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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唐人边塞诗之甘肃书写

田玉芳

（兰州财经大学 商务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　要：丝绸之路自汉代开通之后，成为中国联通欧亚的重要陆上通道，大量的唐人西北

边塞诗全景呈现了丝路东段沿线甘肃各地的地理景观等的基本风貌，全面记录了甘肃大地的

戈壁大漠、名山大川、独特气候、特有物产等。同时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大交流、民族大融合也给

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处于丝路东段沿线的甘肃，在唐人边塞诗中就集中体现了此

地多民族和谐共存、多元饮食娱乐文化生活繁荣、边塞尚武风气盛行等突出特征，凸显了独具

甘肃特色的地域文化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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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自西汉开通以后，便成为中国联通

欧亚的重要陆上通道，至于唐，随着国力的日益强

盛，中原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往

来更加频繁，丝绸之路迎来了更大的繁荣，形成了

民族、文化、经贸大融合的盛况，《新唐书·西域传

下》云：“西方之戎，古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

诸国。后以名字见者浸多。唐兴，以次脩贡，盖百

余，皆 冒 万 里 而 至，亦 已 勤 矣！”［２］６２６４唐 帝 国 以 强

大的国家自信，广纳华夷的非凡气魄，海纳百川、
兼收并蓄，造就了空前的帝国盛世。

唐代丝绸之路东段贯穿河西、陇右二道，覆盖

今甘肃全境，河陇二道当时甚是富庶，据《资治通

鉴》卷二二三载：“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

西域，皆 置 都 督、府、州、县。开 元 中，置 朔 方、陇

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当 发 山 东

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

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３］７２６５河西、陇右

地域辽阔，是唐朝联通西域的门户，二道在甘肃境

内辖地多为丝路重镇，雄关名山多为丝路要塞，均
为丝绸之路边塞诗中常见的地理意象。此外，大

量的唐人边塞诗全景呈现了丝路东段沿线甘肃各

地的地理景观、人文风情、民风民俗等基本风貌，

集中展现了甘肃独特的地理人文风情，对于进一

步研究甘肃独特的地域文化大有助益，因而研究

丝绸之路上的唐人边塞诗之甘肃书写尤为必要。

今笔者以《全唐诗》为文献依据，结合新旧《唐书》
《资治通鉴》等史料，在详研唐人边塞诗的基础之

上，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一、唐人边塞诗之甘肃地理景观书写

丝绸之路沿 线 的 甘 肃 独 特 的 边 塞 风 光 使 出

塞唐人赞 叹 不 已，他 们 在 诗 中 反 复 描 绘 着 戈 壁

大漠、白草黄沙、名 山 雄 关，因 此，表 现 甘 肃 独 特

地理风貌、边 塞 风 物 的 作 品 是 唐 人 边 塞 诗 中 的

重要部分。

（一）以白草黄沙为典型特征的甘肃河

西大漠风光书写

甘肃河西戈壁大漠、白草黄沙的丝路风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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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见惯秦中花鸟的诗人不断吟咏，其中以王之涣

《凉州词》［４］１８６———“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

仞山”一联最为典型，不仅生动展现了凉州城外黄

沙莽莽的情状，大漠风光的描写也是古往今来河

西走廊瀚海风景的鲜活记录。
以上场景描写在唐人边塞诗中不在 少 数，盛

唐诗人李昂《从军行》［４］１２０９云：“汉家未得燕支山，
征戍年年沙朔间。塞下长驱汗血马，云中横闭玉

门关”，诗中的燕支山即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县

东南），地处河西，乃丝路要塞，是西汉时期的战略

要地，诗中描绘的黄沙遍野的边塞风景是唐为西

拒吐蕃以保障丝路畅通而驻扎此地的唐军日常所

见。这种场景在亲至河西的诗人眼里更是常见，
如王维开元 二 十 五 年（７３７年）以 监 察 御 史 出 塞，
行经焉支 山 作《燕 支 行》［４］１２５７，便 有“画 戟 雕 戈 白

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之语，描写焉支山下的滚

滚黄沙；其《送 刘 司 直 赴 安 西》［４］１２７１亦 云“绝 域 阳

关道，胡沙与塞尘”，可见沙尘漫天是丝路要塞阳

关的典型 风 景；而 其《使 至 塞 上》［４］１２７９中“大 漠 孤

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以恢弘的气势描绘了甘

肃河西大漠雄浑壮阔的风光，可说是唐人边塞诗

描写甘肃大漠风光的代表。而白草往往伴随大漠

出现，王维《出塞》［４］１８４有“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

连天野火烧”语，白草是沙漠中常见的芨芨草，因

干枯时呈白色故名白草，白草适合在极端缺水和

寒冷的地方生长，生命力极强，而今甘肃大地仍随

处可见。曾两次亲临甘肃，频繁往来于丝路的诗

人岑参书写河西的诗中，“白草”“黄沙”可谓无处

不在，如《玉 门 关 盖 将 军 歌》［４］２０５９之“玉 门 关 城 迥

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敦煌太守后庭歌》［４］２０５６

之“黄 砂 碛 里 人 种 田”、《过 燕 支 寄 杜 位》［４］２１０４之

“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句、《过酒泉，
忆杜陵别业》［４］２０９０之“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
都是河西遍地黄沙白草的描绘，可见此种景象给

岑参留下的印象之深。地处丝路的甘肃这种迥异

风景给诗人们造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因此，即便

是不大关注景物的高适，在河西节度使府掌书记

任上作《送浑将军出塞》［４］２２１９诗，写到焉支山亦云

“黄云白草无前后”，可以说，“黄沙”“白草”是亲临

此地的唐 人 关 于 甘 肃 河 西 的 诗 中 最 为 常 见 的 景

象，这种影响直到中晚唐诗人笔下也有体现，张籍

《凉 州 词》［４］３８１、王 建《凉 州 行》［４］３３７４、皎 然《塞 下

曲》［４］９２４１都是以白草黄沙为典型意象来描写甘肃

风景的。

（二）以 燕 支、祁 连 为 代 表 的 甘 肃 壮 美

山川书写

自西汉以来，地处丝路要道的甘肃一 直 是 兵

家必争之地，尤其是河西地区，更是中央朝廷与周

边部族鏊兵的主战场，于是横亘在此地的名山便

成了战争双方的天然屏障，因此这些名山不仅频

频出现在史书中，也是诗人笔下所常见的。
上文提到的焉支山（燕支山）最负盛名。汉武

帝元狩二年（前１２１年）霍去病率军突袭焉支山，
使匈奴昆邪王部退出河西走廊，从此丝绸之路甘

肃段 成 为 坦 途，焉 支 山 也 成 为 驱 除 胡 虏 的 象 征。
至隋大业年间，西域各部纷纷遣使前往河西地区

从事贸易，隋朝也曾派官员前去张掖主持相互贸

易及文化交流等事宜，隋炀帝十分重视丝绸之路，
为解决吐谷浑侵扰，保障丝路畅通，大业五年（６０９
年）隋炀帝在焉支山大宴西域诸部，此次西巡基本

肃清了丝路障碍，为丝路贸易在唐代的繁荣奠定

了基础，而此次盛会也使焉支山声名远播。唐时

焉支山属甘州张掖郡辖，是丝路要道，唐人边塞诗

对焉支山的书写很多，以李白最为典型。祖籍陇

西的李白虽生平未到过陇右，却有不少关涉焉支

山的诗，李白此类诗多以霍去病扬名焉支山之典

凸显其边塞情怀，其《幽州胡马客歌》［４］２００有“虽居

燕支山，不道朔雪寒”的豪语，表现戍边将士不惧

苦寒、戍边杀敌的英雄情怀，此处的“燕支山”就是

驱除外敌的象征；《塞上曲》［４］１７０１有“燕支落汉家，

妇女无颜色”之语，同样是用霍去病夺取焉支山之

典，表现立功边塞情怀；其他如《代赠远》［４］１８８０《王

昭君》［４］１６９１《秋 思》［４］１７１０均 语 及 焉 支，都 是 以 焉 支

山为意象凸显诗的边塞主题。亲赴河西的王维曾

作《燕支 行》［４］１２５７，也 是 借 用 霍 去 病、焉 支 山 的 典

故，塑造了雄才大略的主将形象，抒发诗人渴望建

功立业、安定西陲的豪情。值得注意的是，亲临此

地的岑参、高适二人诗中的焉支山，则多以实写为

主，以展现诗人在丝路沿线的见闻。如岑参《送张

献心充副 使 归 河 西 杂 句》［４］２０５９云：“花 门 南，燕 支

北，张掖城 头 云 正 黑”，《过 燕 支 寄 杜 位》［４］２１０４云：
“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两首诗既有

焉支山的边塞风光描写，也有对山雨欲来的战争

气氛的渲 染。再 如 高 适《登 百 丈 峰》［４］２２０４云：“朝

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送李侍御赴安西》［４］２２３０

云：“虏 障 燕 支 北，秦 城 太 白 东”，《送 浑 将 军 出

塞》［４］２２１９云：“子 孙 相 承 在 朝 野，至 今 部 曲 燕 支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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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首诗通过高适对焉支山的关注，见出此山

在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战略位置。
祁连 山 位 于 河 西 走 廊 南 部，平 均 海 拔４　０００

米以上，终年积雪覆盖，唐人又称“雪山”，王昌龄

《从军行》［４］１４４４其 四“青 海 长 云 暗 雪 山，孤 城 遥 望

玉门关”的千古名句，便是对雄浑壮美祁连山的描

绘。祁连山 脉 绵 长，为 地 处 河 西 走 廊 的 张 掖、武

威、酒泉等地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保证了丝绸之路

的畅通，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故汉唐两朝，西塞战

争多发 生 在 祁 连 一 带。如 唐 高 宗 咸 亨 元 年（６７０
年），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致使安西四镇沦陷，丝

绸之路一度中断，唐朝派军征讨，骆宾王随行，作

《从军 中 行 路 难》［４］８３３，其 二 便 有“长 驱 万 里 詟 祁

连”之语，可见祁连山在此次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而《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三亦载，唐开元十六

年（７２８），“左 金 吾 将 军 杜 宾 客 破 吐 蕃 于 祁 连 城

下”［３］６９０２，可见直至盛唐，唐蕃之间的祁连山之争

仍 未 平 息。另 外，岑 参 《过 酒 泉，忆 杜 陵 别

业》［４］２０９０亦云“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则知祁

连山脚下的祁连城是唐代丝绸之路上往通酒泉的

必经之路。到了晚唐，虽然河西诸郡陷落，丝绸之

路中断，然而诗人们对于祁连山的关注仍时见笔

端，马戴《送 和 北 虏 使》［４］６４４９云：“穹 庐 移 斥 候，烽

火绝 祁 连”，就 表 达 了 渴 望 祁 连 山 一 带 和 平 的

愿望。
总的来说，唐人边塞诗中的甘肃名山，基本都

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战略要塞，而诗人们通常是

借用相关历史典故以抒怀抱，多以虚写为主，只有

个别亲临当地的诗人（如高岑）笔下有对地理景观

的实写，但不多见。可见到了唐代，丝绸之路上的

甘肃名山以其具有特定指向性的边塞特征和丝路

文化内涵，成为典型的文学意象而存在于唐人的

诗中，而这些典型意象，对于此后历代文人的边塞

诗创作有很大影响，后人的边塞诗特别是西北边

塞诗中，此 类 意 象 多 见，“焉 支”“祁 连”与“玉 关”
“阳关”等典型意象一起成为边塞诗的象征。

（三）水寒风刀的苦寒气候书写

丝路沿线的甘肃大地特别是河西地 区，气 候

相对寒冷，这种认识即使在未出塞的初唐诗人笔

下也有记录，“文 章 四 友”之 一 的 杜 审 言《赠 苏 味

道》［４］７３８就有“北地寒应苦”之语，诗中的北地乃唐

时的宁州，治所在今甘肃东部的宁县，距长安仅两

百多公里，气候虽比河西暖和，却仍比长安寒冷。

随着出塞诗人日渐增多，到了盛唐，对甘肃段

寒冷天气的感受更多地出现在唐人笔下，王之涣

的名作《凉州词》［４］１８６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

不度玉门 关”，便 是 对 丝 路 要 塞 玉 门 关 苦 寒 的 喟

叹。而王翰《凉州词》［４］１６０５其二更云“秦中花鸟已

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直接将关内与边塞的气

候作对比，以凸显丝路都会凉州的寒冷，这种写法

在岑参的诗中很典型，其《河西春暮忆秦中》［４］２０８９

云：“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归……凉州三月半，犹
未脱寒衣”，把渭北与凉州的天气冷暖作对比，《登
凉州尹台 寺》［４］２０８５亦 云：“胡 地 三 月 半，梨 花 今 始

开”，复言凉州春天的珊珊来迟，都是诗人对甘肃

苦寒天 气 不 适 应 的 体 现。王 昌 龄《望 临 洮》［４］１４２０

（一名《塞下曲》）前两联云：“饮马渡秋水，水寒风

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临洮是丝绸之

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丝路东段的南线、中线都要

经临洮后改道西行，此诗描写的正是诗人随军度

过寒冷的洮河水，在大漠之中回望暮霭沉沉的临

洮城，寒冷天气的切身体会之书写；王维的《送刘

司直赴 安 西》［４］１２７１也 有“三 春 时 有 雁，万 里 少 人

行”之语，可见本应初春北飞的大雁，在阳关只有

在暮春偶见，可见此地之寒。中唐诗人长孙佐辅

《陇西 行》［４］２４０更 云：“阴 云 凝 朔 气，陇 上 正 飞 雪。
四月草不生，北风劲如切……人寒指欲堕，马冻蹄

亦裂。射雁旋充饥，斧冰还止渴”，将陇上苦寒天

气渲染到了极致。

（四）以 鹦 鹉、麝 香 为 代 表 的 甘 肃 特 有

物产书写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云：“是时（天宝十三载）
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

望，桑 麻 翳 野，天 下 称 富 庶 者 无 如 陇 右。”［３］７０３８唐

时甘肃富庶，人烟稠密、农业发达，还有很多如葡

萄、苜蓿、甘草、鹦鹉、麝香、龙须席、麸金、土拨鼠

之类的土产，其中的葡萄、苜蓿等都是张骞凿空后

经丝绸之路自西域传入，这在《新唐书·地理志》
中多有记载，在唐人诗中也有展现。

甘肃盛产葡萄、苜蓿、甘草，在 唐 人 边 塞 诗 中

广有记载。如 杜 甫 在 秦 州 所 作《寓 目》［１０］６０２首 联

云：“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是对陇右盛产葡

萄和苜蓿的书写。葡萄自西汉由丝绸之路传入中

原以来，在陇右多有种植，《杜诗详注》［１０］６０３引《永

徽图经》注云：“葡萄生陇右、五原、敦煌山谷，今处

处有之，其实有紫白二种。”（如今甘肃河西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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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 萄 种 植 仍 然 非 常 广 泛）；《新 唐 书 · 地 理

志》［２］１０４３记 载，岷 州 和 政 郡 特 产 甘 草，晚 唐 贯 休

《古塞上曲》［４］９３６４其五云：“赤落蒲桃叶，香微甘草

花。不堪登陇望，白日又西斜。”《塞上曲》［４］９３１５其

一云：“锦袷胡儿黑如漆，骑羊上冰如箭疾。蒲萄

酒白雕腊红，苜 蓿 根 甜 沙 鼠 出”，其 中 的 葡 萄（蒲

桃）、甘草、苜蓿，都是对甘肃土产的书写。
其他陇上物产如鹦鹉、麝香等，也多见于唐人

诗：早 在 盛 唐 时 期，岑 参 出 塞 经 金 城（今 甘 肃 兰

州），作《题 金 城 临 河 驿 楼》［４］２０８９，诗 中 就 有“庭 树

巢鹦鹉，园花隐麝香”语，说明此地产鹦鹉、麝香，
《新唐书·地理志四》亦云：“兰州金城郡，下，以皋

兰山名州，土 贡：麸 金、麝 香、鼧 鼥 鼠。”［２］１０４２岑 参

另有《赴北庭度陇思家》［４］２１０６复言“陇山鹦鹉能言

语”，可见陇上产鹦鹉在诗人印象之深刻。肃宗乾

元初年，杜 甫 游 览 秦 州 麦 积 山 作《山 寺》［１０］６０３，也

道“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更印证了史书的记

载。至于晚 唐，客 游 陇 右 的 诗 人 许 棠 作《陇 上 书

事》［４］６９７０，在描 写 陇 上 风 景 时 道“树 飞 鹦 鹉 众，川

下鹡鸰疏”，绘制出鹦鹉绕树群飞的边城景象。可

以说，甘肃盛产鹦鹉的印象深植于唐人脑海中，即
便是没出塞的诗人语涉鹦鹉，也总与陇上有关，白
居易《鹦 鹉》［４］５０３５、元 稹《大 觜 乌》［４］４４５４、杜 牧《鹦

鹉》［４］５９７３、皮日休《哀陇民》［４］７０２１等均是如此，这类

作品不胜枚举。

二、唐人边塞诗之甘肃人文风情书写

唐时的甘肃既是西北边防要塞，也是 丝 路 咽

喉，丝路的畅通、商旅人物的往来、各种文化的交

流，极大地开拓了此地唐人的视野，大量的异域物

产、宗教习俗、文化艺术等的涌入，给他们的生活

增添了丰富绚烂的色彩，这些都写入了唐人的边

塞诗中。

（一）多民族混居的民族融合生活画卷

书写

甘肃自古为羌戎之地，特别是河西地区，秦汉

之际尝为西北少数民族部族占领，胡汉杂居的历

史悠久，十六国时期以凉州为中心的后凉、北凉、
南凉３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先后建立，使杂居现象

更为突出。到了唐朝，国力的繁盛、丝路的繁荣引

得周边部族竞相来归，大量来自西域的胡人在河

西杂居，对本地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丝路都会 凉 州 胡 汉 杂 居 现 象 最 为 突 出。据

向达《唐 代 长 安 与 西 域 文 明》考 证，聚 居 凉 州 的

胡人以昭 武 九 姓 为 主［７］１７－３２，大 多 是 经 丝 绸 之 路

通商流入，昭武九 姓 人 善 商 贾，定 居 凉 州 后 与 当

地汉族百 姓 和 谐 共 处，在 丝 绸 之 路 的 通 商 与 文

化交流中 起 到 了 重 要 的 作 用，这 种 胡 汉 杂 居 的

现象被写入盛唐 人 的 诗 作 中，诗 人 李 颀 曾 作《听

安万善 吹 觱 篥 歌》［４］１３５４，言 音 乐 家 安 万 善 为“凉

州胡人”，实际上 安 万 善 就 是 昭 武 九 姓 之 安 氏 后

人。天宝 年 间 岑 参 经 凉 州，亲 身 体 会 了 此 地 多

民族 混 居 的 状 况，作《凉 州 馆 中 与 诸 判 官 夜

集》［４］２０５５，诗云“凉州七里 十 万 家，胡 人 半 解 弹 琵

琶”，可见 盛 唐 时 凉 州 人 烟 稠 密、胡 汉 杂 居 的 情

形；其《酒泉太守席上 醉 后 作》［４］２０５５有“羌 儿 胡 雏

齐唱歌”语，亦可 见 酒 泉 的 羌 胡 人 民 与 汉 人 和 谐

共处 的 场 景。到 了 中 唐，李 端《胡 腾 儿》［４］３２３８的

主人公———“身 是 凉 州 儿”的 胡 腾 儿，不 仅 生 得

“肌肤如玉鼻 如 锥”（具 有 典 型 的 西 域 少 数 民 族

的长相 特 征），而 且 能“作 本 音 语”（本 民 族 语

言），亦可 证 凉 州 住 着 不 少 西 域 胡 人；李 端 另 有

《赠康洽》［４］３２３８一 诗 云“黄 须 康 兄 酒 泉 客”，黄 须

是典型的西域胡 人 面 貌，酒 泉 而 康 姓，则 知 康 洽

乃寓居酒泉的康 氏 后 人（唐 时 康 国 人 来 中 国，多

以康为姓）［７］１８；与李 端 同 时 的 戴 叔 伦 也 有《赠 康

老人洽》［４］３１１２一 诗，称 洽 为“酒 泉 布 衣 旧 才 子”，
也可佐证康洽寄 居 酒 泉 的 事 实。除 了 诗 中 所 见

凉州典型胡人姓 氏 而 外，其 他 也 有 相 关 记 载，如

白 居 易《西 凉 伎》［４］４７０１ 有 胡 人 寓 居 凉 州 的 描

写———“紫髯深 目 两 胡 儿，鼓 舞 跳 粱 前 致 辞。应

似凉 州 未 陷 日，安 西 都 护 进 来 时”，“紫 髯 深 目”
的胡儿在 凉 州 未 陷 落 吐 蕃 时 来 到 长 安，证 明 了

盛唐 时 凉 州 胡 汉 杂 居 的 情 状。河 西 陷 落 吐 蕃

后，虽 然 丝 绸 之 路 中 断，然 而 杂 居 现 象 更 为 普

遍，耿湋《凉州词》［４］３８１之“毡裘牧马胡雏小，日 暮

蕃歌三两声”，描 绘 的 正 是 大 量 吐 蕃 人 涌 入 凉 州

后的生 活 图 景。实 际 上，地 处 甘 肃 东 南 部 的 秦

州胡汉杂 居 现 象 也 很 常 见，乾 元 初 年 杜 甫 至 秦

州所作诗中，就有 不 少 此 地 羌 胡 杂 居 的 记 录，其

《秦 州 杂 诗》［１０］５７５其 三 有 感 于 此 地 外 族 比 重 之

大，发出 了“降 虏 兼 千 帐，居 人 有 万 家”的 喟 叹，
可见本土 居 民 仅 万 家，内 附 的 降 虏 却 有 几 千 帐

之多；其十之“羌童看 渭 水”［１０］５８１语，其《寓 目》之

“羌女轻烽 燧，胡 儿 掣 骆 驼”［１０］６０２，《日 暮》之“羌

妇语还 笑，胡 儿 行 且 歌”［１０］６１９，都 是 受 丝 路 影 响

秦州多民族和谐共存生活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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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 元 化 的 饮 食、日 常 文 化 生 活 与

地方风习书写

唐朝强盛的国力、博大的胸襟与开阔 的 文 化

视野，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使得整个社会形成

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胡汉混居加速

了胡风胡俗的广为流传，胡食、胡妆、胡服成为时

尚，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多元绚烂

的文化氛围，这些都使得地处丝路沿线的甘肃人

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带有了浓郁的多元色彩。

１．独具地方特色的多元饮食文化书写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著

名的《凉 州 词》［４］１６０５生 动 地 点 出 了 以 凉 州 为 代 表

的河西人民对于葡萄酒的喜爱。葡萄自张骞凿空

引入中原后，甘肃各地已多有种植，而葡萄酒酿制

工艺则是唐初传入，贞观年间高昌国开始向唐朝

进贡葡萄酒，太宗灭高昌后，葡萄酒酿造工艺经丝

路传入中土，《唐会要》卷一百载：“及破高昌收马

乳蒲桃，实於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

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

其味。”［１４］２１３５此后，新品种的葡萄和葡萄酒开始在

中原盛行，而凉州是新兴的葡萄和葡萄酒产地，据
唐李浚《松窗杂录》载：“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酌

西凉州葡萄 酒”［１６］１２１３，则 知 玄 宗 朝 时 凉 州 葡 萄 酒

已是宫廷宴饮的御用饮品。作为产地，河西人民

饮用葡萄酒的热情更加浓烈，岑参经酒泉曾作《酒
泉太守席上醉后作》［４］２０５５就有“交河美酒归叵罗”

之句来 咏 葡 萄 酒；元 稹《西 凉 伎》［４］４６１６更 是 直 言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

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将凉州作为丝路都会的

繁华盛景，以及人们对葡萄美酒的喜爱鲜活地展

现出来。
除了嗜饮葡萄酒外，唐时驻守河西地 区 官 员

们还有吃骆驼肉的习惯。骆驼自汉代张骞通西域

后经丝路引入中原，一直都作载重之用。唐朝再

通丝绸之路后，对骆驼的需求大大增加，曾在陇右

等地大量 牧 养。杜 甫 在 秦 州 时 作《寓 目》［１０］６０２诗

就有“胡儿掣骆驼”语，可见肃宗乾元年间骆驼在

秦州是比较常见的。骆驼肉可以食用，在牧养骆

驼且胡风较盛的陇右，食驼肉较其他地方更为常

见。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４］２０５９云“金铛乱点野

酡酥”，《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４］２０５５亦云“浑炙犁

牛烹野驼”，都是关于宴饮集会上众人分食驼肉的

记录。

事实上，唐时甘肃人民的生活习惯保存至今，
如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带仍然是葡萄和

葡萄酒的主产区，而且人们还保留着吃驼肉的习

惯，丝绸之路以及大唐文化的影响之巨可见一斑。

２．多民族特色的乐舞文化生活书写

唐立国至太宗贞观年间，经丝绸之路 自 西 域

传入的乐器如琵琶、箜篌、筚（觱）篥、羯鼓等空前

流行。唐乐在隋制九部乐的基础上收高昌乐，形

成了以西域音乐为主的十部乐，而以玄宗为代表

的统治者的雅好与提倡，极大地推动了音乐的发

展与普及，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乐舞流行的风尚。
受此风习影响，处于丝路沿线的甘肃一带，乐

舞文化的胡化痕迹很是突出，凉州就集中体现了

这一点。美国学者谢赫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

道：“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凉州音乐

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
但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

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悉的中原

风格。”［１５］３８关于这 一 点 岑 参 的 诗 最 能 说 明 问 题，
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４］２０５５云“凉州七里十

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便可见此地以琵琶为代

表的胡人胡乐的流行情况；其《酒泉太守席上醉后

作》［４］２０５５复 云“琵 琶 长 笛 曲 相 和，羌 儿 胡 雏 齐 唱

歌”，诗中的鼓（羯鼓）、琵琶均自西域传入，长笛乃

出自 羌 族 的 羌 笛，宴 会 上 羌 儿、胡 雏 和 着 胡 乐 歌

唱，展 现 了 酒 泉 胡 人 乐 师 与 胡 乐 盛 行 的 情 况；其

《田 使 君 美 人 舞 如 莲 花 北 鋋 歌（此 曲 本 出 北 同

城）》［４］２０５７复云“琵琶横笛和未匝”，也可看到琵琶

和 羌 笛 的 身 影，另 外 此 诗 中 的 美 人 舞 乃 西 域 舞

种———胡旋舞，胡旋舞伴奏音乐节奏明快，诗人还

将胡乐和中原乐曲做了比较，认为“胡人传入汉”
胡旋曲远胜中原音乐，高度肯定了胡乐的艺术成

就。高适亦有《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４］２２４３诗，云

“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也是关于玉

门关上胡人吹羌笛的书写。由高岑的诗，可知受

丝路文化影响，盛唐时期西域音乐及乐器在以凉

州为中心的河西地区的流传情况。
配合 音 乐 的 兴 盛，各 种 舞 蹈 也 广 为 盛 行。

唐朝舞蹈 有 健 舞、软 舞 之 分，甘 肃 地 处 边 塞，尚

武气息 浓 厚，人 多 喜 健 舞，上 文 之 岑 参《田 使 君

美人舞如莲 花 北 鋋 歌》［４］２０５７中“莲 花 北 鋋 舞”就

是胡旋舞。胡 旋 舞 来 自 西 域 康 国（今 新 疆 北 部

和中亚 部 分 地 区），在 盛 唐 风 行 一 时，据 说 杨 贵

妃、安禄山都是胡 旋 舞 的 行 家 里 手，此 舞 在 河 西

６７



　第１期　　　　　　　　田玉芳：丝绸之路上的唐人边塞诗之甘肃书写

也流行。此 外 还 有 胡 腾 舞，胡 腾 舞 来 自 中 亚 的

石国（今 乌 兹 别 克 斯 坦），唐 时 善 舞 胡 腾 的 多 为

来 自 石 国 寓 居 河 西 的 胡 人，如 李 端 《胡 腾

儿》［４］３２３８开篇便云“胡腾 身 是 凉 州 儿”，即 点 明 了

胡腾儿 的 身 份；元 稹《西 凉 伎》［４］４６１６在 讲 到 哥 舒

翰在凉 州 广 开 筵 席 时 云：“狮 子 摇 光 毛 彩 竖，胡

腾醉舞筋骨柔”，可 见 凉 州 有 舞 胡 腾 的 风 尚。除

了胡腾舞之外，狮 子 舞 在 甘 肃 河 西 也 比 较 流 行。
狮子 舞 是 一 种 源 自 天 竺（古 代 印 度）与 狮 子 国

（斯里兰卡）的 大 型 假 面 歌 舞，经 丝 绸 之 路 传 入。
《通典·乐六》载：“太 平 乐，亦 称 五 方 狮 子 舞，狮

子挚兽，出於西南 夷 天 竺、狮 子 等 国，缀 毛 为 衣，
象其俛仰驯狎之 容，二 人 持 绳 拂 为 习 弄 之 状，五

狮子各依 其 方 色，百 四 十 人，歌 太 平 乐，舞 抃 以

从之，服 饰 皆 作 崑 崙 象。”［１７］３７１８高 适 所 作《九 曲

词》贺 河 西 节 度 使 哥 舒 翰 收 复 河 曲，其 二 云“万

骑争歌 杨 柳 春，千 场 对 舞 绣 骐 驎”［１３］１６２，诗 中 的

“舞绣骐驎”实际 上 就 是 狮 子 舞 的 传 入 中 土 后 的

变种。上文中 元 稹《西 凉 伎》中 已 涉 及 狮 子 舞，
白居易《西 凉 伎》［４］４７０１亦 称“西 凉 伎，西 凉 伎，假

面胡人 假 狮 子。刻 木 为 头 丝 作 尾，金 镀 眼 睛 银

帖齿。奋迅毛 衣 摆 双 耳，如 从 流 沙 来 万 里”，元

白同题诗 中 的 胡 人 狮 子 舞 者 均 来 自 凉 州，便 知

甘肃河 西 有 舞 狮 子 舞 的 风 尚。此 外，通 过 丝 路

传来的百戏 在 凉 州 地 区 也 常 见。仍 以 元 稹《西

凉伎》为例，诗就 有“前 头 百 戏 竞 撩 乱，丸 剑 跳 踯

霜雪浮”的 描 写，可 想 见 当 时 百 戏 杂 耍 的 情 状。
相应的甘肃河东 地 区 也 有 胡 舞 的 习 惯，杜 甫《秦

州杂诗》［１０］５７４其三云“胡 舞 白 题 斜”，白 题 斜 是 西

北少数民 族 舞 蹈 的 代 称，此 句 便 是 秦 州 受 丝 路

文化影响流行胡舞的写照。

３．民族大融合背景下独具特色的日常生活方

式与边塞风习书写

自古以来，甘肃人民都以农耕生活为主，开元

年间王维《凉 州 郊 外 游 望》［４］１２７８中 关 于 凉 州 人 民

祭祀 主 司 农 业 生 产 的 田 神 之 描 写，就 可 见 一 斑。
随着丝绸 之 路 上 中 亚 游 牧 民 族 各 色 人 物 往 来 频

繁，再加上吐蕃、西突厥、吐谷浑等少数部族反复

占据，甘肃典型的农耕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转变，
这种转变在中唐河湟地区陷落后更加明显。诗人

王建《凉 州 行》［４］３３７４在 表 现 凉 州 等 地 陷 落 吐 蕃 后

云：“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

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
惜毡裘防斗时”，说明吐蕃占领河西后，汉人与蕃

人通婚，蕃人不仅开始穿汉人的锦衣，还开始学习

耕种。除了蕃人开始汉化外，汉人也开始逐步融

入吐蕃人 的 生 活，晚 唐 杜 牧《河 湟》［４］５９５１诗 云“牧

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表明此时河湟

地区的汉族百姓不仅已经穿胡服，还参与游牧生

活，这是典型的中原农耕文化与少数民族游牧文

化互融的结果。
这种互化还体现在汉人生活用具、服 饰 的 显

著变化上，如源自古罗马（大秦）、经丝路传入的地

毯———“氍毹”，早在盛唐时期就已传入甘肃，岑参

《玉门关盖将军歌》之“织成壁衣花氍毹”、《田使君

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之“高堂满地红氍毹”就曾

两次提及。到了中唐，随着吐蕃占领河湟，普通汉

族百姓服饰变化更趋明显，与蕃人一样披发、穿毡

裘。唐德宗贞元年间，以侍御史身份出使吐蕃的

诗人吕温行经河州（今甘肃临夏）时，就有“谁怜被

发哭东流”句（《题河州赤岸桥》［４］４１６６）来形容当地

遗民们披散着头发的异族打扮。十才子之一的耿

湋《凉州词》［４］３８１云“毡 裘 牧 马 胡 雏 小”，可 见 中 唐

时凉州附近的百姓已着毡裘驱牧马了。由于蕃地

苦寒，人多着皮裘，白居易《缚戎人》［４］４６９８中“家本

凉原”（今甘肃平凉、宁夏固原一带）的主人公，“遣
着皮裘系毛带”就是典型的蕃人打扮，元稹《缚戎

人》［４］４６１９亦云 此 人“连 头 尽 被 毡 裘 暍”，这 些 都 与

中原汉人的服饰截然不同。吐蕃占领河湟地区近

百年，汉人除了服饰发生变化外，语言也有改变，
据前王建《凉州行》可知蕃人开始学说汉语，而从

晚唐司空图《河湟有感》［４］７２６１中感叹“汉儿尽作胡

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便知汉人已经会说吐蕃

语了，这是典型的胡汉互化的体现。
此外，由于长期地处边塞，再加上丝绸之路上

往来的游牧民族粗犷民风的影响，甘肃自古民风

质朴，人多尚武，到了唐朝，甘肃仍然是丝路咽喉、
边塞 要 冲，尚 武 风 气 不 改，这 在 边 塞 诗 中 多 有 体

现。王 维 出 塞 至 凉 州 曾 作《凉 州 赛 神》［４］１３０８，诗

云：“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

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表现了凉州军中祭

祀越骑神的壮观景象，也展现了河西尚武的一面。
杜甫《秦 州 杂 诗》其 三［１０］５７４亦 有“年 少 临 洮 子，西

来亦自夸”之 语，来 表 现 临 洮 少 年 自 夸 勇 武 的 情

状。中唐朱 庆 余《自 萧 关 望 临 洮》［４］５８７６云：“玉 关

西路出临洮，风卷边沙入马毛。寺寺院中无竹树，
家家壁上有弓刀”，院无竹树，壁挂弓刀，更是典型

的民间尚武风习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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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往来和繁华都会书写

除以上外，由于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境，丝路

的商贸往来情况在唐人描写甘肃的边塞诗中也有

直观的书 写，最 典 型 莫 若 张 籍《凉 州 词》［４］４３５７，其

一云：“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

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此诗表现的正是

盛唐时代的凉州丝路商旅不绝的通商盛况。在唐

代，地处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在中外贸

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外使节、客商聚居

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而河西、陇右三十三州中

最大、最富庶的凉州作为陇右重要的都会，更是丝

路重镇。《通典》卷七载：“西至蜀川（今成都）、凉

府（凉州，今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

里，不持寸刃”［１７］１５２，足见其在丝绸之路上所起到

的重要的枢纽作用。
此外，唐代的敦煌是一座国际化的商业都市，

设有供胡商贸易的“市”，敦煌以西百里的兴胡泊，
则专供通过玉门关往返的胡商居住，敦煌的“市”
外来 商 品 极 为 丰 富，这 在 敦 煌 遗 书 中 便 可 见 到。
敦煌遗书有记载：“某乙铺上且有：桂皮胡桃瓤，栀
子高良姜，陆路诃黎勒，大腹及槟榔。亦有莳萝荜

拨，芜荑大黄；油麻椒秝，河藕弗香；甜干枣，酸石

榴。绢帽子，罗幞头。白秝皂礬，紫草苏芳。沙塘

吃时牙齿美，饧糖咬时舌头甜。”某乙铺中来自南

北的干果、药材、调料、服饰应有尽有，反映了敦煌

对外贸易的范围之广，充分体现了敦煌的繁华以

及丝路贸易的繁荣。

　　三、结语

丝绸之路的 畅 通、国 力 的 强 盛、文 化 交 流 的

频繁，拓宽 了 唐 人 的 视 野，加 速 了 人 物 的 流 通，
出塞的诗 人 们 行 经 甘 肃，留 下 了 大 量 动 人 的 诗

篇，全 面 记 录 了 甘 肃 大 地 的 戈 壁 大 漠、名 山 大

川、独特气 候、特 有 物 产，为 后 人 研 究 甘 肃 地 理

景观、气 候 物 产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文 学 遗 产。同 时

丝绸之路 上 的 文 化 大 交 流、民 族 大 融 合 也 给 人

们的生活 带 来 了 很 大 的 变 化，特 别 是 处 于 丝 路

东段沿线 的 甘 肃，在 唐 人 西 北 边 塞 诗 中 就 集 中

凸显了此 地 多 民 族 和 谐 共 存、多 元 饮 食 娱 乐 文

化生活繁 荣、边 塞 尚 武 风 气 盛 行 等 突 出 的 地 域

文化特征，其中许 多 生 活 模 式、风 气 习 俗 绵 延 至

今，这对研 究 甘 肃 地 域 文 化 的 前 后 传 承 和 延 续

大有 裨 益，值 得 相 关 问 题 研 究 者 重 视 和 关 注。
当然，由于甘肃在 丝 绸 之 路 上 特 殊 的 地 理 位 置，
也使其成 为 当 时 重 要 的 战 略 要 地，为 争 夺 西 域

控制权，唐与吐蕃、西 突 厥、吐 谷 浑 的 战 争 频 发，
这对丝绸 之 路 的 畅 通 产 生 了 很 大 的 影 响，相 关

的问题 作 者 另 有《丝 绸 之 路 上 的 唐 人 边 塞 诗 所

涉河陇重大边事书写》［１８］一文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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