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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直隶总督方观承与河间的渊源清直隶总督方观承与河间的渊源
■瀛客行

现在河间市兴村乡一带，仍然流传
着清代直隶总督方观承落难兴村瀛西
寺，后来发迹后不忘旧情，奏请免除兴村
一带税粮的故事。其实，方观承与河间的
一段渊源，远不止于此。

方观承是安徽桐城人，出生在官宦
之家。但一场文字狱使其祖父、父亲流放
黑龙江，幼年的他不得不寄养在江宁（今
南京）城西的清凉寺。

后来，方观承与兄长徒步到关外探
亲，往来南北，颇知民情。因为途经京城
卖字，方观承得到平郡王福彭的赏识，跟
随其征讨准噶尔立功，从此平步青云，一
路升至“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

方观承以治水著称，在直隶任内，
对子牙河、漳河等河流倾心治理，河间
府人民受益颇深。河间一带旱灾频繁，
方观承又奏请朝廷，通过“以工代赈”，
即让灾民出工兴修水利、城池，相应给
予钱粮。

方观承前后任直隶总督二十年，办
公地点在保定府。但乾隆皇帝六次南巡，
每次均由陆路经直隶、山东至江苏渡黄
河，再乘船到江浙，返程亦然，河间是必经
之地。乾隆南巡经过之地，属地官员必提
前恭迎，听候指示。所以，方观承作为直隶
总督，倒是常往河间府跑。盘点乾隆皇帝
南巡经过河间的诗作，以“示直隶众官”等
为题的即有数首。

方观承对棉花种植十分看重，认为棉
花像粮食一样重要，只有广泛种植，百姓
才能饱暖安居。他探索植棉经验，绘成《棉
花图》16幅，详细说明从植棉到成布的全
部工艺过程。1765年，乾隆皇帝南巡经过
河间，方观承借机献上《棉花图》，乾隆龙
颜大悦，为每幅图题诗，以鼓励农耕。

方观承经历家庭变迁，早知世间炎
凉，即便登上总督高位，仍毫无官架子。
1757年，乾隆皇帝结束南巡，返回京城，即
将落驾河间。方观承赶到河间迎驾，途中
喜下春雨，方观承与河间知县吴山凤以

“喜雨诗”互相唱和，丝毫没有以上压下之
感。后来，河间名胜蒲萦台毁于火灾，知县
吴山凤重修，方观承还受邀为之题词：“瀛
州第一台”。正如乾隆皇帝在《示直隶总督
方观承及其属吏》中所言：“我惟加实惠，
尔其勉勤宣；官阶大小殊，民父母同然。”
大意是，官员不论大小，关心百姓是一样
的；只有加倍地给百姓实惠，才是勤勉为
官之道。

方观承落难瀛西寺是否确有其事？
历史上，河间市兴村西头确有瀛西寺，方
观承与其兄从南京步行至东北，经过河
间古御道到北京，本不会经过兴村。但
是，二人若是迷失方向，或从河间府到保
定府，则会经过兴村一带。

方观承落难瀛西寺虽是民间传说，
但为瀛西寺题写匾额，则确有其事。其匾
额已不知去向，但有清代朱昶所作瀛西
寺楹联为证：“百年遗迹怀仙吏，一掬甘
泉续醉翁”。上联指百年古迹瀛西寺与方
观承的缘份，后联指兴村另一处名胜

“适合泉”。至于传说中方观承发迹后奏

请免除兴村一带税粮，则与方观承“一
代名吏”的风格不符，且清代任何体恤
民众的举措都是突出“皇上隆恩”，极为
忌讳以臣子名义向百姓“买好”，所以不
会有此事。

但是，方观承任职直隶总督期间，河
间府常逢灾荒之年，朝廷也多次批准免
除税粮，兴村一带自然受益，这大概就是
民间传说的渊源。另外，旧河间府署临街
原有高大木牌坊，上刻“燕赵雄风”四个
大字，据说为方观承所书，也是有可能
的。

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天津等地
发生水灾，有官员弹劾方观承，但乾隆皇
帝指出，如果让那些批评方观承的人去
做这样的事，未必能象他那样尽力，因此
对其加以宽恕。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71岁的方
观承因患疟疾，病死于直隶总督任上。一
生勤勉的方观承，能够倍受皇帝信任，被
喻为乾隆朝“五督臣”之一，应该与其在
河间府与乾隆多次接触密切相关。

话说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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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老俗话

饭不拉子（音），沧州话里指颗粒状的
雪，学名叫霰。比如，“朋友圈里都说今个下
大雪，这下的哪是雪啊，下的都是饭不拉
子！”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郭长新：现在下的是“饭帕拉子”，是哪几个
字？

知微庐主：饭不落子。

海客：或为“扑落子”。

王维方：小时候俺奶奶说叫“饭不拉子”。下
“饭不拉子”了，细想有些道理，跟饭粒儿似的。

郑树彬：饭应为“范”。范不啦子，指颗粒的
冷固雪花。

李双盈：饭不拉子，学名雪霰。

曲炳国：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有“江流宛
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
上白沙看不见”。便是在描写饭不拉子吧。

刘之龙：表示就好像天上下的小米饭粒儿。

海客：李少春《野猪林》唱词有：“大雪飘，扑人
面，朔风阵阵，透骨寒。”我以为也是“饭扑落子”。

郭长新：应该是下大雪时，因气侯温度原
因，雪未形成片，而成小颗粒由天而降，像米饭
成小散颗粒，故百姓曰“饭不拉子”。

饭不拉子

沧州最小的村

●他是乾隆朝“五督臣”之一，传说曾落难河间瀛西寺，是否真实？
●他以治水著称，河间受益颇深。

在沧州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你能想象
一个村子能有多小吗？一百人、二百人，还是
三百人？这些都不是，沧州最小的村是吴桥
的朱庄，它仅仅只有几十口人！

别看村子人口少，但也有着久远的历
史，据说是永乐年间建立的。

1404 年，朱姓先祖由山东即墨迁来此
地居住，因此取名朱庄。说起来到现在已有
几百年历史了，但是它并没有像其他村庄
那样发展到几百甚至几千人，规模一直保
留在几十口人。

这里地理位置独特。它的西面靠近铁

路，村边有几条河流，风景秀丽，引来许多人
到这里垂钓。

朱庄南邻大周、小周二村。旧时有一
种说法“猪（朱）喝粥（周）”大小周村忌讳
此事，便在村后挖一深沟。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个村有一棵百年

古树，树的品种无人知晓。近年有网友用
软件辨认，才知道此树叫“黑弹树”，又名
小叶朴，是稀缺古树名木之一。

这个小村庄有一名革命烈士，他就是
1920年出生、1946年 1月参军、1948年牺牲
的渤海七师战士李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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