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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国古代边塞诗 中 的

“

辽阳
”

意象反映了 古代诗人在民 族矛盾 、 民族利益和 国家领土等 问题上的意识与感

受 。 其具体寓意呈现 了既稳定又多变 既有地理原色和实指性 又有艺术符号和象征性 的特色 。

“

辽阳
”

意象反 映

古人对 国家统一 、民族强盛 的渴求 。 在壮志难酬时的蹉跎蹭蹬 在 民族冲突尖锐 时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忱 对不 合

理的征戌制度 以及统治者好大喜功 、肆意开发边疆的 有力抨击 ； 给予普通民众 以人道关怀 体现了 地理之
“

象
”

与民

族之
“

情
”

的完美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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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古代 边塞 诗 里有 很 多 由 地 名 构 成 的意 国 。

”

按 《 尚书 禹 贡 》乃营州地 周代时属燕 国 秦

象 ，如玉关 、楼兰 、瀚海 、交河等 。 诗人在把情感和 灭六国后 ，
置辽东郡 ， 管辖辽 阳等 县 。 东汉末年

意识赋予这些地名 的 同时 ，也表 明 了 自 己对边塞问 辽阳为公孙氏所据 ，
三 国魏景初二年 （ 年 ） 司 马

题的思考与关注 。 因此 通过考察这类边塞意象在 懿征伐公孙氏 ，斩杀公孙父子于辽 阳 ，平定辽东 。 东

寓意上的变化 ，有助于我们 了解不 同时代的诗人在 晋后辽 阳为鲜卑慕容 氏所有 ，
元兴三 年 （ 异域

民族矛盾 、民族利益和 国家领土等
一系列 问题上 如 的高丽政权侵 占 辽东 ， 并 控制该地 区直至 隋代 ，

何表现 自 我意识与感受 ， 并揭示这些意识和感受与 《周书 高丽传 》 ：

“

其地 ，
东 至新 罗 ，西 渡辽水 二千

其所处时代 的联系 。 当前学界对边塞地名 意象的研 里 ，南接百济 北邻秣鵪千馀里 。 复有辽东 、玄菟等

究
， 大多集 中在西部意象领域

⋯
、 相比之下 东部意 数十城

，
皆置官司

，
以相统摄 。

”

从汉至隋 受制于

象研究不多见 ，
尤其是

“

辽地
”

意象 ，如辽 阳 、辽东 、 民族矛盾冲突的主战场地域定 位 ，
辽阳没有在边塞

辽西及辽水 。 其实 ， 在古代边塞诗的地名 意象 中 ， 诗 中得 以展现 。 因为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基本是在西
“

辽阳
”

意象极具代表性 。 自 隋唐始 它就被纳入边 北地区与游牧民族交战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 战争的

塞诗 中 ， 用 以 寄托 诗人 的 民 族 情感 ，
成为 地理 之 焦点则是黄河 、长江流域 ，所以地处东北且鲜有战事

“

象
”

与 民族之
“

情
”

完美结合的文学意象 。 本文通 的辽阳 ， 自 然不能引起诗人的注意 。

过探讨
“

辽 阳 意象在各个时代的具体寓意 ， 以 观古 然而 至隋建立 ，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 开皇十

代诗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嬗变 。 八年 年 ）高丽趁隋朝刚刚完成统
一

、巩固 政权

一 瞄唐佳敢的
、

了阳 啬盏
‘ ‘

歡怒 ，

“

以汉 王杨谅 、 王世積并为行军元帅 ， 将水
家统 的欣喜和戍守边塞的焦虑

路三十万并伐高丽
”

。 由此拉开 了隋顏朝为收

辽阳 ，
古时又称襄平 ，因地处辽河之北得名 。 其 复辽东 ， 与髙丽进行长达 年的战争序幕 。 而这久

以地名 出现 ，最早见于 《史记 》 ， 《史记 汉兴 以来诸 燃不熄的辽东烽火必 然引起 国人的 高度关注 ，于是

侯王年表 》 ：

“

自 雁 门 、 太原 以东 至辽 阳 ， 为 燕 、 代
“

辽阳
”

意象开始涌现于诗人笔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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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自军事 、

政治 、经济 、
文化 下 及朋友之情 、夫妇之爱 、生离之痛 、死别 之悲 ， 只要与边塞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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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文学作品 中涉及收复辽东战役 的是隋炀 意象的诗歌 ，从这时起 戌卫边塞及边疆战争 的心理

帝 ，大业八年 年 ） 隋炀帝亲征高丽 ，在辽河之战 焦虑开始浮现于
“

辽阳
”

意象之 中 。

中 ，

“

高 丽兵大 败 ， 死者万计 。 诸军乘 胜进 围辽东 （

一

）壮志难酬的悲愤

城 即汉之襄平城也 。

”

为庆祝此次胜利 ，
隋炀帝 如陈子 昂的 《 同宋参军之 问梦赵 六赠卢陈二子

作 《纪辽东 》二首
：

之作 》 ：

“

而我独蹭蹬 ，语默道犹屯 。 征戌在辽 阳 ，蹉

辽东海北翦长鲸 风云万 里清 。 方 当销 锋散 跎草再黄 。 丹丘恨不及 ， 白露 已苍苍 。 远闻 山阳赋 ，

马牛 旋师宴镐京 。 前歌后 舞振军威 饮至解 戎 感涕下沾裳 。

”

形象地 刻画 出诗人无路请缨 ，戍守辽

衣 。 判不徒行万里去 空道五原归 。

阳不得施展抱负 ，其满 腔积郁 ，跃然 纸上 。 高适的

秉掩仗节定辽东 ，
俘滅变夷风 。 清歌凯捷九

《赠别王七十管记》 ：

“

星高汉将骄 ， 月 盛胡兵锐 。 沙
宫 。 策 ？ 行 赏 不 ’

全军藉智
深冷醜 ，

雪暗辽 阳闭 。 亦谓扫横枪 ， 旋惊 陷蜂蚕 。

谋 。

、

±
’ 侯

°

。

归旌 告东捷 ， 斗骑传西败 。 遥飞绝漠 书 ， 已筑长安
表达了诗人龍 高 插舰 华 賊

龙俱树 ，雜細卫 。

”

碰
‘ ‘

删
’ ’

意象对
愿 ’
展现了将士们踌賴志 ’ 昂肺发卿壮军威 。

脚人才 、鮮兵败鮮的 最親治 者表达 了 出 离

结合史料看 诗中 的
“

辽东
”

即是汉代 的襄平城
——

辽阳 。 所以这里的
“

辽东
”

实际等 同于
“

辽 阳
”

。 可
￡ 、 思 无 悲、怨

见 ’ 《纪辽东 》诗为后人使用
‘ ‘

辽阳
”

意象起到先导 ‘ ‘

贫游缭绕困 沙边 ， 却被辽 阳 战士嗟 。 不是 无
用 。 但是 ， 隋朝没 能如愿收 回失地 。 至唐 ’ 收复

家归不得 ， 有家归 去似无家 。

”

（ 张 乔 《 游边感怀 二

东 、实现 雜 仍是国細重要觀 。 在精心准
首 》其 ）叙述了驻守辽隱士兵贫苦隨之窘境 。

备后 ’雄才大略 太宗 于貞 年 （ 年 “

万里发辽阳 ，处处问 家乡 。 回车不俺辙 ，雨雪满衣

征辽东 ’并在次年攻克辽 阳 ’ 《 资治通鉴 》 载 ：

“

五
裳 。 行见 日 月 疾 ，

坐思舰长 。 但令不征戍 暗镜生
丁丑 ’车驾渡辽水 ’

⋯⋯李世勣攻辽东城 ’
昼夜不息 ’

重光 。

”

（王建 《远征行 》 細 了老兵归心似箭 对征

旬有二 日
，
高丽力战不能敌 遂克之 。

”
〖

这是东
戌的恐惧厌倦以及对安定生活的 向往 。

晋末年以来巾原王麵輒首次收复辽阳 ，欣喜
诗 巾征夫麵據 对密不可分的情感形

征夫的 愁叹与哀吟 ， 必然会 引 起思妇 的共 鸣 。

征絲細戍誠 了社会 ：夫妻離賊象 画
戎八阵张 。 斩鲸 澄碧海 ， 卷雾 扫扶桑 。 昔 去兰萦

紅 七

翠 ，今来桂染芳 。 云芝 浮碎 叶
，
冰 镜 上朝 光 。 回

边塞征戌的破

首长安道 ，

①
。

坏性 。

日 塞卢家少妇郁金堂 ，
海燕双栖敢瑁梁 。 九月 寒

诗中表现诗人获胜后 的豪情万丈与慷慨激扬 ’其狂
站催木 叶 ，

十年 征戌忆辽 阳 。 白 狼河北音 书 断 ，

喜之情喷薄欲 出 。 不过 ， 唐太宗收复辽阳 只是暂时 丹凤城南秋夜长 。 谁知含 愁独不 见 更教 明 月 照

的 他未能彻 底击败高丽 ，面对
“

辽左早寒 ， 草枯水 流黄 。

冻 士马难久 留 ，且粮食将尽
”

的 困境 ，是年九 诗人 以乐景写哀情来反衬思妇 的幽居迷闷 ，愁苦难

月 唐军只得班师 无功而返 。 眠 。 再如
“

斜凭绣床愁不动 ，
红绡带 缓绿髮低 。 辽

唐太宗逝世后 ，唐朝并未放弃收复辽东的计划 、 阳春尽无消息 夜合花前 日 又西 。

”

（ 白居易 《 闺妇 》 ）

停止统一的步伐 。 乾封元年 年 ）高宗任命李世
“

院宇秋 明 日 日 长 社前
一

雁到辽 阳 。 陇头针线年

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 再击高丽 。 经过一番苦战 年事 ，不喜寒砧持断肠 。

”

（韩惺 《联缀体》 ）将因征戌

后 ， 总章元年 年 ） 九月 唐军攻克高丽国都平壤 ， 导致夫妻长年无缘 团 聚的 情 感体 验 ， 表现得 淋漓

终于收复辽 阳及全部辽东 旧土 。 仪凤元年 （ 年 ） 尽致 。

唐朝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 （辽 阳 ） ，标志着辽阳
（
三

） 浓厚的厌战情绪和对边塞和平 的向往

成为唐朝东北地 区的政治 、军事中心 。 此后 唐朝在 司马扎的 《古边卒思归 》 ：

“

有 田 不得耕 身卧辽

辽东 的经营上 ， 主要采取防御政策
——

向 辽阳地 区 阳城 。 梦中稻花香 ，觉后战血腥。 汉武在深殿 ，唯思

派遣士兵 ，驻军戌卫 。 此举也影响 到 了书写
“

辽 阳
”

廓寰瀛 。 中原半烽火 ，此屋皆点行 。 边土无裔腴 ， 闲

① 本文所选唐宋诗 均 出 自 《 全唐诗》 （ 中华书局 ， 年版 ） 以 及 《 全宋诗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
限于篇 幅 后文

不再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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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何必争 。 徒令执耒者 ，
刀下死纵横 。

”

对统治者盲 《 闻北师克捷喜而成 咏 》 ：

“

前军 临瀚 海 ， 后 骑缚 阏

目开边 ，致使生灵涂炭 ，予 以强烈谴责 。 可以认为诗 氏 。 辽 阳诸父老 ，重 睹汉官仪 。

”

陆游 的 《结客行 》 ：

人对征辽战争的痛斥 ， 忽视了 收复旧土 的正义性和
“

结客卫京师 ，弃家南斗陲 。 相看各意气 ，欲取辽 阳

必要性 ，不免责备求全 。 但从战争对人 民生活 的破 归 。

”

在这里
“

辽阳
”

不再用来讽剌统治者穷兵黩武 、

坏性看 ，这也是对战争残酷性的深刻揭露 是给予戌 挑起边战的狂妄 ，而是寄托驱除胡虏 恢复汉唐威仪

边将士和边疆各族百姓的人道关怀 反映 了广大人 的愿望 。 但宋人所谓的
“

收复
”

与隋帝 、唐宗 眼中的

民对和平的渴望 ，亦有合理之处 。 况且 ， 中华 民族本
“

收复
”

又略有不 同 ，前 者希望 以武力 征服辽 阳
， 实

身就是爱好和平 的 民族 ， 因此 ， 中唐 以后 ，诗人在书 现一混寰宇的理想 ，而后者书写的
“

辽 阳
”

则泛指沦

写
“

辽阳
”

时 ，大多抒发厌战情绪及和平的思想 ，

“

冰 陷 的北方旧土 ，是其在想象的世界中释放焦虑 ， 以慰

开不防虏 ，青草满辽 阳
”

（ 司空曙 《塞下 曲 》 ） 、

“

征人 藉屈辱却又无可奈何的心理 。 从这方面讲 ，宋人笔

歌且行 北上辽 阳 城 。
二月 戎 马息 ，

悠悠边草生 。

”

下的
“

辽阳
”

意象更具民族矛盾和 民族冲突 的色彩 ，

李益 《送辽阳使还军 》 ）等成为中唐 以后
“

辽 阳
”

意 寄寓 了诗人浓烈的爱国 热忱和深沉的忧患意识 。

象的主调 。 元朝以武力征伐建立了
一

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

二 、宋元诗歌的
“

辽阳 意象 ■

■ 民族冲突的
域

“

， 二

西

，
抄 东尽辽 海

隹 由知 的子 ：

表 。 兀世祖于至兀二十四 年 （ 年 ） 设立辽

行省 ，管理整个元朝东北地区的军政事务 ，
对东北

边塞意象经过诗 人的大量运用 ，其具体寓意会 地区各 民族实施统治 。 然而 辽阳继唐之后再入版

得到丰富和发展 ，逐渐演变为
一

种 以语词为载体的 图却并未受到元代文人瞩 目 ，尤其是汉族诗人 ，他们

诗歌艺术 的基本符号 。

“

辽 阳
”

意象亦复如是 。 很少书写
“

辽阳
”

意象 。 即便有也只是沿袭前代
“

辽

因为辽阳在五代初期 为契丹 占据 ，
同幽云十六州一 阳

”

意象的寓意 ， 如
“

去 年秋机织 双杵 ，裁寄 征夫送

并脱离中原王朝的 统治 从而直接导致宋人无法对 寒暑 。 望断辽 阳 信不归 ， 长夜停梭听鹦鹉 。

”

（ 陈泰

辽阳产生直观 的 印 象和亲身 体验 ，
所 以 宋诗 中 的

《和陆放翁 白 苎 词 》 ） 但这种书写 只是沿袭前人
“

辽阳
”

开始褪去地理原色 ， 实指性趋 于淡化 ，
而作 的创作模式 既缺乏地理原色的描画 也未赋予

“

辽

为艺术符号的特性则逐渐突 出 ，某些寓意开始稳固 阳
”

意象新的内 涵 。 当然 ，
这种现象的产生 ， 固然有

下来 对诗人的审美联想给予定 向引 导 形成创作思 辽阳 自 唐以后沦入异族统治 ，汉人长期缺乏认识的

维定势 ，使辽阳 转变为边塞诗的艺术符号 。 宋人在 客观 因素影响 ，但也可认为这更可能是汉族诗人在

书写
“

辽阳
”

意象时 就受到 了唐人 的影 响 ，

“

春尽辽 内心难以接受被异族统
一华夏 的主观情感所决定 。

阳无信来 ， 花奁鸾镜满 尘埃 。

”

（ 周行 己 《 春闺 怨三 他们之所 以不愿以之歌颂统一 是 因为收复辽 阳不

首 》其一 ）

“

欲作 辽 阳 梦 ， 愁 多 自 不成 。

”

（严羽 《 闺 是由汉族来完成的 。

“

辽阳诸父老
”

未 能
“

重睹汉官

怨》其二 ）辽阳本不在宋朝的疆域之 内 ，但宋人仍将 仪
”

，这直接导致他们在创作上 回避或少用
“

辽 阳
”

其视为边塞戌所 ，表达长期 征戍对普通家庭夫妻情 意象 。 究其根源则可追溯至宋代所形成的
“

中 国
”

感的摧残 。 意识 即
“

汉文 明
”

在
“

异文 明
”

的压迫下 ，在意识上

不过 ，宋人亦为
“

辽阳
”

意象增添 了新 的 内涵 。 形成的
“

道统
”

。 反映了异族在精神和 肉 体上对

遗 民诗人方 回 ：

“

下邦老 子扶黄屋 ， 直上 澶州 城北 汉族的 双重压迫 ， 暗示了 汉族诗人在心灵上的 痈苦

楼 。 辽阳铁骑惊相问 ，
丨日 日 巴东野水舟 。

”

（ 《题吴 山 与无奈 。

长文英野舟五首 》其二 ）

“

辽阳铁骑
”

无疑是指辽 国
二 日碟钱斯的 彳了 眘 固定 成 的

的骑兵 。 范成大
“

当年玉帛 聘辽阳 ， 出塞曾歌此路
一 、 胃

长 。 汉节重 寻 旧 车辙 ， 插天犹 有万垂 杨 。

”

（ 《 出塞
欣喜与战争焦虑的交织

路》 ）范氏曾 出使金 国 ，故此处
“

辽阳
”

实指金邦 。 而 明朝是一个 由 汉民 族重新建立的大
一

统王朝 ，

用
“

辽阳
”

象征北方游牧民族及其政权 ，
在前代诗 中 汉族诗人因此表现出 了空前 的兴奋与 自 豪 ， 被压制

是绝对不存在 的 。 实际上
“

辽 阳
”

所指发生变化并 已久的 民族情感井喷式迸发 ， 因此 ，

“

辽阳
”

意象在

非偶然 它折射出宋人与辽 、金等政权在政治军事交 明代作家的笔下 成为 国力强盛 ， 四海安定的象征 ：

往中 ，处于弱势的尴尬心态 。 与此相对
，
宋人在书写 百二山河拥帝京 铁关金锁接长城 。 辽 阳千

收复辽阳时 ， 则无不报 以 积极肯定 的 态度 ，杨亿的 里无烽 火 ，
蓟 北 诸屯 有 重 兵 。 （ 张 宁 《 过 山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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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
恐慌

，如李攀龙的 《王 中丞破敌辽 阳凯歌 四章 》 ：

“

匈

陇北辽 阳锪乞 和 尽驱龙种 渡黄河 。 （ 黎 民 奴十万寇辽 阳 ，汉将飞来人 战场 。 直取单于归 阙下 ，

表 《 闻 马市讲和诸边晏然识喜》 ） 论功那更数名王 。

”

首句的
“

寇
”

字引 出 异族犯 边
海犹存戡敌全 ’ 辽 阳 曾 筑受 降城 。 （歸

的事实 ，
直击作者 的 紧张与不安 。 尽管敌虔来势汹

、

贞 《贺广宁伯 刘公安袭封分韵得鮮》广
猶 鋳在汉军能够迅速平患 ，擒获敌酋 化解了 诗

的焦虑 。 然而 ，这样 的胜利未能纖多久旧朝后
！作心态较之宋元诗人发生了 翻天覆 改变 ，

期辽东边患渐渐不可收拾 。 天启 元年 （ 年 ） 后
胃 。

金攻陷辽 阳 。 作为 明辽东都 司 的治所 ，
辽阳瞧落

明朝收复辽阳促使中 国古代作家重新对
不仅宣告朱明王朝 在东北统 治的 结束 也深深地 刺

成正面 、直观的认识 。 明洪 武四年 （ 朱元璋在
訂明朝士 人的 民族 自 尊心 。 这种 心态在

“

辽 阳
”

辽阳设 辽都卫 ，后 改称辽东都指挥使 司 。

絲上反映最为强烈 如于断 《 战城南 》 ：

“

夷奴垂

鞭 出海娇 回首辽阳 马上笑 。 可怜膏血猶涂 ，异方
东移民 ’大批民众和官吏陆续北来 纖了该地人

饱死原上乌 。

” ⑷
生动地細 了夷兵攻 占辽 阳后 的

与经济的发展
°

。 大 到来 的关 内 士人 得与辽 阳
赃龍及卿将士尸體野 ， 葬身乌鸦之 口 的惨

直接接触 ，何贿 《送艇器細序 》 ：

“

辽随 国之
状 。 隱 隨鮮鮮 ，那么财收麵土 ，重振

目細爱 国 意识傾之重 现 。

“

宋室西弟缚 青鬼
，

若 。 〒入 ’ ’

錢书脏觀 。 辽 会献奴儿馘 定有神 书撼索
敏而 麵有文 ，骑书 ，鼠义 ’赠之士

巧 肖 。

” ⑷
（難益《缝记十首 》其十 人希望边患

焉
、

。

”

贿氏看来 ’删虽为舰 ， 但它并非
速定 ，維早 日束手纖 。 可是 这对舰 的 明朝来

入
说绝賴 明末 的 内乱使其根本无力反击后金侵

之乡 。 不少明代作家也与何氏有着同样感受 ：

略 收复辽阳几乎成了奢望 。 面对醜时艰
，诗人只

定故
能给战死疆 场的 明 军将士 以沉痛悼念 ， 徒呼奈何 。

承
如陈子龙的 《辽事杂诗 》其三 二月 辽 阳大出 师 ， 无

辽 阳春似洛 阳 春 紫 陌飞花不见尘 。 莫惜万
石鸟尽东驰 。 乌鸯暗集二军幕 ’风雨惊传两将旗 。

金拼 笑 几 回 裘 马换 新人 。 （ 张整 《辽 阳歌 十 长 白 峰高尘漠漠 ， 浑河水落草离 离 。 国荡毅魄今何

首 》其七
）

在 ？ 十载招魂竟不知 。

” °

就是 明人这种无奈 心理

辽 阳摆脱了 战争与死亡的威胁 成为百姓安居乐业 ，

的真实写照 。

充满祥和氛围的都市 ， 但并非所有明 代作 家都能亲 有清
一

代 辽阳一直为中央政府统辖 但它已 无

自 临边 。 在一些作家心 目 中 ，
辽 阳

“

征戌之地
”

的印
边塞 的作用 ， 只是 谪之人的流放地 。 近代之前 ，辽

象根深蒂固 ， 因此 征夫怀乡和思妇闺怨的传统寓冑
几乎没有战事 可谓確烟散尽 ，真正实现了 和平安

仍会被反复书写 ：

宁 。 但清诗的
“

辽 阳
”

意象仍然 紧密 联系 着作家 的

罗 帷犹苦冷 何 况 戌辽 阳 。 别 时秦槐青 今 民族感情与 国家观念 。 康熙 、乾隆二帝 ，生前巡幸东

复胡草黄 。 （ 高启 《 独不见 北时 都曾 过宿辽 阳 ，两人也 留下诗篇为纪 ，康熙 的

家住番水上 ， 从军 向 辽 阳 。 代夫远行役 ， 日 《巡幸辽 阳 》 ：

寓刁 斗 旁 。 （ 程敏 政 《 挽丘时雍太守 父 晖 庵先 肃将轩驾 向 辽 阳
， 暖 日 晴薰百草芳 。 照 野 山

生》 ） 川 皆动 色 掀天旌施 自 生光 。 林 间 苍 藓侵人 径 ，

君不见 ， 辽 阳戌 垒 日 萧森
，
转饷艰难优更深 。 城上新花缀女墙 。 欲问襄平旧郭郛 千 年华表鹤

谢榛《 寄赠赵 中丞 良弼 》 ） 飞翔
】

。

使人一见
“

辽 阳
”

，
不得不联想到征夫哀吟与思妇 闺 对辽阳俊丽明 朗的 自 然风光作出描画 。 乾隆帝对辽

怨 以及戍卫边塞给普通家庭带去的悲欢离合 。 阳更是赞誉有加 ， 其 《望千 山 》 ：

“

况滋辽 阳实天府 ，

朝后期
，
割据东北地区 的后金政权 （ 即清 ）开 羲经 巳兆帝出震

”

，他 以天府 比辽阳 ， 同样 寄寓 了

始崛 对 明朝产生严重威胁 ，诗人的心理焦虑和忧 渴望天下太平 疆土富庶的理想 。

患意识再度被激起 ，他们将 目光聚焦到辽阳 ， 用
“

辽 同样面对异族统治 在书写辽 阳时 汉族诗人的

阳
”

意象表达中 原文 明重新受到异族威慑 、压迫 的 心态较之元代亦有所变化 。 由 于清政府在东北实行



第 斯 张 硕 ： 古代边塞诗
“

辽 阳
”

意象与民族文化心理

封禁政策
，
除了流放者之外 ，

绝大多数汉族诗人同宋 上不断趋 同 。 所 以置身 于 民族融合大潮 的汉族诗

人
一

样 也无法亲临辽阳 ，
真正了解其地理实况 。 所 人 巳超越狭隘的 民族主义观念的束缚 。 类似这样

以他们对辽阳 的认识基本来 自 于前代作 品 。 因此 ， 的
“

辽 阳
”

意 象 ， 绝 不是 民 族压迫下痛苦无奈 的反

清诗
“

辽 阳
”

意象之书写也没有跳出前人的藩篱 ： 映 ，而是传统边塞诗闺 怨主题的再次重现 。

乌栖欲奏乌啼 曲 ， 乌 啼哑哑 伤柱促 。 辽 阳 十

载 不 问家 ， 秦筝那 得 比 胡 笳 。 （ 施 闰 章 《 弹 筝

、

“

辽 阳
”

意象 的具体寓意 ，在民族矛盾和 民族冲
红闺有婿愁难返 ’ 翠羽衔雏认未忘 。 不

， 突的影响下 ，呈现出既稳定又多变 ，既有地理原色和
毛奇龄 《 同姜足 兆

織性 ，又有艺术符号和象征性的特色 。 它反映了
戏賦空梁落燕泥七字限韵 》

这种沿袭前人的书写方式 ，貌似与元代汉族诗

人的心灵处境相契合 。 但必须指出 ，这种
“

书写
”

并

非汉族诗人不愿直面本 民族失 去统治权的痛心伤

感 ’虽然他们 同样没用
‘‘

辽 阳
”

意象高唱赞歌
，
逢迎

苗有力抨击 ，给予普通士兵人 以道主义 的关怀 。 可 以

说
，作为民族文化意象 ，

辽阳在内 涵上 的变化 ，深

：今 旌
刻地反映 了 古代作家 的 民族文 化 理

’
是地理之

观念 已经深人人七、

’汉族诗人 的民 族包容性较之前 “

占 旌少
‘‘

幅
”

華件▲的 士敢音金

代极大增强 ， 巾华各 文働龍眺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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