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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的边塞诗
!!!以唐王朝的边塞与边塞诗为中心

张同胜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Y.$$"$#

摘%要!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大都存在着一个因边塞的位移而影响边塞诗情志的问题$文

章以唐代的边塞与边塞诗为例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它相关问题"认为有唐一代边塞

诗情志的演变"与大唐王朝边塞的位移密切相关但并非完全同步$大致看来"初唐边塞诗由

于朝廷开疆拓土并实行羁縻州府制度"从而使得当时疆域虽然最为广袤但并未体现在边塞

诗上(盛唐与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相比领土大为缩小"但由于西域实行都护府管理"以及文人

士大夫的游边入幕乃至参政"于是形成了盛唐边塞诗的兴盛及其风神'气骨(安史之乱"导致

大唐疆域的中原化和边塞的内移"从而直接造成了中晚唐边塞诗萧瑟哀怨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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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诗尤其是唐代边塞诗的研究'迄今为止可谓是蔚为大观'卓然成国)方方面面的研究似乎皆已穷

尽'很难再有新的突破)粗略数来'边塞诗的论文迄今已有一万一千多篇了'但大多仅停留在具体的就诗

论诗的层面上'主要是探讨边塞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或诗人风格之比较等'重复或雷同的论述动辄以

十数篇甚至数十篇计)其实'新的透视或许能够提供新的观照视域'如从宏观上扫描一个王朝边塞的位移

及其与边塞诗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就尚未引起学人的注意'因而有对此进行探讨的必要)

历朝历代边塞诗'大都存在着一个因朝廷边塞位移变动而变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诗人的

!志#与!情#'从而形成了一个朝代边塞诗情志的演变史)兹不揣浅陋'试以唐代的边塞位移与边塞诗

为例简要谈一谈这个问题)

一" 何谓边塞诗

!9"#年'徐嘉瑞在-中古文学概论.中提出!边塞派#诗歌概念'但孟二冬质疑!盛唐边塞诗派#这

一称谓'认为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

*!+

)那么'何谓边塞诗0学者对!边塞诗#的理解和界定至今依

然莫衷一是)例如'边塞诗是否仅限于唐代0有一些诗人从未到过边塞'但假借着边塞的名义虚构想象

以大发其牢骚的诗篇究竟是不是边塞诗0边塞诗就是!征战文学#

*"+

或!战争文学#

*.+

吗0胡大浚认为

从内容上来看'全部近"$$$首边塞诗虽然围绕边战而发'但是绝非战争所能涵盖
*#+.7/.9

)即这个界定显

然过于偏颇'因为还有描述边塞风光而与战争无关的诗篇)

目前'边塞诗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边塞诗!主要指沿长城一线及河西陇右的边塞之地$秦长城

西起临洮(经兰州'其实也可包括河(陇%)以作者而言'要有边塞生活的亲身经验#

*4+

)广义的!边塞诗

产生于隋季唐初'极盛于开(天年间'流响于唐之中晚叶'因此边塞要有3史的规定性4&但这只是一种

约定俗成'而不排斥其它朝代有性质相类的诗歌)边塞诗有题材内容的规定性'即与边塞生活相关'又

有大量不直接写战争的抒情诗(咏物诗(山水诗(朋友赠答(夫妇情爱之类的作品#

*#+.7/.9

)还有一种更

为广义的说法'阎福玲认为'!边塞诗是一种以历代的边塞防卫为前提和背景'集中表现边塞各类题材

内容的诗歌#

*7+

)

本文基本认同上引广义的边塞诗'即它指的是与一个王朝边塞相关的抒情或叙事的诗篇)民族国家

是一个近代晚出的概念'因此我们以大一统的王朝作为透视点'即四分五裂的诸侯国之间的边塞及其诗

歌似乎不应称之为边塞诗'边塞诗指的是大一统王朝边疆设防之处的歌咏吟唱)因而边塞之于边塞诗是

一个首要的条件'即如果没有边塞'谈何边塞诗0但边塞不是边疆)由于历朝历代的边疆并不相同'甚至同

一王朝的边疆也处于变动(变迁或变更之中'因而边塞诗的心灵史之于这个王朝也是一直在演变之中)

唐代边塞诗是-全唐诗.中的重镇'一说有一千多首'另有统计为两千多首
*Y+

)对唐代边塞诗的解

读'诚有精深之作'但大多数则流于表面的泛泛而谈'或是不区分时间前后的主观臆断'或是没有具体

地理意识的想当然'如此种种'皆是隔靴搔痒)即以宏观来看'大唐王朝边疆线变动不居'因而相关的

边塞也多有位移'并直接影响到诗人或昂扬或低沉的情绪'从而唐代边塞诗在二百八十九年的历程中

有一个演变的线索和何以如此演变的缘由)

二" 大唐王朝边塞的位移问题

诚如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所言'!唐代疆域前后盛衰变动极剧'大体言之'可分四期"$一%极盛期'唐

初太宗高宗时代)$二%定型期'玄宗开元天宝时代)$三%渐衰期'安史之乱后之中唐时代)$四%式微

期'晚唐时代)#

*6+!#$4

从严耕望先生所绘制的!唐代疆域政区交通都市图#来看'唐代疆域线变迁之大'

超出想象之外)初唐指的是从李渊武德至李隆基开元初这段时间'除了武德时期'就是大唐疆域的!极

盛期#)到了盛唐'疆域缩小了一半左右&到了中唐'疆域又缩小了一半左右)粗略一观'大唐边塞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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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之巨'实在惊人)

#一% 极盛期

隋末'李渊父子为了入关曾向突厥称臣)经过与群雄的争霸和兼并'终于取杨隋而代之)此时的疆

域似乎尚不如隋大业年间)武德六年$7".%'颉利可汗率领十五万大军自雁门攻入并州'又分兵进扰汾

州(潞州等'掳走中原百姓五千多人'从而可推知当时的边塞之大致位置)武德九年'颉利可汗率兵至

武功'兵临渭水)李白-塞上曲.诗云"!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这首诗以汉喻唐'记述了唐初

朝廷的屈辱史)

李世民登基后'以雪辱为志'派大军攻打突厥)贞观三年$7"9%'李靖(李世眅等率兵十万出击东突

厥)贞观四年初'生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贞观九年$7.4%'征服吐谷浑)贞观十四年$7#$%'灭高昌

国'西域其它城邦也降服'设立安西都护府'下辖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镇)贞观二十一年$7#Y%'设

立燕然都护府)

唐高宗永徽六年$744%'唐遣程知节率领大军西击沙钵罗可汗)显庆二年$74Y%'苏定方带兵大破

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被擒'西突厥亡国)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

于龟兹)龙朔二年$77"%'破铁勒)龙朔三年$77.%'刘仁轨带兵大败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麟德二

年$774%'撤回葱岭)乾封元年$777%'李世眅率领大军东征高句丽)总章元年$776%'攻克平壤'灭高句

丽)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越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

山'维持了三十二年)

唐总章三年$咸亨元年'7Y$%'唐高宗命薛仁贵率十万大军攻击吐蕃'在大非川全军覆没)咸亨元

年$7Y$%'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迫使唐王朝撤销安西四镇)咸亨三年$7Y"%'从百济撤军)仪凤四年

$7Y9%'突厥再起)

长寿元年$79"%'王孝杰率军大破吐蕃'又恢复了安西四镇)之后'狄仁杰与崔融就是否放弃镇守

四镇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辩论'最后武则天接受了崔融的建议'恢复了安西四镇)

万岁通天元年$797%'契丹族李尽忠率众造反'攻占了营州)武则天派兵镇压'结果失败)此后'长

安三年$Y$.%'安西地区的碎叶镇也被突厥攻占'致使丝绸之路断绝)唐太宗(唐高宗时'在北方设置了

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到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到了武则天主政以及做皇帝时'突厥人经常

骚扰边境'还攻占了蔚州$河北蔚县%和定州$河北定县%'迫使唐王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

#二% 定型期

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Y!. /Y47%是唐王朝疆域定型的时期)这一时期与极盛期相比'疆域已经

大为缩小)-旧唐书.所谓!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

*9+!.9.

'应该有一个

具体的时间规定'因为大唐疆域变动实在是太大'即使是我们划分为初(盛(中(晚唐四段'在具体的某

一段历史时期边境领土都有反复)譬如'安东都护府治所从平壤北移至新城'后又内移至平州(营州'

以至于青州而废止)

即使是在定型期'大唐的边塞有的也发生了明显的位移)如开元二十九年$Y#!%'吐蕃攻破石堡

城&天宝八载$Y#9%'哥舒翰带兵攻破石堡城&安史之乱起'石堡城又陷入吐蕃)再如开元初'九曲地作

为金城公主的嫁妆送给了吐蕃&天宝十二载'收复九曲地)

-旧唐书2地理志.记载"!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

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

室韦('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

人)#

*9+!.6Y

这是东北边境及其要塞)

沈文凡(彭飞-隋唐东北边塞诗创作述论.将隋唐时期东北疆域范围认定为!今天的东三省与河北

省的东北部以及京津地区#

*!$+

'因而大唐东北边界就很清楚了)以边塞!营州#治所即今辽宁朝阳(唐

$"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 年



末被契丹占领'后置营州于广宁$河北昌黎%'五代后唐时又被契丹攻占的史实来看就清楚唐王朝东北

边界的变化情况)

#三% 渐衰期

渐衰期即中唐'大致指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唐穆宗长庆四年之间$Y47 /6"#%)天宝十四载$Y44%'安

史之乱爆发)朝廷将驻防西域的军队内调平叛'吐蕃乘机攻取了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天成等

军'攻占了石堡城和百谷城等)宝应元年$Y7"%'吐蕃再陷秦州(渭州等)次年秋七月'!吐蕃大寇河(陇'

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

*9+"Y.

'整个西北边陲尽失)

十月陷长安)建中二年$Y6!%'沙州$今敦煌%失陷)贞元三年$Y6Y%'北庭(安西相继陷于吐蕃)

于是'大唐边界线大幅度内移'边防线收缩到长城一线'边塞主要有凤翔(泾州(原州(灵州(丰州(

胜州以及黄河北岸地区)中晚唐'吐蕃(回鹘(南诏等外侵'朱希彩(朱?(李怀光(李希烈等内乱'十五

道藩镇割据'朝廷实际统辖的疆域越来越狭小'权势也越来越衰微)

#四%式微期

式微期即晚唐'大致指唐敬宗宝历元年至唐昭宣帝天四年之间$6"4 /9$Y%)

据严耕望-唐代人文地理.'大唐式微期南诏!尽取大渡河与戎泸以南之地'于是今贵州全省与广

西西半部皆失)及黄巢之乱'安南亦失'河西亦为回鹘所据'迄于唐亡#

*6+!#!$

)由此看来'如果再除去人

事权(财政权等皆独立的藩镇$据-新唐书2藩镇传序.可知'割据的藩镇!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

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大唐疆域是何等促狭'而其边塞变化又是何等之大1

三" 边塞位移与边塞诗创作是否同时

诗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其具体时间与历史上的!四唐#划分时间又不完全一致)这种划分'

从某个角度来看或许有其道理)但具体到边塞诗'情况就不一样了)边塞诗的创作与边塞的变动有相

符合的'也有不相一致的)

边塞的变更'首先是军事战争的事情)唐代中国与印度等有口述传统的民族国家不同'并没有随

军的歌吟艺人'因而战争的事迹不能近乎即时地传播开来)第二'边塞似乎不宜与边界混同)初唐时'

疆域最为广袤'然而由于当时对新开拓的疆域大多实行的是羁縻州府制度'即委任土著酋长进行独立

性的管理'并不派遣官吏'因而边功没有反映在边塞诗中)第三'唐高宗时'开始委派官吏前去西域进

行管理或!治理#'但大多不过是!点#与!线#的治理"点即都护府'线即驿道或域内的丝绸之路)第四'

到了唐玄宗时期'武将拓边'文人入幕乃至参与边政'因而文官甚至武将多有边塞的吟咏&风气所尚'

使得即使没有去过边塞的诗人也时有撰述'于是在玄宗朝边塞诗蔚为大观)

由此可知'初唐的羁縻州府制度与境内的文人士大夫关系不大'在军事征伐过程中'文人参与的

又不多'因而唐太宗(唐高宗时期是大唐军事力量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但边塞

诗却兴盛于唐玄宗时期)

正是由于大唐王朝边疆的变化巨大(边塞的位移明显'因而我们在解读具体某一首边塞诗的时

候'应该具有明确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

盛唐时'疆域北抵黄河北之三受降城'但诗人李颀(李白笔下的边塞却依然是雁门(太原等地)李

白的-太原早秋.写于开元二十三年$Y.4%'李颀生活于开元(天宝年间'从而可知唐代边塞诗中除了

借代之虚写外'边疆上的真正边塞与唐人当时的边塞感知也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据王永莉的考察'!唐人心目中的3塞4'实际上是一条东西绵长(南北界线相对模糊的过渡地带'

它东起辽水'西至玉门关(阳关'其间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错杂居'是典型的多民族文化交汇

区#

*!!+

)由此看来'唐人意识中的边塞与唐王朝实际的边塞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当然'王永莉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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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也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因为近三百年间人们对边塞的意识并非一成不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程千帆先生-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认为不

宜将边塞诗中的历史方位(距离等过于坐实
*!"+

)这是很有卓见的'因为边塞诗毕竟是文学'不是历史'

因而其真实性只能是心灵史的真实'而不可能完全是纪实)

四" 移动的边塞诗

有唐一代'边塞诗特点主要有三"一是!边塞诗的数量空前剧增#'二是!创作群体庞大'中下层知

识分子成为主体#'三是!雄视千古的高度成就#

*!.+"Y9/"6!

)学者注意到了初唐边塞诗的!郁愤#&盛唐时

期边塞诗空前繁荣'以!豪雄#著称&以及中晚唐边塞诗一片!衰飒#或!萧飒#&甚至到了晚唐边塞诗为

!反战哀歌#

*!#+

'但对于其风格的演变与边塞位移之间的关系'似乎留意不多)

#一% 初唐时期的边塞诗

初唐边塞诗的主要创作者有李世民(虞世南(魏徵(李峤(崔融(崔(苏?(张说(张九龄等'一般

说来这一时期的边塞诗具有台阁气'犹!存六季之遗音#

*!4+

)如前所述'唐太宗贞观四年'李靖(李世眅

率兵在定襄(铁山大败东突厥'擒获颉利可汗)!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

*9+.9

)就在

此时'唐太宗撰写-饮马长城窟行.'但其中的交河(瀚海(阴山(长城(龙堆(马邑等是否就是发生战事

的地方'还是泛指边塞0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辽'作边塞诗-执契静三边.以记之)历史现象或文学现

象'一旦概括就容易抹杀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初唐边塞诗特征的概述也是如此'因为初唐四杰为代表

的中下层文人知识分子的边塞诗与前述说法迥异'即宫体诗在卢照邻(骆宾王手里是!由宫廷走到了

市井#'五律则在王勃(杨炯的时代!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

*!7+

)窦威(孔绍安(王宏(宋之问(辛常伯(张

敬忠(徐彦伯(刘希夷(张柬之(郑?(徐坚(张嘉贞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边塞诗'也各具特色'难以!台阁

气#概而论之)

下面我们从初唐诗人边塞诗中的地名大略看一下当时的边塞情况)在骆宾王的诗篇中出现了"皋

兰(兰山(积石(陇坂(天山(崆峒(阳关(玉门关(贺延碛(流沙(轮台(疏勒(蒲类津(交河(弱水(龙鳞水(

马首山(密须(温城(碎叶等地名)卢照邻诗歌中的汾川曲(乔知之笔下的雁关(李峤诗中的西蕃(崔融

诗句中的安西(幽(蓟等地都表明在他们心目中的边塞与大唐新开拓的边疆上的边塞还没有完全吻合

起来'或许这是由于军事战争仅仅主要是君主和将领关注的事情'而文人士大夫没有亲身经历从而无

从将那一段辉煌的历史以及豪迈的精神浓墨重彩一番)

#二% 盛唐时期的边塞诗

!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

*!Y+6#9

'边帅可以入相'文人亦可以建功立业'!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

幕府'蹑级进身#

*!6+

'甚至有如封常清以莊人(判官身份而出任节度使的'因而此时边塞诗大为兴盛)

盛唐边塞诗之特点'正如胡应麟所言'以风神(气骨胜"!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

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

*!9+

王昌龄诗篇中的井陉(榆关(洮河等'高适笔下的蓟北(营州(河洲(临洮(燕支(青海等'崔颢诗句

中的燕代(西河(辽水(渔阳等'李颀所谓的幽燕(白山(交河等'王维边塞诗中的贺兰山(凉州(居延(燕

然(阳关等'大多所体现的还是唐人传统意识中的边塞观)

而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的!剑河#'即今俄罗斯叶尼塞河&常建-塞下曲.中的!北

海#指的是俄罗斯贝加尔湖&王维-使至塞上.中的!燕然山#和郭震-塞上.中的!金微#今皆在蒙古境

内"史诗互证在这里可以得到较好的体现'边塞诗展现了大唐疆域的新气象)随着盛唐疆域的开拓'大

唐的边塞有了陌生的面孔'边塞诗从而也具有了新的精神)边塞诗的图景有助于我们想象盛唐疆域的

辽阔和变动'勾勒出所谓的盛唐气象'但从中也能体味若干盛衰沉浮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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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

地位.认为'在李唐时期'!西域#这个概念的具体所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初唐西域指的是敦煌以西的

地区&贞观十四年$7#$%侯君集攻占高昌后'西域指的是西州即今吐鲁番以西的地区&从长寿元年

$79"%王孝杰收复四镇直至晚唐'西域特指帕米尔以西的地区)

*"$+

该文给人启发颇多'我们从!西域#

一地之位移'可以想见大唐疆域的变迁&但文中主要论述的是初盛唐时期西域概念的西移'问题是中

晚唐时期'西域依然是!帕米尔以西的地区#吗0

中晚唐的!西域#观姑且不谈'我们先结合着上述!西域#概念观谈谈盛唐时期的边塞诗)岑参-轮台

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这两首诗歌中的!西征#读者颇有争议'根据!西域#

概念的具体所指位移的事实'就能较好地解决盛唐时期岑参西域军旅诗中!西征#的本事问题)

盛唐边塞诗'自成诗国'城邦林立'各具特点)而其中最具有史诗纪实边疆史特点的'当属岑参的

边塞诗)岑参边塞诗中出现的地名主要有"北庭(苜蓿峰(胡芦河(陇山(临洮(铁关(玉关(渭水(碛西

头(热海(轮台(走马川(酒泉(凉州(玉门关(交河(碎叶河(银山(焉耆(铁门关(安西(火山$火焰山%(海

西头(金山西等'这些地方大体勾勒出了盛唐时期西北边塞的位移)岑参-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诗云

!一身从远使'万里赴安西#(-送费子归武昌.诗云!曾随上将过祁连'离家十年恒在边#(-过碛. !行

到安西更向西#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朝廷开边拓疆的作为)

#三% 中晚唐的边塞诗

-新唐书.云'与大唐王朝抗衡的有!突厥(吐蕃(回鹘(云南#'因此边塞诗便主要集中在边境冲突

的要塞之地)但问题又颇为复杂'如!边塞诗产生的地域'虽以西北为重心'但在西南边疆'也有数量可

观的诗篇)边塞诗产生的时代虽以盛唐为著'但唐代中后期仍在继续发展'且不乏精彩之作#

*"!+

'这诚

然不错'但不很全面'因为只要有边事的地方'就有边塞诗'如东北边界'战事此起彼伏'从而边塞诗也

不能忽视东北边疆)

中晚唐边塞诗人主要有刘长卿(耿蔊(戎昱(卢纶(戴叔伦(李益(王建(张籍(姚合(薛逢(项斯(马

戴(李频(曹邺(高骈(雍陶(许棠(曹松(李涉(朱庆馀等)他们当中固然有诸如李益(卢纶等尚带有盛唐

遗音的诗人'但绝大多数!抒写边塞战争的负面影响和戍边者的负面情绪#

*!.+#.7

)

显而易见的是'从如李益边塞诗中的地名渭北(戎昱诗句中的黄河(襄阳(泾州(并州等很明显地

感到中晚唐边塞的变易是何其之大'而内中的情绪又是与盛唐何等迥异1再如'顾非熊-出塞即事二首

$其二%.诗云"!贺兰山便是戎疆'此去萧关路几荒)无限城池非汉界'几多人物在胡乡1诸侯持节望吾

土'男子生身负我唐)回望风光成异域'谁能献计复河湟0#贞元七年$Y9!%'河湟之地尽陷于吐蕃)贞元

九年'筑盐州城'李益-盐州过胡儿饮马泉.诗中有所反映)唐代宗广德元年$Y7.%'吐蕃攻入长安'代

宗只得仓皇出逃'后吐蕃退出长安)但凤翔以西(汾州以北均为吐蕃所侵占)李绛-陈时务疏.云"!近以

泾(陇(灵(宁等州为界)#白居易-西凉伎.诗云"!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贯休-边上作.

诗云!山无绿兮水无清'风既毒兮沙亦腥#(张籍-陇头. !陇头已断人不行#(崔国辅-从军行.诗云!塞

北胡霜下'营州索兵救)//#等等'都体现了中晚唐时期大唐边界的内缩和边塞的位移及其变化'但

是'由于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和情感性'这一历史时期中的边塞诗'充其量反映的是当时人们的心灵史'

而不能完全将它们作为史实来看待)

陈陶-陇西行.诗云"!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

般说来'我们只是分析此类边塞诗的闺怨(忠国或惨烈'如果没有史实作支撑'难以深入到诗歌的精髓

之处'但事实上文学的特性(借代的运用和心灵史的写意等都难以使我们做纯粹历史的考索和解读)

无论如何'历史还是在边塞位移上留下了自己的或浓或淡的踪迹)吐蕃攻占沙州$今敦煌%时'陷

落吐蕃的唐人的边塞诗记载了时空的沧桑)据!敦煌唐人诗集卷残#伯"444号文献'载有至德三年至建

中二年两位唐人的边塞诗共七十二首'其中佚名作者五十九首'马云奇十三首
*""+

)这些诗歌记录了落

蕃人关于边疆的风物描写(人生遭遇和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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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盛唐边塞诗的特点后人将之归纳为境界阔大(气势雄浑和格调昂扬'而中晚唐边塞诗

则境界狭小(格局卑弱(衰瑟冷寂'这显然与军力不振(国势衰微(边塞内移等密切相关)

五" 体验还是想象

李唐近三百年'后人动辄就是大唐如何的强盛'其实除去藩镇割据的一百五十二年(初唐恢复国

力的武德时期'李唐真正强大兴盛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在这近三百年中'李唐王朝的边塞几经变迁'因

而唐代边塞诗的解读就不能不把握边塞诗形成的时空问题)

这个问题细致说来'还涉及到诗人是否到过边塞)据一种统计'李唐共有两千二百多诗人写过边塞

诗'但这些诗人中大部分并没有去过边塞'因而他们的边塞诗便是想象力的产物)而到过边塞的诗人'他

们所写的边塞诗是亲身经验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说'边塞诗可分为想象的边塞诗和体验的边塞诗)

这个角度便可以解释王之涣-凉州词$其一%. !黄河远上白云间#还是!黄沙直上白云间#的问题

了)王之涣即使出过塞'也不过是去了东北边境'可以肯定他没有去过西北边塞'因而这首诗便是他想

象的产物)既然它纯粹是想象的产物'落实地理(气候的问题也就是另一回事了)李唐一朝'没有到过

边塞而撰写边塞诗的诗人不在少数'再如据-旧唐书2文苑传.可知贺朝一生未曾出过关'但其-从军

行.却写了边地的艰苦和激战'这是边塞诗中的一类'即想象之作)其他如白居易(李贺等都没有到过

边塞'但都写过边塞诗)中唐时期'边塞诗的作者大多生活在藩镇幕府之中'而到边地入幕府的则极

少'因此他们的边塞诗大多是抒发情志的想象篇什而已)

谈边塞诗'不能忽视虚写与实写的问题)在唐代边塞诗中'有借代(夸张和意象等文学笔法'也有

依据耳闻的符号或事件进行概念化创作的'如以汉喻唐(以匈奴代指突厥等)以汉喻唐的现象'在唐代

边塞诗中颇为突出)这种借代'似乎有助于汉民族意识的形成及加强'从而使得民族融合之后生成一

种共同体的认同感)当然'它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或者说是链条中的一链'但其作用和贡献却

不容忽视)此类诗句'如!匈奴屡不平'汉将欲纵横#(!胡笳折杨柳'汉使采燕支#(!汉地草应绿'胡庭

沙正飞#(!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胡兵屡攻战'汉使绝和亲#(!天子

旌旗过细柳'匈奴运数尽枯杨#(!汉兵开郡国'胡马窥亭障#(!汉郡接胡庭'幽并对烽垒#(!汉掖通沙

塞'边兵护草腓#(!辛苦皋兰北'胡霜损汉兵#(!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比比皆是)

读唐代边塞诗'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作者大多是写意而非纪实'假借汉事以寄寓自己当

下的情志)因而诗篇中的边塞地名'不过是当时边塞的符号而已'诗人似乎不求也许不知边塞的具体

精确的地理位置)!诗言志#'此一传统'源远流长)

六" 从边塞诗看民族性

从一个民族的文学可以看出它的国民性)中国边塞诗中的寒苦(哀怨(愁绝之情绪与-伊利亚特.

对外征服将士的心情进行对比'不同的民族性昭然若揭)

大唐疆域几经变更'边塞也几经变迁'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远近'只要是离开家乡'就哭哭啼

啼(凄凄惨惨戚戚'如 !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Y+644

)在中国的边塞诗中'!泪#(

!哭#(!啼#(!泣#(!伤心#(!悲号#(!惆怅#(!愁#(!恨#(!怨#(!哀#(!断肠#等词语触目皆是'使用

频率极高'从而如果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反映或体现了人民厌战(反战(爱好和平的情绪&如果对照其

他民族对于战争的态度来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些哀怨之诗'由于其情真意切从而被视作!好诗#)严羽-沧浪诗话.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

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古代中国人'将背井离乡看作是大不幸'因而乡梓似乎就是天

堂)但又不尽然'从诗篇来看'如果有名酒美女相伴'便不再害乡愁)那么'这就是说'中国人特别看重的是

#"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 年



现世的安逸和享乐)对于中国古人来说'离乡便已悲戚&如果远征戍守'就更是肠断欲绝了)

杜甫-兵车行.诗云!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诸如此类的边塞诗'真实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

的民族性)还有读者注意到了边塞诗中的!无助(无能和无奈#的!三无#心态
*".+

)中国的边塞诗似乎根

本就不是什么!青春之歌#(!黄钟大吕#'而是大多充满了哀怨(怅恨和哭泣)更有甚者'许多文人喜欢

代闺妇怨望(以怨妇或弃妇自比等'这一点在边塞诗中也有所反映'从而一定程度也体现了国民性)

以唐代边塞诗而言'初盛唐边塞诗中也能听到哭声'而中晚唐边塞诗对于边政(边战的反感指责(

厌战思归乃至于咒骂'其实倒是更真实地反映了汉民族的民族性格)

七" 结%语

有唐一代'边塞诗的风格流变与大唐王朝开疆拓土(边患战争以及边塞位移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联)大唐边塞的位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诗人的情志'从而形成了唐代边塞诗演变的心灵史)

学人探析唐代边塞诗何以兴盛的原因'大多着眼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其实'大唐边疆

的开拓(边塞的位移与文人墨客的吟咏恐怕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唐代边塞诗之兴盛'显然与大唐帝国

的开边和边塞的外移密切相关&而其衰飒'也与唐王朝疆域的内缩和边塞的内移联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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