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 筒

从前，有夫妻俩人，丈夫叫李生，妻子叫张氏，两口子无儿无女，生活不甚

好过。

这一年，张氏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了一些钱，加上去她娘家借得百十文钱，

总共有了三百文。夫妻俩决定买两头猪花仔回来喂养。

李生起个清早，带上三百文钱来到圩上。街上非常喧闹，只有猪行还冷冷清

清，卖猪仔的人还来到来。这时，李生碰上了朋友。这人名叫阿贵，经常爱赌钱，

今天他输光了，没处可借。“喂！李兄，你来得好早，来买什么？”李生说：“特

地来圩买一对猪仔。”“买猪仔，还早着呢，跟．我来坐坐吧！”

李生跟阿贵来到一间小店铺里，里面围了一圈人，正在掷骰赌钱，呼幺喝六。

胜过你买猪养。养猪要一年才赚得几百文钱，又要花成本、费人工，很不上算。

你看我，刚才只一会就赢了好几千钱。李生是个诚实本份人，一见这场面就想走。

阿贵忙拉住他：“李哥，来赌一注吧，”李生说：“我不会赌。”不会赌不要紧，我

代你出手，赢了钱归你。”

“要是输了呢？”李生很不信任他。

“不会输的，要是万一输了，我包赔。”

李生本来不愿意，但奈不过朋友的相缠和诱惑，便把三百文钱全借给阿贵阿。

阿贵拿了钱就去赌，第一注赢了，他把赌注加大；第二注输了；第三注又输了。

他输热了火，把赌注越下越大，不一会就把三百文钱输个精光。

“今天碰衰，就因你不走好运。”阿贵拍拍屁股就想溜。李生一把扯住他，

顿足道：“天呀，我这是买猪仔的钱，你快赔给我砑！”阿贵嘿嘿笑着说：“李哥

你也真是不在行，赌博场中无儿戏，输去的钱怎么还能要回来呢？”

这可急坏了李生，没钱买猪仔，怎么回去见老婆呢？

“哦哦！有了有了”阿贵一拍大腿，“我家有一件宝贝，叫做灵筒，只要遇



到急难事，把灵筒拿出来，它就会帮想办法，你跟我回家去，我把灵筒赔给你好

啦，可是实在让你沾便宜了。为了朋友，我也不计较了。”

听说有宝贝，李生一下高兴起来，一直跟到阿贵家中。阿贵回到家，好半天

才慢吞吞拿出一只修补过的烂竹简。李生一看就心冷了，说：“这个烂竹筒有什

么宝贝？”

阿贵故作神秘地说：“嘿！说起来真是无价之宝，这是我的老父亲花一千两

银子买来的，以前，只要把这灵筒敲三敲，就能万事皆通。可现在，唉——又算

你运气不够，我刚回家拿灵筒的时候，才发现被老鼠咬穿了，我已经补好，你不

妨拿回去试试看，或许还有用。我教你一个办法：你今天回家先别急着进门，就

在屋外探听你老婆今晚煮的什么饭菜，然后再敲门。她问你拿回的是什么，你就

说是神仙送你的灵筒。如果她不信，你就敲着这个竹筒，说出他煮的饭菜，这样

就不由她不相信是宝贝了。”

李生说：“可是骗得初一，骗不了十五呀”。阿贵宽慰他：“只骗过这一次，

下次我就把钱还给你，再把猪仔买回去，不就没事了吗？”

李生无奈何，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依照朋友的话去做。这时，日头已经下

山，他慢慢地走回家，到了自家屋背后，他躲在厨房窗外悄悄看张氏的动静。

张氏想到丈夫今日趁圩辛苦，特地煮了三升糯米饭。邻居送给她半碗虾公，

她把虾公放在糯米饭里一起煮，等候丈夫归来。等了一阵又一阵，还不见人，她

憔燥不安，恐怕饭菜凉了，想煮热，刚刚把饭菜放落锅头盖好，就听见敲门声。

丈夫回来了。张氏见丈夫两手空空，就问：“你买的猪仔呢? ”

“嘿嘿！这回我可得宝贝啦!这宝贝比猪仔好得多。这是我拿三百文钱换来

的，是一位神仙换给我的。”张氏接过宝贝一看，是个烂竹筒，没好气地说：“你

这死鬼，拿个烂竹筒当宝贝想来欺骗我，快把三百文钱交给我！”

李生认真地说：“你先别生气，听我说嘛！难道我就这么笨，白白将钱换个



烂竹筒么。实话告诉你吧，这是个灵简，无价之宝，人家花一千两银还买不到呢。

只要把这个竹筒敲响，就能万事皆通。但神仙交带有话，有缘份的人方能用得灵，

神仙说我有缘份，只许我一人用，不许送给别人。”

张氏听了，半信半疑，问他怎么个灵法？他说：“比如你今晚煮的什么饭菜，

我敲响灵筒就能知道。”“我才不信有这么灵。”

“不信，我来试试看。”李生说着，就把竹筒敲了三下，侧着耳朵倾听，随

口说：“灵筒，灵筒，三升糯米混虾公。”

张氏昕丈夫说得对，不由得嘻嘻笑起来：“这宝贝可真神灵。”

女人的话藏不住，泄露快，传得也快。第二天，整个村子都传开了：李生得

了个仙家法宝——灵筒。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经过传话人的添枝加叶，越传

越神。

本村有一户人家养了一窝母猪带仔，从早到晚不见回来，到处寻找不到，听

说李生有个灵筒那么灵，便去请他。说也凑巧，正好李生上山斩柴，看见了母猪

带仔误走山窝里，跳得进去，跳不上来，刚想回去告诉猪的主人，刚回到家就碰

上人来请他。他敲着竹筒说：“灵筒灵筒，母猪带仔落山冲。”那户人家真的在山

冲窝里找到了母猪和猪仔。为了答谢，猪的主人便将两只猪仔送给李生，这一来，

灵筒的名声更加传得远了。

外村有个王家庄，王员外有个女儿病了将近一个月，到处求医吃药不见效。

王员外听说李村有个灵筒一敲万事皆通，即叫管家去请李生。

这一下可麻烦了，李生真不知如何应付。想推托不去吧，无奈人家再三再四

求情，只好硬着头皮带着灵筒去见王员外。王员外好洒好菜招待客人，然后求请

灵筒探问女儿病情。李生一时心慌，连忙推辞说：“我这个灵筒是不能探病的呀。”

王员外那里肯信，苦苦求请，李生推托不得，只好答应王员外，先要见一见病人。

李生一见那女子愁眉不展，郁郁不乐，唉声叹气，眼有泪痕。他出来对王员



外说，现在还不能知晓，王员外问他儿时才能答复。他说要三天以内。

李生回到家中，苦苦寻思，毫无计较。张氏问他为何不乐。他便将王员外请

他去探病的情形说了。张氏说；“不理睬他，恨不得他女儿死了才好呢。”李生问

是怎么回事。

原来张氏的外家张家村和王家庄是近邻，张家村有个叫张龙的后生仔和王员

外的女儿定了亲，张龙家里原先也有钱，后来父亲外出做生意日久不归来，家里

便日渐贫穷。王员外嫌爱富，反悔亲事，硬逼女儿择门另配。那女子懂得礼义贞

节，她爱上了张龙，不肯依从父命，常常思念张龙，相思成病，面黄肌瘦。张氏

对丈夫透露了这个内情。第二天，李生悄悄到张家村去打听一下，确实象妻子说

的那么回事，第三天，他便去王家庄，王员外问他：“今天能把我小女的病探明

吗？”李生说：“让我试试看，可是有话说在前头，灵不灵我可不敢打保。”说罢，

即敲着灵筒听一会，说道：“灵筒，病女因为想老公。”

王员外听了一怔，暗想：这个宝贝确实灵通。他又问：“你说的也许对，但

是，知道我小女想念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么？”

李生又敲了三个竹筒：“灵筒灵筒，张家男儿叫张龙。灵筒灵筒，病女见夫

花转红。”

王员外真的信服了，谢过了李生，将一锭大银打发他出门。

这事一经传开，远远近近无人不知，连省城的人出感到新奇。一位新任知府，

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官印，不知被谁人输去了，正在愁眉苦脸，又不敢上报，有苦

难言，当他听说李生有个灵筒那么神灵，便拿出十两银子叫个衙差去李家村请李

生到府。

李生一听说官府老爷有请，吓得面如土色，暗想：这回没命了，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我且躲避一下为好，谁知走也走不及了，衙差已到家门。他只好推托

说，三天之内才能进城，衙差按照他的限期回去告知大老爷。



“这却如何是好？”李生想来想去，最后还是逃走，他打算去找阿贵朋友，

把那个竹筒还给他，自己好脱身。

李生走出了村庄，一路闷着头，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来到了田垌，连走在

前面的两个人，他也看不见。他走着，走着，忽然看见田坎的小湖边有一只白鹤

喙着一条黄鳝。黄鳝很长，白鹤吞进了一半截，想吞不下喉咙，想吐却吐不出嘴。

李生自言自语说：“这回我看你黄的也死，白的也死，一个无地可钻，一个有翼

难飞。”

李生的话，使在前面走的那两个人吓了一跳。原来这两人一个隆黄，一个姓

白，正是他俩偷了知府官印，两人掉头一看，认得是李生，也认得李生腰上吊着

那个灵筒，更是惊得魂飞魄散，以为偷官印的事被李生知道了。于是双双跪下求

饶：“李哥饶命，下次不敢了。”李生初时觉得很奇怪，但当他看到那二人贼眉鼠

眼时，便计上心来。笑了笑：“老表，你俩位快起来吧，所做的事只要实话对我

讲清楚，我决不会难为你们的。”

“是是，我照实说。”一个说着，另一个又争着说：“我先说，我先说。”

“不用争，谁说都一样，反正两人做的事，两人心里都知道。不说，我把灵

筒一敲响，也会知道。我问你，究竟偷了什么东西，把它藏在什么地方?”

两人同时说：“偷了知府大老爷的官印，把它藏在衙门侧边的水涵洞里。因

为知府老爷是个糊涂官，冤枉了好几条人命，我们想让他丢掉乌纱帽，除此别无

他意。”

李生心中暗喜，说：“好了，好了，不用多说，你俩快走吧。”

李生得知了这个秘密，便打回头归家去。等到第三天，官府衙差再来相请，

他便大模大样地走进了衙门。

知府老爷亲自问李生：“听说你有个灵筒那么灵通，我已等你三天了，今天

能不能探听出官印的下落？”李生不慌不忙地答： “大老爷，让小民试试看。”



他慢慢地解下灵筒，连续敲了三下，认真地侧耳倾听，然后说：“灵筒，灵筒，

官印走入水涵洞。”

知府令人去寻找，果然用竹竿把一个官印从水涵洞里顶出来。找到了官印，

知府老爷大喜，当场给李生打赏许多银子。

从此，灵筒更传得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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