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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父李泽仙，先祖父李如贞，皆有卓越记忆力，都是村里公

认的民间说书人，我自小听他俩所讲故事甚多。家父年已古稀，

我这次在里斯本探望他时，将他口述的部份故事记录下来，以飨

读者。此书由李泽仙口述，其子李常珍执笔创作，记录了一个村

庄及周边跨度长达 500 余年的众多奇闻逸事。有些十分玄幻，但

有些显然是以一个农民的视角再现了历史在一个乡村最真实的一

面。希望书中这 100 多个小人物的真实人生经历可以启发、娱乐

同样是小人物的你我他。清代至民国，本乡隶属于山东省青州府

诸城县南乡，49 年后隶属藏马县兴水乡及胶南县塔山乡，今属

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书中之“我”指代李泽仙。 

 

 

李常珍 

2023年 3月 3日 

于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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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科学换骨 

李科学，清代诸城某村学童。小科学每日与同村几名同学一

起早上涉水渡过村西小河，到河西村学堂读书。下午放学后再一

起涉水回家。 

夏去秋来、一夜北风，河水变凉。这日小科学正要脱鞋过

河，却有一个白胡子陌生老者走过来制止，说：“小科学，天凉

水冷，我背你过河吧！”老者背起小科学过了河。奇怪的是下午

放学小科学和小伙伴走到河边时，发现早上那个老者又出现了，

他又背小科学过了河。 

小科学回到家，妈妈问他今日河水凉不凉。小科家就说起有

一白胡子老者背他往返过河之事。妈妈了解到这白胡子老者非亲

非故，且只背小科学一人，就很纳闷。她对小科学说：“明日若

他还背你，你问问他这是什么缘故。” 

次日，那个白胡子老者果然又出现了，又背起小科学过河。

小科学就按妈妈吩咐问老者：“老爷爷，你为何背我过河？”老

者就说：“不瞒你说，我看过你的生死簿，你命中注定长大后会

中状元。我不忍让未来状元冻伤了脚，所以才背你过河。这事是

地府机密，切记不能

告诉他人。” 

这日，小科字回

家后，妈妈开始追问

白胡子老者的解释。

起初小科学吞吞吐吐

不肯讲，耐不住母亲

严厉追问，说了实

情。其母得知儿子是

状元命，一阵狂喜。

从此以后，她每日在

灶前坐着烧草做饭时

都用烧火棒一边戳着

灶口两侧的灶脸一边发誓说：“待我儿中了状元，做了大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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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其母从秋天戳到冬天，这灶台两侧

灶脸被戳的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农历小年到了，李科学家的灶神上天到天庭玉帝那儿汇报李

家表现，他一进天庭就引起巨大轰动。其他家灶神一个个红光满

面，而李家灶神两脸上有无数个烧火棒戳出的黑窟窿，千疮百

孔，惨不忍睹。玉帝也大为惊诧，李家灶神哭诉完李母恶行后，

玉帝大怒，当即下旨让天差正月十六日给小科学脱胎换骨。 

正月十六日早上，小科家又到河边，老者却不肯背他。他就

问何故，老者说：“你妈戳坏了灶神脸，告到玉帝那儿，今日中

午天差会把你的状元骨头换成穷骨头。”小科学听了如晴天霹

雳，跪下恳请老者搭救，老者说：“玉帝旨意，我一小小土地神

岂能左右？看在桑梓份上，我授你一计。今日中午，天差换你骨

头之时，你拼命咬住牙。一身穷骨但牙保住了，也能吃一辈子好

饭！”小科学当日无心上学，托肚子痛回家躺炕上。中午风雨大

作，天差果来换骨，小科学按老者计谋、拼命闭目咬牙。终了，

他听见两名天差交谈：“骨已换完，但这小子牙咬得太紧没法换

牙了，就让他吃一辈子好饭吧。” 

李科学长大后，久试不中，最后不得己做了诸城县衙门口讼

师，果然吃了一辈子好饭。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为人父母

者当深以此为戒。插图清.周培春绘 

 

 

2.讼师丁德光 

律师这个职业中国古代就有了，就是收人钱财帮人打官司。

不过在古代叫“讼师”而不叫律师。通过以下诸城这个父子案，

你就明白某些讼师的德行了。 

且说清代本乡某村有一对父子，长期不和，某日父子打架，

儿子失手打掉了父亲的一颗牙。父大怒，去县衙告了儿子一状。

儿子知道后很恐慌，怕挨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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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是盛夏，儿子听人说大村镇小窖村有位讼师丁德光，

凡他接的案子几乎没有一次输，远近闻名。于是儿子带上钱直奔

小窖村。 

敲门后，讼师的老婆出来：“我丈夫不在家，请问有何贵

干？”这儿子便把打算请讼师告他老爸的前因后果都讲了一遍。

讼师的老婆说：“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样吧，你今天中午再

来，那时我丈夫会回来的。” 

这儿子走后，藏在屏风后的讼师走了出来，妻子说：“老

公，这案子是父子案，还是不接的好。”讼师是个贪财又狡猾的

人，到手的钱岂能不赚，赶紧与妻子作了一番精心的准备工

作…… 

盛夏的晌午，令人汗流浃背。怕挨板子的儿子如约而至，一

到门口就问：“讼师在家吗？”讼师老婆赶紧应道：“进来吧，

他在客厅等。”一进客厅，这儿子就很奇怪地发现那讼师身穿大

棉袄，头戴厚厚的狗皮帽子，脚穿厚厚的皮靴子，还靠在一个大

火炉旁烤火，现在可是炎热的夏天啊。儿子刚要开口，讼师就问

他：“你把你的案子说一遍吧。”这儿子就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

又说了一遍，讼师说：“你真的想赢官司吗？”儿子说：

“想！”“那好，你脱掉上衣，把我背到衙门口，我就能让你

赢。”儿子心想，背到衙门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但刚走出门

口没几步，儿子就惨叫一声，好像什么野兽咬了自己的肩膀一

口，痛得儿子躺在地上直打滚。 

讼师冷冷地说：“起来吧，你赢定了，你自己去就能赢，也

不用背我了。你拿着这一块咬下的肉去找县官告你爹，就说你们

吵架时你爹把你的肩膀咬下了一块肉。他咬你的肉时，用力过猛

把牙别了下来。”讼师收了儿子的钱。 

第二天，儿子果真拿着自己肩膀上的那块肉去反诉父亲。父

亲向县太爷告儿子打掉了他的一颗门牙，而儿子控告父亲咬掉他

肩膀上的一块肉，别下了牙，并让县太爷亲自勘查。父亲对此十

分惊讶，而县官察看后十分气愤，说：“虎毒尚不食子，你这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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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怎么咬下儿子的肉呢？”判父亲输了官司还被打了三十大

板。 

儿子赢了官司，与父亲一起回家，看着父亲老泪纵横的样子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看着父亲无比失望的眼神，儿子知道自己

大错特错了。儿子于是便向父亲承认了错误，把讼师如何咬他一

口肉的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父子俩对讼师如此不道德的做法十分愤慨，并决定第二天去

找县太爷告讼师。 

第二天，县太爷开庭审理，问：“讼师，你为什么要咬掉人

家的肉来帮助儿子告父亲？”讼师说：“知县大老爷，冤枉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怎会咬他的肉呢？”，而且一脸很无辜的样

子。 

“好吧，原告你把第一次见到讼师的情形描述一下。”儿子

便说：“昨日，我去讼师家，讼师在客厅接待我。”讼师问：

“我当时穿什么衣服呢？”“你穿厚厚的大棉袄，头戴狗皮帽

子，脚穿大皮靴子。”“那我当时在做什么呢？”讼师又问。

“你在烤火。”儿子如实回答。 

讼师赶紧转向县太爷：“青天大老爷，您都听清楚了，昨天

是今年最热的一天，他说见到我时，我穿厚厚的大棉袄，头戴狗

皮帽子，还穿大皮靴，还在烤火，这怎么可能呢？这个人一定是

在撒谎，或者是个疯子。”县太爷也说：“是啊，哪有大热天穿

冬天衣服烤

火的，你们

父子是很不

诚实的人，

诬告好人。

来人，把这

个撒谎的儿

子打三十大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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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俩气得脑袋像个皮球似的，却无计可施。之后也不再吵

架，开始安心过日子了。 

 

 
 

3.修坑洞 

火坑可算得中国第五大发明。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北方，一

个温暖的冬天就全靠这个火坑了。火坑的基本结构是在厨房设置

一个土灶台，上方支一口直径一米的大锅，灶台特别适合烧庄稼

秸秆、干树叶或木柴，这些都可以就地取材，各家各户都有一个

大草垛。灶台的地面烟道会连接进入卧室的火坑。火坑是用大尺

寸土砖做成，高约 90 公分，未用土砖封盖之前看起来像迷宫，

其实是两个拐来拐去的烟道到火炕另一端会合成一个出口，通过

墙壁上的直通烟管排到屋顶。火炕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不用额

外花钱买煤。二是环保，烟尘在坑道中被土砖表面充分过滤，时

间长了还可以换出来当肥料；三是保暖效果好。 

不好烧的坑洞对做饭的主妇损害极大。烟通畅的关键技术

是，一是锅台高度越低越好，因为热烟往高处走；二是可以在坑

洞出口和墙壁连接处挖一个大洞，深宽 50 公分以上。我家火坑

不好用长达二十年，前后数人大修数次不灵。李泽利妻来我家在

连接处挖一大洞，一次性搞定！ 

 

 

4.猪皮样胎记 

曲先亮，本乡柳行大庄人，生于 1960 年代，2019 年秋死于

食道癌和胃癌。 

曲先亮其父曲来钱有四女两子，先亮是幼子。先亮出生时，

有一大块绝类黑猪皮样胎记长满几乎整个右腚。胎记中间还挂着

一个附件，像黑母猪身上的乳头，当时年代，该地区养的猪都是

黑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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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亮幼时夏天，他和其他同龄男童都是光着腚在村里玩耍。

他因腚上显眼黑斑胎记被起外号“黑腚”。有个叫李友的村民见

了先亮就开他玩笑，吓唬他说：“抓黑腚喽！”先亮听见后吓得

一溜烟跑回家。 

先亮初中毕业后开始干起伐木生意，后来又开起水泥预制件

工厂及砖厂，成为村里一号富户。晚年先亮当选村支部书记，死

于第二任上，威信口碑不错。 

5.请仙客

按民间说法，若家人突患某种莫名其妙的急病，原因可能是

阴间的鬼或灵界的小仙作祟。比如你的阴间祖宗在阴间接受鬼友

宴请吃了大餐，却无力回请，便可能让你莫名生病，目的是让你

替他办桌宴席消债。 

李延江是我堂哥，七十年代生产队时期，有一天突发腰痛，

痛得无法下炕出工。于是他央请我前往八里外的新大庄村请一名

远近闻名的盲巫“查理”病因。我报出延江八字及发病时辰，丁

姓巫医说是祖宗吃了别人家大餐，需要上大坟替祖宗还人情。于

是延江之妻王氏备了四荤四素，又请我、泽干（其弟）晚上带了

酒肴饭菜及餐桌在祖坟东北林莹摆了一桌酒菜烧纸祷告，请祖宗

使用。当日延江病情大减，次日痊愈。 

王氏待人十分吝啬，刻薄。请人帮工也不愿认真招待。九十

年代有一次，初夏割麦，她请她女婿中午来帮工，得知女婿没吃

午饭就来帮工，她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吃了午饭再来！”王

氏拒绝下厨为女婿做午餐，她去小卖店买了几个小饼了事。同一

时期，其夫李延江又犯腰痛，王氏请我子协助半夜又去东北林坟

莹上大坟，当时我子正上高中。这次王氏备了五荤五素十道大

菜，成色十足，满满一大桌子，足见她对鬼神的诚意。 

6.兴虫

这是样书，完
整版https://
changzhe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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