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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张宇鸿
本报通讯员 王砚才

历史文化的痕迹，总如河蚌在河床上爬行
的印记，有脉络可查。顺着诸多线索，总能发
现在泥底深藏的河蚌。运气若好一些，还能发
现河蚌中吐露的珍珠。分析东方朔的行迹，便
如探珠一般，在不经意间会有璀璨的光芒在历
史的泥潭中闪耀。

东方朔影响之大，在明末朝鲜朝贡使者留
下的历史记录中，可见一斑。彼时朝鲜使团从
旅顺渡海到登州，经潍县、济南、德州等地北
上入京，在行记中时有提及东方朔“故里”
“旧垄”者。如李民宬在路过今德州陵城区的
东方朔墓时，曾写诗曰：“三偷王母桃，来作
金门客。一朝辞万乘，登空拊龙角。天上有岁
星，人间无方朔。千秋一片坟，乃在城东北。
至今燕齐士，犹说长生术。”

金门客，便成了东方朔的另一种身份。天
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也。“客”是河蚌的外壳，东方朔隐居其中，
伺机等待河中沙的出现……

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
李白《玉壶吟》诗云：“世人不识东方

朔，大隐金门号谪仙。”心高气傲的李白自比
东方朔，想像东方朔那样大隐隐于市，颇有惺
惺相惜之感。

仕途失意之后，李白的向道之心被点燃，
在《赠嵩山焦炼师》又发出了“愿同西王母，
下顾东方朔”的心声，表达自己向往东方朔的
神仙身份。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春，李白因屡遭
高、杨等权奸的谗毁，终于被唐玄宗“赐金放
还”。当年初秋，原本就具有“仙风道骨”的
李白请北海天师高如贵在齐州（治所在今济
南）紫极宫为他举行了入道仪式，授了道箓，
正式成了一名道教徒。

金门确实是一道不一般的门，不仅仅是当
官之门，更是自己的心门。这金马门原名鲁班
门，其得名源自未央宫宦者署门前之金马。史
书载：“武帝时，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
之，立马于鲁班门外，更名鲁班门为金马
门。”

也有人说这匹金马的原型来自大宛宝马。
《三辅黄图》卷三：“金马门，宦者署，武帝
得大宛马，以铜铸像，立于署门，因以为
名。”

这匹金色的铜马雕塑，得到后人无数咏
颂。如唐李贺诗：“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
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元顾瑛《汉
铜马式》诗：“曾同避世东方朔，此马见之金
马门。一自露盘辞汉去，铜驼荆棘几消魂。”

能去未央宫抚摸一下金马，在汉武帝初
年，成为读书人的至高梦想。而皇帝也是深明
大义，认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下诏招
揽天下才俊。他还设置“公车署”，意思是让
天下有才人到长安参观游览，可以免费乘坐
“公车”。

在国家大气候的影响下，有数千有才人来
长安碰运气，其中不免鱼龙混杂。对于诸多老
生常谈的“过江之鲫”，汉武帝只是听公车令
说说而已。

与众不同的是东方朔的金门之路，可谓横
空出世。尤其是他那魁梧的身躯，让人艳羡。
史料全文记载了东方朔的一封“自荐信”，其
个性样貌，可见一斑。经学者译成今文如下：

“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
嫂的扶养长大成人。我十三岁才读书，勤学刻
苦，三个冬天读的文史书籍已够用了。十五岁
学击剑，十六岁学《诗》《书》，读了二十二
万字。十九岁学孙吴兵法和战阵的摆布，懂得
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
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四十
四万字。我钦佩子路的豪言。”

“如今我已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双
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
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如孟贲，敏捷像庆忌，廉
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

东方朔的这篇自荐书，非常独到，其自吹
自擂，甚有特点：一是先唱悲情戏，自幼为孤
儿跟随兄嫂长大；二是励志戏，学书学剑学音
乐，能诵四十四万言；三是秀美戏，人长得漂
亮，高大威猛。汉代一尺约合今23 . 1厘米，那
东方朔214 . 83厘米，可谓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

这一高度是汉代史籍所载人物的第二身高。第
一高人是孔 子 的 后 代 孔襄。 《史记》 ：
“（孔）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
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

圣人之道，一龙一蛇
除了外表让人眼前一亮，东方朔送往未央

宫的大礼包也让皇帝着迷。据史书载：“朔初
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
两人共持举其书，谨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
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
郎，常在侧侍中。”

东方朔的上书字数是惊人的，如果书写材
料是木牍，字数可高达200万字到900万字。即
使使用竹木简，字数也不会少于9万字到48万
字，尽管这个“三千”属于虚指，但从武帝
“读之二月乃尽”来看，字数一定高得惊人。

这三千奏牍，年轻的汉武帝是一捆捆打开
阅读，一读则欲罢不能。每遇到大事或者要吃
饭、睡觉时，他都要用笔在刚才读到的地方画
个“横折钩”，很像“乙”字，做下记号。

东方朔奏牍中是什么内容，几乎让皇帝上
瘾呢？

其一，是东方朔关于治国的方略。东方朔
和汉武帝一样，是个杂家，他的思想以道家为
主。《易经》里的“与对偕行”，是他思想的
核心。东方朔晚年写给儿子的《戒子诗》就有
这样四句：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现神藏，
与物变化。就是说，圣人治理天下，有时像
龙，有时像蛇。风云际会时，他就是游于九
天、翻云覆雨的龙；命运不济时，则把自己看
作潜于池边、游于草根的蛇。

龙蛇之变幻，与汉武帝的命运同步。他一
生改元十余次，先是六年一改：建元、元光、
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后则四年一变：太
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历史学家常以
此来抨击他“多变”。

殊不知汉武帝每一次改元，表面应着“天
兆祥瑞”，内里却暗含重要的政策导向：如元
光表示窦太后已死，新政将大放光芒；元朔、
元狞意味重心在北方，开始打击匈奴；元封表
示封禅泰山，国家一统；太初标志着新历法、
新纪元的成功……总而言之，每一次改元都标
志着治国策略的调整和转移，体现着与“形现
神藏，与物变化”契合的精神。

其二可能是神仙之说。东方朔熟读上古之
书，又是“齐人”出身，“平原厌次人也”。
厌次县治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距当时的海岸约30公里。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
院教授王子今介绍，东方朔与自战国至西汉上
层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的“燕齐海上之方士”
们，曾经生活在同样的以海洋为背景的文化生
态之中。他的思想不大可能不受到环渤海文化
圈方术之学的影响。

汉以前，方术已开始传播。秦始皇东巡，
就长生不老的话题，与安期生谈三天三夜。而
汉武帝从少年时代起，就迷恋神仙，期盼长生
不死。等他即位后，“尤敬鬼神之祀”。汉武
帝听说黄帝乘龙成仙，羡慕不已，甚至扬言：
“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

汉武帝的“求仙情结”，给当时的政治和
社会生活带来很多弊端。可不知是武帝故意打
着求仙的幌子刺探情报，还是真心想吃那长生
不老药，他派出寻仙的使者揭开了黄河发源于
昆仑山的秘密；昆仑之西，另有很多国度，大
海之东的扶桑等国，才进入人们视野。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神仙的追逐扩大了汉
武帝的眼界，也拓展他的心胸，通两域、连接

欧洲，派军队东收高丽，把疆土扩大到南海
边，把匈奴赶到漠北，寻仙一事皆有一定启
迪。

无令但索长安米
东方朔之所以如此擅长写作，得益于其厚

积薄发。据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小强估
算，如按东方朔所说，他从13岁开始读书，至
22岁公车上书，9年学习期间，平均每年阅读
48889字，竹简1164支。“这仅是一个简略的推
算，会有一定的误差，东方朔实际的学习阅读
书籍，可能会低于或高于此数目。尽管其中不
无夸张的成分，但东方朔勤于读书，阅读量广
泛，所背诵记忆知识量之大，应是不争的事
实。”

除了读书，东方朔的成长中，读书行路一
样不少。郭宪《洞冥记》卷一记载，东方朔字
曼倩，父亲是张夷，字少平，妻田氏女。他的
父亲到二百岁时，颜如童子。东方朔生三天而
丧母，被寄养于邻居家中，“年三岁，天下秘
谶，一览暗诵于口，常指挥天下，空中独
语”。

此后，东方朔多次不告养母外出。他曾到
达紫泥海，在返回时遇上老虎，东方朔对养母
说：“儿骑虎还，打捶过痛，虎啮儿脚伤。”
当他再次离家万里之地时，“见一枯树，脱布
挂于树。布化为龙，因名其地为布龙泽”。

虽然东方朔的奏牍激发了武帝的兴趣。但
也仅仅奇之而已，上书的内容或许没有打动武
帝，所以东方朔既没有像终军那样，帝奇其
文，即拜为谒者；也没有如主父偃、徐乐、严
安那般皆为郎中。

由于公车署给自己的俸禄微薄，和那些给汉
武帝驾马车的侏儒待遇一样，又迟迟未能得到汉
武帝的召见，东方朔憋了一肚子气。为了尽快面
见皇上，东方朔心生一计。他故意吓唬那些侏儒：

“上以你们无益于国家，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
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
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

侏儒们大惊失色，十分恐惧，跪求东方朔
给他们想想办法。东方朔说：“上即过，叩头
请罪。”于是众侏儒见到汉武帝便哭着求饶。
汉武帝问明原委，知道是东方朔在背后捣鬼，
便立即召来东方朔责问。

武帝问：“何恐侏儒为？”东方朔早有准
备，不慌不忙地回答说：“臣朔生亦言，死亦
言。侏儒长三尺余，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
臣朔长九尺余，亦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侏
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
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

东方朔加薪的理由甚是充分，引得武帝
捧腹大笑，于是命令他在金马门待诏。金马
门游走不久，皇帝又任命东方朔为郎官，陪
伴皇帝左右。可东方朔却经常干些庸俗不堪
的事情：武帝诏赐他御前用饭，他便把剩下
的肉鱼全都揣在怀里带走，把衣服都弄得脏
兮兮的，甚至内急时在宫廷上撒尿。皇上赐
给他绸绢，他都是肩挑手提地拿走，而且把
皇上所赏赐的钱财都花在女人身上，娶长安
城中年轻漂亮的女子为妻，大多只一年光景
便抛弃再娶。

于是，人们都认为这东方朔简直太没德行
了。汉武帝知道后也说：“假如东方朔不干这
些荒唐事，像个当官的样子，别人哪能比得上
他啊！”

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

汉武帝的眼力劲真够威猛。虽然东方朔是
皇帝身边人，可以出入禁中，成为内朝官，但
只是常侍皇帝左右，为其逗乐，供其咨询。据
《汉书·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
“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
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
持论，上颇俳优畜之。”

俳优，是古代演滑稽戏杂耍的艺人。东方
朔本想正襟危坐从政，没想到一不小心成了娱
乐圈的顶层人物，他不得重用的原因是“不根
持论”。我们在《汉书·东方朔传》中可寻见端
倪：“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
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
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
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这应该
就是所谓的“不根持论”。

原来，东方朔专言商鞅、韩非等法家之
言，自然和崇尚儒家的汉武帝相忤，他的言
论，自然是不根持论。东方朔虽多次上书陈述
政事，但他所述之事，其他大臣的建议更为具
体，而且更具有可行性。所以对于东方朔所上
谏言书，汉武帝只是口头表扬，但并没有采
纳。

东方朔的“不根持论”，使他不能迎合圣
上而获取高位，但东方朔说话诙谐幽默，能逗
武帝开心。东方朔善于射覆，每猜必中。他反
应能力极强，知识面广，能随时解决皇帝的疑
难问题，满足皇帝的好奇心。这或许就是汉武
帝亲近东方朔而将之视为俳优的原因所在。

得不到汉武帝重用、找不到志同道合者，
东方朔内心的苦闷只能通过狂语狂行宣泄。

“狂”，是东方朔留给后人的显著印象。
王安石《东方朔》诗载：“平原狂先生，隐翳
世上尘。”李商隐《圣女祠》诗说：“惟应碧
桃下，方朔是狂夫。”明蓝仁诗说：“疏狂却
忆东方朔，只恋蟠桃不自由。”清田雯的诗中
也说：“不厌东方朔，狂来据地歌。”

东方朔外表狂妄，实际内心孤寂郁闷。有
学者指出，“官僚系统作为一个权力博弈的场
域，个人在其中要受到多种力量的牵制和约
束，一方面是君主的最高权力不可冒犯，另一
方面是官僚系统内部的权力制约。所以，那些
曾经满怀热情致力经世的官员，面对挫折，同
样以隐逸表达个人的态度，也以一种低调的方
式明哲保身。”

东方朔无力改变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心
怀不满，却不能表露，所以自我标榜为隐士，
实际上是抑郁不得志发泄怨气的方式。

当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又不愿远离庙堂
之上时，“朝隐”就成为平衡入仕与归隐之间
的最佳选择。《史记》载，朔任其子为郎，又
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朔行殿中，郎谓之
曰：“人皆以先生为狂。”

对此，东方朔回答道：“如朔等，所谓避
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
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
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
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这里的“陆沉”即源自《庄子》。《庄子·
则阳》曰：“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
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
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沈（沉）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

西晋玄学家郭象对此注解道：“人中隐
者，譬无水而沉也。”可见所谓“陆沉”，其
实就是隐居在世俗人间，而不是深山之中或蒿
庐之下。只不过东方朔将《庄子》中的“陆
沉”概念进行了延伸，认为“金马门”（官
府）也属于庄子所说世俗人间的范围。

用之为虎，不用为鼠
在东方朔心目中，金马门代表着“准公务

员”，更代表着实现自己安天下的机会。汉代
很多名臣，如公孙弘、主父偃、严安、徐乐、
苏武、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郑朋、贾
捐之、翼奉、刘歆、冯商、聊苍等 ，都曾待
诏金马门。

宋高似孙《纬略》卷七《待诏金马门》
条：“待诏金马门，汉盛选也。以汉之久而膺
此选者仅若此耳，殊不轻畀也。”可见能够待
诏金马门，已是汉代知识人中的佼佼者。“巍
巍金马门，云是上天梯”，待诏金马门等于登
上了通天之梯。

金马门作为入朝为官象征，也成为被反复
咏颂的文化符号。如唐独孤及《丙戌岁正月出
洛阳书怀》：“往岁衣褐见，受服金马门。拟
将忠与贞，来酬主人恩。”

“出入金马门，交结青云士”，也是大多
数知识人的终生梦想。陈何胥《赋得待诏金马
门诗》说：“此时参待诏，谁复想渔樵。”李
白“但识金马门，谁知蓬莱山”之句，也反映
出大多数古代知识人对仕途的向往。唐段成式
《送穆郎中赴阙》：“若逢金马门前客，为说
虞卿久著书。”

东方朔的金马门，却没有成为阶梯，他一
直在金马门前徘徊，怀抱着自己的政治梦想：
成为像战国时代苏秦、张仪那样的帝王之师。
《汉书》有一段东方朔“设客难己”的记载，
充分显露了他的胸臆。

东方朔的敏才、善辩和升迁，引得儒生们
忌妒，总想寻个机会挤对他。一次，汉武帝召
集儒生博士们议事，东方朔也在被邀之列。有
人就问东方朔，你看苏秦、张仪等谋士，他们
的连横、合纵主张一经采纳，便能高居相位，
泽及后世。东方先生你这么能，研究先王治民
之术，自称“海内无双”，但不知为啥搞了这
么多年还是“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
呢？就连你的亲属也得不到一点照顾，这实在
不好理解。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固
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
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
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
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
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
孙长享。”

紧接着，东方朔分析当前形势：“今则不
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
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上，贤不
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
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
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
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
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
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
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
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
时异事异。”

“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多么精辟
的论述。如果让苏秦、张仪到汉朝来，他们可
能连东方朔担任的常侍郎都当不上，东方朔又
巧妙地拍汉武帝的马屁。

即便如此，东方朔的为官生涯，最高不过
是太中大夫给事中，他任郎官的时间比较长。
东方朔一生努力做“大官”，可惜一直未能实
现。“天子大臣”的政治理想与“俳优”的实
际身份，使东方朔心有不甘但却无可奈何，只
能以“大隐隐于朝”来自我安慰。

同为东方朔老乡的安期生，早就有“合则
见人，不合则隐”的思想，这也深深地影响着
东方朔。

秦汉史研究者谭慧存指出，从某种意义
上说，东方朔的“朝隐”更多地反映了秦汉
士人在仕不得用、隐无所之的现实面前进退
两难的一种矛盾心态。他无奈地面对现实，
将“朝隐”最终演化为一种处世哲学，以此
来舒缓自身不得志的失落感、因强谏而带来
的压力感，以及面对强权威胁给其生命带来
的恐惧感。

依附于皇权的知识人，一生荣辱系于帝王
的个人喜好，纵是一跃千里之材，也只能冀望
于伯乐的慧眼，而现实中伯乐难觅，自己才能
埋没，只能避世朝堂。甚至有人终生难酬壮
志，以致发出“望断金马门”之叹，短暂人生
一如金马之命运，漂泊不定，最终凋零。

■ 典籍故实

所谓“陆沉”，其实就是隐居在世俗人间，而不是深山之中或蒿庐之下。只不过东方朔将《庄子》中的“陆沉”概念进进行了延伸，

认为“金马门”（官府）也属于庄子所说世俗人间的范围，他像河蚌一般隐居其中，伺机等待河中沙的出现，倾心吐露露珍珠……

东方朔：大隐金门号谪仙

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以好古
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朔初
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
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
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
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

典出《史记·滑稽列传》

· □ 本报记者 卢 昱

东方朔可谓生不逢时，因为有那么多贤才
和他同朝，他的才能淹没于众人之中。汉武帝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皇帝，一流皇帝之下有
诸多一流人物，正如《汉书》所说：“汉之得
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
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
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
应对则严助、朱贾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
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
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
日磾，其余不可胜纪。”

但东方朔又是幸运的，他遇到了重贤使能
的汉武帝，使他的狂傲和自诩得以宽容，竟能

隐于朝中而得以善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侯杨方看来，作为管理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官
僚集团靠不住，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监
督、制约机制。

“作为职业经理人，官僚们会出于自身利
益而罔顾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或渎职、不
作为，或从个人到组织化的贪腐，这些都是官
僚们或人类的自然天性。”侯杨方介绍道，在
汉朝社会与技术条件下，不可能通过民主宪政
的方式，而只有通过皇权与官僚集团抗衡，并
进行制约、监督。

与天然具有短期行为的官僚集团不同，家
天下的皇权代表的是政权的长远利益，因此在
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民众的长远利益比较吻
合，因此汉武帝对官僚、贵族强势集团进行了
一系列严厉的打击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又通

过大规模的减免赋税让利于普通民众，而这些
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官僚、贵族们以及强势集团
的利益。如果没有强大皇权，这些行为都是不
可能得到有效执行的。

皇权的强大，意味着官僚的作为必然受到
限制。东方朔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无法超越
汉武帝的权威，这也使得他只得讨巧归隐。

不过，东方朔对国家大事的判断也是相当
准确的。史书载，有一次建章宫后阁里跑出一
只动物来，形状很怪异。汉武帝亲自去看，问
身边群臣中熟悉事物而又通晓经学的人，都不
知道它是什么动物，便宣东方朔来看。

东方朔到后说：“我知道，不过要赐给我
美酒好饭让我饱餐一顿，我才说。”武帝说：
“可以。”吃过酒饭，东方朔又说：“某处有
公田、鱼池和苇塘好几顷，陛下赏赐给我，我

才说。”武帝也说：“可以。”
于是，东方朔才肯说道：“这家伙叫驺牙，它

的牙齿前后一样，大小相等而没有大牙，所以叫
它驺牙。驺牙出现，当有远方前来投诚的事。”一
年过后，匈奴混邪王果然带领十万人来归降汉
朝。东方朔就这样经常求得赏赐。

这件事情表明，东方朔不仅是博物学家，
还善于分析天下大势，虽然他在金马门“隐
居”，其实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在他
眼里、心里。如果他对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力量
对比不是十分了解、不能随时把握两军的战场
情势，怎么能如此准确地预测当时的形势呢。
在当时的人看来，东方朔此举是未卜先知，如
同仙人，可他一定是做足功课才敢说的。

东方朔临终之际，向皇帝颤颤巍巍说道：
“《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

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
下远巧佞，退谗言。”

如此忠心耿耿，也为东方朔赢得生前身后
名。东方朔墓在今德州市陵城区神头镇西南二
华里处，南临平富公路，北依鬲津古河，墓基
四周有界石，中植松柏，占地达数十亩。东方
朔祠庙在东方朔故里神头镇北街，祠庙内有东
方朔画像。

唐颜真卿在平原太守任上对东方朔墓重
修，这次修建除为朔墓加固封土、栽松种柏
外，更重要的是颜真卿亲自书写东方朔画赞
碑。所书写的画赞碑四面刻字，正文楷书，碑
阳额篆书，阴额隶书，一块碑集颜三种书体尤
属可贵。因此，这块碑似瑰宝，使朔庙和朔墓
增色生辉。

而被东方朔等好多名士摸过的金马，在汉明
帝时，被迁移至洛阳平乐观。东汉马援还曾依照
西汉金马故事仿造另一匹金马。马高三尺五寸，
围四尺五寸。皇帝下诏，置于宣德殿下。

金马直至汉末犹存，最终毁于董卓之乱，化
作铸钱铜水。《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董卓）
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
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

·相关阅读·

看似生不逢时的幸运

东方朔画像 东方朔祠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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