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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功

寿光为何有东方朔墓

东方朔，复姓东方，名朔，字
曼倩，西汉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
陵城区神头镇）人。今神头镇西二
里有东方朔墓，为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镇内原有东方朔祠，日
伪时期毁于战火。2002年春，在神
头镇附近发现了唐东方合墓，出
土墓志铭。墓志铭记载：东方合是
唐初德州安德（今陵城区）人，是
汉大夫东方朔的第二十八代孙。
其第二十五代孙为东方膺，北魏
宣武帝永平年间（506—511）任青
州长史；第二十六代孙为东方老，
北齐时任特进大夫，后迁济州、益
州、南兖州刺史；第二十七代孙为
东方荣，隋朝时官任右武卫长史。
东方合墓志的出土，说明直到东
方朔的第二十八代孙还生活在今
陵城区一带。

东方朔虽不是寿光人，但寿
光却有他的墓和祭祀他的祠。现存
最早的山东地方志、元代益都人

（今青州）于钦著《齐乘》中说：“寿
光县东方村有东方朔庙”。清康熙
安致远纂修《寿光县志》卷十四《塚
墓考》云：“东方朔墓在县城东南十
五里，弥水之东浒，东方朔庙侧。”
并按云：“朔为平原厌次人，今德州
域内有祠、有墓，而于钦《齐乘》言
寿光东方村有东方朔庙，意后人因
庙而更为之墓耶。”安致远认为寿
光东方朔墓是因庙（祠）而建，这个
解释有道理，但不够深刻。

要解释这个问题，还得从东
方村说起。不过，东方村何时立
村，村名由来，均不可考。今村中
没有姓东方者，也没有人记得有姓
东方者。村西北有龙兴寺遗址，与
东方朔祠只数十步之遥，遗址尚存
元代重修龙兴寺碑，碑云：“龙兴寺
在县之东南十有五里，旧有石佛一
座在焉，上有‘洛城县令李某同妻
李氏布施’，考其年代，乃北魏时承
明年所造”。“承明”是北魏孝文帝
所用年号，这个年号仅用了六个
月。公元476年，是北魏延兴六年，
这一年六月，改元为承明元年。次
年即改元为太和元年。由此可知，
龙兴寺始建年代应不晚于北魏承
明元年（476）。元碑碑阴已有东方
村，录村民40人，但不见东方氏。

鲜为人知的是，龙兴寺遗址
还出土过一块碑，纪年残缺，上有

“征虏将军”字样，从书法风格和
内容看应是南北朝碑刻。碑阴录
有一位名叫“东方生”的人，可知
南北朝时期，确有东方氏定居于
此，故东方村应是以姓立村。据

《风俗通》记载，伏羲氏“出于震，
位主东方”，子孙遂以东方为氏，
但已无从查考。现在所知道的姓
东方者，最早的就是西汉大夫东
方朔。后代以东方为姓，奉其为始
祖。由东方合墓志可知，唐代时，
东方氏已成为当地的大姓望族之
一，可以说东方朔的家乡平原厌
次（今德州陵城区神头镇）就是东
方氏的郡望。

那么，东方氏是何时迁来寿
光的呢？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人
口大量南迁，为了安置庞大的移
民，东晋南朝政府在新的南迁之
地，设置新的州、郡、县三级政府，

仍用北方老家的名字命名地名，
并且侨民另立白籍，减免租赋，这
就是侨州郡县制度。元嘉初年（约
424），刘义隆在千乘故地侨置乐
陵郡，下辖阳信、乐陵、厌次、新
乐、湿沃五县。侨置的乐陵郡属
县，已知新乐、湿沃都在寿光，厌
次确址虽无考，应距寿光不远。黄
河以南青州落入北魏后，仍沿袭
刘宋旧制。《魏书·地形志》：“青州
乐陵郡，故千乘地，刘义隆置，魏
因之。领县五：阳信、乐陵、厌次、
新乐、湿沃。”

由厌次的侨置以及东方合墓
记载东方膺北魏时任青州长史，
可推断在永嘉之乱后，可能有一
支东方氏迁居寿光，因姓立村，因
村建庙，因庙起墓。这也是寿光东
方朔祠、墓的由来。

寿光东方朔崇拜

寿光东方朔墓和祠始建时间
已不可考。《齐乘》有载，说明不晚
于元代。寿光人还把东方朔请进
了乡贤祠，把他当作自己人世代
享祭，这算是一份特殊的礼遇。千
百年来，东方朔深深地影响着这
个地方，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地
域特色的东方朔文化。关于东方
朔祠、墓的形成，虽无定论，民间
传说却一直盛行。相传，东方朔在
死之前告诉自己的两个儿子：“东
方有块宝地。我死之后，不必厚
葬，只要用铁链抬着我的棺材一
直向东走，遇山开路，遇水搭桥，
跋涉不止。一直抬到‘三东’之地，
铁链在哪里断了，就把我葬在那
个地方。”东方朔去世后，他的两
个儿子遵照遗嘱，抬着棺材向东
走去。一天，两天……这天晚上，
他们抬着先父的棺材来到寿光弥
河东岸时，突然听到“嘎吱”一声，
定睛一看，铁链断了。旋即狂风大
作，沙土飞扬。第二天早晨风停
后，棺材落地之处突现墓冢一座。

此地名东方村，位于弥河东岸，厌
次东方，正是东方朔所言“三东”
之地。他的两个儿子就此止步，化
作两棵伟岸挺拔的白杨守护于墓
旁，当地人称之为“大白”“二白”。

清康熙年间，寿光知县刘有
成游览东方朔祠，见“祠荒墓圮”，
于是应百姓请求，对祠、墓进行了
修葺，并亲书碑记，立碑于墓前。
在碑文中，他首先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土人觊觎东方朔祠前的两
棵大树，打算第二天砍伐。这一
晚，寿光一个姓魏的乡绅梦见有
两个童子，自称是东方人，并诉说
自己身处险境，希望予以施救。第
二天，魏乡绅来到东方村，见有人
正在砍伐东方朔祠旁的两棵树，
顿时明白过来，于是花钱救下了
它们。这两棵树就是百姓口中的

“大白”“二白”。这个故事很可能
是杜撰，其用意是附加一些灵验、
传奇的色彩，使人的内心有所敬
畏，以起到保护古迹的目的。

民国时期，寿光的寺庙、道观
多改为学校，与东方朔祠相伴的
龙兴寺，是寿光东南一带第一等
的大寺庙，曾经殿宇辉煌，但也没
能例外。百姓毁其神像，办了一所

县立高等小学校。而对于东方朔
祠，百姓不仅予以保存，而且集资
重修，数月完工，焕然一新。拔贡杨
得标在《重修东方朔祠》中写道：

“盖龙兴寺祀佛像，祈福田者崇之，
文明增进，迷信破除，则天然淘汰
矣。东方朔祠祀先哲，明世道者尊
之，国体虽变，世局虽殊，高山景行
之思无今昔，一也。”可见寿光官
员、百姓对东方朔的厚爱。

可惜，“文革”时，东方朔祠被
拆除，墓被铲平，就连两棵白杨树
也未能幸免。今天的祠、墓是上世
纪九十年代复建的。每年农历九
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是东方朔庙
会。除寿光当地群众外，昌乐、青
州、临朐、广饶等周边地区的善男
信女们也会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
云集于此。起初，人们只是祭拜东
方朔祠和墓，后来又逐渐增加了斗
鸡、秧歌、高跷、舞狮子、民乐表演、
物资交流等内容，时间也由一天
延长至三天，逐渐形成了以纪念
东方朔为主题的经济文化活动。

东方朔为何被世人称道

东方朔约出生于公元前161
年,去世于公元前93年。其事迹在

《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汉武
帝即位不久，面向天下招聘贤才。
东方朔以三千片木简之奏章，引
起汉武帝好奇，得以待诏公车。但
是，这个职位薪水少，也见不到皇
上。他又以无中生有，恐吓皇帝身
边侏儒的方式，待诏金马门，得以
亲近皇上。后因他在射覆（一种占
卜猜物游戏）中的出色表现，担任
常侍郎，得到皇上的宠幸。公元前
138年，因劝阻汉武帝修建上林
苑，虽未被采纳，仍被提拔为太中
大夫。不久，因他醉酒在大殿上小
便，犯下大不敬之罪，汉武帝下诏
免其官职，贬为庶人，令其在宦者
署待诏。又因在汉武帝杀昭平君
一事上，劝说其不要悲伤，注意身

体，复为中郎，一直到最后。
东方朔生性诙谐，言辞敏捷，

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
又能察言观色，直言切谏。曾在修
上林苑之事上谏武帝戒奢恤民，
在昭平君杀人之事上谏武帝公正
执法，在主人翁事件上谏武帝矫
枉风化。又曾上书言治乱得失，陈
农战强国之计，临终规劝武帝远
离巧言谄媚之人。他死后，奇谈怪
论加身，竟位列仙班，成为了家喻
户晓的神仙，知名度远超政治家、
文学家这些名号。

东方朔终其一生最高职务不
过是一千石的太中大夫，未能立
下青史留名的政治功绩，武帝也
只以俳优视之，但在历史的长河
中，却总是受人青睐，被人高看一
眼。褚少孙将其故事补入《史记·
滑稽列传》。班固在《汉书》中更是
为他单独列传，与贾谊、董仲舒、司
马相如同等待遇，并用近8000字述
其生平，赞其为“滑稽之雄”。西晋
文学家夏侯湛作《东方朔画赞》，称
其“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
其萃，游方之外者。”唐代颜真卿亲
书赞文，勒之贞珉，以垂永久。宋元
符间,封“智辩侯”。民间以“智圣”誉
之。相声界奉其为祖师爷。

东方朔现象所折射出的是贯
穿于整个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
的精神道德之困。当面对正道本
心与皇权威严的抉择时，有的人选
择迎合君主，随波逐流；有的人选
择坚守正道，逆流直谏；还有的则
装聋作哑，见风使舵。迎合君主或
装聋作哑违背正道本心，为君子所
不齿；但逆流直谏常会付出惨重的
代价，不仅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
伸张，丢官舍命也只在倏忽之间。

汉武一朝，共任命了十三位
宰相。据有人统计，三人被罢免，
三人主动求死或被逼自杀，三人
被处死或死于狱中，还有一人惊
惧成病，发疯而死。善终者是石
庆、公孙弘、田千秋。石庆以谨慎
老成著称，执政期间基本装聋作
哑，没有发表过有建树的言论，就
是这样还经常受到汉武帝的谴
责。公孙弘则一味地迎合武帝，他
曾经与众公卿事先约定好上奏的
事情及观点，但到了武帝面前，却
违背之前的约定，顺从武帝的意
思。汲黯因此讽刺他“齐人多诈而
无情实。”田千秋是十三位宰相中
的最后一位，晚年的汉武帝开始
反思，下《轮台罪己诏》开展自我
批评，国家政策由穷兵黩武式的
建功立业，改为爱惜民力，重视农
业生产。田千秋为人朴实敦厚，做
了丞相也很安分，而且能力也一
般，因此得以善终。由此可见，在
汉武一朝做官真是高危职业。

东方朔虽然是个小官，但他
并没有因此自轻自贱，行为苟且，
而是利用看似滑稽的行为和言论
进行劝谏，在笑声中避免劳民伤
财、国破家亡，为百姓和国家做了
很多好事。相比于那些唯唯诺诺，
看皇帝脸色行事的“大人物”，这
种精神难道不可贵吗？所谓“大智
之用，道固委蛇”说的就是这个道
理。因此，他被历代文人士大夫所
赞扬，其用意正如司马迁在《史
记》中出现一篇《滑稽列传》一样，
既是感同身受的无奈表达，又是
借此讽刺现实，感慨世风，其用意
无疑是深远的。

他因滑稽出名，却绝非仅仅因滑稽被后世称道

不是寿光人，为何寿光有东方朔的墓和祠？
寿光市纪台镇东方村村后有东方朔墓、东方朔祠，东方朔被乡人尊为“朔爷”，所以东方朔祠在

乡人口中又叫“朔爷庙”。每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三到二十五是东方村赶会的日子，有叫它“东方庙会”
的，有叫它“朔爷庙会”的，叫法不一样，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纪念东方朔。东方朔是西汉时期平原
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城区神头镇）人，寿光却有他的墓和祠，这是为什么？东方朔当官虽不大，也没有
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却屡屡被世人称道，其中原因又是什么？

摄于1958年的寿光东方朔祠，今已被毁。

《晚笑堂画传》中的东方朔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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