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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代边塞诗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
,

想象力最丰富
,

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
。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
,

修辞是提高

语言艺术的重要手段 之一
,

而借代则是唐代边塞诗中运用非常广泛的一种修辞手段
。

本文主要从借代的 类型 以及修辞效果两

方面对唐代边塞诗中的借代加以研究
。

【关键词 】边塞诗 借代 类型 修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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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
,

是唐诗当中

思想性最深刻
,

想象力最丰富
,

艺术性最强的一部

分
。 ” ①历来学者对唐代边塞诗的意象

、

诗风
、

思想内

容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人的研究
,

而对其语言方面

的研究
,

尤其是对其修辞手段的研究较为薄弱
。

在

唐代边塞诗里
,

借代是运用非常广泛的一种修辞手

段
。

据统计
,

几乎每一首唐代边塞诗中都有借代现

象的出现
,

少则一两个
,

多则贯穿全诗
,

灵活适宜地

使用借代手法
,

可 以使诗歌语言鲜明生动
,

富于变

化
,

避免重复
,

给人以新奇之感并产生美妙丰富的

联想
。

然而现有的研究对借代关注较少
,

本文以胡

大浚的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的 首边塞诗歌为

例
,

从借代辞格的分类及修辞效果两方面对唐代边

塞诗进行分析研究
。

一
、

唐代边塞诗借代的类型

不直说某人或某事物的名称
,

借同它密切相关

的名称去代替
,

这种辞格叫借代
,

也叫
“

换名
” 。

被

代替的事物称为
“

本体
” ,

用来代替的事物叫做
“

借

体
” 。

借代的实质就是利用客观事物之间的相关性

巧妙地实现一种语言上的换名
。

一般认为
,

借代大致可以分成十类 以部分代

整体或以整体代部分 以事物的属性或特征代替

该事物 以人物生理上的特征或标志代人物 以

地名代事物 以专名代通名 以官名地名代人

以具体代抽象 以原料代成品 以作品代作者或

以作者代作品 以实数代虚数
。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借代有 个
,

类型包括

一般借代的十种类型
,

除此还有以结果代原因这一

类型
。

一 特征
、

标志代人物

在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

数量

为 个
,

大概占到总数的
。

如

①迥戍危烽火
,

层峦引高节
。

李世民 《饮马长

城窟行 》
②七德龙韬开玉帐

,

千里毫鼓叠金征
。

长驱万

里警祁连
,

分摩三命武功宣
。

骆宾王 《从军中行路

难二首 》

③碉 弓夜宛转
,

铁骑晓参嶂
。

卢照邻 《占城

南 》
例①

“

高节
”

即古代皇帝赐给使者的仪仗
,

借指

出师队伍
。

例 ②
“

七德龙韬
”

借指德高谋深 的将

军
。 “

分摩三命
”

借指分兵与爵位极高的将军
。

例③
“

碉弓
”

雕刻花纹的弓
,

借指携带雕弓的士兵
。

二 特征代事物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这样的例子有 个
,

所占

比例为
。

如

①凛凛严霜节
,

冰壮黄河绝
。

虞世南 《从军行

二首 》

②全兵值月满
,

精骑乘胶折
。

虞世南 《从军行

二首 》
③将军出紫塞

,

冒顿在乌贪
。

卢照邻 《占城

南 》
例 ①

“

严霜
”

借指深秋
。

例 ②
“

胶折
”

借指秋天

用兵季节
。

例 ③
“

紫塞
”

借指长城
。

三 具体代抽象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这种类型的借代有 个
,

比例是
。

如

①绝漠干戈敢
,

车徒振原曝
。

李世民 《饮马长

城窟行 》

②天子按剑征余勇
,

将军受娠事横行
。

骆宾王

《从军中行路难二首 》
③将军拥摩宣庙略

,

战士横戈静夷落
。

辛常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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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行路难 》
例 ①

“

干戈
”

泛指武器
,

借指战争
。

例 ②
“

娠
”

祭

社用的生肉
,

借指封赏
。

例 ④
“

芳尘
”

借指闺中的信

息
。

例 ③
“

拥摩
”

借指执掌兵权
。

四 部分代整体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此类型借代的数量为

个
,

比例为
。

如

①绝漠干戈敢
,

车徒振原曝
。

李世民 《饮马长

城窟行 》
②将军拥摩宣庙略

,

战士横戈静夷落
。

辛常伯

《军中行路难 》
③五营屯北地

,

万乘出西河
。

卢照邻 《占城

南 》

例 ①
“

车徒
”

即兵车与步卒
,

统指军队
。

例 ②
“

庙
”

借指朝廷
。

例 ③
“

五营
”

指屯骑
、

越骑
、

步兵
、

长

水
、

射声
。

泛指军队
。

五 专有地名代泛指地域

这样的例子在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有 个
,

占
。

如

①塞外悲风切
,

交河冰已结
。

李世民 《饮马长

城窟行 》
②但使封侯龙领贵

,

诅随中妇凤楼寒
。

骆宾王

《从军中行路难二首 》
③但令一被君王知

,

谁惮三边征战苦
。

辛常伯

《军中行路难 》
例 ①

“

塞外
”

泛指边境地带
。

例 ②
“

皋兰
”

原为

山名
,

此处借指塞外
。

例③
“

三边
”

汉代称幽
、

并
、

凉

三边州为三边
,

后泛指边疆之地
。

六 专名代通名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这种借代类型 的数量最

大
,

有 个
,

占到总数的
。

如

①借问大将谁
,

恐是霍缥姚
。

杜甫 《后出塞五

首
·

其二 》
②责育搏婴儿

,

一扫不复余
。

柳宗元 《李靖灭

高昌
,

为高昌第十一 》
③玉替还赵妹

,

瑶瑟付齐娥
。

陶翰 《燕歌行 》
例 ①

“

霍缥姚
”

借西汉名将霍去病来指统军主

将
。

例②
“

责育
”

战国时秦国的大力士孟责和夏育
,

这里比喻唐军将士
。

例 ③
“

赵妹
”

以赵 国出名美女

代指美女
。 “

瑶瑟
”

用美玉装饰的瑟
,

泛指精美贵重

的乐器
。 “

齐娥
”

犹言齐姜
,

代美女的代称
。

七 地名代事物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此类型借代的数量为

个
,

所占比例为
。

如

①行路难
,

行路难
,

誓令氛浸静皋兰
。

骆宾王

《从军中行路难二首
·

选一 》
②有田不得耕

,

身卧辽阳城
。

司马扎 《古边卒

思归 》
③才许誓心安玉 垒

,

已伤传首动金 门
。

许浑

《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戳 》
例 ①

“

皋兰
”

山名
,

在今甘肃省兰州市
,

这里以

之代指塞外
。

例 ②
“

辽阳城
”

在今辽宁省辽阳市西

北
,

此代指边城
。

例 ③
“

玉垒
”

山名
,

在四川省灌县

西北
,

此代指边关
。

八 官名或地名代人物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这种借代类型的数量为
一个

,

比例为
。

如

①垂竿已谢播溪老
,

体道犹思塞上翁
。

高适

《金城北楼 》
“

②间里送我行
,

亲戚拥道周
。

杜甫 《后出塞五

首
·

选二 》
③都护新出师

,

五月发军装
。

岑参 《武威送刘

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 》

例 ①播溪老
”

的
“

播溪
”

是水名
,

相传 吕尚在此

垂钓遇周文王
,

因此
“

播溪老
”

指的就是姜太公 吕

尚
。

例 ②
“

间里
”

本是乡里
,

在这里代指来 自乡里的

前来送行的乡亲们
。

例 ③
“

都护
”

指高仙芝
,

因其担

任此职务
。

九 原料代成品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此类型借代的数量较少
,

有 个
,

所占比例为
。

如

①白简初分命
,

黄金已在腰
。

皇甫曾 《送和西

蕃使 》
②鹜翎金仆姑

,

燕尾绣鹜弧
。

卢纶 《和 张仆射

塞下曲
·

选四 》
③走马脱髻头

,

手中挑青丝
。

杜甫 《前出塞九

首
·

其二 》
例①

“

黄金
”

本是皇帝所授印玺的材质
,

这里代

指玉玺
。

例 ②
“

鹜翎
, ,

是说鹜这种猛禽翅膀和尾巴

上的长羽毛
,

这里借指用鹜翎作成的箭翼
。

例 ③
“

青丝
”

代指用青丝编制的疆绳
。

十 实数代虚指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这种类型的借代数量为

个
,

占到了总数的
。

如

①马冻重关冷
,

轮摧九折危
。

虞世南 《从军行

二首 》
②五道分兵去

,

孤军百战场
。

王昌龄 《塞上

曲 》
③黄河远上白云间

,

一片孤城万初山
。

王之涣

《凉州词二首
·

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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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①
“

九折
”

借指弯曲的山路
。

例 ②
“

五道
”

原

指田广明
、

范明友
、

韩增
、

赵充国
、

田顺五将军出击

匈奴
,

这里借指诸军分道 出兵
。

例 ③
“

万初
”

古代八

尺为一初
,

这里说
“

万
”

极言山高
。

十一 结果代原因

《唐代边塞诗选注 》中此类型借代只 出现了一

次
,

比例为
。

如

雁 门迢递尺书稀
,

鸳被相思双带缓
。

骆宾王

《从军中行路难二首 》
“

双带缓
”

借指人消瘦
。

二
、

唐代边塞诗中借代的修辞作用

借代重在事物的相关性
,

也就是利用客观事物

之间的种种关系巧妙地形成一种语言上 的艺术换

名
。

这样的换名可以引人联想
,

使表达收到形象突

出
、

特点鲜明
、

具体生动
、

简洁凝练
、

幽默诙谐等效

果
。

从 《唐代边塞诗选注 》来看
,

唐代边塞诗借代辞

格的修辞作用有

一 增强语言的形象性

借代辞格往往借人或事物的特征或突出的标

志来代指本体
,

强调其与众不同之处
,

从而给大家

留下形象化了的难忘印象
。

在边塞诗人在叙事抒

情的过程中巧妙地运用借代
,

使得诗歌语言形象生

动
,

易于接受者的解读
。

例如

①三面黄金甲
,

单于破胆还
。

王昌龄 《从军

行 》

②漂梗飞蓬不暂安
,

打丁萝引葛险危峦
。

辛常伯

《军中行路难 》

③雁门迢递尺书稀
,

鸳被相思双带缓
。

骆宾王

《从军中行路难二首
·

选一 》

④斑 白居上列
,

酒酣进庶羞
。

杜甫 《后出塞五

首
·

选二 》

例 ①中的
“

黄金甲
”

代指身穿盔甲的战士
,

因为

在阳光下光芒耀眼
,

盔甲反射出金黄色
,

用这耀眼

的
“

黄金甲
”

来代替
“

战士
”

增添了激战中的战士身

上独特的气势和势不可挡的晓勇
,

使得读者对边塞

战士的印象深刻
、

难忘
。

例 ②中的
“

漂梗
” “

飞蓬
”

用

来指代边塞战士流徙不定的生活
。

随水漂流的桃

梗
,

随风飘散的蓬毛
,

如此生动形象又贴切地将边

塞战士艰苦流离的状态展现出来
,

让人深感那份戍

久思乡的愁绪
。

例 ③中的
“

双带缓
”

代指因长期思

念而人消瘦
,

衣带渐趋松缓
。

用思念的结果
“

双带

缓
”

代替人的过度思念
,

用可以体察的衣服渐宽来

代替抽象又难以计量的彻骨思绪
,

使得语言生动形

象
,

表达效果卓著
。

例 ④中的
“

斑白
”

头发半 白
,

代

指长者
。

用表示颜色的词语
“

斑白
”

来代替半 白头

发的长者
,

就将年迈老者送别出塞将士的动容场面

勾画出来
,

踊跃从戎的士气也流露出来
。

二 词约意丰
,

委婉凝练
,

耐人寻味

简洁凝练是诗歌的一大特点
。

边塞诗要表达

丰富的内容和情感
,

又要以委婉的形式流露
。

运用

借代的手法就可以收到词约意丰
,

委婉动人之效
,

也给读者提供了深思遐想
、

咀嚼玩味的余地
。

例

女口

①疾风卷溟海
,

万里扬沙砾
。

崔融 《塞垣行 》
②羽书朝继人

,

烽火夜相望
。

李隆基 《平胡 》
③鼓角雄山野

,

龙蛇人战场
。

李隆基 《平胡 》
④闻道云南有沪水

,

椒花落时瘴烟起
。

白居易

《新丰折臂瓮 》
例 ①中的

“

溟海
”

本是神话中的海
,

《列子 汤

问 》
“

终发之北
,

有溟海者
” 。

这里借指塞上 的大

湖
。

诗人想要描写塞上的环境
,

根据人们对神话中

溟海的已有印象
,

联系到塞上 的大湖
,

充分调动读

者展开联想
,

从而使得塞上 的湖塞上的风景与神话

中的点建立了某些相通的奇妙之感
。

例 ②中的
“

羽

书
, ,

代指古代插有鸟羽的紧急军事文书
,

用
“

羽书
”

二字代替
,

既简洁凝练又让人联想到飞鸟的急速飞

翔
,

以此来表达军事文书之紧急
,

贴切又 引人遐

思
。

例 ③中的
“

龙蛇
”

代指矛
、

戟等长武器
。

首先
,

龙蛇的长能够让人们与矛戟等长武器建立起一种

关系联想
,

另外
,

龙蛇的凶猛又和武器的尖利相联

系
。

这两点交融在一起
,

使得
“

龙蛇
”

代替
“

矛戟等

武器
”

更简洁有力和独特
。

例 ④中的
“

椒花落时
”

是

指农历四月光景
,

用如此具体可感的花椒花落来指

称宽泛不确定的四月光景
,

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椒

花落时的时节
,

不用再加叙述和解释
,

就将
“

瘴烟

起
”

的时间说明白了
。

三 可以使语言富于变化
,

避免重复

诗歌等文学作品大都给人一种趋于雅致的享

受
。

而这种雅化的追求也是诗人对诗歌本身的修

为
。

而诗歌本身久远的年代感和成文的约束容易

给人一种陈腐之感
,

运用借代
,

可以避免陈旧词语

的重现
,

用别出心裁的借体带给读者一种意义切换

般的熟悉的陌生感
。

例如

①春来秋去移灰馆
,

兰 闺市芳尘断
。

骆宾王

《从军中行路难二首
·

选一 》
②昨夜星官动紫微

,

今年天子用武威
。

万齐融

《仗剑行 》
③忘身辞凤闻

,

报国取龙庭
。

王维 《送赵都督

赴代州得青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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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冻轮当债光悠悠
,

照见三堆两堆骨
。

王建

《关山月 》

例 ①中的
“

芳尘
”

代指女子闺中的信息
。

诗人

表达征人与家属音讯断绝
,

却没有用
“

音讯
”

等表示

消息的词语
,

而是选用
“

芳尘
”

代替
,

一方面女子居

室有着芳香气息
,

用
“

芳尘
”

显得很契合
,

而且词前

的
“

兰
” “

柳
”

与词中的
“

芳
”

一脉相承
,

自然相接
。

另

一方面
,

符合了诗歌雅化的趋势
,

避免 了陈旧感
,

带给读者一种新鲜感
。

例 ②中的
“

紫微
”

是星名
,

这里指皇帝居处
,

带给人一种可以接受的陌生感
。

古来观星者
,

给群星 以百官之名
,

如将相辅弼之

类
,

星官也称天官
,

如此对照
,

用紫微代指皇帝可

以理解
,

并且天体也给人一种高雅之感
。

例 ③中的
“

凤闽
”

是汉代宫闽名
,

因其上有铜凤凰得名
,

此泛

指朝廷
。 “

凤
”

是神话传说中的瑞鸟
,

本身就是吉祥

富贵高雅的象征
,

代指朝廷
,

有对朝廷的美好寓意

和期望
。

例 ④中的
“

冻轮
”

指寒月
,

寒秋大又 圆的

月亮
。 “

冻轮
”

首先让人感到有点陌生
,

正是这点陌

生感让诗意浓厚
,

避免了
“

月亮
”

等常用词语 的重

复出现
。

四 富有感情色彩
,

使得语言褒贬分明
,

增添作 品

感染力

诗人将选择后的字词巧妙地推敲排列
,

除了表

达字面上包含的意义
,

还要表达字面意义背后的非

理性意义
,

也就是诗人的思想情感
。

而借代辞格就

是契合诗歌的这种表达方式
,

利用借体本身包含的

某种特殊含义
,

赋予诗歌隐含的情感 内涵
,

增添了

作品的感染力
。

例如

①七德龙韬开玉帐
,

千里毫鼓叠金征
。

骆宾王

《从军中行路难二首
·

选一 》
②五营屯北地

,

万乘出西河
。

卢照邻 《上之
回 》

③君不见封狐雄旭 自成群
,

凭深负固结妖氛
。

辛常伯 《军中行路难 》

④幽并少年不敢轻
,

虎狼窟里空手行
。

李廓

《猛士行 》
例 ①中的

“

七德龙韬
” ,

禁暴
、

敢兵
、

保大
、

定功
、

安民
、

和众
、

丰财为武功七德
,

将军的韬略为龙韬
,

“

七德龙韬
”

代指德高谋深的将军
。

诗人对主将不

惜美言
,

用饱含褒扬感情色彩的词语来写边塞征战

的主将
,

赞扬之情溢于言表
。

例 ②中的
“

万乘
”

即万

辆兵车
,

特指皇帝
。

极言兵盛君威
,

抒发诗人对安

边定远的激昂之情
。

例③中的
“

封狐雄旭
” , “

封狐
”

即边塞大狐
, “

旭
”

即毒蛇
,

均代指敌人
。

用大狐和

毒蛇来写边地风光
,

流露出诗人因久戍思乡的愁绪

和对边地险恶环境的厌恶
,

增添了诗歌的感染力
。

例 ④中的
“

虎狼窟
”

借指匈奴的阵营
,

诗中极力刻画

的猛士形象在此得到了升华
,

诗人把匈奴阵营的险

恶与狼虎的凶残相联系
,

对匈奴的讽贬和对猛士勇

武不凡的赞扬相映衬
,

更突显了猛士的雄壮威武
,

抒发了诗人出塞建功的豪情
。

五 使得诗歌音律和谐
,

富有音乐美

不论是诗还是词
,

也不论是古体诗还是近体

诗
,

均有格律的要求
,

只是宽严的不同
。

对近体诗

来说
,

格律的要求较严
,

每一行的字数
、

平仄均有规

定
,

有的还必须押韵
。

由于借代的方式较多
,

借体

的字数多少又无定额
,

这就给本体提供了较大的选

择余地
,

从而得以在较大程度上适应格律的需求
。

边塞诗同样也会运用借代方式来满足格律方面的

需求
。

例如

①白草山头日初没
,

黄沙戍下悲歌发
。

郎士元

《塞下曲 》
②烟尘犯雪岭

,

鼓角动江城
。

杜甫 《岁暮 》

③垂竿已谢播溪老
,

体道犹思塞上翁
。

高适

《金城北楼 》
④玉替还赵妹

,

瑶瑟付齐娥
。

陶翰 《燕歌行 》
例①中的

“

白草山
” “

黄沙戍
”

分别代指
“

西北边

塞的山
”

和
“

边戍之地
” ,

借代使得此联字数相等
,

平

仄相对
,

符合了诗歌格律的要求
。

例 ②中的
“

烟尘
”

“

鼓角
”

代指边境战争
,

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

战争的紧张
,

渲染了时局的动荡艰危
,

并且上 下联

相对
,

平仄相合
,

符合了格律的要求
。

例 ③中的
“

播

溪老
”

指姜太公 吕尚
,

诗人追思历史旧事
,

对人生际

遇
、

祸福更替有了更深的认识
,

但内心因不得志而

郁结的愁思仍然溢于字里行间
。

此处用
“

播溪老
”

代姜太公
, “

老
”

是仄声
,

也满足了这里需要仄声字

的要求
。

例 ④中的
“

瑶瑟
”

是用美玉装饰的瑟
,

这里

泛指精美贵重的乐器
, “

赵妹
” “

齐娥
”

也都是美女的

代称
,

这里
“

瑟
”

与
“

替
”

平仄相对
,

纵观全诗
, “

娥
, ,

与
“

歌
” “

多
” “

和
” “

河
”

等押韵
,

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满足

格律的要求
。

借代这一辞格的修辞效果在具体诗作中不是

单一的
,

往往是一个借代兼有多种表达效果
,

恰到

好处地运用借代对诗歌的艺术性的提高起着多方

面的促进作用
。

从 《唐代边塞诗选注 》来看
,

唐代边

塞诗中借代辞格的运用使得诗歌在思想内容上
,

写

景抒情
、

夹叙夹议中不失巧妙的语词转换
,

粗犷豪

放中不失婉约含蓄
,

瑰丽奇异中不失典雅厚重
,

为

唐代边塞诗风的构建注人了一股新鲜而典雅的气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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