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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cén shēn）（约715年—770年），汉族，唐代边塞诗人，南阳人，太宗时
功臣岑文本重孙，后徙居江陵。岑参早岁孤贫，从兄就读，遍览史籍。唐玄宗天宝
三载（744年）进士，初为率府兵曹参军。后两次从军边塞，先在安西节度使高仙
芝幕府掌书记；天宝末年，封常清为安西北庭节度使时，为其幕府判官。代宗时，
曾官嘉州刺史（今四川乐山），世称“岑嘉州”。大历五年（770年）卒于成都。
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与高适并称“高岑”。

文学创作方面，岑参工诗，长于七言歌行，[12] 诗歌意境新奇，风格奇峭，气势磅
礴，想象丰富，词采瑰丽，热情奔放，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其诗歌的题材涉及到
述志、赠答、山水、行旅各方面，而以边塞诗写得最出色——在盛唐时代，岑参写
的边塞诗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代表作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现存诗三百
六十首。对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有亲切的感受，故其边
塞诗尤多佳作。风格与高适相近，后人多并称“高岑”。有《岑参集》十卷，已佚
。今有《岑嘉州集》七卷（或为八卷）行世。《全唐诗》编诗四卷。

写景诗

少年时期，岑参创作的写景诗风格清丽俊逸，诗风颇似谢朓、何逊，但语奇体峻，
意境新奇，如《殷番《河岳英灵集》所称道的“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暮
秋山行》）、“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等诗句，
都是诗意造奇的例子。晚年时期，岑参创作的诗歌感时伤乱，渐趋消沉。入蜀后，
山水诗中添奇壮特色，隐逸思想在诗中也有了发展。

岑参写景诗的创作可分为五个时期：嵩阳隐居时期、出入两京时期、两度出塞时期
、虢州长史时期、嘉州刺史时期。

一、嵩阳隐居时期

约开元二十年（732年），时年十五的岑参移居嵩阳（今河南登封县），开始了一
段时间的隐居生活（持续时间不详）。在这一阶段，岑参常摄取大量明丽静逸的意
象入诗，配以自然冲淡的表现方式，诗风清新淳淡。特别地，因为人生阅历和智慧
的欠缺，岑参此时的写景诗少了对人世沧桑的体悟和卷迹独善的思考，更没有为摆
脱世事羁绊而自隐山水的主观动因，因而其时岑参所抒写的清音山水完全源于童年
时期的审美直觉，是一种纯粹的审美。

二、出入两京时期

约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二十岁的岑参为求取功名而奔波于两京之间。在这一
阶段，生活轨迹的改变给了岑参不一样的审美体验，丰富了其诗歌创作的风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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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北秋兴寄崔明允》等诗一扫单纯描写清幽之境的方式，选取喧闹意象，配以冷
色调，于雄奇阔大间显出苍茫萧瑟的意境。总体看来，岑参的写景诗很好地完成了
由山水田园写景走向边塞风物写景的准备和过渡。

三、两度出塞时期

天宝八载（749年），岑参赴安西充幕府掌书记；天宝十载（751年）初，岑参自
边归京，这是岑参第一次出塞。在这一阶段，岑参的写景诗以描写绝域的苍茫为重
心，字里行间弥漫着浓厚的思乡之情，以愁苦为基调。之后，岑参渡过了二三年半
官半隐的生活，期间创作了一些清丽幽雅的写景诗，这些诗如同岑参早年嵩阳写景
诗的翻版，透出岑参自边塞归来后所寻求的审美补偿。

天宝十三载（754年），岑参再次出塞。入幕北庭后，岑参的报国雄心得到极大的
激发，加上封常清的赏识，岑参尽情将英雄主义生发出的爱国豪情挥洒于西域的奇
山异水中，以莫名惊诧的目光来大量边塞的奇景，不只是览胜赏美，更是达到了山
河之爱和民族之爱的高度统一。

总体来看，岑参两度出塞时期所创作的写景诗（西域写景诗）对中国传统写景诗有
较强的开拓性意义。题材方面，岑参是最早的广泛描写西域景色风光的诗人，真正
地将西域景观引入写景诗的关照范畴，为中国传统的写景诗注入了新的描写元素；
风格方面，岑参的西域写景诗为传统意义的写景诗注入了英雄主义气息，对中国传
统山水文化内向性的特点有所突破。这两方面对后世的西域写景诗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四、虢州长史时期

乾元二年（759年），岑参被贬为虢州长史。因为被贬，岑参心情的失落是必然的
。任内，岑参的写景诗意境上清新可人，体物更为细致，写景技巧已经达到了得心
应手的程度。内容上，一些写景诗透出岑参渴望隐逸山林和遁世逍遥的情绪，这实
际上是一种吏隐思想——“仕”是主要情结，“隐”则是暂时的情绪。总体看来，
岑参在这一阶段所创作的写景诗已经褪去了边塞写景诗中的雄浑激昂之气而与其早
年的清丽风格对接，大多通过清丽山水抒写清新恬静的境界，同时也包含了岑参诸
多的心酸和无奈。若其早年嵩阳写景诗是感性山水的快感直抒，则虢州写景诗就是
理性山水的苦闷诉求。

五、嘉州刺史时期

永泰二年（766年），岑参再次被贬，出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市）刺史。赴任途中
，岑参怀揣着维护唐王朝统一的责任感，有奋发向上的激情。到达嘉州（今四川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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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后，岑参发现嘉州（今四川乐山市）是他理想幻灭的山水，因此，岑参在任
内所创作了大量的写景诗中没有赏心的快感，只有老去的哀叹和挂冠东去的期待。
在这一阶段，岑参的写景诗是诗性和情性的双重回归。

风格表现

风格上，岑参写景诗的主要风格为“尚清”和“好奇”（“好奇”指爱好新奇事物
）。

一、“尚清”

①清幽之境：早年，岑参处于享受山水之乐的创作心境之下，因而多选取淡雅的暖
色调景物来构造山林的清丽，同时还大力营造山林的幽静，创作出的诗歌明白如话
，发于天然，能以简净明快的语言表现出山明水秀的直观印象，境界清朗爽目，旷
远幽深。虢州长史时期，岑参在写景诗风格方面曾经有过短暂的向嵩阳写景诗的回
归，而回归的主题便回归于清幽之境——通过描写山水的清丽幽静来表达闲静之情
。

②清寒之境：就本质而言，清寒之境就是孤独、悲凉之境。出入两京时期，岑参为
契合求仕途中凄清孤独的心境而大量冷色调的景物来构置清寒之境，因而其创作中
的清幽山水也就逐渐褪去了闲静的幽致而加入了寒冷、苍茫的冷境。

③清逸之境：岑参的一些写景诗透出一种清新灵动的气息，还生发出清逸之境——
清远飘逸的境界。清逸之境是美好景物和开放情怀结合的产物，具有完美的艺术张
力，与清幽之境、清寒之境的内敛截然不同。同时，清逸之境又是一种才境，是一
种化境，非有才力不能为之。两度出塞时期，岑参有了释放才力的契机，加上岑参
本身所有的激情和西域瑰丽风光对他的触发，使得岑参富有创作活力，也让他能以
逸动的诗笔描绘出一出出清新灵动的艺术境界，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便
既有清丽的色调，又富有灵动的生机。

二、“好奇”

①好写奇景：岑参喜欢摄取新奇景物入诗，这使得他的写景诗（特别是西域写景诗
）自问世就打上了“奇”的烙印。在西域写景诗中，岑参展现了一幅幅迥异于内陆
的异景奇观，以真实传神的描写给人以不一样的审美感受。同时，在描写苍茫的旷
野、高险的剑门等内陆景物时，岑参也表现出好奇取胜的特点。因为有这些奇特的
景物，岑参好奇的个性得到了最大的激发，反过来，岑参又因为好奇的个性而渲染
这种奇特，二者可谓相互契合，相辅相成。

                                    3 / 6



智行理财网
岑参怎么读（岑参怎么读音）

②好发奇思：岑参不仅有善于发现“奇”的眼睛，而且好发奇思，能创作出“山风
吹空林，飒飒如有人”（《暮秋山行》）、“崖口悬瀑流，半空白皑皑”（《终南
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作贻友人》）等将风过山林、
瀑布落下这些平常景象写得奇意盎然的诗句，而由奇思生发出的奇逸之境则令人叹
为观止，脍炙人口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
京》）便是一例。

③好抒奇情：岑参对景物的独特体味常使他生发出一种奇情，这些奇情异彩多样、
不同凡响。岑参早期写景诗中纯粹的审美对于喧嚣的俗世而言是一种情感上的超越
，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奇情；两度出塞时期，岑参多通过西域奇景抒发或渲染英雄
豪情，往往出奇制胜，写出一种对立的和谐美，如面对旅途的艰辛时生发出激昂的
豪情，以及将边塞的苦寒蒙上清丽的面纱，人置于其中而充盈着乐观的豪情，可谓
翻新出奇。

④好用奇字：岑参在写景诗的诗句中总是使用一些奇巧的字来增加对景物的修饰，
使诗句具有更风韵的艺术感官，如用奇巧的动词将两个景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明
晰的层次感，将生机注入景物中，营造出一种奇趣；或通过对动词的精心选取来将
原本不可捉摸的抽象事物系于具体景物中，从而使之变为可以感知的具体物象。

边塞诗

两度出塞时期，岑参在立功边塞的慷慨豪情的支配下，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
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境界空前开阔，
造意新奇的特色进一步发展，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突破了以往征戍诗写边地苦
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的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

艺术特色

艺术特色上，岑参边塞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形象和场景方面

雄伟壮美的形象和奇丽阔大的场景是岑参边塞诗的突出成就，也是岑参边塞诗不同
于高适等人边塞诗的突出的艺术特色。简要而言，岑参创作的边塞诗能通过雄伟的
景象将读者带入一个辽阔广大的、神话一般的世界，给读者以奋发向上的力量，具
有一种雄浑奔放的特色。具体来看，岑参因曾先后担任右威卫录事参军、伊西北庭
支度副使等军职，随高仙芝、封常清等两次驻守西北边疆，到过安西、北庭等地，
有长期的边塞生活体验，又同都护、判官们有较多的交往。因此，一方面，岑参在
创作的边塞诗中描绘西北地区的沙漠、雪山、火山等光怪陆离、绚丽多姿的自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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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奇迹般地再现了西北地区的奇寒奇热、变幻莫测和俏丽多姿。描写沙漠的有《
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和《走马川行奉
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描写雪山有《北庭贻宗学士道别》、《天山雪歌送萧治归
京》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描写火山的则有《火山云歌送别》、《热海行
送崔侍御还京》等。另一方面，岑参在创作的边塞诗中还记叙了戍边将士从军、出
征、杀敌、受降等场景，刻画出一批坚韧不拔、威武雄壮戍边将士的雄伟而壮美的
形象，如《送人赴安西》一诗刻画出一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奔赴安西的长安征
人，《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诗则刻画出不畏风霜严寒地扬鞭催马飞奔前方
的宇文判官，《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
出师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赵将军歌》和《玉门关盖将
军歌》等则刻画出一群能征善战、威风凛凛的大将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岑参在边
塞诗中还写到了小吏和士兵，如《题铁门关楼》刻画出一个坚强无比的守关小吏形
象，《玉门关盖将军歌》、《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和《轮台歌
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则刻画出出征战士所向披靡的英雄群像。

二、写景和抒情方面

在写景中抒情，把抒情和写景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这是岑
参边塞诗的又一艺术特色。在诗歌中表现情和景的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方式是
先景后情，情因景生，即景抒情，岑参边塞诗中用得最多的就是这种方式，岑参边
塞诗中的《银山碛西馆》、《北庭作》、《临洮客舍留别祁四》、《发临洮将赴北
庭留别》、《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等便采用这种方式；除了先景后情的写法外，
在诗歌中表现情和景还有一种比较常用的方式，即边写景边抒情，岑参边塞诗中的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便采用这种方式；此外，在诗歌中表现情和景还可以采
用通篇描写景物而将思想感情暗含其中的方式，岑参边塞诗中的《胡笳歌送颜真卿
使赴河陇》等便采用这种方式。

三、语言和韵律方面

语言清新俊秀，韵律灵活多变，不断地创新求奇，这是岑参边塞诗的第三个艺术特
色。

在语言方面，岑参边塞诗语言的最突出的特色是“奇”，但既非“奇险”，亦非缛
丽，而是奇逸、奇丽、俊奇。他的这种语言风格是以通俗浅近的口语、俊秀挺拔的
笔调为基础的，通过奇特的想象表现富有传奇色彩或童话般的生活而锤炼出来的，
类似李清照词那样“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具体表现为“桥跨千仞危，路盘
两崖窄”（《题铁门关楼》）等生动形象的比喻语句和“花扑征衣看似绣，云随去
马色疑骢”（《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等清秀奇妙的拟人语句，以及“忽如一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出神入化的夸张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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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岑参边塞诗的语言恰如洪亮吉所说的“奇而入理”——多为前人所未发
，但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

在韵律方面，岑参边塞诗是很有创造性的——岑参边塞诗的用韵不拘一格，远绍乐
府（乐府古诗一般采用通篇一韵或一篇中数次换韵两种方式），近师初唐的押韵方
式，综合而采用随物赋形的押韵方法，颇具灵活性和创造性，既增强了诗的节奏感
和音韵美，又使得诗歌的层次更加分明——诗歌在用韵往往采用一韵一个层次的方
式，还有利于在换韵中表现诗人的复杂多变的思想感情，以及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
力。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唐 · 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
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
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
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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