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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人物 他才华横溢，却屡试不中，与袁枚并称“南北两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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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里的沧州

边连宝，字赵珍，号随园，是直隶任丘
边各庄村（今河北任丘）人。他生于康熙三
十九年（公元1700年），历经康、雍、乾三朝
帝王。勤奋好学的边连宝精通经、史、子、
集，学富五车、才思广博而又敏捷，是清代
文坛上一位有鲜明个性的人物。

当时，边氏家族在任丘是名门望族，自
明朝以后，就有“累代科第不断，故顺天乡
试有‘无边不开榜’之说”。边连宝的曾祖曾
任安庆太守，祖父边之铉曾任福州司马。由
此可以说，这个家族的先辈大都精通诗书，
通过科举之路谋取了功名。

但是，到了边连宝和他父亲这一代，情

况却发生了变化。边连宝的父亲边汝元，精
通音律，擅长书画，但多次参加科考都没有
及第。边汝元性情孤傲，放弃科考后终日饮
酒赋诗，对外事不闻不问。但即使这样，边
汝元还是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全部寄托
在了边连宝身上。

面对父亲屡试不第、家境日益窘迫的
状况。边连宝考取功名的心情愈加强烈。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 1715 年），边连宝经
历了人生的第一道难关。这一年，他的父
亲去世，使本就不宽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
霜。

家境的贫寒并未摧毁边连宝考取功名

的梦想。他曾说，虽“小有挫折亦并不挂
怀”，他在 20岁时一边开始在县学当老师
挣钱贴补家用，一边在科考的道路上孜孜
以求。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边连宝
踏上了漫漫科举之路。或许，他也与官场
无缘，在将近 30年的时间里，先后参加了
12次考试，都没有考中。边连宝喜爱古文
诗词，才识渊博、诗风豪放。但当时科举制
度以八股文章为取士标准，有人劝他多练
习八股文有利于参加科考，而他却“持所
守不少变”。大概，这就是他没有考中的原
因。

历史上，任丘有很多

名门世家。从明朝到清朝

的几百年时间里，边家在

当地影响很大，出了不少

有名望的人物。边连宝就

是 其 中 一 位 。他 才 华 横

溢，一生与官场无缘，醉

心于古文诗词的创作，被

后人称为“北方才子”，是

清代中叶著名文学家、诗

人。

出身名门 屡试不第

放弃科举 归隐田园

肃宁县有两个“芝兰村”，东芝兰和西
芝兰，这两个村名听了就让人感到美好。
其实，这两个村子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

明朝初年，在今后堤村南有条古河
沟。山西移民来到此处，古河沟之南建立
了两个村庄，分别叫东沟南和西沟南。后
来，这两个村名就演变成了东芝兰和西
芝兰。东芝兰和西芝兰原属后堤乡，后来
后堤乡以肃饶路为界，东芝兰划归窝北
镇管辖，西芝兰划归师素镇管辖。

关于村名的变迁，这里面有一段佳

话。
据说，有位知县，在肃宁连任多年，颇

有政绩。无意中，他发现东西沟南村的人
纳捐、防洪打堤、出壮民夫相关事宜进展
得都十分顺畅，也从未见过这两村的人有
大的纠纷，从未打过官司，民风淳朴。

知县赞叹之余又感到好奇，于是他决
定下乡查访。他在两个村的里正（相当于
现在的村长）陪同下，登门察访。进入村
里，他看见村民们男耕女织、和睦相处、
尊老爱幼，心中非常高兴。他走到沟东的

石碾旁，见推碾人互让互帮。每户推完，
都会往土坯房里送一把面。里正告诉知
县，土坯房里住的是外来讨饭的人。

知县走进土坯房内，看到一位双目
失明的妇人，怀中抱着一个瘦弱的小女
孩，一个箩里盛着各色的面粉。屋内的
墙上还贴着一幅对联：俭末散同舟，路
难思共济。知县再三询问，两位里正才
说：“这是我俩按教书先生的意思写的，
希望大家都能帮一帮这家可怜人。”知
县连连称赞两位里正，随即掏出 10 两银

子送给妇人。
知县又到私塾，听到书声朗朗，见私

塾先生刚写完一条幅：“团结天下无难
事，守法堂中有太和”，便感动地说：“好，
好！真是芝兰君子性。”之后，他下令将
村 名 更 改 为 芝 兰 ，寓 意 为 君 子 的 居 住
地。

两村百姓对知县的亲临察访和称赞
备受鼓舞，便高兴地把东沟南改为东芝
兰，西沟南改为西芝兰，有人还自豪地
称自己的村为“君子村”。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边连宝参
加乙卯科试，受到学使钱陈群的赏识。他
第一次看到边连宝的文章就很喜欢，对他
称赞不已，并且拿着他的试卷到处让人
看。边连宝也因此名声大振。据传，乡邻中
有位老者痴迷边连宝的诗，临终前嘱咐儿
子一定要求几首边连宝的诗。肃宁还有一
人在弥留之际提出要求，希望他的铭文由
边连宝撰写。这都足以看出边连宝在当时
的影响。

一边是世人的热捧，一边是久考不
中，边连宝感到越来越痛苦。乾隆十二年
（公元1747年），年近50岁的边连宝在又一
次乡试失败之后，结束了科举之路。他改字
为“肇珍”，以表明自己归隐田园的志向。他
决定不再踏入仕途，不再抱有涉足官场的
念头。其实，这种退缩有迫不得已的一面，
他在《代书答芥舟》中写道：“昔者我下第，
慷慨悲填胸。当筵情激切，泪下何淙淙。”可
见他心中的痛苦与凄凉。

此时他归隐田园的思想占了上风，对
官场不再抱有幻想。所以，几年后他被荐举
经学时，便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乾隆十四
年，清廷召集经学大儒，钱陈群还是很爱惜
边连宝的才华，于是趁此机会极力举荐他。
其实，此次举荐就是为了筛选那些饱学之
士而又科举不利的人。但此时的边连宝对
功名已经看得很淡了，就以身体有病婉拒
了钱陈群的好意。

寄情诗文 北方才子

“归隐”之后，边连宝更加致力于古文
诗词的研究与创作，著述颇多，有《随园诗
草》《病余长语》《随园文集》等。他的诗词中
多用典故，文笔古奥、功力非凡，受到当时
文苑诗坛大家的推崇。边连宝才华横溢，流
传下来的诗稿数百首，与同时期的著名诗
人袁枚并称“南北两随园”，有“北方才子”
之称。

边连宝与袁枚两人的诗文创作均
情感丰富，但情感的内涵却大不相同。
边连宝的性情多限于儒家的道统之内，

更具传统色彩，在清寒苦愁中有自省与
自励。

边连宝以清矫冷峭的诗笔，自成一家，
抒写了一个失意文人内心的真实感受，在
清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时的文学
大家蒋士铨称边连宝为“拄天撑地笔一
枝”，并为他的《随园诗草》作序。边连宝与
纪晓岚、李中简、戈涛、刘炳、戈岱、边继祖
并称为“瀛州七子”。

此外，边连宝对任丘的贡献也很大。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知县刘统

邀请他出任“桂岩书院山长兼志书馆
事”。他一边在书院里担任校长，一边编
修《任丘县志》。现存的乾隆版《任丘县
志》就是他参与编写的。在书院担任校长
期间，他还为学校制定了《桂岩书院学约
八则》，严明纪律、整治校风，培养出了大
批的人才。

边连宝一生以教学为业，他的学生多
中科第，入仕为官。他晚年自号茗禅居士，
陪伴青灯黄卷，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
1773年）辞世，享年74岁。

边连宝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