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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叱咤商界的女强人，在人生正值最精彩的时候却遭遇一场地震。
也许因为她曾经捐了大笔的用于铺路修桥积了阴德，上天居然又给了她一次新的生命，让她带着记忆
重生在古代，成为杭州知府的千金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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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信用卡，山东人士，性别不明，超级宅人一枚，表面上很正常，其实灵魂里住着个麦兜。
　　金牛座，懒散固执，爱好美食，喜欢团购。
每天抱着电脑生活，上网时候除了看小说就是写小说，除了团购就是找好吃的店。
　　人生梦想是有一个大房子，4M宽带，能叫外卖，快递直达，不还房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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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府内生活　　正值四月初旬，杭州知府顾礼家的园子里开满了各色鲜花。
沿着池塘一带，粉红色的桃花映着盈盈绿水煞是好看。
另有白色、黄色、橙色、粉红色、红色的蔷薇花苞随着春风微微摇晃。
　　一弯绿水绕着园子蜿蜒流过，小河外面岸边上堆砌着好些个太湖石蜿蜒如带，又有一道矮廊顺着
水边而建，矮廊上隔着几米便有形状各异的小窗口，使得园内园外山山水水交相辉映融为一体。
　　顾府嫡出三小姐元秋在亭子里拿着个小竿在钓鱼，大丫鬟织梦、翠莺两人坐在一边的石凳上嘀嘀
咕咕说着悄悄话。
元秋眼望着清澈的池水，看着莲蓬叶下游动的小鱼，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想她上辈子也是个叱咤商界的女强人，人生正值最精彩的时候却遭遇一场地震。
也许因为她曾经捐了大笔的用于铺路修桥积了阴德，上天居然又给了她一次新的生命，让她带着记忆
重生在古代。
　　元秋的父亲顾礼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七年前从京城外放到余杭做知
州。
在任三年期间勤勤恳恳，倒是做出不少业绩，回京述职被圣上嘉奖，升迁做了同知，去年刚刚升任了
杭州知府一职。
　　顾礼见元秋自幼心思敏捷，便让她同长兄一起读书。
如今几年下来，虽然四书不算精通，但吟诗作对倒是不俗。
元秋自认为生活悠闲舒适，只可惜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有一个刁蛮任性的姐姐--元容。
　　顾府二小姐元容乃妾室张氏所出，那张氏本是一个通判之女，小门小户倒也娇生惯养，认真请了
师傅教习女红。
当年张父在友人家偶遇顾礼，心中羡慕他年纪轻轻便有了好的官职，怕以后更是前途无量，便求了主
人介绍认识，更是将女儿送给顾礼当小妾。
　　那张氏进门后倒也争气，不到一年就有了身子，第二年生下女儿元容。
因京城老宅二老爷家的女儿瑞珠年长一岁，于是府里皆称元容为二小姐。
因元容是顾礼的长女，又生得白净，顾礼对她甚是宠爱。
　　元容虽然养在李氏膝下，但她从小喜欢和她姨娘待在一起。
日子久了，元容别的没长进，倒学会了姨娘的小家子习气。
顾礼知道了，骂了张氏几次、罚了元容两回，也不见两人有所转变，心灰失望之余，反而将所有心思
放在培养元秋身上。
　　元容见父亲日益冷淡自己，偏又极其疼爱元秋，她心里自是不服气。
再加上张姨娘时不时地在她耳边挑拨，常说什么：&ldquo;你当府里就你一个小姐？
还有三姑娘不是，那可是太太自己生养的。
你就是再亲近太太有什么用？
毕竟不是亲生的，虽然面上过得去，但是她疼爱你毕竟有限。
三姑娘和你再好，和你也是隔着肚皮的。
她如今在你父亲心中分量比你可重多了，你要是想得你父亲宠爱，在这个家里有地位，必须得压过她
去。
&rdquo;　　元容听的多了听的久了渐渐地对元秋生出了怨怼之情，时不时地对元秋冷嘲热讽一番。
元秋上辈子什么没见过，哪里会理她的小心思，任由她一个人去闹。
元容每每讨了没趣，就会一个人在屋子里哭，说什么&ldquo;欺负我不是太太生的&rdquo;。
如此闹了几次，顾礼越发不喜欢她了。
　　丫头碧儿提着食盒过来，见元秋蔫蔫地趴在栏杆上打盹，便倒了一杯茶递了过去，嘴里劝道
：&ldquo;姑娘若是困了就回去睡会罢。
&rdquo;元秋懒洋洋地趴在亭子里的栏杆上，心不在焉地道：&ldquo;二姐姐还在房里闹呢？
&rdquo;　　碧儿笑道：&ldquo;张姨奶奶过去劝了，想必一会儿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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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元秋听了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织梦喊小丫头打了水来，服侍元秋洗了手，打开食盒，把里面的点心端了出来。
元秋看了一眼，只夹了一个水晶糕吃了，又趴回去看鱼。
翠莺见天气越发闷热，怕元秋晒久了晚上又该头疼，不住地劝她回房。
　　元秋本也想回去歇午觉，但一想到隔壁屋子又哭又闹的便没了那个心情，只摇头说不困。
几个丫头正愁的没法，见一少年从假山处绕了过来，织梦用手遮在额头上使劲打量了半天，才回头和
元秋笑道：&ldquo;那是大少爷不是？
&rdquo;　　元秋闻言也抬头去看，果然是自己嫡兄顾山的身影，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使劲朝他招手道
：&ldquo;哥哥。
&rdquo;　　顾山、元秋皆为顾礼正妻李氏所出。
兄妹两个自幼一处念书，感情自比一般人要好。
顾山见元秋在亭子里钓鱼，便笑着过来打趣道：&ldquo;你倒是好兴致，昨日先生让念的书可背过了？
&rdquo;元秋笑道：&ldquo;昨日练字时就抄的那篇文章，早就读熟了。
哥哥这是从哪里过来？
&rdquo;　　顾山道：&ldquo;刚才父亲门下的一个清客过来说话，父亲便把我叫了过去。
&rdquo;元秋点了点头，便不再言语。
顾山见元秋脸上满是困倦，却又强撑着看鱼，心里不禁有些奇怪，问她道：&ldquo;你为何不回屋去睡
觉。
&rdquo;　　元秋撇嘴道：&ldquo;我倒是想睡，只是隔壁屋的不叫人消停。
&rdquo;顾山诧异道：&ldquo;可是容妹妹又在哭了，她这回又是在闹什么？
&rdquo;　　织梦站在元秋身边笑道：&ldquo;不过是太太给姑娘请了杭州城里有名的绣娘教针线，二
姑娘嫌没给她请，心里不舒服。
&rdquo;顾山笑道：&ldquo;我当是什么事，当日母亲也要给她请的，她非说看中妹妹的绣娘师傅了，
偏生这话又让老爷听见了，当场训斥她一番，说什么'姊妹之间不懂得谦让，反而生了妒恨之心'，罚
她闭门思过，也不叫母亲给她请师傅了。
&rdquo;　　翠莺闻言抚掌笑道：&ldquo;这可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怪不得她今日见我们姑娘的师傅来
了，哭成那样。
&rdquo;元秋听见这话，撇了一眼翠莺道：&ldquo;当心这话让人听去，又打你嘴巴。
&rdquo;翠莺笑了笑便不再言语。
　　顾山想了一回和元秋道：&ldquo;如今你也七岁了，总不能老和二妹妹住一个院子，我同母亲说去
，给你换个院子吧。
&rdquo;元秋想了一回拍手笑道：&ldquo;好极！
我喜欢园子边上的紫竹院，屋子既大又敞亮，哥哥觉得如何？
&rdquo;顾山点头笑道：&ldquo;那是个二进的院子，你一个人住足够了。
往日你不是总说屋里放绣架狭小，这回你可以单独收拾出一间屋子放你的绣架和针线。
&rdquo;　　元秋笑着站起来，看了下日头，估摸着母亲李氏差不多睡醒了，便邀了顾山一起去上房。
　　李氏刚歇晌起来，正在和管家顾海的娘子对账，就听门口的丫头撩起帘子笑道：&ldquo;少爷和三
姑娘来了。
&rdquo;李氏闻言放下账本笑道：&ldquo;这两人怎么凑一起来了，快叫他们进来。
&rdquo;　　元秋进去先脱了鞋爬到李氏身后，闭了眼嘟囔道：&ldquo;可困死我了。
&rdquo;李氏见她脸上绯红，只当她是病了，唬了一跳，忙去摸她额头：&ldquo;怎么了这是？
&rdquo;　　顾山忙道：&ldquo;今日二妹妹又在屋里哭闹，吵得三妹妹歇不了午觉。
&rdquo;李氏闻言皱了眉头道：&ldquo;这二丫头怎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怨不得你父亲总生她气。
&rdquo;顾山笑道：&ldquo;三妹妹都七岁了，也该单独有个院子了，母亲不如将紫竹院拨给三妹妹叫
她去住。
&rdquo;　　李氏道：&ldquo;紫竹院刚修葺了一番，搬过去倒也无妨，只是我怕秋丫头一个人住害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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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元秋本来都要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听见这话忙挣扎着起身笑道：&ldquo;我都多大了，哪里会
害怕。
再说外面屋子还有丫头守夜呢。
母亲若是放心不下，院子里多安排两个婆子也就是了。
&rdquo;　　顾山忙附和道：&ldquo;三妹妹平日最爱看书，那紫竹院又大，单独打扫出来一个屋子给
妹妹做成书房，往后妹妹练字读书也有个宽敞的地方。
&rdquo;元秋也笑道：&ldquo;母亲不常说我针线平常，等我搬过去，单独拿出一间屋子做绣房，把绣
架子都挪过去。
再打上个大柜子，不同颜色种类的线放不同格子里，岂不便宜？
&rdquo;　　李氏点了点她额头笑道：&ldquo;就你这丫头鬼主意多。
&rdquo;顾海家的在一旁笑道：&ldquo;那院子已经修葺一新，院子里的花木也种上了，只要将新的帐
幔、帘子都换上便可住人了。
&rdquo;　　李氏笑道：&ldquo;既然这么着，晚半晌你再叫人去把那屋子打扫一遍，明日换上新的帐
幔、帘子，窗上纱窗让人重新拿新纱去糊了。
待收拾好了，好叫三姑娘搬过去。
&rdquo;　　顾海家的听了急忙忙地出去吩咐扫洒上的去打扫紫竹院，她怕那些粗使婆子偷懒，亲自看
着打扫，直到忙到入了更，才叫那些婆子们锁了院子去吃饭。
　　元秋因为要搬院子，吃了晚饭回来就叫丫头们开箱子收拾物件，元容因为闹了一回，晚上也没去
上房吃饭，在屋子正歪着呢，就听见收拾东西的声响了，她只当太太又赏了元秋什么玩意，有心想去
瞧一瞧。
只是她今天白天闹了一通，晚上着实不好意思过去。
　　元容低头想了一回，从匣子里翻出一个荷包来，递给大丫头柳儿，吩咐道：&ldquo;你拿这个给三
姑娘，就说是我绣的，拿给她顽，顺便看看那屋里在干什么呢。
&rdquo;　　柳儿应了声，转身去了元秋的屋子。
一进门就见地上摆着几个大箱子，丫头们正把各样东西分门别类的放进箱子里。
元秋正指挥着丫头们搬架子上的书，一回头见柳儿站在门口，便笑着问她：&ldquo;你这会儿子怎么过
来了？
你们姑娘在屋里做什么呢？
&rdquo;　　柳儿绕过箱子到了元秋跟前，将荷包递给她，嘴里笑道：&ldquo;我们姑娘刚绣了个荷包
，叫我拿给三姑娘顽。
&rdquo;元秋拿着细细看了一眼，嘴里夸道：&ldquo;母亲常说姐姐针线好，你看看这针脚，多密实。
&rdquo;织梦笑着接过荷包，又拿出果子给柳儿吃，柳儿见屋里丫头来来去去折腾东西，笑着问道
：&ldquo;姑娘这是要清点东西？
&rdquo;　　元秋笑道：&ldquo;我有什么东西好清点的。
只不过我和姐姐日益大了，如今住一个院子太狭小。
今天我和太太说了，另要了一个院子出来，想必这几日就能搬过去了。
叫她们早些把东西收拾出来，免得搬院子的时候手忙脚乱，再被人趁乱摸走了东西。
&rdquo;　　柳儿听见这话脸上一红，却又不好答话，只得讪笑着找了个借口就要走。
元秋也没心思留她，转身从一个匣子里面拿出来一把扇子递给柳儿道：&ldquo;前儿父亲从外头寻了些
古扇回来，我见着有趣就要了几把回来，这把拿去给你们姑娘顽吧。
&rdquo;柳儿连连应了，拿着扇子回来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
　　元容听了元秋要搬出这个院子，心里顿时一喜，拍手笑道：&ldquo;她搬出去才好，赶明这个一进
的院子就都是我的。
我总觉得她那个屋子比我的大，等她搬走了，我就搬她屋睡去。
&rdquo;柳儿笑道：&ldquo;可不是，这个院子总共就左右两间耳房，往日跟那屋的是各占一间。
等她们走了，我们几个丫头睡觉的地方也能宽敞宽敞。
&rdquo;　　元容越想越得意，便把那古扇打开来看，上面是一幅山水画，柳儿凑过去看了两眼，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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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道：&ldquo;我刚才恍惚听见织梦说这是个宋朝的扇子？
&rdquo;元容撇了撇嘴说：&ldquo;谁知道真假？
&rdquo;柳儿讪笑了下，便不答话。
元容看了扇子两眼，转头问柳儿道：&ldquo;你看见她匣子里有多少扇子？
&rdquo;柳儿想了一回才道：&ldquo;应该有十来把扇子吧。
&rdquo;元容冷笑一声：&ldquo;父亲就是偏心，得了这些扇子也没说给我一把，倒一股脑儿都给了元
秋了。
&rdquo;　　柳儿刚想说话，就听见院子里有小丫头笑道：&ldquo;姨奶奶这么晚过来有什么事啊？
&rdquo;元容听见声音忙换了笑脸，将扇子放到一边就迎了出去。
柳儿忙上前撩起帘子，又骂院子里的小丫头：&ldquo;平日里找你干活的时候不见你，姨奶奶来了你不
知道迎她进来，倒在这里问东问西。
&rdquo;　　那小丫头本是元秋的人，这会出来打水碰巧瞧见张姨娘，不过是多嘴问一句，不料却招来
柳儿的一顿骂，那小丫头也不敢再言语，端了盆径自去了元秋的屋子。
　　张姨娘把元容拉进屋里，指着东边悄声问道：&ldquo;你可知太太给了三姑娘一个新的院子？
&rdquo;元容笑道：&ldquo;我听柳儿说了，三妹妹明天就能搬出去，赶明儿这院子里就我一个人儿了
。
&rdquo;　　张姨娘闻言恨铁不成钢地点了她脑门一下：&ldquo;你个傻子，还笑呢，你可知太太给她
的是哪个院子？
&rdquo;　　元容笑道：&ldquo;姨娘糊涂了不成，我从下午就没出这个院子，哪里会知道太太给了她
哪个院子？
&rdquo;　　张姨娘冷哼：&ldquo;太太给她的是园子边上的紫竹院，那可是两进的大院子，有五间正
房，左右各有两间耳房，东西还有三个厢房。
比你这个院子生生大出一倍多来，更别提前院后院了。
你还在这做梦呢。
&rdquo;　　元容一听不由得又生了气，冷笑道：&ldquo;我虽说是庶出，但好歹也是长女，太太成日
把规矩放在嘴边的，怎么就不知道长幼有序的道理？
&rdquo;张姨娘见元容的声音逐渐高了起来，连忙捂住她嘴，小声叫道：&ldquo;我的姑奶奶，快小声
些罢，待让隔壁听见，回头咱俩又该被禁足了。
&rdquo;　　元容虽有满腹怨言，但一想到父亲发火时候的铁青面孔，不清不愿地拽下了张姨娘的手，
垂头丧气地坐在窗边，拿着剪子戳花瓶里插的桃花。
　　张姨娘连忙又去哄道：&ldquo;我的好姑娘，姨娘告诉你这些，又不是为了让你生气的。
你总得想个法子让老爷重视你才是。
姨娘如今就你一个，将来可都指望你呢。
你若是有出息，以后姨娘也跟着你享福不是。
你若是不入老爷的眼，看将来他把你随便许配个什么书生之类的，可叫我们两个怎么活哦？
&rdquo;　　元容闷闷地坐了一回，才勉强笑道：&ldquo;姨娘回罢，我自会想法子让父亲疼我的。
&rdquo;张姨娘应了一声，又哄她道：&ldquo;等三姑娘走了，姨娘过来帮你收拾院子。
&rdquo;元容懒懒地道：&ldquo;就那么着罢。
有什么好收拾的，再收拾也比不上那二进的院子大。
&rdquo;　　张姨娘看了眼沙漏，见时辰已经晚了，确实不敢再待，只得吩咐柳儿好生伺候元容，就匆
匆地走了。
　　翌日一早，李氏拿着钥匙开了库房的门，选了银红蝉翼纱出来，叫人先拿去给元秋糊窗户，又把
床幔、帐子之类的也选了颜色鲜亮的拿了出来。
李氏正要带人出去，就见元秋带着织梦笑吟吟地进来了。
　　李氏问她：&ldquo;你跑这里来做什么？
&rdquo;元秋笑道：&ldquo;我有了新屋子，来问母亲要些摆设之类的。
&rdquo;李氏笑着点她脑门：&ldquo;你又糊弄我呢，那屋子里除了这些帐幔之类的，其余各样都是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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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
连里头的家具都是今年新叫人打的。
屋里头又有各样石鼎、纱屏，又有花瓶、玉盆，你难道还缺什么不成？
&rdquo;元秋嘻嘻笑道：&ldquo;什么都瞒不过母亲，我只不过来看个新鲜罢了。
&rdquo;　　李氏摇头笑道：&ldquo;那你就四下里看看，相中什么只管说，我叫婆子们抬到你屋里去
。
&rdquo;元秋应了一声，四处看了一圈，挑了几个古董花瓶出来，又选了几张字画预备挂到自己的小书
房里。
　　李氏见她东捡西看的也跟着来了兴致，给元秋挑了两个石头盆景叫人送到她屋里去。
元秋逛完了库房，便携着李氏的手一同出来，李氏看着锁了门，才想起一件事来，转头问元秋道
：&ldquo;你这会儿子怎么还没去上课？
&rdquo;　　元秋忙说：&ldquo;我不是想看人收拾屋子吗？
&rdquo;李氏笑道：&ldquo;你就捣乱罢，看赶明文章背不出来先生罚你。
&rdquo;元秋闻言也不在意，只拉着李氏的手说：&ldquo;女儿还要求母亲一事。
&rdquo;李氏笑道：&ldquo;你还有什么事一气儿说完，等忙完你的事我好做正经事去。
&rdquo;元秋道：&ldquo;碧儿那丫头做得一手好菜，又会蒸各样点心。
我想我那院子又大，何不单弄个小厨房。
我平日里就是想吃什么也不必叫人巴巴的跑去大厨房要了。
&rdquo;　　李氏想了一回才点头说：&ldquo;这也使得。
&rdquo;接着转头吩咐一管事娘子道：&ldquo;你这就带人去把东西给三姑娘备齐，再叫人吩咐大厨房
：先挑两担子银碳放三姑娘院子，每日各样新鲜的食材都送一份到三姑娘的院里。
&rdquo;那管事娘子忙答应着去了。
　　李氏看着元秋笑道：&ldquo;你若是没事先去苏绣娘屋里跟她学女红，等晌午吃了饭在我屋里睡一
觉。
到了下午，我保准你屋子都拾掇好了。
&rdquo;　　元秋听了只得先到苏绣娘的屋子。
苏绣娘正在绣一块衣料，见元秋来了便笑着迎出来问道：&ldquo;姑娘今日不是搬院子吗？
怎么有空过来？
&rdquo;元秋笑道：&ldquo;母亲嫌我碍事，打发我来师傅这里做针线。
&rdquo;　　苏绣娘便将花架上的布料撤了下来，重新换了块布上去，穿了一根针递给元秋道
：&ldquo;先把布绷平了，架子要稳，选那细小的针一点一点绣上去，重要的是要针法要懂得变通。
&rdquo;元秋在一边看着，一边心里暗暗记了下来，苏绣娘见元秋听的用心，便让她去绣一朵牡丹。
元秋先想了下布局，用铺针法去绣花瓣。
　　元秋绣了一个来时辰，才将牡丹绣完，正要起身揉揉僵硬的脖子，就听见外屋小丫头笑道
：&ldquo;采雪姐姐来了。
&rdquo;采雪笑嘻嘻地问道：&ldquo;太太叫我来瞅瞅，三姑娘可在这里？
&rdquo;　　元秋在里屋笑着应道：&ldquo;在这呢，你怎么过来了，若是有事只管打发小丫头来说就
好了。
&rdquo;织梦撩了帘子进来笑道：&ldquo;夫人说端午时要穿的衣裳该做了，已经叫了雀菱绣坊的人下
午过来，让苏师傅过去给参谋一下呢。
&rdquo;苏绣娘忙说：&ldquo;等我吃了晌午饭就过去。
&rdquo;采雪忙谢了苏绣娘，又请元秋到上房去看钗子。
　　李氏正在拨弄着金银楼送来的首饰，见元秋来了，笑着问她：&ldquo;你爱哪种的？
&rdquo;元秋眼尖的看见一堆金饰中间一个金镶玉的金钗子，前端用碧玉琢成双翼展开之状，双翼上镂
凿梅、兰、竹、菊四君子纹路，下部分用了上好的玛瑙做成的圆珠串起。
元秋见了一眼就看中了，拿起来细细打量，越发觉得精致，遂举起给李氏看：&ldquo;这个好看，我喜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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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李氏点头笑道：&ldquo;这个样式倒是新颖，再挑几样罢&rdquo;。
那娘子在旁边不住的介绍，一会说这个做工好，一会说那件料子足，元秋只笑着不答话。
等母女两个挑完了，金楼的娘子将剩下的首饰包了起来，李氏同顾海家的道：&ldquo;你带着娘子到二
姑娘屋去，也叫二姑娘挑两样首饰，龙舟会的时候好带。
&rdquo;顾海家的答应着领着去了。
　　待母女两个吃了午饭，下午果然就有绣坊的娘子过来了，量了元秋的身材，又让元秋挑衣裳样子
。
因端午有传统的赛龙舟，届时杭州大小官员都要带家眷去看热闹。
端午节也成了各府千金小姐、太太太太们争奇斗艳的聚会。
因此李氏对衣服首饰格外重视，亲自过来看着元秋选样子，又拿了自己素日觉得好的花样子给元秋看
。
　　元秋翻着册子看了一遍，总觉得样式都大同小异，总觉得没有新意。
那绣坊娘子见状不禁笑道：&ldquo;姑娘喜欢什么式样的，只管同我说，保管做出来让姑娘满意。
&rdquo;元秋听见这话，心里便有了主意，连忙吩咐翠莺去取了炭笔过来，自己在纸上涂涂画画起来。
　　绣坊娘子觉得稀奇，便立在元秋身后看了，但见她几笔便勾勒出一件衣裙的形态，腰间用珠串收
紧，裙下摆宽大，裙幅至少有十道之多。
领口、袖口、前襟、下摆等处 又用有褶皱的花边。
　　元秋画完笑着指给那娘子看：&ldquo;衣裳帮我用上好苏绣锦缎来做，衣裙上摆用金银丝线绣了那
带着露水的花，再用五彩线绣了蝴蝶在花周围盈盈飞舞；其他位置要用那种淡色的线绣素洁淡雅的花
来做铺垫，腰间的珠串要三列的珍珠穿起那种宽的腰带来，珍珠的大小要一样，选那种色泽圆润的用
银线穿起来。
袖口领口这些花边要用滚雪细纱来做，细细的叠了小的皱褶缝上去才有那种感觉。
&rdquo;　　那娘子听完不住地咂嘴：&ldquo;到底是大家闺秀，锦心绣口，就连衣裳样子都能想出这
么多的花样，真真的水晶玻璃心啊。
&rdquo;　　李氏笑道：&ldquo;做这一件衣裳的银子顶别人做几件的了。
不过难得她有这个心思，倒要按照她的花样来做了瞅瞅是什么样子。
&rdquo;　　苏绣娘在一边看了会儿图纸，也直说好，又将细节之处嘱咐那娘子一番。
绣楼娘子收拾好了图样，采雪领着她到元容院子给元容定衣裳样子。
等府里众人衣裳样子都定好了，已经到了掌灯时分，婆子们已将紫竹院收拾妥当了。
李氏带着元秋去紫竹院各处看了一便，才叫丫头们带着婆子把装好的箱笼都抬过来。
当夜，元秋就搬了过来。
　　元秋搬了新院子，只觉得新鲜，自己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去瞧。
朝南的大屋子里专门做了柜子装满了各种绣线，靠窗的桌子上大大小小的绣架绣绷罗列在一起。
屋子当间支了一张极大的绣架，上面是绣了一半的衣料。
旁板的屋子是书房，黄梨木的书架上累着一套套的新书。
直到把各个屋子都逛完了，元秋这才回房洗漱了睡觉。
　　翌日一早，天刚蒙蒙亮，元秋就醒了，织梦听到声音忙披了衣服过来，扶着元秋坐了起来，给她
披了件家常的褂子，便将一直用热水温着的茶壶拿出来，倒了盏茶递给元秋。
　　元秋睡了一夜，早觉得嗓子干渴，接过来吃了大半盏才问：&ldquo;什么时辰了？
&rdquo;　　织梦说：&ldquo;刚过四更。
姑娘可是刚换了地方睡不踏实？
&rdquo;元秋摇头道：&ldquo;睡的还好，只是惦记着今天要上课。
&rdquo;织梦道：&ldquo;还早着呢，姑娘再睡一会罢。
&rdquo;　　元秋也觉得时辰还早，便把茶盏递给了织梦，将身上披的褂子拿了下来，又躺下眯了半个
时辰才又起来，唤翠莺过来服侍自己穿好了衣服。
洗漱完毕，看了眼沙漏觉得时辰还是略早些，想起昨晚上没有弹琴便睡了，便打开窗，亲自燃了香搁
在镂空玻璃盏里，放在案边，方才坐在窗下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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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银红色的霞影纱，隐隐绰绰可以看到外面抽了新芽的树枝，几只喜鹊在枝头叽叽喳喳的叫着
，元秋手指轻舞，拨动着琴弦，一阵优雅的古琴声穿过薄纱飘到窗外，与喜鹊的叫声照相辉映，甚是
好听。
　　一曲完毕，元秋慢慢的回了神，瞅见碧儿站在旁边，笑道：&ldquo;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都不知
道。
&rdquo;　　碧儿笑道：&ldquo;看姑娘在弹琴，没敢出声，姑娘的琴弹的越发好了，我都听住了，倒
忘了叫姑娘吃饭这回事。
&rdquo;　　元秋一边洗手一边道：&ldquo;不过是自家里弹着玩罢，又没正经和好的师傅学过，哪里
就弹的好了？
&rdquo;　　碧儿盛了碗燕窝粥给元秋，又摆了几样小菜，元秋指着其中一个晶莹剔透、五彩缤纷的菜
卷说：&ldquo;这是什么，颜色倒好看？
&rdquo;　　碧儿说：&ldquo;想着姑娘上午要学两个时辰，怕姑娘到上午饿了，又寻思着姑娘早上吃
不下什么点心，我便做了这白菜碧玉卷。
&rdquo;　　元秋夹过来一个细瞅，见是将白菜叶选最薄最透明的一片焯过水后，将胡萝卜丝，黄瓜丝
，香菇丝都卷了，淋了汤汁上锅蒸了。
碧儿看着元秋只看不吃，便笑着说：&ldquo;这个最是清爽可口，姑娘尝尝。
&rdquo;　　元秋闻言笑着咬了一口，觉得确实清爽，又因为老汤调的汤汁，十分鲜嫩可口。
元秋吃了一个白菜碧玉卷，喝了半碗粥就放下了筷子，用茶漱了口，忙忙地赶去上课。
　　张先生见顾山、元秋两个都来了，考了一番从前的课程，又从论语里捡了一句&ldquo;子曰：'君
子不器'&rdquo;让顾山和元秋做文章。
在元秋看来，有些随堂考试的意思。
元秋读了几遍题目，根据君子的广义概念引申到人格魅力，又结合了自己的观点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张
纸交上去了。
　　张先生读了几遍元秋的文章，觉得观点新颖却又符合君子之道，心里便有些喜欢，遂叫了元秋上
前说：&ldquo;你的文章做的不错，只是这字虽有灵气但缺少章法。
我听你父亲说，你每日给自己定了许多功课？
&rdquo;　　元秋恭敬地回道：&ldquo;学生每日早起练一个时辰的字，下午从未时一直到酉时跟着苏
绣娘学做针线，晚饭后弹半个时辰的琴，再摆半个时辰的围棋。
&rdquo;　　张先生点头道：&ldquo;你虽是用心，但却过于浮躁。
练字也罢，围棋也好，最是修身养性的。
你若是不想学而不精，就要在有限的练习时间内全神贯注、排除杂念。
&rdquo;　　元秋闻言顿时茅塞顿开，自己因为太多东西要学，未免有些急于求成，无论是对练字还是
女红，都有了激进心理。
而这两样东西恰恰哪个也不是短时间就能练就出来的。
老话说：一口不能吃个胖子。
自己活了两辈子，怎么连这个倒忘了。
　　元秋忙向张先生施礼道：&ldquo;先生所言极是，学生懂了。
&rdquo;　　张先生捡了两本字帖给元秋，叫她回去临摹，又同他俩道：&ldquo;太太打发人说：明日
就是五月初一了，叫给你们放几日假。
你们这几日自己记得看书，不要荒废了功课。
&rdquo;　　顾山同元秋连忙应了，又给先生行了礼，才一同告辞了出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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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信用卡的故事让我觉得亲切而真实，每一处细节都娓娓道来，仿佛像一幅精心勾勒的工笔牡丹，
每一根线条都栩栩如生，没有半点浮躁之气。
如果你厌倦了满目的高楼和拥挤的车流，不如选一个充满阳光的午后，沏一壶香茗，体验一回古人的
悠闲生活。
　　&mdash;&mdash;忆锦 《爱情来了你就上》　　这是一个现代女子穿越到古代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已经太多，写出来往往乏善可陈。
可是这部小说偏偏就在一片泛滥到恶俗的穿越故事中，异军突起大放异彩。
从开篇到结束，无数人义无反顾跳坑追文，始终热情不减。
小说里既有大家宅的矛盾冲突，又有小儿女的无猜情长，既有人心险恶的阿谀算计，又有纯洁干净的
忠诚厮守。
作者笔力劲道，情节给力，是难得一见的精品，很值得一读。
　　&mdash;&mdash;红九《爱我就要说出来》　　作者以杭州知府千金顾元秋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古
代封建大家族的故事，将人物举手投足言行举止刻画得栩栩如生，家长里短的表面温馨和暗潮汹涌娓
娓道来。
作者在温馨中感动读者，在闲适中编织惊奇。
　　&mdash;&mdash;扫雪煮酒《明朝五好家庭》　　这是一个布局相当全面的故事，从姐妹之间的互
不相让，转至妻妾之间的争长论短，又引出兄弟间的府门争重，及至妯娌间的夺持家权，几户叔祖婆
母的钩心斗角，一派年轻儿女的争妍竞艳，种种恩怨，娓娓道来，当中更穿插了顾家三小姐和南平世
子一双碧人的情海生波，终成不二娶的神仙美眷，回观全文，言语风骨颇有明清话本的味道。
　　&mdash;&mdash;安宁《温暖的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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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界女强人变身知府小千金，与美男世子情海生波，终成不二娶的神仙美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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