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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家国梦 

                           ——中国古诗词中的新疆印象 

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廖甜添 

 

幼年对新疆的记忆停留在对哈密瓜和马奶葡萄沁甜的回味中，满口余香；年纪大些，开

始学唱《大阪城的姑娘》，迷上新疆少女旋转的舞步和绮丽的衣裳。彼时的新疆，在孩子们

的心里，始终弥漫着瓜果的清甜，笼罩在一片斑斓绚丽的梦境中。待到读书以后，学了更多

的诗词，才发现原来这场梦境竟然还有苍凉、激昂的一面。新疆，自古以来作为中国的边陲

要塞，始终都是征战、戍边等诗歌题材中的主角。 

新疆古称西域，其与中原的交往，最早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纪的西周时期。

而在西汉设置都护府之前，西域各部族政权更迭不断，加之与汉庭、匈奴的征战，导致了长

期的动荡局面，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对战争的控诉、对家园的怀恋成为此时诗

歌创作的重要题材。西汉时期，女诗人刘细君做《悲秋歌》，情感真挚、扣人心弦：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

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刘细君（公元前 140—公元前 87 年），西汉江都王刘建之女，汉武帝刘彻的侄孙女，史

称“江都公主”。乌孙国本世居祁连山，后被匈奴驱赶至今新疆温宿、伊宁一带，遂与匈奴

结下世仇。元封六年（公元前 105 年），汉武帝为联合乌孙抗击匈奴，加封刘细君为公主，

使其远嫁乌孙王昆莫。昆莫死后，又从乌孙习俗，嫁于继位的岑陬为妻。刘细君的下嫁，为

加强西汉王朝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作为一个离乡去国的弱女子，她在乌孙

国的生活，也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愁苦。“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西域的起居饮食等习俗均异于中原，女诗人想必经历了一段艰难的适应时期。“居常土思兮

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即使作为乌孙国王的夫人，也难以消解诗人内心对家乡亲人

的思念，思乡之情绵绵不绝，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化为鸿鹄飞返故土。整首歌词哀婉凄切，

真挚动人，成为边塞诗的滥觞曲，广为后世传诵，“乌孙公主”也由此成为黄鹄的别称。 

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匈奴一直是支配西域地区的主要势力。汉末女诗人蔡琰谱出一曲

《胡笳十八拍》。《辞海》中有关胡笳的条目称，胡笳“汉时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代，汉魏鼓

吹乐中常用之。清代形制有三孔，木质，两端歪曲”。更有学者提出，现在新疆哈萨克族的

吹管乐器斯布顿额，无论在制作方法、形状、音律和音量等方面，都与古代胡笳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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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布顿额是否即由古代的胡笳演变而来还有待定论，但《胡笳十八拍》带给后人的情感

震撼却是毋庸置疑的：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

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节义亏。对殊俗兮非我宜，遭

恶辱兮当告谁？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 

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将我行兮向天涯。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风沙。人多暴

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两拍张弦兮弦欲绝，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越汉国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无生。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羶为味兮枉遏我情。

鼙鼓喧兮从夜达明，胡风浩浩兮暗塞营。伤今感昔兮三拍成，衔悲畜恨兮何时平。 

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天灾国乱兮人无主，唯我薄命兮没戎

虏。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寻思涉历兮多艰阻，四拍成兮益凄楚。 

…… 

诗中更多的表现了国破家亡、离乡背井时的哀恸以及对战争的控诉与厌恶。战争给人们

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对家园的思恋与向往成为有汉一代诗歌的主要基调。 

相对于汉代边塞诗的悲凉凄切，唐代的边塞诗更多了昂扬的激情与宏阔的气象。“黄沙

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剑河风急雪片阔，

沙口石冻马蹄脱。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诗人报国立功的思想十分强烈，远赴边塞为他

们提供了实现个人理想的途径，也为边塞诗的创作创造了有力的条件。诗人面对浩瀚无际的

黄沙，高耸入云的雪山，寒冷彻骨的湍流，没有被战争的严酷所击倒，反而凛然升起一腔豪

迈之情。那一股股豪情激荡在字句之间，铮铮而鸣，振聋发聩，为中国诗歌史涂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古代诗歌对于新疆自然风光的描写也令人印象深刻。“雪尽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

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

在燕然”、“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

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长云、雪山、大漠、黄沙，新疆壮阔浓郁、浩渺苍莽的自

然风情吸引着无数后人前去膜拜、追寻，缕缕不绝。 

更有李白著名的诗句：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2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94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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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无论诗仙的出生地是否确属碎叶，也无论其祖上是否为西域胡人，李白对西域风物的体

验和诗歌表现无疑都是最出色的。月色清皎，云海苍茫，长风浩荡，袭过巍峨的天山山脉，

呈现出一片雄浑磅礴的意象，令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在唐人乐观向上精神的鼓舞下，边塞的苦寒没有摧毁诗人的斗志，反而在诗歌意向的塑

造中，形成了一幅幅壮阔美丽的画面，充满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对胜利的向往。而这些

远征的将士也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那一块块纪功碑在风沙中矗立千年，至今仍透过一枚

枚漫漶不清的字迹，诉说着那个时代的伟大与辉煌。 

唐代以降，由于新疆地处偏远，气候苦寒，历代朝廷多着力开发江南富庶之地。明代航

海业繁荣，我国与外国交往的主要途径由陆地移到海上。清代时期的新疆几乎成为官员贬谪、

囚犯流放的必选之地。此时的边塞诗已渐趋衰落下来，然而仍不乏动人之作。清《新疆建置

志》、《新疆山脉志》的著者宋伯鲁曾在新疆地区任职期间创作了很多描写新疆风土人情的作

品，字里行间饱含了诗人对新疆的热爱： 

万木伊州道,垂条拂客车。寒城隐白雪,古戍访黄花。 

铁梗千年柳,金盘五色瓜。回乡本饶沃,水木自清华。 

——抵哈密 

沙枣不辞丑,白杨相竞高。乌巢拱落木,兽骨委秋壕。 

野步殊能健,长吟亦自豪。此行多胜侣,万里忘尘劳。 

——戈壁杂诗 

柳溪秋水碧丝丝，古迹萧条感旧时。方域尚沿扞弥国，种人犹说畏吾儿。 

马骏山畔将军泪，鸦尔庭中克污支。最是贝多忠欵挚，分茅常得备藩篱。 

——哈密怀古 

而贬谪官员如林则徐、邓廷桢、纪昀等文人在新疆流放期间也留下了众多作品，生动地

记载了新疆的风土民情。林则徐曾创作一组《回疆竹枝词》，诗中采用了新疆地区多种民族

语言如波斯语、维吾尔语的音译词，生动、准确地反映了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和伊斯兰教信

仰。如： 

豚彘由来不入筵，割牲须见血毛鲜。稻粱蔬果成抓饭，和入羊脂味总膻。 

真实地记录了维吾尔族的饮食习惯，以牛羊肉为主，将米饭制成称名为“朴劳”的什锦

炒饭（即抓饭），米饭中放入羊肉、蔬菜和葡萄。食用时用右手的三个指头抓食。 

字名哈特势横斜，点画虽成尚可加。廿九字头都解识，便矜文雅号毛喇。 



                                                                                观展小札                                                                                                                                 

50 
 

诗句表述了维吾尔语的特点，维吾尔语字母源自阿拉伯语，书写习惯也是从右向左。“毛

喇”现在译为“毛拉”，是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 

亦有高楼百尺夸，四围多被白杨遮。圆形爱学穹庐样，石粉团成满壁花。 

描写的是宏伟的清真寺，高大的礼拜塔，以及礼拜殿穹形结构的顶部，和内部装饰的白

底蓝花的琉璃瓦。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创作过程中没有夹带任何偏见，对伊斯兰教的封斋、

宰牲、开斋节等习俗，进行了客观、真实地记录，使我们对当时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

习惯有了更加生动的了解。这些诗歌作品，已经淡化了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对新疆民族文化

的传播和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注入

了新鲜的血液。 

沧海桑田，几千年也不过是历史回眸时的匆匆一瞥。如今，新疆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

正在渐渐除去它神秘的面纱。那苍郁茂盛的密林草原，那圣洁清澈的雪山碧水、还有那浩瀚

深邃的黄沙古城，无不令人深深沉醉其中，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世来人，去探索、去追

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