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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故事原型

在离中原非常遥远的沙漠烽燧，唐朝
戍边将士读什么文学作品？在克亚克库
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唐代流行通俗读物
《韩朋赋》，给了我们答案。

韩朋与贞夫之间离奇曲折的爱情悲
剧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屡屡出现于考
古出土材料、传世文献作品和各种艺术形
式中。故事讲述了贤士韩朋离家出游，仕
于宋国，妻子贞夫美而贤，宋王欲得其妻
而采取各种手段，最终韩朋与贞夫两人为
爱情双双自杀殉情的故事。

韩朋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战国时期的
宋国，主人公韩朋，亦作“韩傰”“韩凭”“韩
冯”等。目前已知最早的韩朋故事史料为
1979年在甘肃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一枚抄
写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的残简。著名
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曾对这枚汉简作出详
细考释，“……书而召韩傰问之，韩傰对
曰：臣取妇二日三夜去之，乐游三年不归，
妇……”这里的“书”当指韩朋妻写给韩朋
的情书，此“书”可能被宋王得到，于是召
韩朋问之。韩朋说他结婚3天就离开妻
子，3年没有回家。

在传世文献中，韩朋故事最早见于东
汉末年《列异传》，另外，《搜神记》《太平寰
宇记》《春秋战国异传》《太平御览》《记纂渊
海》《山堂肆考》等文献著作中都有关于韩
朋夫妇故事的记载；诗词作品中也有众多
关于韩朋夫妇故事的吟咏，如白居易脍炙
人口的名作《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原型，就是韩朋夫妇。

烽燧出土的版本有何不同？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韩朋
赋》文书，纸张整体呈长方形，长27.4厘
米，最宽处18厘米。左侧边缘有裁剪痕
迹，其余三边参差不齐，左侧及右上角有
残缺。纸张呈灰色，有较强韧性。根据中
国科学院大学鉴定，纸张主要成分是大麻
纤维，推测可能是用大麻皮制作而成。

文书正面存字六行，共计89字，“贞
夫曰：‘呼天何益，踏地何晚，四马一去，何
时可返’”等字清晰可见。背面墨书较淡，
字有两行，共计27字，书写有人名和日
期，如“马宾、闾元节、辛崇福、张思训”等，
推测四人可能都是戍守烽燧的将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项
目负责人胡兴军认为，根据已知材料对
比，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韩
朋赋》最为接近的是敦煌莫高窟出土的

《韩朋赋》，且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
文书为《韩朋赋》中“梁伯诱骗韩妻贞夫到
宋国”一段，内容为贞夫被诱骗上车，与婆
婆互别时的场景对话。如“朋母新妇去
后，乃开箧看艳色，光影忽然唤出，飞及贞
夫，此光明到宋囯，集会诸臣，入（后
缺）……”文中的“箧”是一种由竹子编制
的用来收藏物品的盒子。大意是等贞夫
离开后，婆婆打开盒子，一道光从盒子中
飞出，飞向了宋国……

胡兴军表示，两个版本的男女主人公
姓名已固定，叙述的“梁伯诱骗贞夫到宋
国”的故事情节大体相同，表明在唐代初
期，韩朋与贞夫故事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
固定的通用版本。两个版本叙事情节都
弥漫着一种凄凉哀婉的气氛，预示着贞夫
此去前途凶险，韩朋夫妇结局最终会以悲
剧收场。但两个版本的内容细节又有区
别，其中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版
本中的“箧看”、“朋母开箧看艳色”情节，
不见于敦煌卷子本的各个版本中。

在唐代商业经济发达、都市繁荣的背
景下，为适应市井文化需要，在俗赋基础
上形成了一种新型文艺形式——讲唱文
学。各类俗赋作品通过讲唱艺人的加工，
创造出比原记载更充实、更丰富、也更有
生命力的作品，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胡兴
军说，上述两个版本的故事情节差异，可
能就是说书艺人在社会通用《韩朋赋》版
本的基础上，为使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
伏，而独立进行艺术加工和创作的结果。

唐朝戍边将士读什么文学作品？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韩朋赋》给出答案

1000多年前，唐朝
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
中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这句
诗的原型源于中国古代
著名爱情悲剧《韩朋
赋》。

在 3 月入选“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的新疆尉犁克亚克
库都克烽燧遗址中，出
土了大量唐代珍贵纸文
书，《韩朋赋》即为其中
之一。它的发现，对研
究《韩朋赋》故事的演变
流传、唐代军镇制度和
将士边塞生活，具有重
要的价值和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周琴 闫雯雯 陈光旭

新疆乌鲁木齐报道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韩朋赋》残片。

♦知道多一点♦

高科技与史料共同确认：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

建于唐代
新疆尉犁县东南，沿孔雀河古河

道，紧靠北山便道，在长达150公里的
狭长地段，分布着11座古代烽燧。北
山便道是汉代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这11座烽燧在很长时
间内都被认为是汉晋时期的建筑。

2019年至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取
得重大收获，确定了以克亚克库都克
烽燧遗址为代表的孔雀河烽燧群修筑
于唐代，是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为
防止吐蕃入侵而修筑的军事设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研究馆员、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项目负责人胡兴军说，在这次考古发
掘中，考古队使用了高科技设备进行
作业，如RTK（实时差分定位），对烽燧
进行厘米级定位精度测量。此外，研
究所还与多个科研单位和高校进行合
作，开展了多学科研究。最终，高科技
与史料从五大要素共同确认：克亚克
库都克烽燧的建造以及废弃年代，均
为唐代。

根据考古测绘，克亚克库都克烽
燧修筑于孔雀河北岸一处椭圆形红
柳沙堆上，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
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这座
红柳沙堆东西长60米、南北宽35米、
高9.8米，古环境研究表明，沙堆最后
形成时间约为魏晋时期。胡兴军说：

“所以修筑在沙堆上的烽燧不会早于
魏晋时期。”

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
人员共发掘出1000多件遗物，不仅有
流通于特定年代的钱币，还有大量纸
文书和木简，其中部分有明确纪年。

“出土的钱币有开元通宝、乾元重
宝。”胡兴军说，乾元重宝从唐肃宗乾
元元年（758年）开始铸行，到唐代宗
宝应元年（762年）退出流通领域，只
有短短5年时间。除开元通宝和乾元
重宝外，考古人员还在现场发现大量
纸文书和木简，上面有着明确纪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
雯 周琴陈光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苟春）近日，大
熊猫国家公园荥经县管护总站在整理相
关工作数据时发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
龙苍沟区域调查到一只体型大小与麻雀
相似的鸟类。该鸟约15厘米，嘴黄褐
色、尖端色深，脚灰绿色，前额及颊部橙
黄色，头顶至后颈褐色，胸部及腹部灰白
色，飞羽具白色条纹。经查阅文献资料
后核实，该鸟种为黄腰响蜜 个体，是四
川省鸟类分布新纪录。

黄腰响蜜 为啄木鸟目、响蜜 科、
响蜜 属鸟类，主要分布于巴基斯坦，印
度次大陆的北部及东北部，缅甸东北部，
国内分布于云南高黎贡山和西藏，通常
栖息于海拔1450-3500米间的峡谷或
山谷内。黄腰响蜜 栖息于其时常光顾
的蜂窝附近，与杜鹃一样，属于寄生鸟

类，善于寻找蜂巢，以蜂蜡、蜂蜜、蜂蛹为
食。由于此物种种群数量逐渐减少，已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近危物种。

此次发现黄腰响蜜 的地点位于大
熊猫国家公园荥经片区的一般控制区，
该区域地理位置特殊、气候条件优越、生
态环境复杂多样，为动植物的生存提供
了多样的环境条件。

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各类新记录不
断被发现，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此次发现对掌握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
区自然资源本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
为了解黄腰响蜜 在中国的分布提供了
基础资料。下一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
安片区将进一步加强鸟类监测工作，逐
步完善该区域鸟类资源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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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鸟类又有新发现——黄腰响蜜列
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