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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争武战就神功，时似开元天宝中。
已建玄戈收相土，应回翠帽过离宫。
侯门草满宜寒兔，洛浦沙深下塞鸿。
疑有女娥西忘处，上阳烟树正秋风。

——唐·杜牧《洛阳》

杜牧（公元803年—约公元852年），字牧之，号
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牧诗“内容
比较广泛，怀古咏史、送别伤感、宫怨边词、行旅感怀、
写景咏物，无所不有”。

《洛阳》为一首咏史诗。咏史诗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即咏史不是目的，而是以历史作为诗人感情的载
体，写的是古人、古事、古物，抒写的则是对现实社会
与生活的思考和情感，即所谓“借古人之酒杯，浇自
身之块垒”。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载：“牧为御史，分务
洛阳。”本诗为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杜牧以监察御
史分司东都洛阳时所作。

“已建玄戈收相土，应回翠帽过离宫。”玄戈，亦
作玄弋，星名，此处指画有玄戈星之旗帜。相，古地
名，在黄河之北，今河南安阳西。翠帽，代指天子。
离宫，帝王为备游幸之用而筑之宫室。

“侯门草满宜寒兔，洛浦沙深下塞鸿。”唐贞观、
开元时，东都阊阖阗列，名园遍城，帝王不时巡幸行
宫，公卿贵戚亦争相开馆。时至中晚唐之际，洛阳已
不复当年的繁华。此诗作者写行宫、园圃荒废，不胜
凄凉，透露出时世艰难、国运日蹙的消息。杜牧的另
一首诗《故洛阳城有感》也写出了洛阳故城的萧条景
象：“一片宫墙当道危，行人为尔去迟迟。筚圭苑里
秋风后，平乐馆前斜日时。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
解识胡儿。千烧万战坤灵死，惨惨终年鸟雀悲。”

“疑有女娥西忘处，上阳烟树正秋风”，形象地写
出了洛阳宫苑今非昔比的萧条景象。杜牧的怀古
诗，往往将深沉的哲思化为鲜明的形象，较少直接议
论，在哀感顽艳的诗境中，抒发悯时伤今之怀，如《登
乐游原》：“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
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安史之乱，是晚唐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晚唐
著名诗人，如李商隐、许浑、温庭筠等，亦在此题材上
写有佳作。具有史官意识和实际史官经历的杜牧，
同样注意这一题材，而在思考的深度上，颇具那一时
代的代表性。杜牧的咏史诗，既是对历史的凭吊，又
是对现实的批判，更是对自身的伤怀。 （静姝）

上阳烟树正秋风

核心提示

王玄策，唐代洛阳人，曾任广西融州黄
水县令、右卫率府长史，后升任朝散大夫。
他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家、军事家，曾三次出
使印度，与同时代的玄奘西行求法一样，有
力地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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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王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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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加

大唐帝国西南葱岭南有国名叫天竺，就是
现在的印度一带。当时的印度分为东、西、南、
北、中印度五个部分。那时，中印交通十分不
便，万古高原，皑皑雪域，人迹罕至。唐初，戒日
王领导的最强大的中印度，统一了印度半岛，建
立了摩揭陀帝国。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八记
载，摩揭陀国周广五千余里，土地肥沃，风俗淳
朴，崇尚佛法，有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万余人，多
宗习大乘教法。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摩揭陀
国王戒日王，在玄奘到该国取经之后，专门派出
使者致书大唐朝廷表示谢意。唐太宗则下令让
云骑尉梁怀璥跟随戒日王使者赴印度回访。戒
日王随即又遣使随梁怀璥再次来中国访问，并
赠送郁金香和菩提树等物。

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 年）三月，唐太宗再
派卫尉丞李义表为正使、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
为副使，率随从二十二人，送戒日王使节回国。
同年十二月，李义表、王玄策一行抵达摩揭陀
国，历游各地，第二年正月抵达摩揭陀国的王舍
城（今印度比哈尔西南拉杰吉尔）访问，并于那
烂陀寺外的灵鹫山勒铭留念。

在完成一系列活动后，王玄策随同使团一
起回国。这是王玄策第一次出访印度。从此，
大唐帝国与印度戒日王通好，中印两国在历史
上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 647 年），
唐太宗命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
副使率使团出使西域，再次赴印度
访问。

王玄策一行卧冰尝雪，总算平
安到达印度。但是，此时印度发生
了政变，戒日王遇害，宰相阿罗那顺
自立为王，各印度又分崩离析，各自
为政。刚刚篡位的新王阿罗那顺听
说大唐使节来了，不但不以国家礼
节接待，反而派出两千人马半路伏
击，王玄策、蒋师仁被擒获遭到扣
押，随从人等全部遇难。

原来，阿罗那顺自知得位不正，
担心周边的强国以此为名干涉，尤
其害怕北边吐蕃的松赞干布，而松

赞干布娶了唐朝文成公主，阿罗那
顺对于突然来访的唐朝使团十分猜
忌，索性派兵袭击了唐朝使团。

后来，王玄策、蒋师仁从狱中逃
脱，来不及向朝廷汇报，决定到泥婆
罗国（今尼泊尔）借兵复仇。

王玄策以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名
义与泥婆罗国王谈判，因为松赞干
布还迎娶了泥婆罗国的尺尊公主，
所以向他们借兵顺理成章。泥婆罗
国王立即点齐七千骑兵，交给了王
玄策。王玄策还命蒋师仁入吐蕃，
向松赞干布借兵，又借来一千二百
兵马，同时檄召附近的大唐各藩属
国，凑齐了一万人马。王玄策自任
总管，命蒋师仁为先锋，直扑印度。

王玄策率领大军南下，在北印度
茶博和罗城外，碰到了印度数万大象
军。为攻克象阵，王玄策想到了战国
时田单的“火牛阵”，果然击溃印度数
万象军。阿罗那顺看到自己的王牌
部队覆灭了，吓得紧闭城门。王玄策
猛攻一个多月，终于攻破茶博和罗
城。阿罗那顺则逃回中印度。

王玄策一路追击，乘势攻入了中
印度。中印度的兵将也是不堪一击，
阿罗那顺又弃中印度，投奔了东印
度，恳求东印度王尸鸠摩出兵援救。
王玄策、蒋师仁一举全歼阿罗那顺残
部，活捉了阿罗那顺，中印度灭亡！

王玄策的这一壮举，被趣称为
“一人灭一国”。

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
王玄策将阿罗那顺押回长安。唐太
宗大悦，不仅没有责怪王玄策擅自行
动，反而对王玄策大加封赏，晋升为
朝散大夫，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押
阿罗那顺献俘于太庙。

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
王玄策受命第三次出使印度，次年抵
达婆栗阇国（今印度达班加北部），到该
国各地访问，专程去送佛袈裟。此后，
他到达佛教第二次大“结集”之处吠舍
厘城时，经过大乘佛教兴起的关键人
物维摩诘的故宅，以笏量基，只有十

笏，遂称“方丈室”。“方丈”一词，就
是源自这次出使。

王玄策此行将泥婆罗国的菠菜
及印度蔗糖的制造方法带回中国，才
使后来中国的制糖技术超过了印度，
能够熬制出晶莹剔透的白砂糖。而
中国的白砂糖又被作为珍品带回印
度。印度人亲切地称白砂糖为“CI-
NI”，意思就是“中国”。

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带回了大
量的佛教文物，对中印文化的交流
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回国后，在洛
阳著有《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图三

卷，是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齐名
的著作。后来，唐政府以这两部书
为底本，编写《西国志》一百卷，这是
唐代有关西域、丝绸之路乃至中亚、
印度最权威的参考书。可惜的是，

《中天竺国行记》后来散佚，现在仅
存片断文字，分散于《法苑珠林》《诸
经要集》《释迦方志》等典籍中。

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龙门
石窟还发现了王玄策的造佛像题
记。这些遗存和记载，记录了王玄
策三次出访印度的辉煌历史，给今
人留下了宝贵的中印外交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