摔伤了#

写不了字)

这个秘密瞒不住东厂那帮太监) 他们在朝廷中遍布爪

牙# 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也极力拉拢新科官宦# 目

的是想把持朝政# 为其私利服务) 有个小太监的母亲将要

过生日# 他觉得啥都不缺# 唯独没有许獬的字# 就连夜派

人送来一大箱金银珠宝)

'嘿嘿# 许大人# 这点小意思请收下.( 小太监满脸堆

笑) 许獬对太监把持朝政# 搞得民不聊生的事早有所闻#

又见到他阴声怪调# 顿时觉得恶心极了) 他想平时不来往

的人# 竟然送厚礼# 目的肯定不单纯需要警惕) 另外太监

的母亲# 又没做出什么好事# 值得为她写祝寿文吗0 倘若

为那些财物而写# 岂不是人格低下, 斯文扫地0 因此许獬

婉转拒绝)

'是不是润笔费太少了0 来人啊# 再送一箱财物过

来.( 小太监耐人寻味地笑着) 许獬一听# 觉得像吃了苍

蝇一样难受# 但碍于面子# 只好再次委婉地说! '手伤#

不方便提笔)( '没事# 等你手伤好了再写)( 小太监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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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饶) 许獬见到小太监很难缠# 因此直截了当地拒绝说!

'我们素不相识# 恕难从命.( 说完# 许獬把两箱财物扛到

门外) 小太监感觉很没面子# 恼羞成怒# 恶狠狠地说!

'你的手真的受伤0 骗得了谁0(

小太监把求字被拒的事# 对东厂头子王国臣添油加醋

地诉说一番) 王国臣觉得许獬不给小太监面子# 就是不给

他面子) 不过他老奸巨猾# '先礼后兵(# 他相信天下没有

不吃腥的猫# 许獬不贪财物# 那么送些美女试试)

很快# 王国臣送了两个姿色一流的美女到许獬官邸)

他假惺惺地说! '夫人生活不便# 这两个婢女可以照顾

她)( 这话说到许獬的心坎上# 在朝廷做事# 没多少时间

照顾妻子# 有婢女当然最好) 况且他本来就想给夫人配备

佣人# 可穷得快揭不开锅# 哪有钱雇人0 如今# 自己有了

一点俸禄# 可是还捉襟见肘) 许獬有点心动# 但他又转念

一想# 这两个美女年纪轻轻的# 怎么会是来做婢女的呢0

王国臣到底安的什么心0

人性不可能没有弱点# 问题是面对弱点时的态度) 许

獬想到 '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 这句俗语# 就立

刻回绝)

'你不看看当今的士大夫们# 哪个不是三妻四妾0 你

怎么不跟上潮流呢0( 王国臣一本正经地说)

许獬正色道! '我有一个妻子就够了.(

'你那个妻子残疾# 属于休妻 1七出2 之列# 休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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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正言顺. 不然你带着她应酬# 恐遭众人耻笑.( 王国臣

装作耐心地诱导)

颜氏在一旁听了# 难过地想! '我双目失明# 真配不

上你呀. 休了我# 免得你遭人耻笑.(

'不必了# 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 我不换掉妻子#

尽管她是盲人# 但她是我的心头宝贝.( 许獬提高声调#

他要让夫人放心# 自己决不会当陈世美)

'真是死脑筋.( 王国臣失去耐性地骂道# 说完灰溜溜

地走了)

王国臣此计不成# 又生一计)

过了两天# 同事登门拜访许獬# 一番嘘寒问暖后# 提

出要切磋书法) 这个同事也是个才子# 写得一手好字) 许

獬本想向他学习# 见他找上门来# 便爽快地拿出笔墨纸

砚) 同事毫不客气就拿起笔来书写# 许獬在旁练习) 两人

的水平不相上下# 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墨汁很快用完了# 同事拿起墨条在砚台上磨起来) 砚

台是普通的石材做成的# 已经伴随许獬十几年# 显得乌黑

发亮) 许獬早已把它当成特殊的伙伴# 珍爱有加) 同事装

作手没按住# 砚台被搅到地板上摔坏了) 许獬心中不高

兴# 但见到同事道了歉# 也只好作罢)

第二天同事送来一方古朴的砚台) 许獬见到砚台发出

乌黑的光泽# 很是喜欢# 一磨墨# 感觉挺好的) 他以为这

方砚台是同事赔给他的# 收下无妨) 不料# 过了几天#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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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却神秘兮兮地说# 这方古砚台是王国臣让他转送的) 最

后# 同事请求看在他的脸面上# 给王公公写一幅墨宝# 好

让他交差)

许獬一听愣住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王国臣设计的) 许

獬一怒之下# 把古砚台砸了) 他对同事的好感瞬间转为恶

心# 当面把他赶走) 那天夜里# 许獬长夜不眠# 写下传世

之作 *古砚说+# 无情地揭开那些所谓的 '风流雅士(#

为了升官而给上司送财送物的丑恶嘴脸)

许獬坚持不给王国臣写字# 但王国臣却拿出墨宝# 阴

笑地对他说! '有劳你费心# 你这个墨宝真不赖.( 说完他

得意地当众展示许獬的墨宝) 他的目的很龌龊# 一来是告

诉不明真相的人# 许獬为了巴结他而送墨宝- 二来警告那

些不听话的官员# 得罪他的人没有好下场)

许獬这才醒悟过来# 那个官员明为切磋书法# 实为偷

他的练习草稿# 得手后转交给王国臣) 许獬横遭污蔑# 立

刻大声拆穿阴谋说! '我哪有送作品给你# 这张练习草稿

怎么到你手上0( 许獬又转身对众人说! '你们看看哪里有

题写他的名字0( 众人一看# '墨宝( 果然没有 '题赠王

国臣( 的字样) '墨宝( 不合书法规矩# 确实来路不正.

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王国臣的谎言被当众拆穿# 恼羞成怒威胁说! '整个

朝廷都是我的人# 我看你脖子有多硬.( 众人见事情闹大

了# 连忙七嘴八舌地劝说! '为王公公写幅字# 又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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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了王公公可不好受(- '王公公这样高调展示你的墨

宝# 他是把你当成自己人啊(# '王公公给你台阶下# 你干

嘛还要拆穿呢( $$

许獬依旧不低头# 大声喝道! '我只为朝廷和百姓服

务# 决不做某些奸宦的走狗.( 说完转身就走)

小太监比了手起刀落的动作# 低声对王国臣说! '许

獬既然不买大人的账# 不如杀了他.( 王国臣恶狠狠地说!

'别急# 慢慢来#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得罪了王国臣# 许獬尽量深居简出# 以防不测) 不

过# 不测的事情并未发生# 王国臣在朝廷上依然对他笑脸

相迎# 好像不把以往的结怨当回事) 这着实让许獬捉摸不

透王国臣的鬼心思)

万历三十年# 皇帝发现朝廷国库空虚# 王国臣建议派

太监到全国各地征税"""分刮山海之利) 皇帝鬼迷心窍#

以为王国臣忠心耿耿# 就委派他去操办)

这个征税方式看似很公平# 其实是暗藏猫腻) 王国臣

故意在许獬面前打哈哈# 希望得到各位大臣的支持)

许獬一眼就洞穿他的奸计# 故意说! '多谢王公公的

厚爱# 我一定反对到底.(

'这是圣意# 你敢抗旨不成0( 王国臣奸笑中带着

威胁)

许獬无话可答# 默默转身# 心里却格外难受) 分刮山

海之利# 分明是冲着他而来# 王国臣故意借同安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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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来杀他) 因为明朝施行严厉的海禁# 同安的渔民们

被禁止下海捕鱼或搞航运# 哪里有利收呢0 却要交 '山之

利( 和 '海之利( 两重税) 父老乡亲们本来指望他在朝廷

做官能照顾一下# 没想到却盼来这个结局.

许獬苦思如何化解这场灾难# 达到茶无味饭不香的地

步) 颜氏问明情况后# 想了一会儿# 对许獬耳语一番) 许

獬连连称妙# 当夜写下奏章)

第二天# 许獬启奏皇帝说! '王公公的分刮山海之利#

解决国库空虚问题# 这个想法不错)( 他装假拍马屁# 让

王国臣放松警惕# 然后高声说道! '圣旨并没有指明海到

底是什么0 当今人们只把较大的湖泊称为海# 比如京都的

1中南海2 1北海2 等叫法) 我们老家同安没有海# 只有

洋) 君无戏言# 请皇上不要分刮同安百姓的海之利)(

皇帝见许獬有理有据# 一时语塞# 只好答应免除) 那

些出生在沿 '洋( 的朝廷官员# 也纷纷效仿) 王国臣那帮

太监想再次给皇帝灌迷魂汤# 看到众人一边倒# 只好咽下

恶气# 赔笑脸称颂皇帝英明)

许獬并没有高兴起来# 虽然家乡少征一次税# 可是那

帮太监一定会变本加厉地征税) 另外# 靠湖边的百姓还是

要交两次税) 怎样才能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呢0 许獬

心想自己不能再上书启奏了# 否则王国臣肯定狗急跳墙#

百姓跟着遭殃- 即使王国臣不使坏# 单凭自己一人之力#

皇帝也不一定会改变主意) 他想到了朝廷之中还有温,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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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正直的御史# 于是写信给他们# 求他们向皇帝谏明

'轻税赋重生息( 的道理# 假如百姓富足了# 国库也不会

虚空)

皇帝最终在御史们的劝说中醒悟过来# 宣布废除 '分

刮山海之利( 的征税办法)

王国臣想整死许獬的阴谋又失败# 搞得灰头灰脸的)

不过# 他依旧不死心# 伺机再搞整人的把戏)

明万历三十一年春天# 皇帝要举行春祭大典) 大臣们

商议由谁来主笔写祭文# 这可不是好差事) 如果祭文写得

好# 可能会得到皇帝的重用- 写不好# 从此仕途不但无

望# 而且还可能人头落地) 因此# 官场的老油条们都不愿

意冒这个险# 互相推诿) 许獬认为自己官职小# 人微言

轻# 自荐或推荐他人都没用# 只在一旁静观)

王国臣一反常态# 积极推荐许獬) 他当面称赞许獬才

高八斗# 誉满京城# 足以担当大任) 许獬觉得写祭文不是

难事# 但王国臣的做法很可疑# 就问为什么推荐他) 王国

臣慷慨激昂地说! '古人云# 内举不避亲# 外举不避仇.(

众人被王国臣的表演蒙骗了# 纷纷赞誉他) 王国臣虚情假

意谦逊一番# 内心阴险地笑了)

许獬领圣旨后# 认真构思# 仔细推敲了一天# 然后誊

写在专用纸张上# 交给司礼太监衙门)

在祭祀大典时# 皇帝让许獬读祭文) 许獬启卷后# 发

现里面竟然是一张空白纸"""祭文已经被调包了) 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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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人下套了# 但来不及追究# 许獬只好深吸一口气# 高

声念着祭文)

许獬拥有超强的记忆力# 有 '一目十行( 之誉) 十三

岁时# 父亲许振之和客人谈论 '夹谷之会() 这个故事是

这样的! 孔子在鲁国为相的时候# 鲁定公和齐侯在夹谷这

个地方谈判) 有个急性子的客人问道! '当时齐强鲁弱#

孔子谈判会不会吃亏呀0( 许獬在旁边替父亲从容说道!

'已请具左右司马从矣)( 宾客们感到十分惊奇) 许獬能从

容回答是因为他精读经史# 娴熟于心# 他记得孔子说过!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这句话说明孔子在参与谈判前# 已经

做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许獬识记和背诵的方法很独特) 据说台湾海峡中有个

岛屿下沉入海# 但每年一次海水大低潮时# 原岛屿先民立

的一块石碑还能露出水面) 由于低潮时间很短# 海水很快

又漫过石碑# 因而谁都来不及看完碑文的模样# 更无法识

记下来) 有一年# 许獬碰巧路过# 竟然把全部碑文诵读出

来) 人们惊奇地问他怎么识记0 他说是从下往上背诵 %相

当于倒着背诵&# 否则海水涨潮# 就看不到下文了)

别人写的碑文都能倒着记# 诵读自己精心写出来的祭

文更不在话下) 许獬轻松念完祭文# 皇帝和大臣连连称妙

说! '祭文内容清新# 切中要义# 不愧是大手笔.( 许獬吐

了一口气# 心升怒火但仍装着笑脸# 把祭文交给王国臣#

目的是反将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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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好像觉得意犹未尽# 索要文稿想再看一遍) 当看

到文稿只是一张白纸时# 龙颜大怒# 要砍了许獬的头) 许

獬连忙把写祭文的情况细说一遍) 一个太监见形势不妙#

立刻跪下求饶# 并一五一十地把王国臣调包祭文的阴谋全

部说出来)

害人反害己# 王国臣被革掉东厂的一切职务) 皇帝很

赏识许獬的才华# 将他升任为翰林院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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