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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譯】

    漢武帝用來迎候仙人，建築通天臺，高入雲霄。建章宮承露盤來接甘露水，

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真是超脫平凡，與眾不同。漢武帝「洞心於道

教」、「窮神仙之事」，時常向東方朔求教仙道，尋求長生不老。寧可拋棄江山，

一心一意只想登訪海上仙島。

【評 語】

    得此頭籤，百事吉也。漢武帝求仙，凡四十三年，一代雄主，希望長生不老，

看不破生死一關。花費無數心力，追求成為神仙，結果不僅靡費公帑，造成民怨，

而且殘害無辜，傷及骨肉，影響政局。此種慾望無限的行為，是一己之私的追求，

是妄念，到頭來一場空。

【籤詩故事】       漢武帝求仙          

    漢武帝聽信公孫卿建言，修建通天臺來迎候仙人，還命人擴建建章宮。武帝

一方面大興土木，四處造樓候仙；另一方面，又前後三次親自萬里迢迢來到東海

邊，希望遇見仙人，但都毫無結果。《史記•封禪書》云：「方士之候祠神人，入

海求蓬萊，終無有驗。」漢武帝的求仙活動是一場為滿足私慾的鬧劇，它對當時

人們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帶來了不小負面影響。

1 臺閣巍巍：漢武帝用來迎候仙人的閣樓高大壯觀。公孫卿曾經對武帝說仙人喜歡住在樓閣之

內，就建議武帝修建一座臺閣（通天臺）來迎候仙人。

2九霄：九霄雲外，非常高之意。

3金莖：漢武帝〈雜歌〉：「金莖孤峙兮凌紫煙，漢宮美人望杳然。 通天臺上月初出，承露盤

中珠正圓。」唐李善注：「金莖，銅柱也。」

4承露：承露盤。漢武帝好神仙，作承露盤以承甘露，以為服食之可以延年。《漢書‧郊祀志

上》：「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顏師古注引《三輔故事》：「建章宮

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墩承露，和玉屑飲之。」

5脫凡超：超脫平凡，與眾不同。也有超越塵世之意。

6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性詼諧幽默，善辭賦，漢武帝時代文學家。傳說他乃天上的

木星下凡，因此无所不知。朔卒後，武帝從太王公口中得知朔原為歲星（木星）降世。帝仰天

歎息說：「東方朔在我身邊十八年，我竟不知道他就是歲星轉世啊！」（《漢武洞冥記》）

7舍却江山：舍卻，拋開。此處顯示求道比江山重要。

8海嶠：海邊多山的地方。上海嶠是登上仙島，尋求長生不老的仙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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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從缺

【四季斷吉凶】

春：漢武帝聽信公孫卿建言，建通天臺來迎候仙人。（大興土木）

夏：漢武帝夢想成神仙，建章宮作承露盤以承接甘露，以為服食可以延年益

    壽。（追求成仙）

秋：有貴人相助，東方朔在漢武帝身邊十八年，輔佐國家大事，使國泰民安

    ，國運昌隆。（須知天命不可違，凡事不能強求，見好就收。）    

冬：為求長生不老，追求神仙之術，亟思登訪海上仙島。徒勞無功。能看得

    開、放得下，才能享受清福。（前三季均不錯，第四季較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