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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陷蕃人诗抒情的时空维度

朱君毅

!兰州财经大学 商务传媒学院# 甘肃 兰州 "!%%$%"

摘要! 敦煌陷蕃人诗是唐末吐蕃强盛时期被羁留于临蕃的汉人所作$ 反映了作者从敦煌前往临蕃的过程以及被

羁留于临蕃期间的情况# 寄托其深刻的去国怀乡之感和悲伤& 痛苦& 矛盾的心情$ 诗歌表现出强烈的时空意识#

即在诗歌的标题& 诗句中使用大量关于季节& 朝暮& 时长& 寒暑等时间意象以及方位& 距离& 风物等空间意象$

原因是作者在此期间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空间中$ 前途的渺茫和对故土的思念使其对时空变化极为敏感# 也使

其诗歌具有了上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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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陷蕃人诗是研究吐蕃统治河陇地区历史

的重要文献# 也是敦煌文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发现之日起# 就有王重民等前辈学者先后进行

研究$ 不过他们大多是对文献本身的整理和校录&

对诗歌作者身份和创作时间的考证# 少有从诗歌

的抒情特质出发进行研究$ 虽然邵文实等学者在

有关敦煌文学的论著中有所涉及# 但由于论著性

质所限# 并未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目前仅见顾浙

秦在其论文 (敦煌诗集残卷涉蕃唐诗综论) 第二

部分中的论述# 认为这些诗歌 *将异域风情物貌&

塞外的荒寂& 骨肉分离的孤独伤感& 对亲人故友

的忆念& 异地送别的悲凉一一入其诗作# 借以抒

发其离情乡愁及对被羁用之愤懑# 对边事征战的

谴责# 对安定团聚的企盼+

,#-

# 并指出了其文学价

值$ 但是由于论文的 *综论+ 性质# 该部分的论

述仍不够深入$ 由于这些诗歌的作者& 创作时间

和地点都极为特殊# 因此本文拟以诗中的时空意

象为切入点# 进一步探讨其中所寄托的特殊情感

和作者的特别心境$

!" #$%&'(

吐蕃占领敦煌期间# 产生了许多反映当时社

会文化状况的诗歌# 在敦煌 Q($RRR 写卷中有唐人

诗七十余首# 即后来所称 *陷蕃人诗+

,$-"%R I"!D

$

最早由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图书馆全文录出# 并整

理加工# 后经舒学& 高嵩& 柴剑虹& 陈祚龙等海

内外学者校录& 考释# 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

一般认为# 这些诗的作者有两个% 一个是奉使离

开敦煌前往临蕃 !一说是被押往临蕃" 后被禁的

汉人' 另一个是马云奇# 从敦煌被押送至安西$

这些诗即是他们在途中和在羁留期间所作,H-H& IR!

$

有人提出# 其中 (胡笳十八拍) 的作者是毛押衙#

前五十九首的作者是邓郎将# 其他包括 (白云歌)

在内的十二首作者佚名,R-!H

$ 还有的学者根据诗中

对国名& 地名& 人物的称谓# 认为作者是唐灭亡

后# 张承奉称金山国天子时奉命 *入戎乡+ 的,E-R%"

$

从诗歌的具体内容来看# 的确记录了作者所

在的沙州城被吐蕃攻占# 作者于冬天从敦煌出发

路过马圈& 墨离海& 青海& 赤岭& 白水# 最后在

临蕃被羁留的经历$ 根据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的考

证# 马圈可能是敦煌郊区的一个驿站中心' 墨离

海应当是莫离驿# 位于库库诺尔湖以南' 赤岭&

白水& 临蕃均在西宁以西约 #$% 里内的地方,"-H$H

$

相比当时的边塞诗# 这些诗歌集中运用了较多的

时间与空间意象# 书写了作者在此过程中所见所

闻的异域风光# 并以此抒发自己强烈的去国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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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 诗人们往往通过时间和

空间的变化来构建诗歌意境$ 一开始可能是无意

识的运用# 后来成为营造诗歌意境的常用手法$

如叶朗说% *从审美活动 !审美感兴" 的角度看#

所谓 .意境/# 就是超越具体的& 有限的物象& 事

件& 场景# 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 即所谓 .胸

罗宇宙# 思接千古/# 从而对整个人生& 历史& 宇

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

,&-RE IR"在古典诗

歌创作中# 对时空的把握首先表现在作者对时间

和空间意象的使用# 并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融入其

中# 达到诗歌言志和抒情的目的$ 陷蕃人处于中

国诗歌走向顶峰的时期# 自然也惯于使用这一手

法$ 这些诗主要书写作者们的去国之旅# 怀乡之

思$ 他们在离开敦煌被押往临蕃的旅途中# 所见

所闻是与故国迥然不同的风土人情$ 随着故土远

去# 其空间距离愈大# 他的前途愈加迷茫$ 在他

们的眼里# 这种异域风光绝不可能是书写豪情壮

志的题材$ 寒冷的气候和险峻的地貌所引发的只

能是伤痛和悲哀# 因此这种感受与通常意义上的

边塞诗歌完全不同$ 到了临蕃之后# 作者应当是

被强令担任文书写作的职务而长期滞留$ 从 (梦

到沙洲奉怀殿下) 等诗的内容来看# 这段经历对

作者来说更是困苦交加& 度日如年$ 这种空间和

时间的变化所引起的自然是作者日益增长的思乡

之情# 而诗中的抒情也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对空间

和时间意象的依赖$

)" #$%&*+,-.

从 (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 和

(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 的标题可以看出# 作者是

在冬季离开敦煌# 晚秋在临蕃被禁# 则旅途的时

间可能近一年时间# 在此期间作诗二十一首$ 从

其在临蕃所作 (题故人所居) *与君昔离别# 星岁

为三周+ 可知# 作者在写该首诗时# 至少已被禁

三年时间$ 对作者而言# 这种时间上的感受并非

一般的羁旅诗歌所能表达# 其内心的悲伤& 痛苦&

矛盾# 均在诗中大量的时间意象中得以显现$

#(标题中的季节名称

对季节变化的书写是古典文学中常见的现象$

*春女感阳则思# 秋士见阴而悲+# 文人们往往因

春花秋月等事物的变化而产生各种不同的情感#

因此季节也就成了诗词中常见的时间意象$ 而在

陷蕃人诗中# 季节意象的使用显得更加频繁$ 仅

仅前五十九首的标题中# 直接使用了季节名称的

就有十八首# 其中秋季的最多# 共九首# 而其他

三季各有三首$ 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作者的实

际行程% 第一首 (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

之作) 表明作者是在冬季离开敦煌的# 接着的

(夏中忽见飞雪之作) (夏日野望) (夏日途中即

事) 是作者前往临蕃过程中漫长旅途的时间节点$

至于后面的 (首秋闻雁并怀敦煌知己) (秋夜望

月) 等# 则是作者在临蕃时所作$ 无论作者是有

意通过这样的标题来记录其经历# 还是仅仅遵循

诗歌创作的某种传统# 都表明了时间意象在其诗

歌中的特殊意义$ 从这十八首诗的主题来看# 对

季节变化的书写直接反映了作者的心境$ 其中

(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 反映作者被

迫离开故土的无奈& 惨然不乐以及不舍的心情$

诗中 *初日惨寒山+& *步步缄愁色+ 以及 *黯然

林树间+& *迢迢惟梦还+ 即是其写照$ 其余全是

表达作者身处异域而感# 怀乡& 怀人& *非所+ 以

及沦落天涯之作# 也多是将悲愁之情怀寓于季节

之变化& 眼前之景色之中$ 在以 *冬+ 为题的诗

中有两首用了 *寒+ 的意象# 以 *夏+ 为题的诗

中有三首用了 *雪+ 的意象# 以 *春+ 为题的诗

中有两首用了 *改年+& *春宵+ 的意象# 其余以

秋为题的诗中# 有七首用了 *秋声+& *寒草+ 等

意象$ 就是说# 作者无论是对哪种季节的书写#

都会与上述情感关联$ 这些意象一方面是对当时

季节的实际描写# 同时也是用以表现心中凄苦感

情的最好途径$

$($朝S暮% 的时间意象

*朝S暮+ 同样也是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的意

象# 常被用来表现时间之短促以及由此引起的对

生命短暂的感慨$ 在陷蕃人诗中# 如 *朝S暮+&

*朝S夕+& *白日S黄昏+ 等词语# 至少在十首诗中

出现$ 其主要作用是通过这些意象来表达日复一

日的羁留之感# 表达对自己本来所属政权& 故土

以及故人的怀恋之情# 最典型的如纪梦诗 (梦到

沙洲奉怀殿下)# 记述回沙洲侍奉故主之梦$ 其中

有 *日夕恩波沾雨露+ 之句# 以喻昔日 *殿下+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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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非比寻常的恩遇# 隐含着时间上的恒久$

与今日 *睡里不知回早晚# 觉时只觉泪斑斑+ 对

比# 显示今日遭遇的漫长# 隐含着未来的不确定

性$ 两相对比# 更觉当下之凄苦$ 在这里# *朝S

暮+ 的时间意象意味着个人际遇的确定或不确定$

在 (晚秋) 中# 同时出现了季节和朝暮的意象$

作者首先描述了季节的变化% *戎庭缧绁向穷秋#

寒暑更迁岁欲周$+ 在斗转星移中# 作者被禁已快

一年# 他对故土的思念如是描述% *朝朝心逐东溪

水# 暮暮魂随西月流+$ 在这里时间有双重表述#

一是 *朝朝暮暮+# 一是通过事物的变化亦即流水

和月亮# 由此以时光流逝的意象来表达对故国的

思恋以及自身境遇的?惶$ 不仅如此# *朝朝+ 和

*暮暮+ 两句与上两句 *斑斑泪下皆成血# 片片云

来尽带愁+ 一起# 将作者当下的悲伤& 忧愁& ?

惶如画写出$

!(对时长的表述和运用

在陷蕃人诗中# 多有对光阴难度感受的表现$

如果说季节意象主要通过对季节变化的描述而寄

寓相应的心情# 朝暮意象主要是描述日复一日的

羁留而寄寓情怀的坚定# 则时长的意象主要是描

述羁留岁月的漫长而寄寓心中的煎熬$ 其中最多

的是对漫漫长夜的书写% *一更独坐泪成河& 半夜

相思愁转多$+ ! (忆故人)" 在 (秋夜望月) 中#

描写诗人在秋夜因羁愁而辗转反侧# 彻夜难眠#

直至月亮快要落下# 才勉强入睡$ 此处月亮的移

动显得如此缓慢# 更显得长夜之难度% *月压羁愁

睡转迷+# 却又在梦中哭醒% *愁眠枕上泪痕多#

况复寒更月色过$+ 又如 (冬夜非所) 也是描写诗

人在长夜中 *更深恨转盈+# 难以入眠$ 诗中写到

诗人冬夜的所见 *星流数道赤# 月出半山明+ 和

所闻 *不闻村犬吠# 空听虎狼声+# 映衬出其在

*非所+ 之地度日如年的状况$ 诗的末尾 *愁卧眠

虽着# 时时梦里惊+ 是作者借 *长夜+ 意象所凸

显的 *愁+ 与 *惊+ 的心境% 一方面因愁而长夜

不眠# 当快要入眠时却又因惊而再次失眠$ 同样#

在 (闺情) 中# 作者用 *千回万转梦难成# 万遍

千回梦里惊+ 表现其百结愁肠# 用 *百度看星月#

千回望五更+ 表现其 *总为相思愁不寐+ 的痛苦#

又以 *自知无夜分# 乞愿早天明+ 为结尾# 书写

其 *纵然愁寐忽天明+ 的煎熬$ 年& 月& 日& 夜

这些时间意象对作者而言# 均成为抒发其无边羁

愁的依托$

H(今昔对比的时间意象

除上述季节& 朝暮& 时长之外# 诗中还多见

*昨日S即日+& *昔日S今时+ 结构的诗句$ 实际上

是诗人通过今昔状况的对比来凸现当下境况的愁

苦$ 虽然此种抒情方式在当时的诗歌中也属多见#

但是能有陷蕃人这种今昔落差之巨大的# 可能是

绝无仅有$ 在 (夏日非所书情) 中# 作者描写了

所处地方的自然风貌和 *戎俗+% *山河远近多穹

帐# 戎俗
!

观少物华+# 表现其难以排遣的乡愁$

诗中两处使用了 *今S昔+ 的句式# 即 *自从去岁

别流沙# 犹恨今秋归望赊+ 和 *昨来羁思忧如捣#

即日愁肠乱似麻+# 结合对所处异域风貌的描写#

表现作者 *不知何计得还家+ 的心思$ 在这首诗

中# 有 *去岁S今秋+& *昨来S即日+& *六月S三

春+& *凌晨S薄暮+ 四处时间的对比# 可以说都隐

含着作者对自身遭际变化的感受# 亦可照见作者

因 *非所+ 而积累的极度忧愁$ 在 (晚秋至临蕃

被禁之作) 中# 也是用了 *今S昔+ 句式$ 不同的

是# 这首诗中主要对比临蕃城的今昔不同% *昔日

三军雄镇地# 今时百草遍城阴+# 作者继续描写临

蕃城的荒凉% *輀墉穷巷无人迹# 独树孤坟有鸟

吟$+ 据 (新唐书) 记载# 临蕃城曾是唐王朝所设

的戍城% *鄯州西平郡# 下都督府$ 00肃宗上元

二年# 州没吐蕃# 以龙支& 都城隶河州$ 都城中#

仪凤三年置$ 有土楼山$ 有河源军# 西六十里有

临蕃城# 00$+

,D-#%H# I#%H!该首诗通过展现被占领之

临蕃城今昔的巨大反差# 抒写其心中的 *?惶一

片心+$ 而在 (梦到沙洲奉怀殿下) 中# 作者通过

另一种 *今S昔+ 的结构来书写$ 作者在诗中追忆

自己飘零至沙洲# 有幸遇到恩主 !即标题中的

*殿下+"# 受到无比的恩宠% *日夕恩波沾雨露#

纵横顾盼益光华$ 光华远近谁不羡# 常思刷羽抟

风便$+ 不想转瞬之间命运被改变% *忽使三冬告

别离# 山河万里诚难见$+ 诗中写道# 作者梦回敦

煌 *奉玉颜+# 又回到了往日的美好生活中% *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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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歌楼似登陟# 绮筵花柳记跻攀$+ 梦醒之后# 作

者又不得不面对 *觉时只觉泪斑斑+ 的凄苦$ 这

首诗实际上是运用纪梦诗的手法# 以昔日之繁华

对比今日之凄苦# 以梦中之短暂欢愉对比梦醒之

凄凉# 同属运用时间意象表达曲衷的方式$

R(寒暑变化的时间意象

作者在身处雪域高原时# 体验到的气候变化

与在敦煌时截然不同$ 事实上# 这种不同不仅在

于地域的变化# 更多的仍然是作者巨大的内心落

差所导致的$ 这种感受同样通过时间意象抒写在

诗中# 并作为作者抒发内心情感的手段$ 例如

(青海望敦煌之作)# 诗中有 *九夏无芳草# 三时

有雪花+# 即是通过 *九夏+ 和 *三时+ 的时间维

度对当地寒冷气候的表现$ 作者在诗中抒发其被

羁留 *海畔+ !指青海湖" 之悲# 也表达难以解脱

的无奈% *未能刷羽去# 空此羡城
!

$+ 此处化用

了梁简文帝的五言诗 (咏单鸭)% *衔苔入浅水#

刷羽向沙洲$ 孤本欲飞去# 得影更淹留$+ 作者在

这首诗以及 (梦到沙洲奉怀殿下) 中都用了 *刷

羽+# 也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其所寄托的殷切之

情$ 在 (夏日非所书情) 中# 作者写了 *六月尚

闻飞雪片# 三春岂见有烟花$ 凌晨倏闪奔雷电#

薄暮斯须敛霄霞+ 的异域气候# 其中 *六月+&

*三春+& *凌晨+& *薄暮+# 显然是用来与故土气

候相对比的时间点$ 如前所述# 这种对比旨在抒

发其 *不知何计得还家+ 的惆怅$ 在 (晚秋羁情)

中# 也有类似的句式% *凌晨煞气半天红# 薄暮寒

云满山白$+ 显然作者并非如一般的边塞诗作者用

这种奇幻的气候景象来构建其诗歌意境# 而是在

这种对比中# 表达其身处异域的忧思以及早日还

家的企盼% *不忧懦节向戎狄# 只恨更长愁寂寂$+

陷蕃人诗主要抒发羁留异域的困苦和对自己

本来所属政权& 故土以及故人的怀恋之情$ 身处

吐蕃军中# 所见所闻带来的全是陌生感# 甚至连

语言也不通% *左右不闻君语笑# 纵横只见唱戎

歌+ ! (忆故人)"# 何况是被俘之人# 其往昔的功

名与追求均成梦幻# 其返还故土的希望非常渺茫#

甚至连生命也无法得到保障% *旋知命与浮云同#

可叹身同朝露+ ! (青海卧疾之作)"$ 久处缧绁

之中# 作者度日如年# 对时间变化的敏感自然就

成了其诗歌抒情的重要特征$

/" #$%&*0,-.

作者在前往临蕃的途中# 用诗歌写下了行进

的路线以及途中的见闻和感受$ 在临蕃羁留中#

作者也用诗歌记下了异域的自然人文空间和身处

其中的感受$ 这些诗歌大多数都有较强的空间意

识# 不过这种书写不是普通的写景# 也不是通常

的边塞诗的主题# 而是单纯的借写景而抒其羁愁

的方式$

#(方位意象

根据诗中透露的信息# 作者在前往临蕃的途

中# 用了近一年的时间$ 其间的行进路线和艰难

跋涉都被写入诗中$ 作者用 *东S西+ 或 *南S北+

对仗的方式写下了愈来愈强烈的去国之感$ 第一

首诗 (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 标题

表明作者是被从敦煌押往退浑国 !即吐谷浑"# 在

途中的马圈将要出发时所作$ 其中有 *西行过马

圈# 北望近阳关+# 即指出马圈处于敦煌以西# 阳

关以南的方位$ 写 (青海望敦煌之作) 时作者已

被羁留于青海湖附近# 他写下了 *西北指流沙#

东南路转暇$ 独悲留海畔# 归望阻天涯+# 表达自

己思念故土而又无法归去的悲情$ 在 (秋中霖雨)

中# 作者描写秋雨引发的羁愁# 转而以 *西瞻瀚

海肠堪断# 东望咸秦思转盈+# 表现对唐中央政权

的向往$ 不过这首诗中似乎还隐含着无奈自嘲的

意思% 作者一方面表达对 *咸秦+ 的向往# 同时

也透露出因文才而在吐蕃受到重视的事实% *才薄

孰知无所用# 犹嗟戎俗滞微名$+ 根据史料记载#

吐蕃在占领区劫掠人口后分别处置# 其中有文才

的往往会受到任用% *每得华人# 其无所能者# 使

充所在役使# 辄黔其面' 粗有文艺者# 则涅其右

臂# 以候赞普之命$+

,#%-DE虽然作者在吐蕃得到任

用# 并如诗中所说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

*西瞻瀚海+& *东望咸秦+ 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

可见这种 *东S西+ 或 *南S北+ 对仗的方式并非

是为了诗歌形式的要求# 而是对作者所处环境和

内心感触的实际描写$ 另外作者还在诗歌中留下

了大量的地名# 如标题中就有 *至墨离海+& *梦

到沙洲+& *夜度赤岭+& *晚次白水古戍+ 等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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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 诗中也往往多用 *海畔S天涯+& *东山S西

岭+& *谷口S溪边+ 等结构$ 均为自己实际所处的

写照$ 频繁的方位空间书写# 正是强烈的孤独感

和去国怀乡之感的反映$

$(距离意象

从实际距离来看# 青海至敦煌或青海至长安

并不算远# 远的是 *戎+ 和汉的距离# 是被羁留

而难以归乡的距离# 也是前途渺茫的距离# 而诗

中大量距离意象的使用正是这种心理感受的表现$

或是用表示远距离的词# 如 *万里山河异# 千般

物色殊+ ! (夏日途中即事)"& *千山空皓雪# 万

里尽黄沙+ ! (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 *与君

万里难相见# 不然一度梦中睹+ ! (秋夜望月)"#

或是描写吐蕃及其占领的地域之辽阔# 或是描写

与故乡& 故人的距离之远# 以抒发其心中无尽恨

事$ 山河相隔不能归乡可以理解# 而近在咫尺不

能相见也是作者的困境# 如 (忽有故人相问以诗

代书达知己两首)# 描写了身为羁人与故人难以相

见的尴尬处境$ 诗中写到# 有故人 !有可能是同

样流落吐蕃的朋友" 访问却未能见面# 作者写下

了 *与君咫尺不相见# 空知日夕泪沾巾+$ 诗中也

透露出 *以诗代书+ 的尴尬原因# 即 *未知君意

复如何+& *非论阻碍难相见# 亦恐猜嫌不寄书+$

作者不仅有朋友之间 *恐猜嫌+ 的尴尬# 同样的

心情在 (阙题六首) 第二首中也直接得以表白%

*缧绁戎庭恨有余# 不知君意复何如1 一介耻无苏

子节# 数回羞寄李陵书$+ 作者在此将友人和自己

比作被羁留在匈奴军中的苏武和李陵# 以表达自

己的尴尬处境和矛盾的心情$ 也就是说# 无论作

者使用什么样的距离意象# 其目的都是抒发同样

的情感$

!(异域风物意象

无论是在去临蕃的途中# 还是在被羁留于临

蕃期间# 作者都写下了所见所闻$ 从其具体内容

来看# 这些诗句并非如许多边塞诗一样描写边地

景色之奇幻# 而是将其写成令人悲伤& 惊恐& 忧

郁的背景# 这当然与作者的处境及心情直接相关$

首先最多的是对当地寒冷气候的描写# 并在其中

寄托其愁苦的心境$ 例如 (夏日忽见飞雪之作)#

作者描写了当地夏天仍然飞雪的景象% *青溪虽郁

郁# 白雪尚皑皑$ 海?山恒暝# 云愁雾不开$+ 如

果说前两句只是气候的描写# 则后两句中的

*?+& * 暝+& * 愁+ 已经将其抑郁的心情写入$

至于紧接着的 *唯余乡国意# 朝夕思难裁+ 就是

这首诗的主题了$ 其次是对当地地貌与人文景观

的描写# 也是将思乡之情融入其中$ 如 (夏日非

所书情)# 在描写了多变的天气后# 接着写险峻的

地势% *傍对崇山形屹屹# 前临巨壑势呀呀$+ 对

此作者仍不由自主地书写了难以排遣的羁愁% *为

客已遭屯否事# 不知何计得还家$+ 在 (晚秋登城

之作) 中# 作者先以 *孤城落日+& *乡国云山+&

* 风光惨淡+ 等句表达飘零异域的乡愁# 接着写了

当地风光% *东山日色片光残# 西岭云象暝草寒$

谷口穹庐遥逦迤# 溪边牛马暮蹒跚$+ 单就其中涉

及的风光而言# 俨然一幅高原牧场的壮丽景象$

然而作者悲愁的心境却在其中一览无余% *目前愁

见川原窄# 望处心迷兴不宽$+ 该首诗的最后作者

同样抒发其乡国意% *乡国未知何所在# 路逢相识

问看看$+ 因此# 无论风光如何 *美好+& *壮丽+#

在作者的心中却都是相反的感受$

对陷蕃人来说# 他们在被羁留期间# 所能自

由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一定是非常有限的$ 事实上#

他们在此期间所作诗歌中的现实材料也基本上限

于在此期间的所见所闻$ 尤其是显示的空间描写#

也只有高原风物$ 事实上他们最关注的还是自己

身处何方# 何日能回归故土$ 无论如何# 他们的

空间描写最终都被纳入其特定的乡愁抒情中$

1" 234

显而易见# 将时光的流逝和空间的变化作为

抒情视角# 是陷蕃人诗最主要的特征$ 无论是对

旅途见闻的书写# 还是对滞留青海的书写# 其实

质都是作者心灵对此过程中时空变化的主观感受$

其中绝大多数的时空描写都被导向作者思乡的忧

愁痛苦等情绪$ 这与运用这些时空意象的诗歌传

统有着直接关系$ 例如在使用时间意象的十八个

标题中# 使用 *秋+ 的有一半# 这事实上也是文

人在表达悲& 愁等情感时惯用的意象% *为客愁多

在九秋# 况复沉沦更千里$+ ! (秋夜闻风水)" 唐

代的边塞诗多以壮丽奇伟著称# 无论是边塞风光

的书写# 还是感情的抒发# 都有充分运用上述时

空意象构建宏大意境的特点# 这主要是由于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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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地位及其实际处境不同所造成的$ 而陷蕃

人诗则不同% 由于其作者处于吐蕃人的控制之下#

从往日唐王朝正统的身份地位沦落为一种特殊身

份的人$ 他们与亲朋故旧相隔如参商# 偶然与同

在 *戎庭+ 的故人相通消息# 还可能有着种种猜

嫌$ 在这种孤苦伶仃的生活中# 他们虽然能够继

续从事诗歌写作# 但是其感情基调已全然不同以

往$ 他们所能做的# 唯有苦度时日$ 因此其诗歌

表现出对时空变化的特别敏感# 而充斥其中的则

是挥之不去的去国怀乡之感$ 黑格尔说% *诗艺术

是心灵的普遍艺术# 这种心灵是本身已得到自由

的# 不受为表现用的外在感性材料束缚的# 只在

思想和感情的内在空间和内在时间里逍遥游

荡$+

,##-##D黑格尔认为# 诗歌写作的最高境界是营

造思想和感情的内在空间和内在时间$ 对陷蕃人

诗来说# 其总体水平可能达不到这么高# 但是他

们对时间和空间的高度敏感是特殊环境下的产物#

也是其特殊心境的直接反映# 值得研究者予以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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