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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珅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智谋进入了官场，得到了乾隆的喜爱。
更凭借着一项秘笈获得了皇帝的信任。
然而，就在他的地位逐步上升中，他迷失了自我。
过去的那个上进青年消失了，他的女人们仍然爱着他。
因为在那个大染缸里逐渐堕落的和珅，比他们更有亲情。
　　为了兄弟，和珅愿意失去自己的一些尊严，放下身段去跑官要官。
为了自己，他张开了血盆大口，享受着财富大餐。
　　就在他忘乎所以之际，一张大网慢慢收紧，而他却浑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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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志勇。
作家，曾出版《曝光》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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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激流勇进中华传记:忠臣硕鼠和珅激流勇进第一章1宣判前心里反驳嘉庆皇帝端坐在龙
椅上，面色严峻，威严无比。
文武大臣神情肃然，缄默无语。
 大殿内鸦雀无声。
可在这无声中，却似乎又有“声音”。
廊柱间穿插着一股欣喜气，那是众多忠良之臣在欣喜地呼喊；脚下的金砖缝隙里，也游走着一股悲戚
的气，这是阿谀谄媚和珅的大臣们在哀嚎。
 此刻，宣旨官的声音尤为洪亮，振聋发聩。
声音弹射到廊柱上，又反射到每个人的耳朵中、心灵深处。
 宣旨官朗声念道： 和珅二十大罪状：（这几个字读得特别卖力，用的是大清朝官方标准普通话）。
 一、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
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
 地下跪着的和珅，极为不服，心说：“送个如意倒成了罪状？
我那是向你示好。
谁都知道——伸手不打笑脸人。
讨好也有罪？
简直是岂有此理。
满朝文武百官，哪一个不送礼？
后宫里的娘娘们，哪一个没收过礼？
——只不过礼多礼少罢了。
有谁不是这样？
”（宣旨官有条不紊地宣读第二条） 二、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
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
 和珅心里嘀咕：“我还不是为了工作方便？
骑个马都给定罪！
况且谁私下里没有做过这种事？
鸡毛蒜皮都成事了。
我是太上皇御赐可以紫禁城骑马的人啊！
”（这时，宣旨官已经念到第三条） 三、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
，毫无忌惮，其大罪三。
 和珅心中暗道：“我难不成要爬着上殿来？
再说，这是太上皇给我的照顾和恩赐啊。
为国家尽心尽力，倒没人提一提了？
”（又听到宣旨官读出第四条） 四、并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
 和珅想：“宫女们色衰，皇宫退休了，我返聘回来，是为她们好。
难道叫她们流落街头？
给皇家丢脸！
这是哪个不要脸的揭发的？
无耻。
太上皇还赏赐纪晓岚女人哩！
皇上都玩性贿赂，新奇吗？
”（此刻，宣旨官已经在念第五条） 五、自剿办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
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瞒，以至军务日久未竣，其大罪五。
 和珅忍不住想喊：“冤死我了！
我还不是为了第一时间了解情况，敬业也成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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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催啊。
太上皇当时病入膏肓，天天念叨白莲教，凡事都劳动太上皇，还要我们这些军机大臣干什么？
我当官办事，就有我的行事方法，工作方法也弹劾啊？
一个当下属的，如果看不出上级的意图，如果只知道动不动就让上级担忧焦虑，每天不训你二十四遍
都算便宜你了——都说我和珅会说话，哪一个当官的不想做到我这个地步？
只不过好多人做得不到位，就嫉妒，装出正人君子假惺惺的模样。
”（耳边却传来宣旨官读出的第六条） 六、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向外廷人
员叙说，谈笑如常，其大罪六。
 和珅甚至露出不屑：“这也叫罪？
可笑！
我谈笑如常？
这拿什么证明？
难道我得天天哭丧着脸，你们才满意？
谁不知道，我待太上皇比亲生父母还亲！
”（容不得他多想，宣旨官已经念出了第七条） 七、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
和珅胆敢称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其大罪七。
 和珅几乎懒得反驳了：“你们不了解情况啊。
当时是太上皇让我说真话。
没想到连这你们也不放过。
就是给我一万个胆，我敢对皇上否定吗？
你们根本不懂——那是明抑实扬的为官技巧啊！
真是乱弹琴，胡说！
”（宣旨官大声地读出第八条） 八、前奉皇考谕旨，令伊管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
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手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其大罪八。
 和珅越来越不服了：“是太上皇压给我担子。
这真是——勤劳的累死，懒惰的坐死——我忙得要死要活，还不是为了社稷？
还不是为了大清朝？
简直不分好赖人了！
倒是那些不做事的‘忠臣’，办事不讲究方法，呆板迂腐，整天只知道背后挖别人的墙脚，这些人就
是最大的腐败——政治腐败。
”（宣旨官不疾不徐地读出第九条） 九、上年十二月，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抢
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报，全不以边务为事
，其大罪九。
 和珅心里想：“屁大个事就劳驾太上皇，那他得多累啊！
边关的事情本来就敏感，杀了几头牛、两个人，这都是琐碎小事。
要是因小事挑起民族纠纷还不得燃起战火？
我这是冷处理。
难道这点你们也看不出来？
”（就在这一刻，和珅的第十大罪状出来了） 十、皇考升遐后，朕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
。
和珅不遵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全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
 和珅真想申辩几句：“为了保证皇家贵族个个身体健康，我才这么处心积虑，合着怎么办都不是人了
！
谁能弄清楚哪个人出没出过痘？
要是哪个居心叵测的贼人故意带来病灾，这责任谁负？
要是这样，你干脆让太医管这项得了，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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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宣旨官又读出第十一条） 十一、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
，竟隐匿不奏。
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
 和珅更为不服：“一窝端！
这他娘的是要全抹杀啊！
保举有识之士做官，这是我朝多年的规矩啊。
太上皇还称赞我，举贤不避亲。
哦，我一个人做官了，跟我有一点联系的人就都得一棒子打死啊？
！
无聊！
自古到今谁不是提携同乡、亲人？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明明就是人人尽知的规矩嘛！
”（此时，第十二条罪状宣旨官已经念出来了） 十二、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专擅，
不可枚举，其大罪十二。
 和珅轻微地摇摇头，心里呼喊：“人心不古，人心不古啊！
这是要彻底否定我的政绩啊！
我鞠躬尽瘁，为大清朝选拔人才，不让人浮于事，开除几个害群之马，这怎么也成过失了？
”（与此同时，宣旨官读出了第十三条） 十三、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
宝阁，及隔断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
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
 和珅闻听，心里“咯噔”一下，脸色大变，禁不住暗道：“不好。
我真是昏了头，这是‘僭越’啊？
自古至今有多少大臣，无论文武都折在了这上面！
我真是大意。
哎，也许是我太风光了，忘记了平静水面下的汹涌波涛。
” 和珅心乱如麻，殿上宣旨官的话，他再也没有听进去一句。
只是暗自后悔，后悔自己为何这么轻狂！
轻狂的源头是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是无边的权力让朝臣们无人敢和自己作对，更让朝臣们都愿意与自
己交往。
 细想想，所有的权力都来自太上皇的垂青，靠的是自己娴熟的识人、捧人、读心术；那诸多的财富又
靠什么？
——贪污！
可我为啥要贪污啊！
我的天，我为啥要贪污啊！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黄白之物，我何必看重呢！
 他此刻纠结在“贪污”这个词语上，久久不能平静。
连他这么聪明绝顶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聚敛这么多财富究竟为了什么。
他不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就在他沉思贪污一事的时候，宣旨官仍旧不疾不徐地宣读着剩下的七条罪状，但和珅一句也没有听到
。
他的耳朵里，此刻正嗡嗡作响，仿佛是家里的银子堆轰然倒塌后，互相碰撞发出的沉闷声⋯⋯ 十四、
蓟州坟茔，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
 十五、家内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
，其大罪十五。
 十六、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
者，其大罪十六。
 十七、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忠臣硕鼠和珅>>

 十八、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十八。
 十九、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
，其大罪十九。
 二十、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资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非纵令需索
，何得如此丰饶？
其大罪二十。
 嘉庆四年正月十三，嘉庆帝诏告臣民和珅二十大罪 圣旨宣读完毕，和珅却有了一丝谁也无法察觉的
轻松和欣慰。
这是所有人都不可能理解的。
对于前12条罪，他并不认，那是陷害；后8条，他在此刻却有了一种认罪的勇气。
仅这8条，他——和珅认了，怎么罚他他都认了。
此刻的他，竟然有一种少年的和珅获胜的喜悦！
他终于可以不再担惊受怕，不再因饱受内心的煎熬而心惊肉跳了！
他感到了一种走到人生终结时的轻松。
轻松之余，他又为他那严格的家教而感到欣慰，自己虽然败了，但不是彻底失败，家族还有重新兴旺
的可能——自己有个好儿子。
 我的一生，由赤条条地来，气贯长虹欲做伟事的少年和珅，再到如今人人口中的蛀虫——晚年和珅。
虽然，有着无以言说的种种不得已，但毕竟我错了。
谁人不知贪污不好？
可这双拿惯了的手一经伸开就无法闭合了。
摊开手容易，攥回手难。
自古贪官皆无好下场，我和绅又何尝不知，只因贪欲无法掩埋。
贪欲从何而来？
——自己的弱小。
内心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自己强大，强大后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贪欲像个气球，每个人都在一个劲儿往大处吹，只有“砰”的一声破碎了，才明白前一刻本该收手，
但此时已经迟了，迟了，迟了！
 还好，儿子丰绅殷德出生在我的强大的羽翼下，在我的严格管教下，他知书达理，为人温柔善良，平
易近人。
他习武和算术无一不能，他与皇家结亲，日后不会仰人鼻息，因此，他不需要像我这样为了变得强大
而贪污进而行贿。
哎，我的一生是多么悲哀，而此前不久，我却又是多么的光芒四射⋯⋯ 2连遭难少年老成 和珅出生在
京城西郊驴肉胡同（也就是今天的西四北头条，该胡同全长600米。
东起西四北大街，西至赵登禹路）。
当我们走在西四北头条的时候，沧桑的历史遗迹早已荡然无存。
可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留有和珅的爱恨与无奈。
在这里有他童年的快乐与失去双亲的悲伤，更有着少年时被家族长辈欺辱、打骂、鄙视所留下的痛苦
。
 1753年8月26日这天，天气格外燥热，一丝风也没有。
知了慵懒地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嘶鸣着。
福建副都统钮祜禄·常保家中，气氛异常紧张。
众家人在院子里来回穿梭，脚步匆匆，但都小心翼翼，生怕弄出点不和谐的声音来，惊扰了这院子里
的肃穆。
 常保和几个姨太太在客厅里若无其事，但常保的眼睛却焦急地死死地盯着内室。
他坐卧不安地端起茶碗呷了两口，长叹后又放下了茶碗。
他摸索出烟袋，仆人添上烟。
猛抽一口，仆人又添上一锅烟⋯⋯ 卧室内，不时传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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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叫一下，常保的心就猛地悸动一下。
渐渐地，喊叫声变得越来越微弱⋯⋯姨太太们对这种女人生孩子的阵仗见多了，对于屋里姐姐的痛苦
显得毫不在乎。
只是碍于常保的存在，才没有大声说笑。
 随着婴儿响亮的一声啼哭，门“吱呀”一声推开了。
接生婆汗流满面却面带惭愧地低着头，嗫嚅道：“都统老爷，夫人怕是⋯⋯”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常保喟叹一声，疾步迈入屋内，喊一声：“夫人⋯⋯夫人，你醒醒啊⋯⋯”已然落下了悲痛的泪水。
 一屋子环立的丫鬟们，个个神情悲戚、泪痕点点，默不作声。
老式檀木床上，夫人已经溘然长逝。
只看见浸满血迹的雪白床单上的鲜红血迹和床边沾满血块的碎布，以及铜盆里杂乱的一团团血布⋯⋯ 
刚出生的这孩子后来取名和琳，是和珅（那时叫善保，以下同）的亲弟弟。
和珅这一年三岁，六十多厘米高。
母亲去世后，和珅只是在守灵和忙碌的发丧期间，懵懵懂懂地记住了一件事——母亲没了。
三岁孩童，当然不可能记住什么，也不是特别悲伤。
繁琐而隆重的丧葬仪式后，生活一切如常。
 一晃六年过去了。
 1759年，和珅到了读书的年龄。
 这天清晨，常保把和珅叫来，对他说：“善保，你已经九岁了，该好好读书了。
还有，也该开始习武了。
大清朝是马背上打下的江山，不会骑马射箭、武艺不精就是对不起祖宗！
打今儿起，你白天到咸安宫读书，早晨和晚上随刘师傅习武。
” 和珅清脆地问：“和琳呢？
他也该念书了！
” 常保愣了愣，有点吃惊这孩子小小年纪咋如此知道关心弟弟，“叫他也随你一块儿去吧”。
 和珅乐颠颠地给父亲请个安，就欢快地找和琳去了。
 没费大劲儿，弟兄俩就双双通过了咸安宫官学的入学考试。
这一年正值乾隆廿四年。
 咸安宫官学位于西华门内旧尚衣监。
咸安宫官学是清朝时期满洲官宦子弟的贵族学校，专门培养国家后备干部。
教书的先生多为学识渊博的翰林。
学生要入学必须是满族儿童、官宦子弟，两项缺一不可。
主要开设满语、满文、汉语、汉文以及汉文化等课程。
 开设官学为的是让从这里毕业的学生理解汉族文化。
毕竟清朝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要想长久治理天下，必须要与文化更先进并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在文化
上统一。
由此，才能稳定政局。
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日后注定都将踏入仕途。
 和珅读书特别用功，人也聪明伶俐。
老师吴省钦十分喜欢他，总是让他当众背诵诗文，引以为傲。
好老师喜欢好学生，自古如此。
 和珅咸安宫官学里的同窗，多是些骄横跋扈的八旗子弟，典型的官二代。
特别是上三旗（顺治入关后上三旗中的正蓝被正白所替换，因此，清统一全国后的上三旗为正黄、镶
黄、正白三旗）中的子弟，更是整天不学无术游手好闲。
和珅的父亲只是福建副都统，其官职并不显要，在北京这个高官如云的地方，和珅并无多少作威作福
的资本。
再加上母亲早死，和珅兄弟的生活并不快乐，只能靠勤奋学习摆脱没有母爱的痛苦。
因为学习好，一些上三旗的子弟便开始欺负兄弟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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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不起就躲。
躲，不是不上学，是主动避让。
 咸安宫官学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众学生清晨到校学习，到天黑才逐渐散去。
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的情况，经过请求，学生可以在学校内暂住。
学校设有管理大臣、协理事务大臣，另外还有满汉总裁两名，必须是翰林才能担任。
校内的讲师也大多是翰林出身，极少数不是翰林的，也是享有盛名的饱学之士。
例如吴省钦就不是翰林，但他学识很高名气很响。
 和珅在学校里如鱼得水、不知疲倦地汲取知识，整日沉浸在传统的经、史、子、集之中，对儒家的经
典谙熟于胸。
他还特别注意学习大家都不爱学的满、蒙、藏等各种语言。
这些还不算，和珅还主动加压，自主增加学习了两门功课：搜集乾隆的诗作文章并烂熟于胸；刻苦模
仿乾隆的字，终日细细揣摩。
 崇拜皇帝，是少年和珅的最大爱好。
和珅从少年时期起就成了乾隆的超级粉丝。
 上学后的和珅虽然有时会受到欺负，但毕竟有学业进步上的快乐弥补，他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美好。
然而，好景不长。
一天，和珅放学归来，发现父亲已经从福建回来了。
和珅本想到父亲身边亲昵一番，却看到父亲面色蜡黄、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留着长长八字胡须的老中医从父亲房间里出来，一脸愁容。
和珅这才知道父亲病了。
但他没有在意，总觉得很快就会过去。
因为父亲是个武将，身体绝对一级棒。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的身体却没有如和珅所料的那样好转起来，而是每况愈下。
直到有一天中午，父亲把和珅叫到床前，气息奄奄地对他说：“善保啊，为父的病怕是好不了了。
你从小就懂事，为父走后，你要好好照顾你弟弟和琳。
” 和珅一听，扑簌簌地掉下泪来，“阿玛，你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可他刚说完就放声痛哭起来。
和珅已经明显感觉到，父亲拉着他的那只手早已无力地垂下。
 摸着父亲冰冷的手，和珅哭得死去活来。
 随众家人一起安葬父亲后，和珅仿佛突然之间就长大了许多，整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日子毕竟是日子，生活还得继续。
和珅带着和琳继续每天准时到咸安宫官学读书。
 熟悉的道路熟悉的家园，但和珅却觉得一天天陌生起来。
 母亲的去世并没有让和珅体会到什么，但父亲的突然离世，却真真切切地让和珅感受到了孤独和痛苦
。
 首先是来自家庭的冰冷。
家庭的冷漠，让和珅不寒而栗。
和珅吃东西，不但要让着弟弟和琳，还要让给那些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稍不留神就会招致“姨
妈”们的白眼和唾骂。
幸好老家奴刘全和父亲的一位偏房，还在悄悄地保护着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弟兄俩才没有流落街头。
但从此他们就告别了锦衣玉食——逮着什么吃什么。
 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在学校里，同样也感受不到一丝快乐。
 同学们依旧天天闹，不是闹先生就是闹和珅弟兄。
即使他看不惯也要看，因为和珅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必须学会隐忍。
于是，他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涵养和忍耐力，对无端的欺侮和挑衅视而不见，喜怒也渐渐地不轻易表
露出来，脸上始终保持着温和的表情。
 这温和的表情，像一剂良药，伴随了他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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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一张性格脸谱，和珅的脸谱就是“温和”。
尤其是当官后，这张“温和”的脸谱就成了和珅的政治脸谱。
你根本不知道他温和的脸谱背后，哪一天会突然飞出一把刀子来。
 有一次，一位大员的儿子写了一首嘲讽老师的诗，却说是和珅作的。
老师吴省钦很生气，觉得自己这么看重的学生竟犯下这么不可饶恕的错误，恼羞成怒之下，不容和珅
分辩就抄起戒尺一通乱打。
和珅没有反驳，反正在家里挨打已经是家常便饭，习惯了。
 抚摸着肿胀的手，和珅对弟弟和琳说：“我们要学会忍让，不要和别人争斗。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承担起了“准家长”的责任。
在一天天的成长中，和珅因为身边有个弟弟需要照顾，逐渐学会了担当。
中国传统多是这样，无论能力有多大，哥哥总是凡事想着照顾弟弟。
 父亲死后，家里的后妈们都不再给和珅兄弟零花钱。
那个好心的小姨，也只能少量地接济弟兄俩。
一来小姨也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二来小姨还要与别的女人争斗夺财，银两也来之不易。
 为了继续完成求学梦，和珅就在家奴刘全的陪同下，不得不向父亲的生前好友、同僚去借贷。
 好友是父亲的好友。
亲戚是父亲的亲戚。
父亲死了，友情亲情大多也就随着风一起消失了。
还好，也不是完全不存在了，在和珅的软磨硬泡下，还是有人肯资助一些，和珅都一一打了欠条，以
备来日出头之后报答。
 在和珅借贷的过程中，刘全一直陪伴在他左右，跟随和珅东奔西走，一次次的吃闭门羹。
在当时人走茶凉的形势下，刘全的不离不弃，绝对算是对和珅的雪中送炭。
他是一个忠诚的家奴，这也为日后和珅宠信刘全埋下了伏笔。
 古代借款需要去当铺先当物，当铺的柜台很高，即使你的个子再高，都得仰着头跟当铺里面的人说话
。
借款人永远要“仰人鼻息、看人脸色”。
 每次借款，和珅都要先被人家数落半天，低着头、垂着手、耐着性子，无比的悲戚。
似乎就是因为这个，他发达之后以广开当铺来一解当年的恼恨。
 和珅去哪家，刘全就跟到那家，寸步不离。
时不时还说些少爷的好话，希望唤起人家的同情心。
就这样，刘全与和珅，走东家串西家，不离不弃。
多少次，和珅想放弃学业，刘全说：“少爷，你不能放弃啊。
你考取功名，还指着你的学问呢。
”和珅在刘全的鼓励下，一时又想起弟弟和琳，就再次鼓起勇气，敲下一家的门。
 咣、咣、咣，怯怯的砸门声，一下一下地，敲击在少年和珅的心头。
重锤一般。
 3遇伯乐巧妙成家 十月时分，北京的天气处处透着凉爽。
路边的树木在风中慢慢地抖落着泛黄的叶子。
树犹如此——叶子一发黄，就极为讨厌挂在自己身上的那些叶子，生怕枯黄的死气感染自己。
正当和珅在这炎凉的世界中日渐消沉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令他又对美好有了些许期盼——有人接济
他了。
 直隶总督冯英廉，这天在官员们的陪同下，坐着八抬大轿到咸安宫官学巡查。
途经之处，生意人都小声地吆喝着，生怕声音吵闹惊动了大人，大人如果生气的话，后果很严重。
 总督大人，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是雍正十年（1732年）的举人。
最初为笔帖式，历任江南河工学习、淮南府外河同知、永定河道、内务府正黄旗护军统领等职务。
 来到官学，冯英廉见吴省钦正在给学生们授课，摇头晃脑极为陶醉，就站在窗外饶有兴致地听起来。
随行官员有人欲喊吴省钦，冯英廉打手势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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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一小节，吴省钦就让学生站起来背诵，并说出自己对这段话的理解。
三五次过后，有个人引起了冯英廉的注意。
 只见这人长得身材高挑、鼻直口方，回答时吐字清晰、条理清楚。
穿一身灰蓝色大褂，浆洗得还算干净，虽不奢华但英气逼人，眉宇间透出一股不俗的气质。
冯英廉禁不住就多看了这个学生两眼。
 冯英廉低声问身边的人：“这是谁家的公子？
” “回大人，他叫和珅，是已故福建副都统常保的儿子。
” 冯英廉点头：“不错。
这孩子功课好！
”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个可造之材。
了解了和珅的情况后，冯英廉就常常暗自资助和珅兄弟俩。
可见，有一张帅气的面孔，也是资本！
男人最好帅气、女人最好漂亮些。
 清朝时期，直隶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直隶（河北、天津、北京部分远郊区县）的军民政务、粮饷，
管理河道兼巡抚等事务。
由于直隶省地处京畿要地，所以被认为是疆臣（地方官员）之首。
 有这么个大后台支撑，和珅与和琳的基本生活费与学费自然不像以前那样犯愁了。
 1767年，和珅（17岁）已经是一位仪表俊雅的少年，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文，更精通四书五经
，是深得老师吴省钦器重的才子。
清晨和晚上，和珅都要打一通拳脚以健体魄。
随着年龄日渐增长，家里人虽然不再直接打骂他和弟弟和琳了，但挖苦和冷落依旧是说来就来。
 和珅也知道，自己与弟弟都是十好几的小伙子了，饭量惊人，光吃不干活，难怪那些小妈会嫌弃。
一天，兄弟二人比试拳脚，和珅想着这些烦心事，不禁有些走神。
和琳一个扫堂腿，和珅就跌坐在地上。
和琳急忙把他扶起，着急地问：“哥，没事吧？
” “和琳啊，你我兄弟二人，如果老是这么窝窝囊囊地活在这个家里，枉为男人。
” “可有什么办法呢？
离开了这里，咱就连个家都没有了。
” “你等着，哥一定要出人头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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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忠臣硕鼠和珅》编辑推荐：和珅成功是有秘诀的，而这种秘诀是永远有效的，无论你做何种职业，
只要你身处下位就能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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