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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多了古书，便喜欢快意恩仇，认为这世界上就应该好人
有好报，恶人受惩罚。不过，我不喜欢过度惩罚，犯多大错受
多大罪，罚过了就是伤天害理。

在今天要讲的故事中，主人公刘处士的做法就甚合人意。

>>> 仁义刘处士讨人喜欢

在《稽神录拾遗》中，颇有奇术的刘处士在洛阳卖药。
一天，有个无赖买药后不给钱，刘处士就约上一个朋友到

其家讨要。
面对找上门的刘处士，无赖不但不给钱，还破口大骂。
回到住处，刘处士对朋友说：“这个人太可恶了，如果不对

他小加惩罚，土地爷就会惩罚我。”夜里，等朋友睡下后，他给
炉子内放上炭，烧起火来。

半夜醒了的朋友借着火光看到，白天那个买药不给钱还骂
人的无赖，正鼓着嘴对着炉子不停地吹火，吹到天亮，不见了。

天亮后，心有疑惑的朋友找到无赖问是咋回事。
“昨夜睡梦中，有人把我抓到火炉旁，逼着我吹了一夜炉

火，你看我的嘴唇到现在还肿着呢。”无赖说。
既惩罚了无赖又点到为止，刘处士很讨人喜欢，不像《聊

斋志异》中“种梨”的道士，惩罚冒犯者过了头。

>>>“种梨”道士太过分

《聊斋志异》中说：“有乡人货梨于市，颇甘芳，价腾贵。”
一破衣絮巾的道士闻香来到车旁，求乡人赏他一个梨，乡人

不肯还破口大骂。有人看不下去，掏钱买了一个梨，递给道士。
道士感谢：“我有佳梨，愿意拿出来让大家品尝。”
众人不解：“你自己有，为啥还向别人要？”
道士解释：“我需要梨核当种子。”
吃完手中梨，道士拿出铲子，在地上挖了个坑，种下梨核，

埋上土，又从路边店借来一瓢滚水，浇到坑里。
瞬间，有芽从土里长出，“俄成树，枝叶扶苏；倏而花，倏而

实，硕大芳馥，累累满树”。
道士摘尽树上的梨送人，而后砍倒树，扛在肩上扬长而去。
等道士走远，看“种梨”入迷的乡人才发现，自己车中已是

空空，一个车把手也没了，敢情道士让众人吃的都是自己的
梨，被砍倒的梨树就是自己的车把手。

道士太过分了。人家的梨，赠你一个是仁义，不赠是本
分，即便骂了你，也不能让人车毁梨失，要知道，那极有可能是
乡人一家几个月的生活费。

>>> 吾有难，从此逝矣

刘处士是河南尹张全义的座上宾。
一天，张全义和后梁太祖朱温一起吃饭。老朱突然想吃

鱼，张全义就说：“不难，让我伙计来弄。”
刘处士被召来。他在地上挖了个坑，灌满水，又弄来钓

竿，在坑里钓起鱼来，不一会儿就“获鱼数头”。
朱温不高兴，“这厮分明是妖人！来人，拉下去打二十大棍”。
打完，朱温下令将刘处士关进监狱，准备在第二天问斩。

他杀得了吗？当天晚上，刘处士就逃了出去。
刘处士逃到登封，跟登封县令告别：“吾有难，从此逝矣。”

而后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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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让，唐并州文水（今山西省吕梁市文
水县）人，敬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
商、华、虢三州刺史，尚书左丞，宣宗时为御史
大夫。《旧唐书》中说其“事亲以孝闻，正色立
朝，言无避忌”。

李景让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和如此好
的名声，是因为他有一位好母亲。

《唐语林》记载，李景让很小的时候没了
父亲，一家人住在洛阳，贫困不堪，即便这样，
其母仍“训励诸子，言动以礼”。

一次，由于阴雨连绵，李家的墙塌了，修
补时，仆人在倒塌的墙中发现了一个船形木
槽，里面装满了钱。

李母说：“我听说不劳而获是灾难，如果
老天实在想以我死去丈夫的恩德惠及后代，
就应当让我的孩子自强自立，他日用做官的
薪水奉养我，不义之财我不敢要。”她下令将
木槽按原样封上，里面的钱一文不取。

天佑苦心母。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李
景让兄弟三人“皆进士擢第，并有重名，位至

方镇”。
虽然做了大官，但母亲教训起他们来，依然

严厉有加。
史载，李景让做浙西观察使的时候，有一

次，一个部下犯了错，被盛怒冲昏头脑的他竟
让人将其杖责至死。其余部下见此情景，愤
愤不平，一场大乱眼看就要发生。

紧急时刻，李母挺身而出。
趁李景让升堂处理政务，李母从后堂走

出坐在厅中，叱令儿子立于厅下，“皇恩浩荡，
让你做了掌握一方军权的观察使，你怎能轻
易用刑并置人于死地？如果众人不服，发生
大乱，你不但辜负了皇帝的信任，还会让我受
尽羞辱而死。到那时，我有何颜面到地下见
列祖列宗？”

李母一席义正词严的话，说得在场官兵
感动不已。

训斥完，李母下令：“将李景让摁倒杖
责。”周围人一看上司要挨打，赶紧上前求情，
好一会儿李母才答应不打李景让了。

文人墨客好风雅。他们一过
手，小小砚台就跟凤凰、清风扯上了
关系，美其名曰风字砚、凤字砚。

本来，人们管这种砚台叫箕形
砚，因其形状甚似农民筛麦用的簸
箕：前低后高，前深后浅，砚斗着地，
易贮墨汁，砚口平滑，便于顺笔。

洛阳华夏文房文化博物馆馆长
王甲申说，箕形砚始于晋代，盛于唐
代，是古代传统砚式的典型代表。

北宋书法家米芾见它上窄下
宽，形似“凤”字，就在《砚史》中说，
箕形砚“有如凤字两足者，独此甚
多，所谓凤凰池也”。

凤凰自然比簸箕高雅脱俗。文
人不干农活，对簸箕大概没啥感觉。

“风”与“凤”字形相似，也有人
称此砚为风字砚。

唐代的箕形砚多有双足。明清
时，砚足少见，砚多为平底。

洛阳华夏文房文化博物馆的箕
形砚多是唐代端砚。端砚是“四大
名砚”之一，石质坚实、润滑、细腻，
研墨不滞，稀缺名贵。

《砚谱·右军风字砚》里说，晋代
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人拿了一方风
字砚，该砚“大尺余，色正赤，用之
不减端石”，说是王羲之用过的。
买家二话不说掏出两万钱拿下，足
见其珍贵。

“砚台春秋”之

凤凰与簸箕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唐代箕形砚

唐代箕形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