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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世坤

永济柳园是继广西柳州柳侯祠、
湖南永州柳子庙之后又一个以柳宗元
文化为内涵的主题公园，如今的柳园
又经打造成廉洁文化主题公园。园内
的柳宗元纪念馆，是它的文化核心。

一

纪念馆内的柳宗元大殿额匾为
“民惟邦本”，用以彰显柳宗元的民本
思想。进入大殿，映入眼帘的是一组

“吏为民役”的柳文摘句：夫为吏者，人
役也；盖为民役，非为役民；率性廉介，
怀贞抱洁；清白可鉴，淡泊是师；廉洁
自持，忠信是仗等。由这样的诗句，又
引出一串感人故事。

吏为民役是柳宗元身为青年朝官
时提出的观点，语见其《送宁国范明府
诗序》，“夫为吏者，人役也”。他南贬
永州，在《送薛存义序》中，将这种思想
得到完整的表述：“凡吏于土者，若知
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
也。”他对薛存义说了一番肺腑之言，
意为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他们的
职责是什么呢？他们应该是老百姓的
奴仆，而不是来奴役老百姓的。老百
姓种地，每年要拿出十分之一的收成
交租税，作为官吏的俸禄，这就是要官
吏来为他们办事。一些官吏拿了老百
姓的钱，却不为他们办事，还要敲诈勒
索老百姓。这好比是主人家雇用的仆
人，得了佣钱，却不为主人干活，还要
偷盗主人的财物，这能不让人发怒
吗？如今的官吏多是这样，就是因为
他们有权有势。面对这种现实，柳宗
元一腔愤慨。

找到薛存义这样的典型，使他大
喜过望。他在永州，河东同乡薛存义
也在这里。薛存义原先为湘源县令，
颇有政绩，因零陵政令混乱，赋税扰
民，老百姓告到州府，州府应急，又改
派他到零陵县。老百姓真是遇到了
好官，打官司得到公正的处理，纳税
有了公平的负担，跑出去的人又返回

家乡，拒缴租税和逃避劳役的人，都
在一个月内办清了手续，坏人和贪官
也都受到惩罚，老弱之人不再受人欺
侮，这些都能从人们的脸上看得出
来。薛存义在零陵县令任上已经两
年了，因为工作变动，又要离开零陵，
柳宗元来到江边为他饯行。他感慨
薛存义为官一方，没有白拿老百姓的
税钱，确实是造福于民，受之无愧。
在柳宗元纪念馆里，你能切身感受这
一故事情节的魅力。柳宗元看重的
是薛存义身上体现了“民役之吏”的
勤政和廉洁。柳宗元用这一典型人
物和典型事例，生动具体地诠释了吏
为民役的思想。

柳宗元赞赏薛存义，何尝不是他
自身的作为。他在永州，是“俟罪非
真吏”，是“僇人”，是“缧囚”，不得参
政，但他亦然关注着吏为民役的思想
和践行。他处境堪忧，保持洁身自
好。正如《瓶赋》中写的“钩深挹洁，
淡泊是师。清白可鉴，终不媚私”。
他深入乡间，体察民情，写出了如《捕
蛇者说》《田家》等诸多诗篇，以至发
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故为之
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为民请命
的呼声。

二

“十年辛苦久已劳”的柳宗元，终
于得诏回京。然而不想又是当头一
棒，二次南迁，他被贬柳州，好友刘禹
锡被贬播州，便有了史上著名的“以
柳（州）易播（州）”事件。

播州，即今贵州遵义，当时环境
恶劣，刘禹锡还要带上八十岁的老母
同往。柳宗元甘愿为难友解忧受过，
惹得皇帝不悦，后刘禹锡得改派。他
仍发柳州，虽为刺史，说是“官虽进而
地益远”，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惩罚，
诚如他以往自感的“于众党人中，罪
状最甚”。他到柳州，已是百病缠身，
况柳州正如他的朋友吴武陵为他抱
打不平的一样，“西原蛮未平，柳州与
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然而，
他一介文士又以一方军政大员身份，
日夜苦劳，鞠躬尽瘁。

柳州元四年政绩卓著，被人们誉
为“四大政绩”，即废除奴俗，解放奴
婢；破除迷信，去鬼息杀；开荒凿井，

发展生产；修复孔庙，兴办文教，其中
显然有着他当年“永贞革新”思想理
论的实践。

他廉洁自持，为官清正。他移风
易俗，组织打井取水，改变百姓不卫
生的饮水习惯。在《井铭并序》立石
文中，一一列出投工用料的明细账
目，如“凡用罚布六千三百，役用三十
六，在砖千七百，其深八寻又二尺”，
公示于众，以表清白。

他对自身同样苛求，还在永州
时，《上湖南李中丞干廪食启》一文中
写道，因为自己遇到荒年，难于度日，
不得不低头向上司乞求廪食。只此
一点，也足见他平日生活的窘状。他
在柳州去世后，家无积蓄，家人无力
治丧，灵柩停放在他生前喜去的罗池
之处，等到第二年，还是身为上级桂
管的河东同乡裴行立和挚友刘禹锡
筹措丧葬费用，才得以让他归葬长安
祖茔。

三

柳宗元在柳州期间，面对乡俗，
适从民意，大旱之年，亲自主持雷塘
祈雨。在这一仪式中，他在大庭广众
前以自己的人格向苍天发誓，“神惟
智知，我以诚往”“廉洁自持，忠信是
仗，苟有获戾，神其可罔”。即表白诚
心实意祭神祈雨，为人处世忠信廉
洁，如有罪过神明也不饶恕，甘愿受
上天的惩罚。他言行如一，以身作
则，当是已有誓言在先。

往事越去一千二百年。柳宗元所
处的时代，由于历史的局限，他的“吏
为民役”和我们说的“人民公仆”有着
本质的区别。他的本意所指的当官要
为民作主，也不同我们今天的人民当
家作主的概念，但他的睿智卓见和思
想境界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在的那个
时代，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难能
可贵的是他那种身体力行始终如一的
精神，更是令人肃然起敬。

古人有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我们在柳宗元纪念馆
里，自当会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悟。
对着这面镜子，我们重温历史，从中
感受着经验教训；我们从古人的身
上，又该得到多少启迪。

□胡春良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清官，人们往往会
想到包公，在民间还会加上“黑脸”二字，叫

“黑脸包公”。戏曲脸谱经常用黑色象征历
史人物的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等崇高品性。
说起包公，他还与运城盐池、盐运有关呢。

运城是一座因盐而建的城市，号称“盐
运之城”；池神庙是全国唯一一座祭祀“盐池
之神”的庙宇，是始自唐代的国家祀典庙宇。
池神庙有着丰富的文化遗存，海光楼就是其
中一处著名的建筑。海光楼面向中条，俯瞰
盐池，巍峨壮美。楼前有一副著名的旌表联：

“常平乃关壮缪故里辖其民也，理应忠心报
国；解池本包孝肃旧制治此盬者，首当铁面
无私”。楹联的作者是明代的喻时，意指常平
是关公故里，在这里为官就应该像关公一样
忠心报国；解州盐池是包公工作过的地方，
治理盐业就应该像包公一样铁面无私。

那么，包公与运城及运城盐池有什么
渊源呢？包公是人们对北宋名臣包拯的敬
称，其以清廉公正、铁面无私闻名于世。他
的形象被后人不断演绎，并加以理想化和
艺术化塑造，衍生出许多轶事传说，有小说
《包公案》《三侠五义》，戏曲《陈州粜米》等。

包拯与运城盐运，源自一桩公案。北宋
庆历六年，河东盐池主理盐政的太常博士范
祥变盐法，推行“钞引法”，亦称“盐钞法”。废
除旧盐务管理体制，改革利益分配办法，使
坐商与行商分家，这意味着产、销趋向专业
分工方向发展。因推行新法触动了旧时盐务
官吏和当地豪商列绅、巨商富贾等的既得利
益，范祥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黄庆霖是范祥的左膀右臂，他协助范祥
倡导和推行“钞引法”。那些阻碍“钞引法”推
行的既得利益集团，少不了受到黄庆霖的指
责和打击，他们认为除掉黄庆霖，范祥就势
单力薄无能为力，“钞引法”就会半路夭折。

机会很快来了。河东盐池盐务当时由
陕西转运使兼管，黄庆霖到陕西巡视潞盐
行销情况后，返回河东盐场。当路过解州时
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暴徒用绢带勒死，抛尸
于解州黑龙潭旁边，其状惨不忍睹。此案震
惊朝野。宋仁宗接报后，立即命三司户部使
包拯昼夜赶赴解州，侦破此案，同时了解盐
事，主盐政，大力推行“钞引法”。

包拯到解州后，立即勘查现场，开展调
查走访。他和几个随从人员轻车简从到解
州周围的北门滩、硝池滩、七郎堰、黑龙潭
和附近村庄的农家进行勘探和访问，确定
了一些线索和疑点。

包拯等人乘小船从伍姓湖顺姚暹渠逆
水而上，行至三里桥旁，看见一老妪正在拆
洗新棉被。既不逢年又不过节，崭新的棉
被被拆洗，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包公的
注意。经过查验，棉被里子上隐约能看见
血迹。包拯问老妪：“棉被上的血迹怎样来
的？”老妪惊慌失措，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
语。包拯命手下将老妪带回潞村衙门询
问，老妪方供出她的小儿子参与移尸的事
实。包拯派人连夜到解州将老妪的小儿子
缉拿归案，经过审讯，供出了同犯无赖毛
二、畦户赵荃，以及提供凶器的刘擅园。最
后查出杀死黄庆霖的主谋是盐务旧官吏潭
荣培，他不甘“钞引法”推行之后自己的利
益受到损失，遂勾结原官运车队帖头阮大
成，趁黄庆霖回盐场途中将其用绢带勒死，
又收买无赖毛二等人戮尸移尸荒郊野外。

后来，包拯在解州东门口召开所有坐
商、行商和农户参加宣判大会，严厉惩处几
名罪犯，重申推行“钞引法”。庆历新政时期，
包拯任监察御史兼河东盐池盐务转运使，主
理盐政。《宋史·列传七十五》载：“解州盐法率
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由于包拯
的治理颇有成效，后人感其政绩，在解州东
门外为他立了一座石碑，以示纪念。

包拯与运城盐政包拯与运城盐政““钞引法钞引法””

廉洁自持 忠信是仗
——感悟柳宗元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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