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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

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

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

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

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

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

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

雪上空留马行处。



鉴赏：《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岑参边塞诗的代表作，作于他

第二次出塞阶段。此时，他很受安西节度使封常青的器重，他的大多

数边塞诗成于这一时期。岑参在这首诗中，以诗人的敏锐观察力和浪

漫奔放的笔调，描绘了祖国西北边塞的壮丽景色，以及边塞军营送别

归京使臣的热烈场面，表现了诗人和边防将士的爱国热情，以及他们

对战友的真挚感情。

诗题是“送武判官归京”但这首诗表现的不仅仅是岑参和他朋友

武判官的友情。他描绘的是边塞将士集体送别归京使臣的慷慨热烈的

场面。“中军置酒”，显然不是岑参置酒，而是中军主帅置酒；鼓乐

齐鸣，也不会只是岑判官和武判官对饮话别，而是边塞将士为归京使

臣举行的盛大宴会。因此，如果说表现了友情的话，那么，应该说这

首诗主要表现的是边塞将士对一位同甘共苦过的战友的情谊。它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边塞将士的团结精神和昂扬的斗志。《白雪歌送武判官

归京》已没有诗人刚到边塞时那种过于低沉而单纯的思乡之情，它已

将怀念祖国的思乡之情，与保卫祖国以苦为乐的精神统一起来，因此

它的基调是积极乐观、昂扬奋发的。

全诗以一天雪景的变化为线索，记叙送别归京使臣的过程，文思

开阔，结构缜密。共分三个部分。

前八句为第一部分，描写早晨起来看到的奇丽雪景和感受到的突

如其来的奇寒。

友人即将登上归京之途，诗人和将士们自然对天气格外关心。昨

夜北风呼啸，天气骤然变冷了，早晨起来一看，发现仲秋季节就下起



雪来？不过，大雪初积，雪还不厚，被风吹折的干草还没有被雪覆盖。

虽然下雪会给归客带来麻烦，但在这些久经大风大雪考验的将士眼

中，这点风雪算得了什么！充满他们心头的，只有为友人归家的喜悦

之情。因此，那挂在枝头的积雪，在诗人的眼中变成一夜盛开的梨花，

就象美丽的春天突然到来。前面四句主要写景色的奇丽。

“即”、“忽如”等词形象、准确地表现了早晨起来突然看到雪

景时的惊异神情。经过一夜，大地银装素裹，焕然一新，此时的雪景

分外迷人。

接着四句写雪后严寒。诗人的视线从帐外逐渐转入帐内。风停了，

雪不大，因此飞雪仿佛在悠闲地飘散着，进入珠帘，打湿了军帐。诗

人似乎此时才意识到，难怪昨夜盖着狐裘还那么冷！那些起床后着甲

引弓的将士也似乎在喊：“好冷啊！”诗人选取居住、睡眠、穿衣、

拉弓等日常活动来表现寒冷，如同选取早晨观雪表现奇异一样是很恰

当的。读到这里，读者也似乎觉得寒气袭人，仿佛身临其境境。虽然

天气寒冷，但将士却毫无怨言。而且“不得控”，无论天气多么冷，

他们也没有忘记训练，还在拉弓练兵；“冷难着”，说明尽管铁甲冷

得刺骨，他们还是全副武装，时刻准备战斗。这里表面写寒冷，实际

是用冷来反衬将士内心的热，更加深刻地表现出将士们乐观的战斗情

绪。

中间四句为第二部分，描绘白天雪景的雄伟壮阔和饯别宴会的盛

况。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诗人用浪漫夸张的手法，

极力描绘雪中天地的整体形象，浩大苍茫，威严雄伟。诗人这样写恰

恰是为了反衬下文的欢乐场面，写出人们的乐观精神。生活环境的艰

苦，更能说明将士们歌舞的积极意义。这是艺术创作中常用的一种手

法。第一部分用“冷”来写“热”；这一部分则是用“愁”来写“欢”，

表现手法一样。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笔墨不多，却表现了送

别的热烈隆重。在主帅的中军摆开筵席，倾其所有地搬来各种乐器，

且歌且舞，开怀畅饮，这宴会一直持续到暮色来临。第一部分内在的

热情，在这里迸发倾泄出来，达到了欢乐的顶点。

最后六句为第三部分，写傍晚送别友人踏上归途。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归客在暮色中迎着纷飞

的大雪步出帐幕，那水晶一般冻结在空中的鲜艳旗帜，在白雪中显得

多么绚丽！这旗帜在寒风中毫不动摇、威武不屈的形象，不正是将士

的象征吗？这两句一动一静，一白一红，相互映衬，画面生动，色彩

鲜明。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虽然雪越下越大，送行

的人千叮万嘱，不肯回去。“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用很平淡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将士们对战友的真挚感情，字字传神，含

蓄隽永。这一部分虽然描写对友人依依惜别的深情，但也表现了边塞

将士的豪迈精神。



全文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就象一首边塞壮歌，时促时缓，

抑扬顿挫，刚柔相济，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反映。

在艺术上，这首诗给人一种奇丽新奇的情趣。之所以能达到这种

艺术效果，一是因为诗人有长期边塞生活的基础，能准确地把握边塞

风景的特点，写出它的奇处；同时因为诗人富于想象，善于用浪漫主

义的手法表现出主观的体验和联想，而不是停留在对客观事物的描绘

上。其次是它写景抒情极富变化。诗人善于用不同的手法，从不同角

度写景抒情。有时实写，有时虚写。有时大笔挥洒，有时又精雕细刻。

先用比喻手法写清晨的雪景；再用反衬、夸张手法写雪天雪地；后用

烘托、对比手法写暮雪。从雪中的树、雪中的人、雪中的天地、到雪

中的军营，雪中的红旗，雪中的天山。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由外

及里，又由里及外；由地面写到空中，又由空中写到地面。立体地再

现了大自然的美好形象和诗人的丰富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