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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旋舞
□郑骁锋

谁也想象不到，一个一百五十多公斤重的大胖子，

转起圈来竟会如此轻盈。

几乎只是一甩袖子，安禄山臃肿的身躯就变成了

一个巨大的陀螺。他飞快在波斯地毯上转了起来，刚

开始，人们还能看到他因为剧烈运动而从额头渗出的

汗珠，但随着节奏的加快，片刻之后连他的五官都已辨

认不清了。

玄宗看在眼里，心中欢喜，竟然令人取过一面羯鼓

来，挽起袖子亲自为安禄山伴奏——玄宗精通天下乐

器，但他最喜欢的，还是这种羯鼓，甚至说“羯鼓是八音

的领袖，其他乐器都不可与之相比。”

急促的羯鼓声中，安禄山转得愈发迅捷，就像在殿

内卷起了一团灰蒙蒙的旋风。

前“贞观”后“开元”，炀帝遗下的短暂混乱后，中华

帝国终于迎来了一个被后世奉为传奇的辉煌盛世。

然而，假如仔细分辨，却能发现，这个华夏民族的

黄金时代，却洋溢着浓郁的异族气息。除了胡舞和胡

乐，还有胡服、胡妆、胡食、胡药⋯⋯

盛唐时期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

市，人口近百万，其中长住的外国人就有数万之多。“深

目高鼻，浓髯卷发”的异邦客人充塞着帝国的心脏，一

时间长安胡气氤氲，从皇帝到平民，胡风盛极一时。尤

其是胡饼、麻饼、烤肉一类带有浓郁异域特色的饮食，

更是受到热捧，以至于胡人开出了美食一条街，并有热

情奔放的胡姬陪酒。有不少唐诗提到了这些酒店和胡

姬，如李白便有“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落花踏尽

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等诗句。

而这一切，都和胡旋舞与羯鼓一样，来自遥远的西域。

唐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无论是规模，还是力度，都

大大超过前代，实际控制的范围，甚至超过了西汉巅峰

时期。中外商旅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不仅为

大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

王朝的气质。而作为联系着都城与西域的最重要通

道，河西成为了整个帝国最受瞩目的区域。

有一个著名的典故，“旗亭画壁”，从独特的角度反

映出了当时各阶层民众对河西的向往。

所谓旗亭，即酒楼。玄宗开元年间，诗人王昌龄、

王之涣、高适游学洛阳。一个雪天，三人小聚酒楼，忽

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人回避，躲在角落围

炉观看。接着又有四位妖艳女子登上楼来。随即乐曲

奏起，演奏的都是当时的名诗。三人遂相约，说彼此各

擅诗名，但一直未能分个高低，今日且借这些歌女的表

演定个输赢。最终，王之涣取得了胜利，因为最美丽的

那位歌女，唱出了他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

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即今天的甘肃武

威，亦即汉武帝所置的河西四郡之一。

就像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深圳，或者是今天的世

界潮流中心香榭丽舍大街，最前沿的河西，不只是一条

联通东西的通道，更是帝国最具活力的经济特区和最

令人激动的时尚之都。

——或许只是巧合，当代的地图上，长安所属的陕

西，也就是李唐王朝的京畿之地，还像是一个跪坐的秦

俑，面向河西拱手作揖。

按后世的划分，《凉州词》被归类为边塞诗。文学

史上，唐以前的边塞诗，现存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

中所收的边塞诗就达两千余首。可见诗人们对帝国西

陲的热爱与关注。

正如当代的艺术家大都有过北漂的经历，大漠孤

烟的“西漂”在唐朝蔚然成风。几乎每一个有名的诗人

都到过河西，而他们在河西创造的作品，往往都会是后

人难以复制的精品。而作为直接面对世界的窗口，对

于大唐这样一个诗的国度，诗人的健笔无形中也给列

国塑造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形象。

每一首唐诗都是知名大 V 的微信微博，每一个诗

人都是对外宣传的自媒体。交流是双向的，长安固然

为西域的绿洲心驰神往，中亚列国更是为了诗歌中描

绘的河西走廊那端的天可汗之国如痴如醉。当然，他

们对于大唐并不陌生。如今的河西走廊已经是当时世

界最高级别的高速公路，疾驰的驿马每日都会带来几

千里外的最新消息。他们对朝廷的任何调整了如指

掌，敦煌酒馆与长安坊间，同一时间谈论的很可能是同

一个大臣的荣升或者黜免。

河西走廊，就像一条粗壮的管道，连接着长安和西

域、中亚，源源不断地为双方交换、输送着财富和活力；

更像一架巨大天平的横梁，在世界的东方稳稳地，撑起

了一个黄金般闪耀的天堂。

（原载《中国国家地理》2016年第一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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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还有一些拉萨带回的尼木藏香，气味厚重

粗犷，甚至有些呛鼻，我把它看作是高原特有的属性，

就像大昭寺里永不熄灭的酥油灯，或者是藏民脸上皲

裂的高原红。

若与薰香精油的精致或白檀沉香的细腻相较，尼

木藏香包装简陋，造型木纳，确实廉价极了。但是如此

不够雅致的香料，在藏区却拥有一种独特之美。它代

表着高原地域民众的生活习性和文化传统。藏民们将

它用于佛事活动，认为它还有杀灭细菌预防感冒、增强

睡眠等医疗功效，可与藏区的酥油并为西藏的标志性

气味。

燃起一截尼木，看它冒着粗陋的白烟，便自然而然

地回忆起那一段难忘的西藏行，想起雪域高原的壮美

与圣洁，眼前浮现出日光之城的灼热耀眼与冰天雪地

的严寒⋯⋯

远方是遥远的。正因为遥远，我们都有一种难以名

状的情怀。睹物思景，思情。那是曾经停留却又仓促离

别的感伤；那是许诺还会再回去，却又踌躇不前的目的

地。容易到达的，便不是远方。能够说走就走的，便不算

遥远。终究，我们的心灵丈量着我们行走的步伐。

在旅途中，遇见一座震动内心的城市。在那里，会

流下许多泪水、汗水和足迹，有时竟有不顾一切驻留此

地的冲动，甚至在离开时，心里还狠狠地发誓，一定要

再回来。然而，当离开后，那句心底的誓言，却早已随

时间飘散在茫茫尘烟之中⋯⋯

所以，到一座城市，请务必带回一件能留住痕迹的

小物件。它能保存你的足迹和心路，也能承载你的情

怀和过往。我们脚步匆匆，离开这里转身又去那里，总

希望让一些美好的东西在心里长留。

远方的香气
□方帅帅

诗四首
□杨延春

小情人

她为什么选择和我在一起

她那么小，有世界上最好的年龄

她那么轻易就肯定了我

亲我左边，又亲我右边

好像少亲一次，爱就会少去

她为什么选择和我过苦日子

穿便宜的衣服

经过有钱人的家门口，也不羡慕

她和我搬来搬去住出租屋

在地铁口帮我卖打火机，皮带，手推车

她那么小，才五岁

就开始认命，帮我大声吆喝

谁会来买她的塑料花

谁会给她梳一下，打散的脏头发

天伦

豆角伸到瓦顶，母亲在厨房蒸芋头

妻子给女儿梳头发

儿子放学回来，窗口下写作业

窗外有泡桐花和田野，昏黄的光芒

像神灯，从天窗上照下来

感谢生活馈赠我这一切

我有：母亲，妻子，和一双儿女

有墙壁上挂着的父亲

有三世同堂，寂静如春的一天

尘世是一间朝阳的瓦房

而我，越来越像一位父亲

坐在门槛上，摘雨后新鲜的毛豆

我想我会好起来的

没有收获的一天，走在

回家的路上，像吃了败仗的逃兵

想起女儿无辜的眼神

想起没有和我过上好日子的老婆

我是个不称职的家长

一个潦倒的人，一个人喝闷酒

喝醉，拍桌子，骂狗血的年代

从下班喝到子夜，天空

下起了小雨，坐在潮湿的街头

想起我的家，我想

该回去了，我会慢慢好起来的

回到家里，老婆搂着女儿睡着了

白炽灯照在脸上，二十五瓦的灯光

是我带给她们唯一的礼物

立冬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天空弯得

像下跪的背影，太阳照着坝上的杨树林

明亮的事物，是向上生长的树顶

是无数落叶的正面，和背面

那些，一个物体身上

暗藏的两种力量，让更多的树顶往上

更多的叶子往下，真好啊

树和叶子在告别的途中，如果倒过来看

它们正用毕生的时间，在慢慢合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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