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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相传《三都赋》
——洛阳纸贵的背后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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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人的推荐下，《三都赋》在京城洛
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
下子使纸昂贵了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
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后来竟倾销一
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抄写这篇千古
名赋。甚至以前讥笑左思的陆机等人听说
后，细细阅读，点头称是，连声说：“写得太
好了，真想不到。”他表示自己再写《三都
赋》，也绝不会超过左思，便不再写。

前一日还门厅冷落的左思一夜之间
成了红遍洛阳的明星，金谷园的主人石
崇登门相邀，请左思参加金谷雅集，有了
明星的加盟，金谷雅集名重一时，形成了
相对固定的人数，即“金谷二十四友”。
此后不断有人为《三都赋》作注解和评
论，中书郎刘逵评论道：“世人常常重视

古代人东西，而轻视新事物、新成就，这
就是《三都赋》开始不传于世人的原因
啊！”实际上，他说对了一半，《三都赋》被
广泛流传，应归功于左棻、张华的精心策
划，更要归功于重要的推手皇甫谧。因
此，《三都赋》是最成功的优秀文学作品
策划推介案例。

为《三都赋》作序的皇甫谧奠定了针灸
学理论基础，现在的针灸医学已经风靡世
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批准，把针灸列
为治疗专项。正因为如此，皇甫谧是我国
古代历史上唯一与孔子齐名于世界文化史
的历史名人。皇甫谧生于洛阳、长于洛阳、
事业成就于洛阳，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皇甫
谧，在宜阳女几山一带应该复原皇甫庄园
和建立皇甫谧医药产业园。

“左思赋成，洛阳纸贵”，是洛阳文坛上的
一段千古佳话。左思，字太冲，西晋临淄人，
出生于儒学世家，其父左雍任殿中侍御史。
左思貌丑口讷，不善交游，但勤于写作。他在
故乡时，曾写《齐都赋》。其妹左棻（fēn）被晋
武帝选入宫中，左思全家移居洛阳，他在洛阳
著成了盖世名篇《三都赋》。《三都赋》写成后，
人们争相传抄，造成洛阳纸价上涨，这背后其
实有个故事。

赋以“铺采摛文，体物写
志”为手段，以“颂美”和“讽
喻”为目的的一种有韵文体。
东汉时期，班固的《两都赋》和
张衡的《二京赋》，成为传世名
篇。左思来到洛阳后，就计划
仿效这两篇赋作《三都赋》。
所谓三都，指三国时期魏、蜀、
吴的都城。为写《三都赋》，左
思闭门构思并创作十年，自以
为所见不博，又向朝廷要求担
任秘书郎一职，博览皇家藏
书，丰富了文章内涵。

当左思把文章交给别人
看时，却受到了讥讽。当时著
名文学家陆机也曾起过写《三
都赋》的念头，他听说名不见
经传的左思著成了《三都赋》，

就挖苦道：“不知天高地厚的
小子，竟想超过班固、张衡，太
自不量力了！”他还给弟弟陆
云写信说：“京城有个狂妄的
家伙写了《三都赋》，我看他写
成的东西只配用来给我盖酒
坛子！”

当 时 有 个 著 名 文 学 团
体，名叫金谷雅集，他们经常
在石崇的别墅金谷园举行文
学沙龙。左思名不见经传，
无缘与会。但他想办法拜见
了石崇，石崇专门组织了一
次《三都赋》评审会，但是那
些文人一见作者是个无名小
卒，就根本不予细看，摇头摆
手，把一篇《三都赋》说得一
无是处。

从金谷园回来，左思非常
痛苦，也对自己的文章产生了
怀疑，变得很不自信，于是他入
宫去见妹妹左棻，想听听她的
意见。左棻是个有名的才女，
她少年好学，工于诗文，十余岁
便名满天下。晋武帝闻其名，
于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召入
宫中。她虽丑陋，但以才德受
到皇帝的礼重，被封为贵嫔，地
位仅次于皇后，俗称西宫娘
娘。左棻读了哥哥的《三都赋》
后，大为赞赏。她说：“善琴者，
需遇知音。千里之马，需要伯

乐。你需要一位伯乐，司空张
华位居三公，诗赋老成，博物洽
闻，世无与比。他爱好奖掖人
才，与父亲又是至交，你需要由
他评点。”

出宫后，左思到司空府拜
见张华。张华对这个低调的国
舅爷素有好感，他细读左思的
这篇大赋后，拍案惊叹。他说：

“此赋已超越班固、张衡。但只
有请当今天下第一才子皇甫谧
作序，才能使世人知其雄妙。”
于是，张华给皇甫谧写了一封
亲笔信，让左思去拜访皇甫谧。

皇甫谧，祖籍西晋安定郡，自其曾祖
父、东汉太尉皇甫嵩起，其家族已迁居洛
阳。皇甫氏在洛阳周边有两个庄园，一个
在新安县，另一个在宜阳县女几山（今宜阳
县三乡镇洛河南至花果山一带）。皇甫谧
出生于洛阳，少年时代随其叔父在新安度
过，成年后居住在女几山并终老于此。皇
甫谧是个布衣学者，曹魏后期及西晋初期，
朝廷多次征召，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他
上书晋武帝，请求武帝借书给他，结果武帝
送给他一车书。皇甫谧是那个时代的通
才，他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历法学家、医
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所著《帝王世纪》《年
历》《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寒食散论》都
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扛鼎之作。古人曾赞

云：“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特
别是《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一部影响中
国针灸学发展的划时代著作，皇甫谧因此
被尊称为“针灸鼻祖”。

左思久闻皇甫谧之名，于是带着张华
的推荐信和文章，马不停蹄地来到女几山
皇甫庄园，在这里见到了在药圃中采药的
皇甫谧，也见到皇甫谧的四大高足——挚
虞、张轨、牛综、席纯。左思呈上推荐信和

《三都赋》，皇甫谧和他的四大高足传阅后，
齐声喝彩。天色已晚，皇甫庄园举行盛大
酒会为左思接风洗尘。酒酣，皇甫谧挥毫
泼墨，写成了千古雄文《三都赋序》，这是一
篇论述赋体文学发展史的评论性文章，是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

夏季寝具精品
瓷枕是中国古代瓷器造型中较为流行的一种，始烧

于隋代，流行于唐代。据说起初作为陪葬的冥器，以后又
做寝具和诊脉之用。

入宋后，瓷枕清凉去热的特性逐渐被人接受，并把它
作为去火明目、延年益寿的夏季寝具。南宋著名女词人
李清照在《醉花阴》中写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
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词中写到的玉
枕就是影青瓷瓷枕，可见古人对瓷枕的喜爱。

宋代，各大瓷窑也大量生产瓷枕，不但器形较前代有所增
大，有长方、八方、六角、腰圆、花瓣等；装饰技法也突飞猛进，
刻、画、剔、印、堆塑等技法纷纷采用，雕刻内容日益丰富，雕塑、
绘画、诗句等极为常见，丰富了瓷枕的表现力和艺术性。

该观音送子纹瓷枕造型别致，做工细腻，纹饰优美，
内涵丰富，是宋代瓷枕中无可挑剔的精品之作。

求子风俗的体现
“这件白胎白釉、刻花纹饰的瓷枕最具特点的当属数

观音送子的纹饰。”洛阳博物馆考古专家介绍，送子观音
图是古代求子风俗的真实体现。

求子是古代婚姻仪式中的一个重要习俗，而“送子观
音”俗称“送子娘娘”，传说拜了送子娘娘就可以生儿子。

中国古代对求子的重视，学界认为主要基于三个原
因：一是受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的影响，认为
婚后没有孩子，断绝香火，是对祖宗最大的不孝；二是受

“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认为子孙满堂、香火旺盛，是最
大的“福气”；三是受中国传统“母以子贵”思想的影响，认
为养儿可以防老，可以光宗耀祖。这种思想与观音菩萨
最能满足善男信女求子愿望的民间传说结合起来，就产
生了大量以观音送子内容为装饰的家居用品。

霍谞是东汉人，他自幼发奋读书，从小就显露出与众
不同的才华，年纪轻轻便精通四书五经，并通过了明经科
的考试。他在当地是有名的“小才子”，长大以后，曾为河
南尹，后做过廷尉。

霍谞有个在郡里当官的舅舅，叫宋光。由于他为
人正直、秉公执法，所以成了一些权贵的眼中钉。后
来，权贵们联合起来诬告宋光篡改诏书，皇帝信以为
真，就把宋光逮捕，押到京都洛阳，关进了监狱。这时，
霍谞才十五岁。

霍谞不相信舅舅会篡改诏书。宋光入狱以后，霍谞
十分着急，日夜思考解救舅舅的方法。最后，他决定给当
时掌管朝廷大权的大将军梁商写一封信，为舅舅申冤。

他在信中说：宋光出身官宦之家，仕途平稳顺利，现
已位居地方首长的高位。他为人正直、秉公守法，从而得
到了朝廷的重用。这样的一个人，即使对于皇上的诏
书有所疑虑，也会采用一种稳当的方式来解决，怎么可
能冒着死罪私下更改诏书？这样的行为好比是一个人
为了充饥而去吃附子，为了解渴而去饮鸩（“鸩”的羽毛
泡过的毒酒）。这样的话，食物还没进到肠胃里，刚到
咽喉人就已经断气了，怎么可能会有人这样做呢？

梁商读了这封信，觉得霍谞说得很有道理，又听说他
只有十五岁，对他的胆识颇为赞赏。后来，梁商不仅重审
此案，还亲自到皇帝那里替宋光辩白。案件终于真相大
白，宋光也被无罪释放。从此以后，霍谞的名声传遍了整
个洛阳城。

“饮鸩止渴”就是从霍谞给梁商的信中内容演变而来
的，比喻只图眼前痛快，而不顾严重的后果。这个成语常
常用来告诫人们，在面临困难和险境的时候，切不可只顾
解决眼前的困难而采取一些偏激的方法，把自己逼上绝
路，那样只会使后果更加严重。

观音送子纹瓷枕：
宋代瓷枕精品
寓求子之愿
本报记者 白云飞 实习生 郅泽宇 通讯员 孙海岩 文/图

文物名称：观音送子纹瓷枕
文物年代：北宋
出土时间：1984年
出土地点：洛阳

1984 年出土的观音送子纹瓷枕造型别
致，做工细腻。该枕长 41.5 厘米、宽 21 厘米、
厚 14.5 厘米，表达了新婚夫妇早生贵子的美
好愿望，也为研究我国古代求子习俗提供宝
贵资料。

作为一种生活用具，小小枕头，方寸之间也有丰富的
发展史。据考古学家考证，原始社会，人们用石头或草捆
等将头部垫高睡觉；汉代以前，虽有铜枕、玉枕，但枕头多
为竹、木所制；西汉出现了漆枕和丝织枕头，甚至用天然
香草做枕芯；到了唐宋时期，瓷枕最为盛行；明清以后，纺
织印染业发达，枕头遂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现代人习惯
睡软绵绵的枕头，很难想象头枕在石头、木块上硬邦邦的
怎么入眠。随着睡眠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枕头越来越挑
剔，不仅要有体面的外表，还要有内在的舒适。（云飞）

枕头简史

成语词典

【成语】饮鸩止渴
【人物】霍谞（xū）
【释义】鸩：毒酒。指用附子（一种草

药，有剧毒）解饿，用毒酒止渴，还未到肠
胃，喉咙就先烂了。后用“饮鸩止渴”比喻用
有害的方法解决面临的困难，而不顾后果。

【出处】《后汉书·霍谞传》：“譬犹疗饥
于附子，止渴于鸩毒，未入肠胃，已绝咽
喉。”

饮鸩止渴：
少年妙言设喻 为舅申冤成功

本报记者 石蕴璞

十年成赋 无人问津 女几山中 皇甫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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