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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九族的勾当
——刘唐送金背后

的阴谋（之二）
□胡杨

夏日清晨
□耿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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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一
日的好晨光不是冬天的，也不

是春秋的。冬日里的早晨有令
人生怯的冰冷，而春天和秋天似

乎又太富有，随手一掂，便哗啦啦
落了一地的好时光。

唯有夏日的清晨最珍贵，是一
天里最清爽、最适宜的时候。炎热还
未到临，火辣辣的太阳隐藏了光芒，挂
在东方的天际，若隐若现。清凉的风不
紧不慢地吹着，滑过肌肤，滑过发际。一
宿燠热湿闷的心不由得不清爽利落起来。

此时，我站在清晨的公园里，捧着一本
宋词，临风而读：“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
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
门，久作长安旅。”千年前的词人看到了池里
的荷叶，起了思乡之情。而我也是背井离乡的
游子，亦不免勾起了乡思。

我想，这个时候的父母早已在田里了。他
们总是在晨光曦微时出门，晨兴理荒秽。夏日里
的每一天，在他们的世界里，是真正做到了一天之
计在于晨。他们总是会把活计放在晨时，井然有
序地安排着，不肯错过任何一个凉沁沁的清晨。庄
稼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腿，有什么关系呢？一转身，看
到后面郁郁葱葱的干净的田，他们长舒了一口气，笑
了。

一滴露水落在了脚上，凉凉的，拉回了我飘渺的
思绪。蹲下去，我静静地凝视着路边的这一片青草。
细细的叶子上端坐着一粒粒圆圆的亮水珠，洁净极
了。稍微一碰叶片，它就俏皮地滑动。作家许冬林写过
一篇诗意的文《养一畦露水》，用“精灵”形容露水，尤其
生动贴切。她在文末说：“养一畦露水，在露水里养一个
清凉的自己。生命短暂渺小，唯求澄澈晶莹，无尘无染。”
而在这样的一个夏季清晨，因为有露水才显得清新凉润。

蝉附在头顶的树上高一声低一声鸣叫。鸟儿斜着身
子低低地掠过路面，旁若无人，栖在相思树的枝头婉转歌
唱。并不觉得吵闹，反而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害羞的蜗牛也大胆地探出身，在路边缓慢地爬行。

偶有晨练的老人，碰见了，甭管认识不认识，总是笑盈
盈温和地打招呼。似乎呼吸了这清晨的空气，心情也跟着
清爽起来。

路边的牵牛花星星点点，高昂着小喇叭，可爱得很。还
有木槿，淡紫的花朵缀满了青色的枝条，绚烂亮丽。它们是
勤奋的，又是极聪明的，选择在清新宜人的晨光里盛放。而
勤奋，总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和我同来的两岁多的儿子站在木槿树下，仰着小脸，对
着一树的繁花奶声奶气地惊叹：“花好漂亮呀，早上好漂亮
呀！”

上回我们讲到，梁山派刘唐来郓城县给宋江送金。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感谢宋江，
但实际上却好像是要害了宋江。

于是，就有人解读说，这晁盖给宋江送金，要感谢宋江是假的，而欲加害宋江才是真的。
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小说实际的。因为，从小说的描写来看，晁盖给宋江送金以表谢
意，应该说是出于真心的。

晁盖与上梁山之前的宋江关系是非常好的，用晁盖自己的话来说，两人是“心腹相交，结
义弟兄。”后来，晁盖上了梁山之后，先后两次领兵去救危难之中的宋江，就充分体现了晁盖
对宋江的一片兄弟真情。

晁盖上梁山之后，第一次领兵出征，是在小说的第四十回。晁盖此行就是为了去千里之
外的江州劫法场救宋江。当时，梁山的实力还不是很强大。但是，晁盖还是带了梁山几乎所
有的头领千里迢迢奔袭江州。如果不是晁盖和宋江运气好，差一点晁盖他们在江州就全军
覆没了。由此可见晁盖对宋江的感情之深。

晁盖第二次领兵下山，是在小说的第四十二回。当晁盖听说郓城县的两个都头赵能、赵
得，正领着一班公人在追捕欲回家搬取宋太公上梁山的宋江，就勃然大怒。除了留下吴用等
九个头领镇守山寨外，晁盖带着梁山其他的三十一位头领全都下山来寻救宋江了。而且，晁
盖不但在还道村救了宋江，还派人把宋太公的一门老小全都安全地搬上了梁山。难怪宋江
脱险之后，要感动得对晁盖深深“拜谢”了。可以这样说，在宋江上梁山架空晁盖之前，晁盖
对宋江是真心不错的。

于是，问题就来了。明明给宋江送金以表谢意是出于晁盖的一片真心，那么，为什么晁
盖又要借刘唐送金的机会来加害宋江呢？其实，这从表象上来看似乎矛盾的结论，正深刻揭
示了刘唐送金背后所隐藏的那番险恶用心。

派刘唐给宋江送金传书，这个计谋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不是别人，正是在梁山泊坐第
二把交椅的智多星吴用。这是吴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下的一着妙棋。

小说第二十回写得很清楚，想派人去郓城县送金感谢宋江的提议人是晁盖。但
是，晁盖这个提议的具体实施者却是吴用。也就是说，让谁去郓城以及带什么东西
去郓城，这个事情的决定者不是晁盖，而是吴用。那么，吴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为什么要加害宋江呢？

因为，吴用深知晁盖对宋江的感情，也知道宋江曾“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冒
死来东溪村给晁盖报信的兄弟义气。所以，吴用是很忌惮宋江的。吴用生怕
有朝一日宋江也会上梁山，从而影响了自己在梁山的前程。

吴用觉得，如果有机会，他必须对宋江有所动作才行。所以，选择刘唐
去郓城给宋江送金传书，对吴用来说，是一着既可“进”，也可“退”的妙
棋。所谓“进”，那就是如果刘唐万一行事败露，被官府所获，那么，便是
向官府坐实了宋江私通梁山泊的死罪。

小说第二十回写道：宋江见了济州府防备梁山泊贼人的公文，心里
便暗暗寻思道：“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犯了大罪，劫了生辰
纲，杀了做公的，伤了何观察，又损害了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
上山。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

可见，如果刘唐行事败露，那么宋江也就犯了“灭九族的勾
当”。等待他的，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样一来，吴用就可借官府之
手，不露痕迹地除掉宋江这一潜在的竞争对手。

所谓“退”，那就是如果刘唐办事顺利，宋江收了梁山泊的金
子和书信，那么就可以表达晁盖、吴用他们对宋江的一片诚挚
谢意，让宋江充分感受到梁山泊的那份义气。大家就可以皆大
欢喜。

所以，无论是“进”还是“退”，派刘唐给宋江送金传书的
任何结果，对吴用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但是，吴用
这一计谋所产生的后果却是相当的严重。

小说第二十一回，吴用送给宋江的金子和书信，不意被
阎婆惜发现了。那阎婆惜打开宋江遗忘在房里的那个招
文袋，往桌子上只一抖，便抖出了里面装着的那包金子和
书信来。阎婆惜在灯下把那纸书信展开来看时，只见上
面写着晁盖并许多事务。小说写道：

婆惜道：“好啊！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
‘井落在吊桶里’。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单单只
多你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里！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
同往来，送一百两金子与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
遣你。”

于是，阎婆惜便要挟宋江道：“有那梁山泊晁盖送
与你的一百两金子，快把来与我，我便饶你这一场天字
第一号官司，还你这招文袋里的款状。”

双方争执不下，宋江怕阎婆惜会去县里告发自己
与梁山泊的关系，便恶向胆边生，一刀杀死了阎婆
惜。然后，宋江“取过招文袋，抽出那封书来，便就残
灯下烧了。”宋江的命运就此改变，而宋江命运改变的
关节点，就是吴用所送的那封书信。

后来，宋江在羽翼未丰的时候，之所以
死活不肯上梁山，其中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
宋江看穿了刘唐送金背后
所隐藏着的那份险恶用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