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视 野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白艳红版4
2021年3月30日 星期二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 本期零售价壹元

““三节三节””相融的清明节相融的清明节

“清明节”的由来
清明节距今已有 2500多年的历

史，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这一日是
怀念、祭奠、铭记、感恩的日子。它
还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同时为
节气和节日的传统民俗节日。

“清明节”与天气物候的变化有
关系。《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春分
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这
里春分后的十五日，传统意义上是指冬至过
后的第 108天，即发生于仲春与暮春相交之
际的一段时间。

古时将“清明节”称为“三月节”，《月令·
七十二候集解》说：“三月节……物至此时，
皆以洁齐而清明矣。”这里的三月指的是夏
历的三月，因此得名“三月节”。

《历书》有言：“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
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
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清明”与“洁齐”互为形容词，“洁齐”谓
万物因温湿润泽而生长，“清明”指气候清净
而明媚。每每到清明之际，冰雪消融，万物
复苏，草木青青，莺飞草长，一派欣欣向荣景
象。作为时序标记的清明，在汉代就已经有
了明确记载，可是，作为一种节日，直到唐宋
以后才形成。原本清明仅仅是为农事所设
置的节气之一，本来并不具有更多的含义。
直到后来，清明逐渐演变成一个纪念祖先的
节日，这一变化与另外两个古老的节日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上巳节和寒食节。

上巳节：三月三日天气新
古时，上巳节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举

行，主要风俗是踏青、祓禊。这一日人们临

河洗浴，祛邪求吉，野外踏青，自由春游，反
映了人们在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困束后迫切
希望调整萎靡的精神，焕发朝气的心情。

晋代陆机有诗云：“迟迟暮春日，天气柔
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即是当时
人们在上巳节祓禊、踏青的生动写照。

先秦时代，以沐浴消除病邪的风俗便已
盛行；周朝时，每逢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上巳
日）用香熏的草药沐浴，进行“祓除衅浴”之
礼已演化成一种制度。汉代便将农历三月
的第一个巳日定为节日，谓之“上巳节”。魏
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这一日，皇帝在
曲江边宴请群臣，百姓也会到水边进行郊
游，这一时期原本繁杂的“祓禊”被简化为

“洗手脚”，还形成了新的趣俗——曲水流
觞。王羲之《兰亭序》即是这一情景的生动
再现。到了唐朝，上巳节已经发展为重要的
节日之一，“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
人”，由唐朝自由绚丽的文学加以咏颂，这一
节日焕发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

宋朝后期，理学盛行，礼教渐趋森严，除
重要节日外，朝廷不再鼓励举办春游、祓禊
等仪式，三月上巳节逐渐衰微，只在民间流
传且不再是全国性习俗。

明初，朱元璋为示太平盛世、与民同乐，
三月三带领大臣们外出郊游，“金陵城扶老
携幼，全家出动；牛首山彩幄翠帐，人流如
潮”便生动描绘出这一天的盛况。

上巳节节日内容的不断变化，实际上反
映出中国古代文化与思想的发展变化。随
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由于与清明节的时间
邻近，形式相似，踏青郊游等习俗便逐渐被
整合到清明节之中了。

寒食节：佳辰强饮食犹寒
俗话说，清明节乃三节相融，除并入清

明节的上巳节外，另一个被并入清明节的节
日就是寒食节。

寒食节又称冷节、禁烟节，节日时间在
上巳节与清明节之间。在这个节日期间举
国禁火，这样做是为了祭祀雨神，请求雷雨之
神的降临。

据《后汉书·周举传》和晋陆翙的《邺中
记》记载，寒食节是为纪念晋国的忠义之臣
介子推而设立。而从历史实际来看，禁火冷
食反映了古人改火的习俗。先民取火于木，
火种得之不易，因季节变化，用于取火的树
木也不断变化。春三月是改火的时节，先民
在新火未成之时，禁止生火，相沿成俗，便形

成了后来的“禁火节”。
《周礼·秋官·司寇》记载说：“以

本铎修火，禁于国中”。
春秋时期，因民间有纪念介子

推的传说，才将古老的“禁火节”与
介子推联系起来，将“禁火节”改为

“寒食节”。汉时，山西介休绵山被
誉为“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每
年寒食节举行隆重的祭祀介子推的

仪式活动。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则下令
取消这个习俗，《阴罚令》中有言，“闻太原、
上党、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
子推”，“令到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长半岁
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

三国归晋后，纪念介子推的禁火寒食习
俗又得以恢复，时间压缩为 3天。唐宋时期
改为清明节的前一天。到了明清时，寒食节
便和清明节合为一体，寒食节逐渐被人们所
淡忘。在《燕京岁时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
人不为。但儿童戴柳，祭扫坟茔而巳。”

古代先民，因心怀对先贤介之推的敬重
之意，而对寒食节禁烟冷食非常重视。寒食
文化中蕴含的忠孝核心以及由忠孝延伸出
的诚信、廉洁等，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核
心，是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力。
尽管寒食节已并入清明节中，但其许多习
俗，如禁火、寒食、扫墓、戴柳等被清明节继
承，成为这一节日的重要活动内容。寒食文
化与清明文化相融相合，又逐渐发展为缅怀
革命先烈、教育青少年的重要形式。 □王杰

钩 沉

人物春秋

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
人及创始人之一，1895年生于湖南溆
浦，1919年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等创
办的新民学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党的二大后，在党中央机关做妇
女工作。1928 年牺牲，时年 33 岁。
1936年，毛泽东评价她是中国共产党

“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吾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

向警予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内忧外患
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她，少年时就充满求知
渴望，关心国家兴亡。1912年秋，17岁的向
警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
又转入周南女校。在此期间，她将原名“向
俊贤”改为“向警予”，提醒自己对封建思想
和势力要高度警惕。

向警予早期抱定“教育救国”的理念，她
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溆浦创立了溆
浦女校，并担任校长。她给学生讲述国家大
事，宣传爱国主张，号召大家发愤图强，将来
为苦难同胞服务。这一时期，向警予的思想

还未完全成熟。她在写给哥嫂的信中提到：
“事业一层，不必太求急进。平常人之所视为
荣辱得失者，自吾辈视之真不值得一笑。吾
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虽然“真事业”
的面目还比较模糊，但她已把自己的事业同
祖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9年，向警予参加毛泽东、蔡和森领导
的“新民学会”，思想逐渐倾向于革命。同年，
她与蔡和森、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
俭学会，成为湖南女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
首创人。在当年12月7日欢送第八届留法勤
工俭学学生会上她演讲道：“吾人之求学，宜
抱供献于人群之宗旨，以谋振刷东方民族之
精神，亦吾人应注意也。”带着“谋振刷东方民
族之精神”的初衷，同年底向警予亦赴法国勤
工俭学。在法国期间，她白天打工，晚上学习
法文，几个月后便能读法文版的《共产党宣
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1920年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表达了献
身革命的情怀：“总要不辱你老这块肉与这
滴血，而且这块肉这滴血还要在世界上放一
个特别光明。”正是在法国期间，向警予坚定
了共产主义信念，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
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1922年初，向警予
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党员
之一，从此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当中。

“为我女界呵，大放光明”

向警予很早就有强烈的女权意识。
1911年，16岁的向警予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
读书时曾和蒋胜眉（丁玲之母）等七名女同
学结拜，结拜时有如此誓词：“姊妹七人，誓
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
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

在担任溆浦女校校长期间，她编写的校
歌有这样的词句：“现在已是男女平等，天然
淘汰，触目惊心！愿同学作好准备，为我女
界呵，大放光明。”动员大家振作精神，为妇

女解放、男女平等，起来革命，为女界争取
光明的前途。

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向警予更是走在
时代前列新女性的代表。1918年底，驻溆浦
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上
了向警予，派人到向家提亲。向警予不慕
封建军阀的权势，不畏封建礼教的束缚，在
个人婚姻问题上显示了顽强和独立之精
神。她亲自来到周家，当面拒绝了周则范
的求婚。后来在赴法旅途中，向警予与蔡
和森在共同探讨对改造中国认识的过程
中，确定了对共同理想的追求，也确定了志
同道合的伴侣。她的婚姻是完全新式的，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她
曾在信中告诉父母：“和森是九儿（向警予
在家排行第九）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
一点不同的……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产
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纪的小孩子。”

1922年初，向警予回国，积极投入到领
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中。党的
二大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创立妇女部，
开展妇女运动。向警予当选为第一个女中
央委员，并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
1923年 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
运动的决议案》，明确了在妇女运动中建立
统一战线的思想。在此期间，她起草了妇女
运动的一系列文件和决议，并亲自担任《妇
女周报》的主编，在《妇女周报》以及《向导》
《前锋》等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培养了大批妇
女工作干部。向警予还直接领导了上海丝
厂女工联合大罢工和上海南洋烟厂工人大
罢工，打破了“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暂
时处于低潮的局面，使女工们的阶级觉悟得
到很大提高，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
推进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9年三八妇女节时，毛泽东在延安发
出号召：“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
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

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人迟早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明明白白，
慷慷慨慨”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
予在法租界被捕。向警予早已抱定必死的决
心。在狱中，敌人用尽一切手段也不能从她
口中得到党的任何机密。她坚定地表示：

“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无上光荣！”由于向警
予是工人们敬爱的领袖，在群众中有着极大
的影响，所以反动派专门选择在五一国际劳
动节这一天杀害向警予，想达到“以儆效尤”
之目的。在去刑场的路上，她向人们高唱
《国际歌》并呼喊口号，敌人慌忙向她嘴里塞
石头，并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

1928年 5月 1日，向警予被杀害于余记
里空坪刑场。就义前她曾留下这样的遗言：

“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
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生命。人迟早
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慷慨慨。”

诗人柳亚子以沉痛的心情，写下诗句寄
托哀思：“雄词慷慨湘江向，情话缠绵浙水
杨。长痛汉皋埋碧血，难从海国问红妆。”
蔡和森听闻噩耗，悲痛不已，撰文悼念：

“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
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
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怀抱坚定的信仰，并用激越的精神去
践行，至死不渝，这是向警予的真实写
照。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曾有这样一段
话：“我这样匆匆究竟为什么？”“造真学
问储真能力，这不是对国家对两亲对兄弟
对自身的惟一光明惟一希望吗？”“我为这
惟一光明惟一希望而不孝不友之事竟躬
犯之，如无所建白，扪心何以自安。”为党
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这“惟一光明惟一
希望”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这是向警予铭刻
进生命的誓言，她也是这么做的。 □何羽

难从海国问红妆

向警予：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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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在古代社会占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它既是上层人士日常乘用的交
通工具，同时还是人的身份等级和社
会地位的标志，更是礼制的组成部分。

所以，从商代起车马已成为社会上
层人士死后的重要陪葬品。到了周代，
车马随葬与“鼎簋（gui）制度”一样，成为
埋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贵
贱，辨等列”的作用，因此，周人从丧葬礼
制的层面对随葬车马做出了规制约束。
《礼记·檀弓下》中明确指出，对不同身
份等级的人死后陪葬车马数量有严格
的规定。秦陵彩绘铜车马作为秦始皇
随葬的车马埋藏在地宫旁边，是上述丧
葬思想和随葬制度的体现。

马车的制作非常复杂，对技术要求
极高。《周礼·考工记》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
而马的饲养则需要耗费很多的财力和人力。因此，在
商代和西周时期，即便是身份显赫的贵族，用实用马
车和真马随葬也是相当奢侈的做法。春秋时期，礼制
崩乱，埋葬奢靡风气盛行。实力雄厚的诸侯王和拥
有大量财富的贵族竞相冲破传统等级制度的束缚，
纷纷在墓旁陪葬数量众多的车马。在其影响下，社
会中下阶层也都跟风仿效。有些财力不济的贵族
无力承担以实车真马作陪葬的耗费，为了满足葬礼
的虚荣，便想出了用专门制作的车马模型代替实用
车随葬的新方式。由此，在春秋晚期便出现用明器
车马随葬的变革。战国时期，虽然沿袭殷周车马坑
传统的真车真马随葬习俗仍然占主导地位，但以明
器车马为代替的随葬形式已然成为一种潮流，并被
社会上层接受。秦始皇陵出土的青铜车马，应当是
适应战国时期车马随葬明器化变革潮流的产物。

秦陵铜车马虽是明器化的模型车，但它们完全
按照真车制作，其随葬陵园的礼制属性，与殷周以
来的真车真马陪葬完全相同。若按制作铜车马耗
费的人力、财力、铸造和加工的难度及装饰的豪华
性来说，用这样高贵的明器车马随葬，甚至比用真
实车马更能显示墓主身份的尊贵。同时，大量的
考古信息说明，为墓主陪葬的车马坑总是设在距
宫室较近的地方，以便墓主随时传唤使用。埋藏
铜车马的秦始皇陵车马坑位于陵墓封土西侧 20米
处，居于通向地宫的墓道外侧，无疑应是皇帝车库
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铜车马，是供秦始皇
帝灵魂乘坐的銮驾乘舆中的两辆。 □秦秦

周梅森的长篇小说《国家公诉》，
是反腐倡廉题材的。小说中长山市
人民检察院女检察长叶子菁正气浩
浩，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只是在分析
大富豪娱乐城火灾案情时不止一次
用了“一推二六五”这个词语。如：

叶子菁一怔，提醒道：“……现在
看来，这个案子可能会比较复杂，如
果大家知道苏阿福已经死了，涉嫌受
贿渎职的问题很可能查不下去，有些
人就要一推二六五了！”

“一推二六五”是什么意思，不知
道，按其文意，是那些涉嫌受贿渎职者
的推卸责任。如果此推测不错，那

“一推二六五”显然是“一推六二五”
的意思，只是将“六二五”错作了“二
六五”。“一推六二五”本作“一退六
二五”，原是一句珠算斤两法的口
诀，一除十六是 0.0625，“推”是“退”
的谐音，故而成了熟语，借用作将责任推卸干净的意
思。或问，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基本上都是十进位置，
是十的整数，而作为衡的基本单位，两到斤为何不是
十进位（请注意，十六两一斤改为十两一斤，始于上
世纪六十年代），而是十六进位。这就要从秤的制定
原则说起。《汉书·律历志》：“十六两成斤者，四时乘四
方之相也。”也就是说，十六两为一斤，是按四时春夏
秋冬和四方东西南北的原则确定的。于是有秤。

秤是衡定物体重量的器具。杆秤的十六个星为
一斤，十六个星依据何来？《汉书》中说：“衡权者，衡，
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
底（平也），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
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日、
月、五星）。”说是权衡物的轻重，就要公平，并以玉衡
星作喻。玉衡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星，旋机是古代观
测天文的仪器。所以“衡”就是准星。据说是造秤时，
取象于天上之星，以为敬畏之意。哪十六星？即南斗
六星，北斗七星，外加福禄寿三星。卖东西时如果用
秤坑人,那就是伤天害理，为人不容。少称一两，折福；
少称二两，折禄；少称三两，那就折寿。上古造秤的先
贤，真是摸透了人们的心理，定了交易的标准。

纪晓岚《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三，有“小秤铭”，铭
曰:“老聃折衡，使民不争。然不能使物无重轻，终不如
持之以平。”道教的始祖李耳主张无为而治，他曾折断
秤杆，使民不争，而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
于我哉的生活。然而秤还是要用，它的作用就在于公
平。由此而产的词，有争衡，衡量等，由此而产生的成
语，有半斤八两，斤斤计较。半斤八两，比喻彼此一
样，不相上下（多含贬意），斤斤计较，形容过分计较微
小的利益或无关紧要的事情。冯梦龙《醒世恒言》中，
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由于阴差阳错，有刘、孙、裴
三家涉婚成讼，经乔太守周旋，而点鸳鸯谱成就了三
桩婚姻，乔太守判词有云：“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
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
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
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借
斤两作判词。新人耳目。“十六两原只一斤”，其语质
朴，其意劲峭。 □杨乾坤

楼兰是历史上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故地在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孔雀河东南，是
出阳关、入西域的门户，汉唐丝绸之路的必
经之地，也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称为亚
洲腹地的交通枢纽。令人困惑的是，曾经
繁盛的楼兰国竟然在公元 3—4世纪后悄然
消失，有人说是战争的原因，有人说是水
涝，有人说是干旱。直到 1900年斯文·赫定
在罗布泊考察时发现了楼兰国古城遗址，
轰动一时，成为考古史上的重大事件，人们
才开始重新认识楼兰、研究楼兰。

“楼兰”之名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
汉文帝前元四年（前 176），冒顿单于在给汉
文帝的信中提及楼兰：“定楼兰、乌孙、呼揭
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
并为一家。”这时的楼兰已被匈奴人征服。
《汉书·西域传上》：“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
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
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
千九百十二人”，“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
七百二十里”。扜泥城，故址在今新疆若羌
县附近。汉昭帝时，中郎傅介子曾对大将军
霍光说：楼兰、龟兹对汉朝的态度反复无常，
应该诛灭。霍光说：“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
兰。”楼兰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战略地位重
要，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非打通楼兰不可。

到了唐朝，楼兰已湮没数百年，但在边

塞战争、丝路的再次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中
西方文化频繁交流的时代背景下，唐人唤醒
了古老的记忆，通过诗歌使楼兰复活并注入
新的内涵。对唐人而言，楼兰是汉代故地，
也是眼前的客观存在，遥远又切近，所以在
诗中不时加以实写：“忽闻天上将，关塞重横
行。始返楼兰国，还向朔方城。”（陈子昂《和
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神武异常的将军纵
横关塞，所向无敌，刚从楼兰国故地返回，又
要奔向朔方的边城。“弯弓若转月，白雁落云

端。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李白《幽州
胡马客歌》）幽州胡马客武艺高强，弓开雁
落，游猎在楼兰故地。“官军西出过楼兰，营
幕傍临月窟寒。”（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
歌六首》其二）月窟，喻极西之地。官军通过
罗布泊、楼兰故地一路向西进军，直抵葱
岭。“汉家征戍客，年岁在楼兰”（郑愔《塞外
三首》其三），一是说将士长年在外征战，二
是说楼兰地处要塞，是兵家必争之地。

更多时候，唐人以“楼兰”指代敌人、敌

方，是征战讨伐的对象，以“斩楼兰”“刺楼
兰”“破楼兰”“取楼兰”“指楼兰”等表达杀
敌立功、保家卫国的理想。“斩楼兰”也称

“刺楼兰”，典出《汉书·西域传上》。被匈奴
役使的楼兰屡次劫掠汉使，阻碍西行，汉昭
帝“元凤四年（前 77），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
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轻将勇敢士，赍
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既至楼兰，诈其
王欲赐之，王喜，与介子饮，醉，将其王屏
语，壮士二人从后刺杀之，贵人左右皆散

走”。在诸多书写楼兰的诗中，王昌龄《从
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
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
不还”最为著名，表现了守边将士的果敢悲
壮，交织着报国的志愿与思乡的深情。

唐代西域境内有两个轮台：一是汉轮
台，故址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一是唐轮台，
故址在今新疆昌吉市、米泉区至乌鲁木齐市
一带。两个轮台分别在天山南麓和北麓，都
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轮台环境奇异，霜

黏泉眼，风透犀甲，远山似米，战鼓如雷。“不
斩楼兰不拟回”与“不破楼兰终不还”一脉
相承，体现的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情怀。

唐人的楼兰记忆是伴随着唐王朝的强
大而鲜明起来的：“摧枯逾百战，拓地远三
千。骨都魂已散，楼兰首复传。”（虞羽客
《结客少年场行》）骨都，匈奴有左右骨都
侯。首复传，指傅介子刺杀楼兰王、传其首
级至长安一事。唐人崇拜英雄，歌颂战功，
渴望能像汉王朝一样开疆拓土，清扫边塞，
成就彪炳千秋的伟业，所以就有了“斩楼
兰”“刺楼兰”的书写。值得一提的是，在众
口一词中，玄宗朝宰相张九龄却发出了不
同的声音：“他日文兼武，而今栗且宽。自
然来月窟，何用刺楼兰。”（《送赵都护赴安
西》）文武兼具、坚实宽柔，边境自会平安，
又哪用刺杀楼兰王呢？

无论何种原因，楼兰的湮没都是一首
凄婉的历史悲歌。幸运的是，唐人通过深
长的记忆和持续的书写，将古老的楼兰复
活并转化为内蕴丰富的地理符号、文化符
号，其中寄寓了边防安全、国家强大的渴
望，也引发读者关于历史、民族、异域、远方
以及理想、功名的无穷想象和思考。历史
上的楼兰虽然被时间尘封，但唐诗中的楼
兰却鲜活依旧，因为唐人已将楼兰镌刻在
了记忆深处。 □高建新

唐诗中的楼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