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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于一先生的《杜牧行踪
考辩与清明诗》一文认为，杜牧去过
边塞河套地区，北上途经太原，游览
了山西陕西北部长城一带，然后通
过并州汾州太原道返回长安。于一
的这一观点证据比较单一，所以没
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加之缪钺《杜
牧传》否定杜牧来过山西，否定杜牧
别集诗歌的真实性，于一的观点被
堙没不闻。所谓孤证不立，指如果
只有一条证据支持某个结论，这个
结论是不可接受的，在逻辑学上，称
为弱命题。于一考证的杜牧来山西
论证之所以没有影响力，原因就在
于“孤证不立”。

一、杜牧山西之旅的发现过程

缪钺先生早在解放前就开始研
究杜牧，1980 年缪钺《杜牧年谱》出
版，缪钺认为杜牧二十五岁东游，仅
到陕西同州澄城县即返回长安，没
有进入山西。1982 年刘集贤、文景
明撰文认为杜牧来过山西，以《并州
道中》一诗为证。1986 年于一撰文
表示支持汾阳并且提出了杜牧游山
西陕西北部的时间大约在二十三到
二十五岁之间。1989年西北大学学
报刊文认为《并州道中》是杜牧在陕
西同州澄城县所作，还有一些专家
干脆将《并州道中》说成是许浑作
品。《杜牧年谱》宣传杜牧没有来过
山西，缪钺也公开讲话表示《并州道
中》等诗歌不是杜牧作品。众口铄
金，于是杜牧没有来过山西的观点
被广泛宣传，普遍接受，成为山西学
者难以突破的一座火焰山。1986年
后山西说保持沉默，而安徽池州说
大力宣传，遂成主导舆论。

2002年笔者查阅史料，在《杜牧
<清明>诗中“杏花村”确切地点考-
与郎永清先生商榷》一文中认定杜
牧中进士之前来过并州汾州，引用
白居易“并汾旧路满光辉”，说明杜
牧北游并汾的动机是考察李唐起义
旧地和郭子仪崇拜。并且找到大量
新证据：杜牧《云梦泽》“直是超然五
湖客，未如始终郭汾阳”，在杜牧心
中，郭子仪比助越王成就霸业的范
蠡还要伟大；杜牧《长句四韵》“若念
西河旧交友，鱼父应许出函关”，诗
中的“西河”正是唐代汾阳的古称。
诗中“斗间紫气龙埋狱”和“戍楼吹
笛虎牙闲”就是对西河古城的描写，
西河即今汾阳市。《过田家宅》“安邑
南门外，谁家板筑高”这里的安邑正
是唐北上太原的必经之地；唐代北
上太原的路线是蒲州（今永济）—晋
州（今临汾）—汾州（今汾阳）—并州

（今晋源一带），安邑（今运城北）就
在蒲晋之间。更重要的是利用历史
气候的观点，发现“汾川三月雨，晋
水百花春”的历史记载。2008 年找
到了明清杏花村题诗数首。

2013年《山区经济》发表《杜牧曾
祖父曾在汾阳任西河太守》一文，为杜
牧旅游山西说找到了更为得力的动
机，山西日报对此给予关注，做了新闻
报道，随后山西电视台做了采访。

2013年笔者在山西电视台提出
杜牧春游潞并汾的线路图，在《汾酒
文化》发布了《杜牧〈清明〉诗历史背
景》一文，首次关注杜牧游说昭仪节
度使刘悟来到长治的历史事实，初
步理清了杜牧山西之行的前因后果
和沿途路线，用事实说明了杜牧来
过山西。山西日报，山西电视台都
给予了关注报道。举证杜牧《感怀
诗》以及《上泽潞刘司徒书》等诗文，
发现了杜牧年轻时游山西的一些信
息，据此作者推定杜牧二十三岁的
时候曾经北游山西，其路线是从上
党北上太原、再南下汾阳。一路上，
杜牧创作了《并州道中》、《清明》等
诗歌。杜牧游山西的目的是为了说
服当时上党昭仪节度使、太原河东
节度使，动员他们出兵统一河北三
镇割据势力。

2018年清明节《生活晨报》发表
《〈清明〉中的“杏花村”就在汾阳——
宝历元年杜牧春游潞并汾》一文，笔
者再一次详细论述了杜牧的潞州并
州汾州之旅细节和具体时间，用翔实
的佐证说明杜牧确实在宝历元年游
历了山西太原，由太原南下汾州的观
点和大量证据，获得了中国学界的广
泛认同。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杜牧杜
文玉以及十几位全国著名学者表示
承认杜牧来过山西汾阳。

其 中 北 京 外 国 语 大 学 石 云 涛
《唐诗中长安-晋阳官驿道上的行旅
兼谈杜牧北上游边的经历》一文，不
仅确认杜牧来过山西，而且认为杜
牧沿着太原道走的更远，认为杜牧
此行从太原深入到了包头西北的受
降城，又从受降城南返太原，然后才
经太原返回长安。而其最重要的证
据就是杜牧《游边》一诗里出现了受
降城代号“拂云堆”。

那么杜牧真的去到了塞北受降
城了吗？受降城又是怎么回事呢？

二、杜牧塞外之旅新研究

结合于一老师和石云涛老师的
意见，笔者认为杜牧漠北旅行是存在
的，但是杜牧漠北旅行的时间与并汾
游的时间不同。除了《游边》诗提到
了受降城“拂云堆”，《边上闻茄》里提
到“苏武牧羊、塞垣、胡雏、黄沙”等塞
外风光外，笔者又找到了一些新的佐
证，廓清了杜牧塞外之旅。

笔者提出，杜牧漠北之行的时
间大约在大和二年（828 年）。杜牧
该年三月考中进士，随即被任命为
弘文馆校书郎，九品京官，在门下省
负责校对文书，很快又转为“试左武
卫兵曹参军”，八品下官。唐代中央
十二卫遥领天下折冲府，左武卫为
其管理机构之一。塞外的受降城隶
属振武军节度使，隶属关内道。根
据杜牧所写数篇巡边诗歌来看，作
为兵曹参军的杜牧存在外出考察巡
边云州北部振武军的可能。杜牧有

《押兵甲发谷口寄诸公》即是当时外
出巡边的佐证之一。

杜牧巡游漠北振武军的时间是夏
秋，身份是左武卫兵曹参军，证明其夏
秋季巡行塞外的诗歌有以下几首。

其一，《游边》：“黄沙连海路无
尘，边草长枯不见春。日暮拂云堆下
过，马前逢著射雕人”。“拂云堆”说明
此次旅行来到了中受降城（今包头
北），而“马前”一词说明这时候的杜
牧巡边有马骑，不是一位普通游客，
而是一位公务巡差。该诗创作时间
是可能是初夏，边草尚未返青，也可
能是初夏漠北的春天来的很晚。傍
晚杜牧悠闲的骑马走过中受降城，欣
赏着茫茫黄沙，这时候矫健的射雕骑
手前来问候。早于杜牧的李宣远有
诗《并州路》曰：“秋日并州路，黄榆落
故关。孤城吹角罢，数骑射雕还”。
杜牧《游边》一诗似乎受其影响。

唐代朔方军北部与突厥部落在
河套地区以黄河为界，黄河北岸有
拂云堆神祠，突厥如用兵，必先往祠
祭酹求福。武后时期张仁愿将军既
定漠北，于黄河北岸河套平原筑中、
东、西三受降城以保卫北疆。?中受
降城即建在拂云堆上 ，故拂云堆又
为中受降城的别称，故址在今包头
西北。东受降城则在今托克托，唐
玄宗以来在东受降城一带设立振武
军节度使，管辖附近诸州，包括中受
降城。振武军节度使初设东受降
城，后来迁往单于都护府（今呼和浩
特市南）。812年黄河大水淹没了中
受降城和东受降城，尽管后来复建，
但规模大不如前。

其二，《边上闻笳三首》曰：①、
何处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鸟没狼
烟。游人一听头堪白，苏武争禁十
九年。②、海路无尘边草新，荣枯不
见绿杨春。白沙日暮愁云起，独感
离乡万里人。③、胡雏吹笛上高台，

寒雁惊飞去不回。尽日春风吹不
散，只应分付客愁来。该诗一唱三
叹，非一日感受，乃是作者在塞外居
住了一段时间后的感受。作者反复
吟咏对故乡的思念，说明杜牧不是
短暂旅行，而是停留了一段时间。

“海路无尘边草新，荣枯不见绿杨
春”，这里一年见不到杨柳树，只能
见到茫茫沙海，野草荣枯，说明“边
上”地在大漠。“春风吹不散”一句引
用了李白诗“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
春风满洛城”。该诗与《游边》一诗
创作时间颇为接近。

其三、《赠猎骑》：已落双雕血尚
新，鸣鞭走马又翻身。凭君莫射南
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这首诗赞
美了边关骑士的英武，是作为一名
下级军官来欣赏战士的。

其四、《青冢》：“青冢前头陇水
流，燕支山上暮云秋。峨眉一坠穷
泉路，夜夜孤魂月下愁”。青冢昭君
墓，在振武军附近，登上青冢南望黄
河西望胭脂山，这是杜牧去过青冢
的切身感受。

其五、《边上晚秋》：黑山南面更
无州，马放平沙夜不收。风送孤城
临晚角，一声声入客心愁。史料记
载，唐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大
破突厥军于黑山”(今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西北大青山)，说明杜牧确实
在中受降城居住了比较长的时间。

其六、《花木兰》：弯弓征战作男
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
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这首咏史
诗，一说是杜牧会昌年间任黄州刺
史时，为黄州木兰庙题的。庙在湖
北黄冈西一百五十里处的木兰山。
然而该诗提及拂云堆、明妃等塞外
景点，似乎也是杜牧游边时所写。

其七、杜牧《早雁》“金河秋半虏
弦开 云外惊飞四散哀”，该句也是
写振武军驻地河流叫金河。

以上例证说明，杜牧确实漫游
了边塞。由于缺少记载，缪钺写《杜
牧传》的时候并没有深入研究杜牧
青年时期的生活。杜牧的漠北之
旅，是作为一名下级军队官员身份
出现的，大概在边关停留了数月时
间。杜牧从夏末到秋天一直停留在
振武军，九月后从太原道返长安，因
为有驿站服务，所以他很快回到了
长安。杜牧来去振武军之所以必走
太原道，一来振武军在太原正北，二
来河套地区黄河泛滥渡河不易，所
以唐代前往塞外多走雁门关，或者
汾州金锁关出偏头关。杜牧的漠北
之旅，怀着投笔从戎的情怀，但是在
漠北数月感到等级森严的军旅生涯
也无所建树，于是选择离开，这也是
他不愿提及此段经历的原因。

杜牧巡边从太原道归来，正赶
上祖父好友沈传师外任江西观察
使，招募杜牧随行，于是杜牧迁江西
团练巡官，试大理评事。从此杜牧
长期生活在江南，开始了温暖的诗
意的十年才子生涯。

结论，杜牧两度旅游河东道（今
山西）三次过汾阳，第一次是以一位
求学书生的身份前来干谒长治昭仪
节度使，春游山西，孤身苦旅潞并
汾，写下了《并州道中》和《清明》《感
悟诗》等苦旅诗歌。第二次是以一
位下级军官的身份在夏秋季节经太
原道北出雁门关，巡查塞外振武军
节度使，写下了《游边》《边上闻茄》

《边上晚秋》《赠猎骑》等诗篇，充满
了轻松愉快的情调，也慨叹了塞北
的冷落荒凉。这次北上春天途径汾
阳，南下深秋再一次途径汾阳。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市采取加
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形
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
活动，打造旅游与农村农业深度融
合示范项目以及文化艺术节庆活
动品牌等，通过政府政策引导，群
众广泛参与，激发引领广大农民群
众加深对艺术美的认知与感受，在
潜移默化中陶冶性情，提高美学素
养与品味。

实施乡镇文化站、村级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全覆盖。我市现有
148 个乡镇，4 个街道办，已全部建
成乡镇综合文化站并投入使用。同
时每个文化站均配备了 5——7 万
元的设施设备；每年国家、省、市下
拨免费开放资金 2.5 万元，部分县

（市、区）每年配套 2.5万元用于开展
群众文化活动。这些乡镇综合文化
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普及科技法
律知识，开展文体娱乐活动，培养文
艺骨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全市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主要建设内容是：100 平方米以上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300 平方米以
上文体广场；配套文化器材、广播
器材、体育器材、文化信息平台等
设施；每个行政村确定一名两委成
员兼任村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并至
少配备一名宣传文化员。可开展
秧歌、歌舞、广场舞、健身操、电影
放映等文体活动，所有村级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每年都投入开放资金

一万元，由国家、省、市、县四级配
套，用于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开展“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
工程。制定《吕梁市群众文化惠民
工程实施方案》，重点实施“五个一
批”服务内容：以优秀群众文化服务
品牌为示范引领，赴基层开展文化
惠民活动，打造一批群众文化服务
品牌；以县域为单位，县乡村为主阵
地，培育一批常年服务于基层的群
众文艺队伍（文艺小分队）；以县为
单位，发现、挖掘一批乡土文化能人
艺人；以服务基层阵地和队伍为宗
旨，广泛发动群众，培养一批乡村文
化带头人；配送一批专业文艺演出，
继续开展“送戏下乡一万场”活动。
截至目前，我市已核准群众文化服
务品牌 2个，乡村文艺队伍（文艺小
分队）233个，乡土文化能人 219个，
乡村文化带头人 311个。

开展乡村文化记忆工程。乡
村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凝聚着乡土之美、人文
之美。乡村文化记忆工程是我市
在全省首推的一项公共文化服务
品牌。该品牌旨在通过以乡村记
忆馆或村史馆的形式，从与老百姓
最熟悉的、生活最贴近的“衣、食、
住、行、用、艺”等方面，展示淳朴厚
重的乡村民俗民风，展现蕴藏丰
厚、瑰丽多姿的民间艺术之美。在
品牌创建活动中，临县三交乡镇综
合文化站的工作受到了省文化厅
的表彰，典型经验在全省推广。

开展创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活动。创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意
义重大，截至目前，孝义市被文化和
旅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
乡”；中阳县依托“中阳剪纸”分别被
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山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临县
三交镇依托“临县大唢呐”被命名为

“山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持续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

化进万家”活动。全市围绕文化惠
民，服务精准脱贫、美丽中国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等，广泛开展全市性
文化结对（种文化）帮扶、知识讲座
巡回展览、文艺演出、阅读推广、书
写春联等主题活动，传播先进文
化，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简约、绿
色、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
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志愿服务组织
和志愿者队伍，参与乡村文化建
设。此外，充分利用“三区”人才支
持计划，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带动
提升村民整体文化艺术素养。

打造旅游与农村农业深度融
合示范项目。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契机，围绕脱贫攻坚和美丽乡
村、特色小镇、传统村落建设工作
部署，加快推进旅游与农村农业的
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农家乐、民宿、
旅游小镇、现代农业庄园、田园综
合体、洋家乐等旅游项目建设，发
展乡村旅游。截至目前，全市乡村
旅游点发展到 63个，6个村入围省
级 AA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37 个
村 成 为 了 山 西 省 旅 游 扶 贫 示 范
村。汾阳贾家庄，获得了由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发展 62 个乡村旅
游景区、109家乡村旅游客栈，乡村
旅游发展初见成效。此外，经过多
年的培育与打造，汾阳贾家庄乡村
旅游文化节、孝义三皇文化艺术
节、柳林盘子文化艺术节、临县“青
塘棕叶香”民俗文化节、“枣儿红
了”艺术节、离石区归化村农耕文
化实景剧等文化艺术节庆活动已
经成为吕梁文化旅游新品牌。

实践实践 思考思考
shi jian yu si 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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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是否去过塞外受降城？
□ 吕世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