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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毓美，从历史深处走来
史涌涛

租（小说）

侯建臣

读书的检讨
刘富宏

远方是一座座山
是一条条溪水弯弯
是清晨淡淡的炊烟
是傍晚香喷喷的粗茶淡饭
是耕耘的歌
饱含甘甜
是一行行树木
绿色无边
是藏在月光里的企盼
是梦里唠嗑的热炕
是放学的牧童骑在牛背上
远方是亘古的牵挂
是一份银色的惦念
千山万水的行程，隔不断

响亮的夏天

繁华的蛙鸣
把夏天的日子
擦拭得又光又亮
简单的歌词吟唱出
深情的诗行
雨点抑扬顿挫晶莹流畅
脚印迤逦成绿色的波浪
蝉鸣深深浅浅
出没在稠密的枝头上
响亮的夏天
眼眸里盛开着一朵朵莲
摇曳着圆圆的阳光

淡淡的云
凉爽的风
一群鸽子飞过晴空

平静的水
亭亭的荷
几个戏水的孩童

飞来几只水鸟
尽情畅游水中
打破湿地宁静

鱼儿跃出水面
湖面波光粼粼
山色隐入湖中

远方 (外一首)

袁秀兰

湿地小景
杨树林

母亲
梁鸿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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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那棵树，家就近了。
一只喜鹊站在枝头之上，叫一声挺

一下尾巴，把天叫得蓝蓝的；又一只喜鹊
飞过来，朝着路这边一直看，以为它不会
叫，却在他低下头的当儿，“喳喳喳喳”突
然叫出了一连串声音。他抬头看着，想
起了家里墙上的一幅画，那幅画的名字
似乎叫“喜鹊登枝”，印象中家里每年都
要贴这样一幅画的，窗户上贴着的窗花
似乎也是。有好多次他感觉那树枝上的
喜鹊是从家里的年画或者窗花里飞出来
的。那些年家里的窗户还是老式的，都
是用杨木或者榆木做的，大多是榆木，村
里的榆树多，榆木做出来的东西结实，吃
年头，看上去裂了缝儿，还散不了架。榆
木做的窗户都很好看，各种图案都有。
一到过年的时候，就有小贩沿村串户卖
窗花，有剪纸的，有印花的，都好看。到
了过年那天，每家的窗户贴得都不一样，
花花绿绿的，就觉得村子新了。后来，家
家户户拆了老木窗户，安上了大玻璃，大
玻璃亮堂，却是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路这边，有人等着，像是随意捡地
上的树枝，像是随便闲转，那眼却是有
意无意地就朝坡上望。望到了喜鹊呢，

像是一大群，细看，是一只或者两只。
且也听到了它们那朝天叫着的脆脆的
声音。定了睛看，却是朝着这一边的，
像是说啥话呢。或许真是说啥话呢！

慢慢地那坡上就露出了啥东西，是
影子，那影子慢慢地长大，慢慢地长大，
渐渐，就成了两个人的影子了。

心就动了一下，站下了揉了眼看，可
不是？真是两个人的影子，一前一后，一个
大一个小，像是在长，就都越来越大了。

手里拿着的啥，也就掉到地上了。
二娃？往近了再看，真是。就喊：

二娃！二娃！
二娃听到了，就喊：妈！
近到跟前了，还不相信地又揉揉眼

睛，才说：估摸着你要回来了，估摸着你
要回来了。说着，眼睛却朝别处看，看
一 眼 又 把 头 扭 过 来 ，眼 睛 里 就 装 了 疑
问：二娃……想说啥没说出来。妈……
要说啥，也没说出来。就一齐往家走。

要进到家了，终还是没忍住：二娃，
她……

也不看那另一个人，嘴嗫嚅着，看
了看天，声音也低了，不细听，还有点听
不真切呢：对象……声音虽然不高，却

是一下子引出了门里一串咳嗽声。原
来爹就在门的后边，手里拿了个啥，却
是啥也没做。

好好好，好好好……这边的话就带
了笑，腿也欢了，手也欢了，拉了这边的
手，觉得不够，又拉那边的手，就拉了两
边的手，直说：快进家，快进家。饭就在
灶上热着哩。

屋里的爹早把手里的啥东西扔了，
直搓手，觉得这样搓着不好，又把手贴
在衣服襟子上，来来回回地摸。

这一年的年，就过出了和以前不一
样的感觉。

娘 不 再 唠 叨 ，爹 也 不 再 一 直 拉 着
脸。见人来了，娘脸上的笑就出来了：
是二娃对象。爹兜里装了烟，到街上见
谁都发。发着发着，觉得不对，抬了头
看，面前是一堵墙，爹就抽回了手，看看
周围没人，咳出了一串声音。

坐在炕上，娘拉了女孩的手：不嫌
我家穷？不嫌，只要人好就行。是哩，
我家二娃人是好，日子肯定能过好的。

爹偶尔也说一句：你们说好了没，
啥时办？

听他的……
娘还想说啥，二娃就说：妈，行啦，

以后再说。
娘瞪二娃一眼，就骂：等你个鬼，还

等啥以后，还等啥以后，娘还想早早见
孙 子 哩 。 说 完 了 ，娘 就 掏 出 一 个 红 包
来，往女孩手里塞，女孩就看二娃，二娃
点 点 头 ，又 摇 摇 头 。 女 孩 就 一 直 看 二
娃。娘也不管，就硬往女孩手里塞。鼓
鼓的，估计是不少，看来是早包好了的。

只 住 了 三 天 ，他 说 单 位 忙 ，得 走 。
娘说再住几天吧，说完了，看她。她看
看窗外，又看他。

他谁也不看，想了一会儿，还是说

得走。
爹说横竖定个日子，再捎个话，家

里好准备着。娘也说，是哩，是哩，喜红
家的孩子都上小学了。

他没说啥，想了一会儿，扭过头来
说，行。

树上的喜鹊叫了一声，她看了一眼
爹，又看了一眼娘。她没看他，看那喜鹊
挺了尾巴从树头上一挺一挺地飞走了。

走在路上，他说这村子，就是个
这……难为你了。

她说你娘你爹真好！
他说那个红包你拿着吧，来一趟我

们这村子不容易。
她说红包还你，那是你妈给你媳

妇的。
他说就算另外给你加的吧。住在

这里几天，不容易。
她说我们村也是个这，要不我不会

做 这 事 。 你 妈 真 是 …… 挺 好 。 红 包 ，
是你妈给你媳妇的，咱们的事，就按咱
们 定 好 的 价 。 红 包 还 给 你 ，你 再 给 你
妈就行了。

你拿着吧，就算小费吧。
她说这小费多了些。

……
走了好远，他回过头看。那梁已经

挡住了村子。她也回过头看，是来时的
那个样子。

他们让你定日子。她说。
定啥日子？好几年了他们一直催一

直催，我今年是让他们做一个梦而已。
谢谢你，跟我配合得挺好，谢谢。咱们的
关系，到此结束。回去了，就不再联系。

我倒是希望你能给他们定个日子，
那样他们会很高兴。

让他们做个梦而已，我现在只能让
他们做个梦而已，拖一天算一天吧。

其实我……我觉得我还能跟你配
合一次，给他们……不，让他们的梦一
直延续……

不是……我们这家穷的……我也没
挣多少，我不能总租个对象让他们做梦吧？

不，我是说……她又回头看了看，
树也看不到了。我是说，这村子挺好，
你爹你妈也挺好……

他不知道听清了她的话没有，一只
喜鹊从后边飞过来，且叫了一声，他听
到了熟悉的声音，抬起头，那只喜鹊又
叫了一声。

去 年 农 历 七 月 十 七 ，母 亲 永 远 闭
上了她牵挂的双眼，离开了我们，留给
我们无尽的思念……

母亲生于 1939 年，12 岁时，她的母
亲便撒手人寰，撇下她和姥爷二人相依
为命。母亲过早地体会到了人间疾苦，
也饱尝了生活的磨难。直到遇见勤劳憨
厚的父亲，才过上了操持家务、相夫教子
的生活。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五
个兄弟姐妹。早早失去母爱的她将自己
所有的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寒冷的冬
天，母亲半夜出门排队打奶，天不亮就蹲
在火炉旁替我们烘烤衣裤……这些场
景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天。

母亲一生正直善良、勤俭持家，为
人处事明辨是非、深明大义。母亲不仅
养育了我们，更用实际行动教育我们如
何做人做事。在贫苦的日子里，母亲始

终保持着善良的本性，教育我们有礼节
懂规矩，用勤劳换取收获；在我们取得
成就时，她提醒我们勿失本心，要求我
们用行动去帮助更多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已年近五十的母
亲冲破当时世俗的目光，凭借着一双慧
眼和过人的胆识选择了下海经商。几年
之后，她苦心经营的“顺城饭店”在我们
当地名盛一时。这不仅是因为价格公
道、饭菜可口，更因为母亲的“好人缘”。
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子女们的生意也
都做得风生水起，母亲“勤劳和诚信才是
立足之本”的告诫永远警示着我们。

母亲在事业上是一位有远见有谋略
的女强人，在生活中是一位注重家风建设
的可爱老人。母亲是我们大家庭的缔造
者，她用爱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她总是
想着法子活跃我们大家庭里的气氛，每次
过年过节时总会精心地准备“抽红包”“送
祝福”这样的活动来增强我们家族的凝聚
力。所以母亲不仅是我们创业路上的领
路人，更是我们大家庭的守护神。

母亲乐善好施，常常救人于危难之
中，助人于急需之时。被母亲帮助过的
人数不胜数。好多亲朋好友在她的帮
助下，从农村走进了城市，从贫穷走向

了富裕。母亲出殡那天，前来送别的人
络绎不绝。那感人的场面再一次印证
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这一深刻的道理。

清晰地记着母亲离世前的一天，我
对卧床不起的母亲说：“妈，咱们合个影
吧！您笑我也笑。”母亲已经没有力气回
应我了，但是当我扶起她倚靠在我的肩
膀时，母亲的嘴角却努力地向上扬着。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也要努力
满足儿女们最后的心愿。母亲的匆匆离
去，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悲痛，让儿女们
在生活中失去了保护伞，在事业上失去
了指明灯。曾经因为有母亲，我们不畏
艰难；曾经因为有母亲，我们永远心怀阳
光。如今因为母亲的离去，让我们的人
生“只剩下归途，而没有了来处”。

母亲，我们真的好想您！

自诩爱读书，但退休了，坐进自己
的书房，看着书柜里满目的书，颇觉惭
愧。这许多的书，我都读过吗？不由心
中落寞，检视起来，不能不自我检讨啊！

不怕笑话，我虽说是一个爱读书的
人，但至今后悔的是没有通读过几部经
典大书。许多经典名著都只是接三片
二地、断章取义地读过一些，或者是从
别的书籍和评论的文章中甚至是影视
剧中有所了解过。小的时候，那些书是
我这个山村里的孩子根本见不到的，及
至成年参加工作以后，因为爱书，就不
断地购置了一些书。应该说流行的国
内外名著，已多数拥有。人是有一个贱
毛病的，就是拥有了就万事大吉了。我
总认为这么多书属于自己，时日那么
长，还愁不能去读吗？结果呢？时到今
日，老之已至，还有多少大好的时光去
读书呢？我很奇怪人的一种惰性，如果
是和别人借阅的书，在规定的时间里肯
定能够及时看完，一旦自己把书买到手
里，除非急用，却总是束之高阁。我大
多数的时候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对于读书，现在想起来，我有许多
的感慨。首先是不博。我与博览群书
相差甚远。我所读的书仅限于文学类，
年轻的时候是读小说，中年之后是诗歌
和散文，戏曲和影视文学根本就没有涉
猎过。其他诸如天文、地理、历史等方
面的书籍更是兴趣不大。而且读大（经
典）书少而读小（流行）书多，读报刊文
章多而读理论性知识少。所以，我的知
识面就很窄，眼界不宽，学养不深，这使
我说起读书来常常是底气不足。其次
是不专。我没有专门地和专心地琢磨
过哪个作家或者是哪类作品，或者是某
个文学类别，对现当代文坛上的大家和
名家多有敬仰和佩服，但大多也只是泛
读而缺乏精读。而且多是在报纸和杂
志上读他们的作品，虽然购有他们的专
集，可总是没有深钻细研地去读。从
而，读书没有深刻的领会和感悟，没有
深入的借鉴和学习，受益很浅。这让我
说起读书来又常常感觉到惶恐。再次
是我没有很好地读过古书，导致我没有
任何国学的功底。我只是个上世纪 70
年代的高中生，文化水平太低，对于古
代文学学不懂弄不通，先天畏难后天欠
学，对于我们祖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只知皮毛而不知深厚。知识储备少，学
识文化浅，理解和感悟能力差，心有余
而力不足。这更是我说起读书来常常
不能原谅自己的深深遗憾。第四是我
读书有个苦恼，这个苦恼就是我的记忆

力不好，不能将读过的书全部或者部分
地装进脑子里。我很羡慕别人读书过
目不忘的本领。读过的书记在了脑子
里，再发挥表达出来，这是将读过的书
存储、转化的过程。我感叹自己总是写
不出好文章这是症结所在。这是我说
起读书来常常悲叹之处。我的读书只
有笨办法，就是因为爱书而总是随便阅
读。自恨努力不够，这也是没有办法
的，我很相信人是有天分的，虽然勤能
补拙，但毕竟先天不足，后天是要拉大
差距的，何况我并非一个勤奋之人啊！

总结我的读书，大抵是碎片化阅
读。对于读书，没有下过苦功夫。泛泛
而读，零零散散，缺乏精钻细研和刻苦
向学。这样的阅读，对于大部头的经
典，仅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掌握
的知识不精、不专、不系统，更难深博。
对于寻常之书，更是匆匆过目，随读随
忘，抛于脑后，图了红火热闹。爱读书
而读书少，读了书而思考少，且记性差，
读书又不好做笔记，书和学问不能融会
贯通，没能通过读书增长了知识，增加
了文化，丰富了思想，感悟和收获甚微。

我的读书没有经验只有教训。买
书多而读得少成为了今生的痛楚。世
界上有多少事是可以从头再来的？知
道了不足，但也已是无法弥补的了。关
于读书，从古至今，国内国外，都是有很
多榜样的，至理名言更是比比皆是。我
只能是望而兴叹。爱书而读书少总是
人生的遗憾，读了书而领悟少更是人生
的缺憾，这也是我常常自责和自怨的。
只能说，我愧对书！但现在我还是要
说，读书真是一件好事。读书不是非要
有什么成就和建树。人生不满百，读书
添悠闲；纵是生活苦，心里总觉甜。有
书相伴，生活不孤独，不寂寞，在人生的
道路上有一道读书的风景有何不好？贾
平凹先生曾经作《好读书》一文，他说，

“能好读书必有读书的好，譬如能识天地
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
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
时不寂寞，孤独时不孤独，所以绝权欲，
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
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我
的读书并没有读出平凹先生的境界，但
我还是认为，人生如果不读书，那可真
是天没有太阳和月亮，地没有山河和草
木，人不知人间冷暖啊！

所以在这里，我想与爱读书的人共
勉：读书要趁早，莫使读书迟；抛却功名
利，焉知不受益？读书吧，莫等闲，白了
少年头，空悲切。

1840 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
界点，因为一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鸦片
战争，中国历史以此分野，开启了近代
史的篇章。那一年，是清道光帝执政的
第 20 个年头，这位颇思励精图治、振衰
除弊的皇帝，虽试图整顿吏治，并以身
作则遏制奢靡之风，却又因循守旧、拒
绝变革，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表面上
的大清似仍处盛世余晖回光照耀之下，
却已危机四伏。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令朝野为之
痛悼的大事，任河道总督五载时年 63 岁
的栗毓美，在河南治黄现场溘逝，殉职
于任上，令举朝为之惋惜。道光帝痛失
良臣，表示“殊堪悼惜”，悲痛于“栗毓美
办事实心，今朝病故，诚为可惜！临终
无亲属一人在侧，尤为可悯”。而远在
广东严禁鸦片的林则徐闻讯叹曰“北流
不复，永式栗公”，一直将栗公引为知己
的林则徐亲自为栗毓美撰写了墓志铭，
称赞其“帝任之专，公肩之力……五载
试行，厥功已丰”。道光帝则为表达心
中对这位治河卓有功绩的肱股之臣的
哀思与敬重，赐谥“恭勤”，晋太子太保，
诰授光禄大夫，后经同治光绪两朝敕封
为河神“栗大王”。

自清嘉庆七年（1802）以拔贡考授
河南知县，辗转多地历任知州、知府、布
政使等职，直至殉职于河南山东河道总
督任上，栗毓美已去乡 38 载。他的突然
去世，让其治黄所在当地百姓无限痛
心，当其灵柩由河南运回家乡山西浑源
时，百姓沿途哭拜者千里不绝，沿河百
姓为其建庙，将其供为“河神”，至今，山
东 、河 南 不 少 州 县 还 保 存 有“ 栗 大 人
庙”。栗毓美魂魄安于桑梓，“御赐祭
葬”，这个规格远超于总督甚至亲王的
陵寝，是那个时代以国家的名义给予一
位能臣廉吏最大的尊崇与致敬。而栗
毓美的道德风范与人格魅力，显然担得
起这样的尊崇。在浑源，栗毓美墓不仅
为当地留下了一道动人的人文风景，成
为县域内七处国保单位之一，更留下一
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如今，每年端午
节，全城老少倾城而出，佩带香囊，怀着
景仰的心情缅怀栗公，以恒山人祖祖辈

辈崇尚美德的优良传统，形成祭祀和弘
扬高尚情操的民俗传统文化。

近年来，因种种机缘，笔者曾多次
参谒栗毓美墓，每一次都备感对其愈了
解愈敬重。当步入这座规制非凡、松柏
蓊郁、庄严肃穆的陵园，怀着景仰的心
情走过护陵石像分列两侧的甬道，跨过
玉雕延泽桥及三门石牌坊，凝思镌于汉
白玉牌楼两侧的对联，“伟绩著宣防传
列名臣瑶阙星辉分昂毕”“巍阶尊保傅
神安永宅玉华云气护松楸”，感受后世
对栗公伟绩的敬仰，在威严庄重的云翅
华表下，仰望在永怀堂内正襟安坐的栗
毓美塑像，试图穿越 180 余年的历史岁
月，走进这位在为人与做官上均保持超
高道德自律的旧时官吏之内心，对这位
乡贤楷模尤感可亲可敬。

以后世眼光视之，栗毓美在道德标
准、精神风范与人格魅力上均堪称典
范。其“性廉介、寡嗜好”，不苟且流俗
之风，是为士人楷模；其“尽心民事”“察
吏安民”之秉公执法业绩，是为恤民良
吏；其抛砖筑坝治黄卓著功绩，是为水利
专家；其力主并力行禁烟实绩，是为爱国
志士；其家国情怀与爱民挚情，在身上得
到最好的投射与展现。但笔者认为，“能
臣廉吏”四字，最能代表栗毓美之德范
功绩，其“秉性刚正”“诚意勿欺”“廉介自
勉”“清慎勤明”之做人兼为官之道，历
180余载岁月，仍熠熠生辉。

笔者常思，栗毓美生于吏治腐败成
风的清代晚期，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
持其始终秉持当初许下的“以洁己爱民
济之，以勤慎持之，以恒久实心实力，不
敢苟且随俗”为官之道？栗毓美，字含
辉，号朴园，从其文风雅致的名号即可
看出儒雅家风的印迹。生于钟灵毓秀
景色优美的恒山脚下，以灵魂内在的辉
光照耀人生的行旅，保持质朴而高贵的
品格，如此的清雅与质洁正是栗公一生
品行的写照。“恒久北岳，厚道浑源”是
如今浑源的宣传口号，笔者想，若以毓
美、含辉、朴园命名县内道路亦是极好
的 ，既 是 对 杰 出 乡 贤 的 礼 敬 ，更 是 对

“恒”与“厚”县域文化内涵的弘扬。
栗毓美的人格养成始于家风，其出

身传统的耕读之家，颇有家学渊源，曾
祖父为读书人，注重道德修养而不张
扬，爷爷爱读书，乐善好施，父亲历任榆
社县教谕、介休县训导。其就学于浑源
县四大书院之首恒麓书院，天资早慧，
志在圣贤，除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也
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步入仕途的栗
毓美将清正家风继续光大弘扬，始终公
私分明。栗毓美有两子，长子栗煊与次
子栗燿。据载，嘉庆十八年，栗毓美奉
檄代理西华县，到任后，正逢早霜，他当
机立断，开仓赈济，此时正赶上次子患
脾弱症且身体瘦弱，医生嘱咐需用斗余
陈仓米煎汁和药治疗，长子请求他带些
陈仓米给弟弟治病，栗毓美斥责“仓米
岂可颗粒入私”，并训示儿子要谨慎、勤
勉、清正、廉洁。后来，在长子赴任知府
时，他写信告诫儿子，作为人臣首先要
考虑如何勤政爱民，而不是个人得失。
而这份清介自守在栗毓美身后得到真
实的展现，其殉职任上后，同僚整理其
遗物，发现官邸别无长物，只有两柜书，
进而了解，得知其在家乡仅有 40 亩地，
并仅有旧屋一区而已。

自 25 岁去乡从仕，栗毓美从知县，
到历任知州、知府、布政使等职，职位不
断升迁，其始终秉持初心，体恤爱民，清
廉如一，留下许多为后世称颂的佳话，
不胜枚举。道光十五年（1835），栗毓美
被委以重任，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主
持豫鲁两省河务时，在很多官场同僚看
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肥差”，而
时年 58 岁的栗毓美深耕官场多年，似已
近急流勇退之年，到了有所“收获”之
际。清代，由于治黄工程的常态化与复
杂性，每年全国一二成财政收入，都不
得不花费在这里，让治理黄河成为一个
巨大的利益场。魏源《筹河篇》中有河
工是“国帑之大漏卮”的感叹，因当时治
河修防工程的随机性与复杂性，以及难
以核查的特点，河工的侵贪成为难以治
理的顽疾。由于层层盘剥，水利工程款
大部分都被侵吞，从河督到属吏，不少
官员骄奢淫逸，贪赃枉法，腐败尤甚，一
众官员迎合追求奢靡之风，讲排场，图
享受，其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奢，令

人咋舌。清人所撰《水窗春呓》中“河厅
奢侈”，从玩、穿、吃、住、藏等几方面详
细描述了当时治河官员贪腐猖獗、令人
震惊的奢侈生活。

但 栗 毓 美 显 然 有 与 众 不 同 的 追
求。他自奉俭约，在上任河道总督之
初，即立即裁减自己衙门的供张浮费，
并严饬道厅崇俭黜华，亲率文武官员辛
勤公事，慎事修防，令河督风气为之一
新，治黄局面大为改观。在治河过程
中，栗毓美通过实地踏访，广为求证，发
明了更省钱、更有效的抛砖筑坝法，五
年间为朝廷节约治黄费用 150 万两，更
深切体现了他内在的事业心、责任心与
创新精神。而栗毓美身为二品大员，亦
身体力行，身先士卒，始终奋战在治黄
一线，史载其“未署披衣，中宵索烛，几
乎寝馈俱忘”。笔者时常掩卷脑补栗毓
美以六旬之躯，以河道总督之尊，头戴
斗笠，身披蓑衣，打着赤脚，尽职尽责，
呕心沥血，率兵民治河抢险的惊心动魄
场面。而他更用榜样和精神的力量予
民以信念信心，给民以情感慰藉，树民
以精神支柱，成为百姓心中的“河神”，
终让桀骜不驯的黄河为之驯服，在其治
黄期间，黄河再无大患。直到他忧劳过
度，遽然殉职于治黄任上。

夏日的细雨中，笔者再度来到栗毓
美墓参谒，备感清气满园，宁静肃穆，凝
望栗公塑像深邃的目光，笔者想，恰如
其故去年份的隐喻，一个人的力量，无
法改变那个体制腐朽吏治腐败的王朝
走向没落的命运，但他用自己的为官风
范与人格力量树立起一道令后人仰止
的丰碑。人心有知，天地可鉴，一个人
清慎勤明的情怀坚守又能改变许多，让
民心凝聚，让黄河驯顺。

这片土地何其厚道，培育出如此德
能勤绩廉俱佳的卓越子弟，背后的恒山
如此磅礴，守护着这位能臣廉吏的忠骨
安魂。栗毓美生前离乡宦游 38 载，史料
鲜有记载其回乡省亲的细节，但他始终
情 牵 这 片 故 土 ，浑 源 曾 在 1832 年 与
1836 年两次遭受旱蝗大灾，栗公均捐廉
助赈，先后捐银达 1万多两，为了家乡救
灾，他几乎倾家荡产。在他身后，更为
这片土地留下格外丰厚的人文遗产，让
后人瞻仰景仰之余，备感其人格光辉依
然照耀世间，传统智慧仍可滋养当下，
历史经验足以予人启迪。

栗毓美，从历史深处走来；河清海
晏的故事，值得经久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