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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禹贡》中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

暨声教讫于四海”的记载，其中对于西界“流沙”的

描摹，代表着中原人士对西域自然地理景观的最

初认识。这种地理特征，逐步演变成西域的文化特

征——遥远、艰苦、荒凉。从张骞凿空西域，开拓了

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丝绸之路，中原人们对西域的

了解逐渐增多，西域逐渐见著于正史，而文学书写正

是基于历史文献、历史印象基础上的拓展、提升与重

塑，从而进一步塑造了区别于史书中的“文学西域”

形象，其中尤以唐诗的影响最为深刻，唐代西域诗绚

烂而不无夸饰的描写构成了文学西域的基础印象，

然而随着历史情境的消失与远去，前人的创作又变

为后来者了解西域的间接材料，使得创作模式不可

避免地趋于同质化、类型化，甚至被夸张、异化，成为

一厢情愿的想象。文学西域形象愈加固化，成为唐

以后文人西域诗创作的藩篱。

清代诗人对于西域的描写，一方面承袭唐代西

域诗的传统，亦有如“天山六月凝冰雪，石骨峻嶒冻

进裂”①、“一山古雪当头近，万仞寒光入眼明”②之类

表现强烈地域反差和绝塞体验的诗篇；另一方面则

努力寻求新变，这也得到学者的关注，如贾建飞就指

出清朝在不断开发新疆的同时，人们对新疆的认识

也发生了变化，开始逐渐摆脱汉唐文学记载中的西

域印象。在纪昀等文人的笔下“新疆与中原已无隔

膜，其对新疆的认同感也大为增强”③。唐彦临则从

文学视角指出：“汉唐以来各类书写中逐渐形成了关

于西域自然景观的文化符号，塑造并强化了片面的

西域观。亲历其地大大改变了清代西域诗人基于历

抒写方式的新变与文学西域的重塑
——江南文化对清代西域诗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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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与文化传统形成的关于西域的认知，意味着对汉

唐两代各类书写中对西域景观的片面性凸显的颠

覆。”④可见学界已关注到了清代西域文学的积极变

化，且这种变化是多元的，目前研究仍然以宏观的

视角展开，缺乏深入探析具体的变化特征以及细节

性的阐释，特别是“文学西域”的形成演进过程以及

所受到的影响尚未得到系统性梳理，此方面研究还

有较大研究空间。在诸多新变之中，江南的地方元

素渗透入西域诗歌的创作是突出表现之一，从西域

的山水风貌、人文景观到西域情怀都颇具江南的俊

秀缠绵之姿，体现出江南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与

渗透。

一、自然山水的江南化

清代西域诗人笔下的西域山水更加类似江南，

这是清代西域诗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之一。如果

说唐代西域诗有意无意强化了“西域”地域文化上的

特殊性，更多传达了西域与内地的差异性，那么，清

代西域诗人则更追求西域与内地，特别是江南地区

的相似性。汉唐诗人笔下的龙沙万里、狂风暴雪的

西域印象逐步被淡化。

乾隆四十六年(1781)，浙江嘉兴人庄肇奎遣戍伊

犁。他作《伊犁纪事二十首效竹枝体》⑤多角度描写

伊犁风光：

土膏肥沃雪泉香，尽有瓜蔬独少姜。

最是早秋霜打后，菜根甘美胜吾乡。(其二)

寻巢双燕语呢喃，嫩柳夭桃三月三。

如许风光殊不恶，梦魂长似在江南。(其八)

果子花开春雨凉，垂丝斜亸嫩条长。

一枝折赠江南客，错认嫣红是海棠。(其九)
伊犁素有“塞外江南”之称，这里降雨充沛，气候宜

人，庄肇奎诗字里行间中都将伊犁与故乡江南相比

较，他笔下伊犁的城市景观与内地已没有巨大的差

别。乃至诗人有“梦魂长似在江南”之感。

再如洪亮吉《伊犁纪事诗四十二首》有：

鹁鸪啼处却东风，宛与江南气候同。

杏子乍青桑椹紫，家家树上有黄童。⑥(其二十七)
洪亮吉是江苏阳湖人，此时他虽然身处西域，这里

的春天却让他格外熟悉，他用色彩缤纷的语言勾

画出西域的春景，无论是气候还是自然景物都充

满了江南风貌。与杨万里笔下江南农村的“油菜

花开满地金，鹁鸪声里又春深”(《四时田园杂兴》其

一)相类似，地域不同，但在写作方式上却没有大的

差别。

道光年间，浙江台州人黄濬，出关后经天山北路

赴乌鲁木齐，行至巴里坤松树塘，他说：“仿佛江南

景，密雨如飘丝。”⑦又“待过松塘风景异，淡烟细雨

动乡情”句下自注：“松树塘在天山西北，丛松细

草，大有江南风景。是日适逢阴雨，春意盎然。”⑧

到达乌鲁木齐后，他进一步发掘江南与西域的相

似性，他写塞外春日：“二月春分龙蛰启，新雨江南

亦如此。岂因我从江南来，故遣春云散春水。”⑨又

赞塞外秋日：“秋光争及江南美。”⑩刻意强化西域与

江南的共通之处。

这一特征不仅存在于江南籍作家，其他地区的

作家，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都有此特点，如铁保

云：“祁连山上春如海，开到江南桃李花。”成书云：

“杨柳数株泉一道，沁城已是小江南。”自注解释说：

“漠外寸草不生，唯沁城有林木水泉之胜，土人谓之

小江南。”“沁城”是指哈密之东的塔尔纳沁屯田。

可以看出，西域山水的江南特征，已是相当一部分清

代西域诗人的共同认识。

提及清代西域的山水诗，不能不谈八景诗。八

景是在我国广泛流传的一种集景文化，最初在绘画

中出现。早期的代表“潇湘八景”用绘画的方式呈现

了以南方温丽柔媚为主色调的水墨氤氲。西域的八

景诗沿袭了其审美理想和创作意趣，在此视野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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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西域山水风貌更趋于纤巧细腻。乾隆三十年，

国梁赴任迪化同知。作《轮台八景》歌咏乌鲁木齐风

光，勾勒了遐荒远域之中，一处处心醉沉迷之景。乾

隆四十六年，曹麟开谪戍乌鲁木齐，亦作《八景诗》。

这些诗歌从景致的摄取到典故的运用都渗透了江南

文化特征，来看其“红桥烟柳”：

蜿蜒长虹跨碧浔，拂栏柳色染烟深。

阅人多矣举条过，念我来思侧帽吟。

情尽故低迎送路，魂销漫绾别离心。

记从廿四桥头望，明月吹箫思不禁。

全诗用细腻婉约的笔法，勾画出宛若江南的烟雨柳

色。结尾化用杜牧“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

箫”(《寄扬州韩绰判官》)，更加深了诗中的江南神韵。

还有的诗人将八景诗进行扩充。如黄濬的《塞

外二十咏》吟咏了进入西域后沿途所遇的二十处景

观，极富江南意蕴。甚至连前人笔下浩瀚的戈壁也

呈现出细腻柔婉的特征，如《戈边野色》：

几日摇鞭逐雁沙，眼明前路碧无涯。

雪消囊底千山尽，风掠裙腰一道斜。

夕照红连圈马地，酒旗青黯野回家。

平芜也似西陵色，只少飞飞陌上花。

此诗题下自注云：“戈边一名戈壁头，言戈壁西来至

此而尽也，软草如烟，青葱弥望，大异沙碛之荦礐者，

连日闷损之怀，为之一开。”前人描写戈壁的诗篇大

都带有粗粝的气质，然而黄濬此诗没有了飞沙走石，

没有了苍茫贫瘠，甚至指出“平芜也似西陵色”。“西

陵”原为浙江杭州孤山西面的一处地名，常借指杭

州。作为浙江人黄濬自然熟识“西陵色”，将“西陵

色”移植塞外戈壁，赋予题材更加丰富的意义。再看

《松塘细雨》：

恰似江南二月时，山南山北雨如丝。

松阴湿翠牛方卧，草陇沾青蝶未知。

塞北客疑春到晚，关西人恐梦来迟。

此身已在祁连外，生怕林中叫子规。

此诗题下自注云：“过天山即松树塘，万松挺郁，山

色青葱，忽而密雨如丝，满林滴翠，不啻江南烟景。”

诗人满眼所见都是江南春景，抒写了松树塘细腻的

一面。

大多数山水诗并非呈现原生态自然风光，会对

特定物象进行主观营造。因此即便是同一描绘对

象，不同的作家、不同心境都会造成审美差异巨

大。如前文所举松树塘，同样途经此地的洪亮吉

有名作《松树塘万松歌》，全诗奇气溢出，与黄濬的

《松塘细雨》比照，不似同一地。洪亮吉仍以唐人

惯性思维审视西域山水，沿袭岑参尚奇的诗歌风

尚，而黄濬则致力于挖掘自然景观中细腻柔婉的

一面。经过人为营造与江南情怀的渗透，西域的

山水的粗粝豪壮的色彩也被淡化，呈现出此前从未

挖掘过的美感。

这是清代士人对西域深入体察之后的自然结

果。清初士人对于西域的印象多源于前代典籍或

道听途说，并没有形成对西域真实客观的看法。

前代史书或文学中的西域记载虽然给阅读者带来

过无限想象，但那毕竟与亲历斯地的闻见与感受

相差太远。

真实的西域不仅有广袤的沙漠，还有大片绿洲，

而这些温润富饶的绿洲是以往文学较少涉及的方

面，洪亮吉在其行纪中记载：

二十五日，平明行一百十里宿南山口，已二鼓。

屋后泉声淙淙，彻夜不歇，如卧江南山水窟中矣。二

十六日，平明行，入南山。一路老柳如门，飞桥无数，

青松万树，碧涧千层，云影日辉，助其奇丽，忘其为塞

外矣。(《遣戍伊犁日记》)
洪亮吉记录了翻越天山、抵达山北门户松树塘的一

路所见，他强调“如卧江南山水窟中矣”，甚至产生了

“忘其为塞外”之感，相对于《松树塘万松歌》，行记中

的描写更接近洪亮吉真实所见，与他在诗中对松树

塘的描绘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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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杨炳堃描写巴里坤松树塘景色的文字：

自出德胜关后，路平如砥，弥望芳草平原一碧万

顷，山上皆松林，苍翠满目，松皆直干扁叶，绝无虬枝

夭矫之势，此外杂树尤多，亦无柔条婀傩之形，夕阳

在山，南北两山雪光莹射，与松翠相照耀，羊群遍野，

讹寝自如，人行图画中。(《西行纪程》)
由哈密至巴里坤，翻越天山达坂，一山之隔俨然两个

世界。山北青松雪岭两相辉映，宛若画图，清凉美

景让长途跋涉之人一洗旅途劳顿。文中杨炳堃特

别强调“绝无虬枝夭矫之势”似乎特意否定洪亮吉

诗中“松干怪底一一直透星辰宫”(《松树塘万松

歌》)之语。行记中的描写更为平实可信，可见将西

域的风物江南化，是清代西域士子体察西域之后

的真实感受。

正可谓“同来南客都惊诧，误道山阴道上行”，

“惊叹”成为清代文人来到西域的普遍感受，这背后

是对固有认知的颠覆，他们开始重新定位和再造西

域自然与人文景观，逐渐摆脱汉唐文学塑造的西域

形象。大多清代西域诗人不再惯性地抒写“黄沙碛

里本无春”，相反他们喜为“春风不度玉门关”翻案，

乐于呈现塞外的春意盎然。对于这种现象，萨迎阿

说：“桃杏花繁溪柳间，雨余如笑见青山。极边自古

无人到，便说春风不度关。”(《用〈凉州词〉原韵》)“春

风不度玉门关”是由于交流不畅带来的陌生乃至恐

惧，清人随着视野的开拓，他们对于文化的一统有了

相当的自信。

唐代西域诗构建了特殊的风物与意象系统，涵

盖了自然、地理、人文等多种具有象征性质的语言符

号，并以此营造文学西域之形象。吴蔼宸《历代西域

诗钞·序》中将取舍西域诗的标准定为：“推至篇中凡

有‘天马’、‘天山’、‘塞庭’、‘瀚海’、‘沙碛’、‘玉关’、

‘河源’等字者，皆认为西域之诗，其涉及地名者更无

待论。”这些都是汉唐以来建构文学西域的常见语

言符号。当固定符号成为特定事物的代指，那么诗

歌就不再是诗人想象力、创造力的凝结，逐渐变成符

号的堆砌。以此作为划分西域诗的标准，从侧面可

以看出前人对于西域诗的刻板印象。而清代西域诗

人则通过创作改变着这种刻板印象。清人不再局限

于特定边塞意象，意象选取更加丰富，既有大漠流

沙、雪山瀚海这些传统的西域意象，亦有淡烟流水、

桃李杏花等江南意象。唐代西域诗多呈现出壮美或

者说是崇高美、阳刚之美的美学特征，清代西域诗人

则挖掘了西域山水的秀美，在山水诗中，将人文情怀

与自然景观相互渗透，改变了“文学西域”的单一形

象，构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景观。

二、人文景观的江南化

清代西域诗中的人文景观也多融合了江南文化

因子。如园林，本身是一种颇富江南情韵的建筑艺

术文化符号，“以江南为代表的文人私园成为建筑

史家定义明清私家园林的共识”。园林文化及由

此衍生出的园林文学，也在西域地区大量出现。清

代西域政治文化中心伊犁、乌鲁木齐均有为数不少

的官修或私修的园林建筑。仅伊犁地区，就有“伊

犁军府园林”“绥园”“醒园”“德园”等。这些园林的

文化与审美功能和江南园林一脉相承。吴华峰指

出：“清代伊犁地区的私家园林，以及极具私人化色

彩的将军府园林与绥园，均可以视为江南文化边塞

嗣响的佳例。”

伊犁将军晋昌曾作《伊江衙斋杂咏》组诗，观察

园中景致，一景一诗，分别抒写三十处景观，兹举数

首如下：

石径萦纡百步余，澄心亭畔锦屏舒。

北连曲沼南通路，云水苍茫画不如。(澄心亭)

凌空十丈驾虹桥，云影天光共碧寥。

两岸荻芦一片月，微风吹浪荡轻桡。(虹桥)

好风吹动杏帘斜，宛坐江南卖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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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莺声啼不住，隔墙开偏野棠花。(茶亭)
不仅是园林布局，园林中一些微小细节的经营都表

现出对于江南文化的浓厚追求。再看绥园，王大枢

《绥园宴集碑记》中记载布置绥园的过程：

于府署东偏辟新射圃，傍置亭沼山水，因其自

然，工筑成于不日。维扬红药，邺水朱华，郑草陶英，

并破荒罗植。若夫长林荫翳，禽鸟嘤鸣，茅舍草桥，

居然野趣。

亭台楼阁、水榭山石、植被花草的精心安排，处处追

求着一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西域文人

对江南园林的趋尚随处可见。

再如施光辂“值北塞用兵，以迟误军饷遣戍伊

犁，因于塞外筑醒园”。作为私人园林的醒园规模

不大，却布置紧凑精致。施光辂曾作《醒园十二

咏》组诗，分别咏园中的天涯话旧之堂、青春作伴

斋、萍泊舫、方庵、半亭、倚楼、啸台、小好洞天、曲

池、水来桥、瘗鹤龛、待月廊。兹举咏曲池、水来

桥、待月廊三首：

池小流偏曲，荷花种几湾。

支桥通宛转，缘岸步弯环。

巴水前时渡，之江梦里还。

潺湲肯相送，生入玉门关。

四月垂杨绿，天山雪渐消。

正当盘马地，特筑跨虹桥。

有水来芳沼，无人荡画桡。

濠梁今日意，旅恨忽然销。

底事长廊下，清宵独倚栏。

衹缘明月好，如在故乡看。

古戍烟初散，荒城漏未残。

卷帘频伫望，裘敝不知寒。

这一方壶中天地之中萃集江南庭园理景和建筑形

式，江南园林常有的灵动精致的曲水长廊融合了塞

外雄奇壮观的天山雪景，无不展示出江南文化与西

域文化相互交融、渗透的痕迹。

其他建筑形式也别具江南韵味，伊犁河边的鉴

远楼，是文人登临遣兴之所，时人记载：“鉴远楼在南

门外，远对南山，近临伊水，系前任将军伊公□□。

因被水冲塌。任将军义烈公保再加修饰。回廊曲

槛，柳明花秀，俨然似江南园亭。”王大枢也曾形

容鉴远楼“碧树周围，雪峰环拥，每重九登高秋水

蒹葭，颇有伊人宛在之意”的雅致景观。无论是

园林还是楼宇无不展示出江南文化对西域边塞的

影响。再如乌鲁木齐的水磨沟，亦青山绿水，颇似

江南风光，这里就人烟密集，市井繁华。黄治云：

“树老云回护，沟分水迆斜。江南知已远，烟柳足

相夸。”诗中自注云：“城东水磨沟云木翳密，水声

淙然，为都人士消夏之所。”这里的美景，令人仿

佛置身江南。

此外，一些江南盛行的民俗活动和生活方式也

在西域出现，如修楔、庙会、赛龙舟、元宵灯会、踏青、

饮食习惯、诗文酒会等等。史善长在《上巳陪多余山

侍郎圃后小溪修禊》云：“我是山阴道上人，也曾修禊

及良辰。今来塞外仍觞咏，真个天涯若比邻。”此诗

作于史善长因事革职到乌鲁木齐后的第二年，已看

不出诗人对贬谪的愤懑，良辰修禊、塞外觞咏，拉近

了西域与江南的心理距离。

伴随西域政局的稳定，清政府在西域屯垦政策

的推行，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陆续进入西

域。西域地区亦可以种植水稻，国梁的《轮台八景》

中有《北湾稻畦》诗云：

游牧昔善地，水云今江乡。

决渠足春雨，招侣莳稻秧。

畦明骑影度，预谙饼饵香。

鸡豚亦有社，箫鼓可无腔。

荷锄归晚唱，知是《豳风》章。

此诗前小序云：“城北二十五里卡子湾、九道湾，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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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台县迁来，颇知务本节用，能艺稻。乃为购籽种

于内地，散给之，俾辟芳塍，引渠水，莳青秧，万针刺

波，弥望软翠在浮岚中，居然水乡风味。南人过之，

当为唱《江南乐》《忆江南》矣，矧居民哉！”水稻这种

源自我国南方的农作物，如此大规模地在西域种植，

诗人用“居然水乡风味”表达了自己的惊喜。嘉庆年

间来到西域的汪廷楷，看到此景亦有：“云屯穑事媲

江乡，兵亦能农筑圃场。疏雨一犁春浪暖，晚风千顷

稻花香。”在他眼中的边疆水稻种植，已能与江南之

地相媲美。

甚至江南人喜食的鲈鱼在西域也能够捕捞。庄

肇奎云：“有馈鲈鱼一尺长，四腮形状似江乡。秋风

莫漫思张翰，且喜烹鲜佐客觞。”(《伊犁纪事二十首

效竹枝体》)汪廷楷《伊江杂咏》中的相关描写，可以

与庄肇奎诗相互补充，其诗有：“一样锦鳞河上好，四

腮鲈美卖鱼庄。”末句注语谓：“伊犁城外大河一道，

产鱼甚多。又另有支河一处，专出四腮鱼。”鲈鱼有

四腮，俗呼四腮鱼。朱腹松诗中也记载“携竿不羡鲈

鱼美，怕引秋风上钓丝”。注曰：“伊江所产，以鲈鱼

为最。”江南的鲈鱼已经可以在西域吃到，消解了以

此带来的乡愁。

再如黄濬《六月六日水磨沟乡社之会，于岁中为

最盛，地有林泉之美，同人招游，辞不往因成》云：“六

月六日凉如秋，同人约我郊原游。笙歌正沸红山

嘴，士女如云水磨沟。水磨沟压红山景，水木清华

花掩映。衣香鬓影况联翩，塞外风华推绝境。”诗

中所言乡社之会就是在江南地区盛行的庙会。赶

庙会是江南水乡居民忙里偷闲、追求娱乐放松的

出游形式。这一民俗在遥远边陲仍然能够长盛不

衰，背后是经济发展、文化交融使然，也使得边塞

世俗生活不再单调贫瘠，给各族居民的生活增添

了无穷的乐趣。

生活方式的江南化，与清代流寓西域的江南籍

文人数量庞大有关，韦佩金云“吴侬乡语欲骄人”，自

注：“时伊犁多乡前辈。”嘉庆时期至西域的汪廷楷

亦感慨“在戍者江浙人多”。朱腹松甚至说“故园咫

尺未相亲，塞上欣逢笑语新”，庄肇奎也有“南国多

迁客”之感。史善长在《轮台杂记》中记述：“(南客)
天涯欢聚，土音各操，恍在枌榆社时也。”由于所遇

山阴同乡较多，甚至让史善长产生身在故乡的错

觉。如此大量的移民，势必带来文化的互动，由此也

造成了江南文化向西域文化的渗透。

在乌鲁木齐汉城内，有江南人聚集的“江南

巷”，洪亮吉嘉庆四年至乌垣，就曾在“汉城西门外

江南巷访同乡”。舒其绍的组诗《伊江杂咏》有诗

《江南巷》云：

杏花春雨酒初酣，人影衣香见两三。

欲把鞭丝深巷指，断肠依约到江南。

诗前有小注“在北门外，烟花荟萃之区”。将这样的

烟花荟萃区称之为“江南巷”，一方面在于西域的江

南人众多；另一方面因为狎妓风尚本身就盛行于商

业繁荣、经济富庶、文人雅士聚集的江南地区。

上至伊犁将军，下至遣戍文人，他们对于江南化

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背后是西域经济的发展。清人

椿园七十一在《西域闻见录》中赞道：“(乌鲁木齐)字
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辐辏。茶寮酒肆，

优伶歌童，工艺技艺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

关外。”西域不再是蛮荒苦寒的代名词，这里经济繁

荣，人文蔚发，与江南城镇已然没有了曾经的巨大差

异。换一视角，这一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

时西域地区的士林风气，士大夫和上层官宦在塞外

依然追求精致享受的生活方式，在边防重地仍沉浸

于享受升平之乐的习惯中。这与乾隆朝平定西域之

后，西域政局稳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三、西域情思的江南化

自唐代以来，西域诗所展现的情思往往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为对边塞建功的崇尚，直言对于功业的

向往，以及对国家一统的强烈使命感。二是表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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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残酷和戍卒的辛酸，思妇与士卒的相思离愁。

这两种主题的诗歌总体带有凄怆和厚重感，呈现出

阳刚之美。而在清代西域诗中，建功立业的抱负与

士卒的辛酸都不再是最主要的主题，清代西域诗的

描写题材更加丰富，涉及咏物、雅集、咏诗、唱和、题

画等等，在主题上与内地其他地区的诗作没有明显

的区别。

在多种主题与情感之中，乡关之思是常见的表

现内容，而清代诗人的乡关之思又常常是通过对于

江南的眷恋表现出来，江南的柔弱纤丽代替了原本

刚健尚武的西域精神，打破了西域诗的惯常印象。

庄肇奎在塞外生活了八年之久，还未出嘉峪关

时，诗人就悲吟“忽来塞外数邮亭，越鸟哀吟剪弱翎”

(《出嘉峪关纪行二十首》)。这里化用“越鸟巢南枝”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之典，表达了思归之情，

又如在《雪朝约同人晓夕、徐溉余因病不至，走笔问

之》诗中，他写道“永嘉风雨话清宵”“何当归弄浙江

潮”。思乡怀归之情无时无刻不充溢在他的作品中，

乡关之思，是他们这些贬谪文人共同的话题，看到他

乡之云，他望云兴叹：“如何吟钓客，不共水云乡。坞

曲停舟梦，峰高采药香。”(《闲云》)在对江南的眷恋

中蕴含着诗人对故土的依恋，乾隆四十九年，庄肇奎

被伊犁将军伊勒图提拔为伊犁抚民同知，身份从废

员转变为地方五品官员，但时间并未冲散他的“江南

情结”，他在署中专辟一室栽花，作诗云：“便拟浮槎

天汉上，凌风直下到江乡”(《予既于廨西治圃艺花并

筑船室》)。庄肇奎的这种对于江南的眷恋，主要见

于其在西域生活期间。嘉庆二年(1797)，庄肇奎升广

东布政使，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江南的眷恋在他的

诗歌中反而弱化稀见了，可见塞外绝域与江南水乡

的强烈地理反差是其“江南情结”的催化剂。许多诗

人，恰恰是在西域，有了更浓厚的江南情结。正如庄

肇奎诗友陈庭学所写：“试听越吟思，求归颜蠋真。

何当返泽国，相趁蓑笠人。”(《次朱端书寄赠五首》)

很自然地也将“江南”作为自己怀归的情感寄托。

塞外的一景一事均有可能成为诗人江南情结的

催化剂，如浙江山阴人史善长，来西域后看到雪景，

有诗：“帐撤销金怜塞上，鞭敲暖玉忆江南。江南此

际薰风透，一领蕉衫人影瘦。”(《四月初二日大雪》)
《对雨》诗云：“醉里不知身万里，落花时节在江南。”

无论是雪景还是雨景，都抹不去对江南的眷恋。又

如朱腹松塞外听曲，触动他的江南情思：“听曲东邻

月半沉，阳春何处觅知音。江南子弟边关老，唱断昆

山泪满襟。”“夺帜词坛二十秋，诗怀枯尽不胜愁。

听歌欲赌双鬟唱，肠断江南旧酒楼。”黄治因为登临

有感写下：“登临劝我无穷思，颇忆江南菡萏乡。”邓

廷桢乃由林则徐送鱼之事，引发“怅触江南好风味”

(《少穆馈鱼口占志谢》)的回忆。

诗人们亦从微观角度编织着江南之思，代表江

南的名物频繁出现在诗中。如“吴舟”：陈庭学《寒夜

有怀》：“京华归尚远，遑问返吴舟。”如“西湖”：陈寅

《纳中峰总镇署开并头莲纪瑞》：“不须六月西湖景，

紫塞偏开别样红。”如“莼鲈”：陈庭学《祀灶日寿胥园

四首》：“土风可但莼鲈美，沙漠焉知稻蟹肥。”由于

张翰“莼鲈之思”之典早已广播天下，莼鲈也成为

江南的代指。陈寅《重阳次来青观察韵》“湖上莼

鲈竹里树”亦有此意。又如“六桥”，诗云：“遥忆

故乡湖上景，高车相望六桥边。”(《暮春陪方来青观

察游德氏花园》)“六桥明月金闺梦，一样清辉两地

看。”(钟广生《中秋即事》)史善长见西域下雪而联

系江南之春：“南方当此日，风絮扑窗纱。”(《三月二

十六日雪》)诸如此类，成为西域诗人眷恋江南的又

一种隐性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情结的表达其实并不限于

江南籍文人，一代一代出关的文人，无论是否来自江

南。文人会不约而同地想起江南。以江南情结寄托

怀乡之思，成为当时出关文人的共性。江南情结就

如同心灵的安慰剂，起到连接故土、平复情感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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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舒其绍《听雪集》就有很多诗句写“江南”，如：

西泠十载阻归骖，水驿山程细细探。

今日画图重省识，几回歌枕梦江南。

(《题冷香画梅四首》其三)

我已十年尘梦觉，无端春恨绕扬州。

(《谢舒梦亭冠军赠芍药六首》其一)

吴山越水碧毵毵，赌胜双鬟酒半酣。

今日歌声听不得，断肠依约在江南。

(《月夜听古紫山游戎弹词四首》其二)

山郭水村何处好，小楼春雨忆江南。

(《与赵自怡参写绥园看杏花》)
舒其绍为河北任丘人，但他曾任浙江长兴县的

知县，这是为何在他诗中频频出现“江南”的重要因

素，他在任上因秋审失察而遣戍伊犁，在伊犁生活期

间，他的思乡之情不指向故乡任丘，而说“我家水云

乡，飞雁鸣晨浦”(《雁来红》)，用江南代指故乡。同

样的感触，时人中常见，如杨廷理《春怀》诗云：“三春

花鸟天南梦，八月冰霜塞北愁。”《秋晚书怀借用舒

春林明府赏菊韵》又云：“旅怀偏易感苍凉，又忆江乡

橘柚黄。”《秦斗庵杓访旧来伊，相逢万里气意颇真，

分手时出盱眙图索书，即以赠行》中有“不待西风忆

碧鲈”的描写，对于这位生长于广西、长期任职台湾

知府的官员来说，其江南情思在诗中的表现也是如

此自然。

少数民族作家笔下，亦有明显的江南文化特

征。如铁保诗中经常流露出对江南的眷恋，他在西

域作《四忆诗》，分别怀念江南事物，其四云：“我忆江

南风景和，春花秋月等闲过。兰旂桂棹摇红雨，蟹舍

鱼庄趁绿莎。”《次及门阮中丞寄怀元韵》有：“南云

迥首是他乡，身到轮台客梦长。”《春日》云：“行到溪

山最佳处，杏花时节忆江南。”《车中口占(其四)》云：

“忽听塞垣懊恼曲，晓风残月忆江南。”懊恼曲指乐

府吴声歌曲名，亦作懊侬歌。产生于南朝江南民间，

抒写男女爱情受到挫折的苦恼。诗人在这里听到了

西域少数民族的情歌，牵动其对江南的遐想。这一

情感在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中亦能见到，舒敏诗《题陈

静涵孝廉懿本画枇杷》云“今日箑头惆怅甚，金丸颗

颗忆江南”；《梅花六首·忆梅》云“依稀记得江南路，

水驿山程到处香”；《端阳四首》又有“歌裙舞扇记扬

州，彩胜朱符压满头。杏子衫轻风力软，笑携红袖看

龙舟”。这些诗用缠绵悱恻的语言刻画了对江南的

眷恋，在西域诗中并不鲜见。

清代西域诗人对“江南”的眷恋以及相关情感的

抒发，源自以“江南”暗寓乡关之思的表达方式，沿着

文学史脉络向上溯源，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庾信的《哀

江南赋》。虽然西域诗中“江南情结”的思想表达，缺

乏《哀江南赋》所开启的政治意味，但是同样深刻。

江南因此具有了“精神故乡”的文化承载。

这一现象的形成有赖于江南内在的文化特质，

具体来说，江南具有内向型的文化特征，从范蠡游五

湖到谢灵运隐居会稽，江南指向隐逸、自省，而西域

则具有外向型文化特征，从建功异域的班超到燕然

勒铭的窦宪，指向功业、家国情怀。生息悠游在江南

旖旎秀丽的自然风光里，很容易沉浸于山温水软的

佳丽之地忘却功名利禄。因此在中国诗歌发展的长

河中，身在江南往往如白居易来到江南后的“心适忘

是非”，而身在西域则如岑参的豪言：“功名只向马上

取”，展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毫不掩饰对于功名富

贵的企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范式，与诗人们

亲身感知之后的思想情感融合交织，获得了更为深

刻与耐人寻味的韵味。

在清代西域诗人笔下，常不言功与名，思恋江南

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身在西域，心在江南，实质上

是作家本心的展示。士人们都面临着穷与达、跻身

朝堂与退隐山林的不同选择，这是中国传统士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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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进退时共有的心路历程，“西域”与“江南”背后实

际上是仕与隐的矛盾。相对于唐人渴望在西域建功

立业，清代身处西域的士人，身份多为贬谪文人，他

们更渴望精神上的解脱与慰藉。江南作为来到西域

后环境改变与冲突之下的应激策略，抚慰了文人的

内心，是文人的逆境中的精神家园。文人在对江南

的自然山水、林泉风月的遐想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与

解脱，也是对现实人生的无奈之举。许多诗人都将

西域与江南放在不同的时空经历之中相较，如黄

濬有：“老来无梦到西湖，却画天山雪猎图。”其弟

黄治有：“冰霜漠北新游绪，琴鹤江南旧宦情。”铁

保有：“梦依吴越江山外，身到昆仑碣石间。”得知

自己被遣戍新疆的裴景福，在狱中作《闻有新疆之

役偶赋》云：“雪山瀚海闲经过，再到江南看杏花。”

很明显，这些诗句所指向的地域环境的差异是表层

的，深层都是人生境界和阶段不同造成的出处抉择

的不同。

四、结语

文学西域的抒写融入江南的元素，并非单纯是

“越鸟巢南枝”的思乡情结，亦非“虽信美而非吾土”

的高墙壁垒。因为有清一代，呈现这种特征的作家

人数众多，其中既有汉族作家，也有少数民族作家，

有江南作家，亦有非江南作家。任何地域文化特质

背后都有人文精神属性。无论是西域还是江南，这

些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语汇符号的作用并非仅仅为

了映射出西域与江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其根本目的

还是在于展现诗人真实的生存空间、生活感受与思

想情感。西域描写的江南化，承载了文人对于精致

生活的向往，呈现了内心中的隐逸情怀。同时也是

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渗透交融的必然的产

物。元代有一批西域诗人流寓江南，如被誉为“元诗

冠冕”的萨都剌，晚年流寓杭州等地，“以西域人写江

南景物，另有一番新鲜之感”。很多学者正是注意

到这一文化现象，潘清指出：“元代蒙古人、色目文化

给江南文化注入了新的质素，使江南文化的范畴得

到扩展，内涵更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文化交融的

脚步从未停止，在清代，这一现象翻转过来，江南文

化亦为西域文化注入了新的质素。江南代表着精致

讲究的农耕文明，在西域这种以粗犷豪迈为特征的

游牧文化背景之下，成为清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优

质媒介，被怀想、被眷恋，无形之中又构建出前所未

有的“文学西域”的形象，南北文化的交融是“文学西

域”新变的根源所在。

在地域文学研究中，更多通过比较不同地域之

间的文化的差异性，突出某一地域文化的特异性。

实际上江南与西域虽有距离，但文化内核却存在共

通性与呼应性。乾隆三十五年，毕沅随同出关视察

屯田，于途中有诗云：“安西至江南，迢遥一万里。其

间关与山，满地月如水。”诗人此时正停驻巴里坤湖

畔，“迢遥一万里”并不能阻隔西域与江南交流的脚

步，清人用身体力行的观察获得了在场性的认知并

投入创作实践，重塑了文学西域的形象，亦为今天文

学与传媒视野下西域形象的推广提供了思考。

注释：

①许乃榖：《梦游天山松树塘吟》，《瑞芍轩诗钞》，《清代诗

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8册，第83页。

②黄濬：《过天山仍次前韵》，《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

叶四十六正。

③贾建飞：《清代中原士人西域观探微》，《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④唐彦临：《清代西域诗对西域自然地理符号化书写的颠

覆与重构》，《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4期。

⑤庄肇奎：《胥园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3册，第

51页。

⑥修仲一、周轩编注：《洪亮吉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

社2006年版，第134页。

⑦黄濬：《由哈密抵乌鲁木齐一千六百里，循前玉门至哈

密之例，荟而成诗，盖至乌鲁木齐而西戍之行毕矣，乌鲁木齐

今为迪化州》，《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叶四十六背。

⑧黄濬：《过天山仍次前韵》，《壶舟诗存》，咸丰八年刻本，

叶四十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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