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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真的相貌丑陋、背如“罗锅”吗？
他是靠真本事还是靠“高干子弟”的身份进入官场并青云直上？
他真的凭其机智曾将和砷玩弄于股掌之间？
他晚年为何沉迷于禅学、书法而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
本书将为您全面揭开“宰相刘罗锅(刘墉)之谜”。
     本书以时间为主线，从刘墉的家世、做官、处事、性情、才艺，他与乾隆皇帝、嘉庆皇帝、和砷等
人关系方面，对那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刘墉进行真实的描述，试图给读者一个相对满意的答案。
当然，本书并非一本历史学著作，因此，编者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根据行文和读者的需要，合理、
大胆地进行了合乎文学规律的再创作和艺术加工，以期为读者带来最大的精神享受和阅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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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
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
不绝。
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
汾河滩上的老鸹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
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鸹窝显得十分醒目。
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权间的老鸹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
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
为此，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
他们的祖先，在600年前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出发，出村的时候一个个不约而同回头去看那大槐树和
树上的老鸹窝，那是棵树身数围、荫蔽数亩、长命百岁的汉槐。
大家彼此叮嘱要互相关照一生，要和大槐树一样长命百岁要在有生之年回到大槐树下相聚。
大家说：穷不帮穷谁照应？
百万苦瓜咱们一根藤！
早年，长命百岁的汉朝大槐树和旁边的广济寺一起被汾河水冲得无影无踪，不过之前，它先知先觉孳
生了第二代槐树。
第二代槐树活了400年，于1974年被飓风刮倒，不过之前，它也先知先觉孳生出第三代槐树。
这一切都同移民一样世世代代连续繁衍。
如今，第一代槐树所在地被移民的后人建起一座碑亭，碑上写着：“古大槐树处”，长年香火不断。
二代亡槐被移民的后人用水泥铁钉固定在它生时的位置，成为“树乃伊”，接受着游子的祭拜。
第三代槐树枝繁叶茂正值壮年，一树的红色字符寄托着游子的祝愿。
三棵大槐树的所在地被移民后代捐资捐助得以厚建，如今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学名洪洞大槐树祭
祖园。
自从1991年洪洞大槐树祭祖节以来，年年节日期间，都会有无数小鸟飞来落脚，在大槐树上盘旋飞翔
久不离去。
当地老人们说鸟儿都是当年移民以及后代的魂灵。
他们生不能归来，死后却常回家看看，看看故乡的土地，听听久违的乡音！
数不清的小鸟飞到枯死的二代大槐树和正在茁壮成长的三代大槐树上，在忙着磕头的人群上空，在袅
袅的香火当中飞来飞去啁啾不停：“问我祖先在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
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
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
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
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
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
上世纪80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
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朝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
”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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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朝廷数次颁布了迁徙贫民流民垦荒、“迁大户实畿辅”、屯田戍边的诏命，让数百万人告别了洪洞大
槐树、告别富庶的鱼米之乡苏杭、沿海⋯⋯地少人多的“狭乡”居民迁往地多人少的“宽乡”——北
方地区、淮河流域。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人口大迁移。
还有一个绝无仅有的标志，又叫防伪商标，就是凡大槐树移民后裔，小脚趾甲都是不完整的，是分瓣
的，因为山西人有羌人的血统。
如今，依然生活在洪洞县的人们，小脚趾甲都是不完整的，是分瓣的。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
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
”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
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
”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
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移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
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从山西到江南路途遥远，朝廷担心这些移民不肯去，便派人强行押送，还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的手捆住
，挽一个结，一个连一个鱼贯而行。
他们的手倒背着被捆绑在一起，由官兵押解着，行千山过万水，长路迢迢，奔赴新家。
到达目的地后，他们背手的习惯已经养成，并作为基因传给后代。
“解手”这个口语，大人小孩都懂得，就是“方便”的意思。
有谁会想到这个口语的来历却包含着苦难呢！
在整个漫长的步行过程中，人人都要“方便”，怎么办呢？
人们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
”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
“方便”之后再重新捆上，于是“解手”成了移民们“方便”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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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墉传:一生廉洁奉公》是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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