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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祖常，元代著名文学家、诗人，以会考第一名的成绩入仕。《元史》中有《马祖常传》所

记。

这是一首古乐府诗（也叫杂言诗）。诗的前四句用仄声韵，描写白翎雀鸟；后四句换韵，

用了平声韵。这是古乐府诗的特点之一。

乌桓是古地名，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中东部、赤峰市北部、河北省北部、辽宁

省北部的辽西、

辽东广大地区。这里是白翎雀鸟的国度。这种鸟爱情专一，雌雄不分离而为乐，相互为

伴而永恒。它们在沙漠上的雪地里。荒草中建屋居家生活。

“八月雪深”句借用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即飞 雪”句。描写边塞恶劣气候。诗的后半部分，诗人笔锋一转，由描写当下的白

翎雀鸟，引申到写人“旧时飞燕在昭阳。”

“君不见”，大有诗仙的遗风。“旧时”，这里指汉朝汉成帝时代。“飞燕”，指赵飞燕（原名

——赵宜主），是汉成帝刘骜的后宫专宠，第二任皇后（孝成皇后）。其妹赵合德与飞燕一样

受到汉成帝的淑宠，汉成帝对二女的喜爱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沉沉宫殿锁鸳鸯”。什么宫

殿？当然是“朝阳”宫。汉成帝日夜与二女在昭阳宫贪欢淫乐。“芙蓉”句，化用唐代诗人白居

易《长恨歌》中“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句，此句诗白居易写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

情故事。这里马祖常用同样的手法描写汉成帝对赵氏姊妹的迷恋程度：芍药花，古代象征着

男女爱情。

这首诗前四句状物，后四句写人，写人状物的结合堪称完美。诗句明快，诗意显而易见，

用韵灵巧自然，读来琅琅上口，回昧悠长。

赏析： 郭久良

乌桓城下白翎雀，雌雄相呼以为乐。

平沙无树托营巢，八月雪深黄草薄。

君不见，旧时飞燕在昭阳，沉沉宫殿

锁鸳鸯。芙蓉露冷秋宵永，芍药风暄春昼

长。

白翎雀歌
■元 马祖常

■马守喜

2022年05月06日

水墨画 原上和鸣 代丽娜

早晨起来，窗外下雪了，屋里有

点凉，孩子还没起床。我烤了蛋挞，

看蛋挞在烤箱里咕嘟咕嘟冒着泡泡，

瞬间就感到温暖了许多。

烤箱“滴”一声响，预设时间到

了，蛋挞熟了。几乎同一时间，两岁

的二宝罐头，光着屁股跑到我身边说

“妈妈，我睡醒了。”

吃过早饭，我和罐头坐在窗台上

看雪花。她说：“妈妈，雪花有的往下

面飞，有的往上面飞，都飞到窗户上

了。”我问为什么，她说不知道，我告

诉她刮风啊！

于是很自然地想到谢道韫，于是

问 12 岁的大宝果果白雪纷纷何所

似。果果说，哎呀，忘了，继续看她的

奇葩大会去了，我哑然失笑，我的女

儿是没有“咏絮才”了。

中午，天忽然就变了，沙尘满天，

看上去黄黄的。罐头的字典里还没

有“沙尘暴”“雾霾”等概念，一个劲问

我jia(她想说的是“咋”)的了。我索性

拉上窗帘儿，把讨厌的雾霾天气隔在

外面。

晚上居然下大雪了，爸爸要带俩

娃儿去外阳台上玩，罐头在姥姥家地

上玩太空沙不肯起来。果果穿上羽

绒服，戴上手套，跟爸爸出去了。

又过了好久，我带罐头回家，二

楼阳台上雪依旧特别大，我后悔没给

罐头戴好围巾，因为雪打在她脸上。

尽管距离特别近，可天降的，毕竟是

瞬间可以“满弓刀”的“大雪”。

“妈妈，我可以像佩奇乔治一样

咯吱咯吱的踩吗？”我抱着罐头一边

狂奔一边回应她“不行，天太冷，你也

没有穿靴子。”

爬上六楼敲门，居然没人，打电

话问问，爸爸和姐姐还在外面玩，我

和罐头在楼道里等着，罐头冰凉的小

脸贴在我的脸上，声控灯灭了，我没

有打开，我们俩静静地站着，感觉很

美好。

单元门开了，有脚步声传来，爸

爸和姐姐回来了，他们的衣服有点

湿，说是在雪地上躺着了，他们还带

回来酸奶和小龙虾，爸爸还端着一盆

雪。

“应该让罐头踩踩雪”爸爸说。

我说她想踩我拒绝了，爸爸说着

不应该，开门进屋，拿了个盆转身又

出去了。

很快，他端着一盆雪回来了。他

把雪放在卫生间，让罐头去玩，罐头

不肯，说“凉”，爸爸捧起一捧雪做示

范，她就去玩儿了，不一会儿就特别

投入，高兴得尖叫，甚至脱下袜子把

脚伸了进去。

我忽然觉得也许这就是父亲和

母亲不一样的地方，孩子勇敢还是怯

懦，真的和教育有关。

罐头玩累了，睡了。我们仨一起

吃小龙虾看电影。

其实，每天的生活都如今日般庸

常琐碎如一地鸡毛，但我们力争把它

做成漂亮的鸡毛掸子，也许那飘香的

蛋挞，盆里盛着的雪花和小龙虾就是

将鸡毛变成掸子的浆糊吧！

一 地 鸡 毛
如果生活给了我一地鸡毛，我就把它做成漂亮的鸡毛掸子。

——题记

■丁建华

马达（本名马塞生）先生离开我

们已经20多年了，每每想起他，总有

一种难言的深深的记忆。先生是位

诗人、作家，先生是一本书，他深邃，

他丰满，先生是兄长，他可敬、可亲、

可爱。他的睿智，他的真实，他的勤

奋，他的坦诚，他的低调，他的平易近

人，总是构成了我思念的点点滴滴。

先生生前或去世后，我曾写过几

篇介绍他的文章，其中《回族诗人马

达》一文，先后被《内蒙古日报》《赤峰

日报》《平庄矿报工报》《宁夏大学学

报》《内蒙古穆斯林》等多家报刊转

载，我们合写过多篇文章，如《漫话经

棚》《草原回民连》《字儿山》等。我们

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却有着君子的

情谊，平静的水面往往也会有别样的

浪花。

马达，回族，1933年生，是克旗白

岔人（现芝瑞乡），幼年读私塾，11 岁

那年父母双亡，他不幸流浪街头，跟

放牛羊的老农住在一起，听一些民间

传说，跟民间艺人学一些说唱口头文

学，后来被原兴老师收养，念了四年

小学。他1947年参加工作，任儿童团

长、土改工作队员、政府秘书、小学教

师、文化馆长、共青团克旗委副书记，

旗文化局长、宣传部副部长、政协秘

书长、文联主席等职务。他从1956年

开始发表作品，40余年，先后在《人民

文学》《草原》《辽宁文艺》《朔方》等杂

志发表近 1000 篇诗歌、散文、小说

等。在全国《回族诗选》中，他排在首

位，他的许多作品被译为蒙、朝、壮、

维吾尔等多种文字，并用外文介绍到

日本、阿拉伯等许多国家。

马达先生是久负盛名的诗人、新

闻工作者，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最值

得一书的是1958年他创刊的《克什克

腾报》和1980 年创刊杂志《达里湖》。

《克什克腾报》是一份贴近老百姓的

生活，敢于替老百姓说话，歌颂党的

方针政策的报纸。为了把报纸办活，

办得丰富多彩，马达担任总编，又兼

任记者、编辑，发行等诸多工作，报纸

开设的栏目有社论、本旗社会动态、

党政机关、学校及农牧区公社的新风

貌、读者来信，还有副刊、言论、故事、

诗歌、快板等，一张不大的报纸，包罗

万象。《克什克腾报》的最大特点是：

语言通俗易懂，贴近百姓，贴近生活，

刊登百姓所思、所想。想了解国内外

及本旗大事，读者一看就明白。

值得一提的是，马达在报中写稿

最多，风格多样，使《克什克腾报》受

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克什克腾报》蒙

文版于1959年5月1日创刊，1960年9

月《克什克腾报》蒙汉文版同时停刊，

汉文版共出 196 期，总发行量 235200

份，蒙文版共出 73 份，总发行 29200

份。

七十年代末期，由旗文联主办，

马达先生任总编的文学刊物《达里

湖》不定期出版，培养了一批克旗本

土文学新秀。马达先生是从苦难中

走出来，他始终保持着朴素而勤劳的

本色，报纸和刊物停刊后，他的写作

没有停止，无论是在克旗工作还是调

到元宝山区工作，在业余创作上更是

大踏步前行，前后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和一部中篇小说，写了很多长短诗，

散文等。正当他创作的旺盛时期，不

幸病倒，先生于1990年9月因病去世，

享年 59 岁。马达先生是同仁心中可

亲的老马，读者心中可敬的老师，他

不慕浮华，不用浅薄消费光荣，清醒

恬淡，迎接世俗的考验。他在的时

候，我们读他的诗文，读他的沧桑，读

他的厚重，读一个民族的苦难，挥挥

洒洒，溢光流爛。他走的时候，我们

读人，读他的刚正、坦诚，读一座山的

伟岸，星星点点，风光无限，他的著作

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马达创办的《克

什克腾报》和《达里湖》杂志已载入

《克什克腾旗志》，给后人留下了许多

宝贵资料和珍贵回忆。

马达与《克什克腾报》

家乡的小河真美啊！它如诗如

画，美丽极了。

春天，小河洋溢着满河的春水，

带着来自上游的残冰碎块，高兴地流

淌着。每一个小小的漩涡，都是一片

笑意，水中映衬着蓝天白云，两岸透

出初春的嫩绿，流动着柔和欢快的声

音，啊！小河——我爱你。

夏天，树木的叶子葱葱郁郁的像

一把把雨伞，美丽极了。小河在这个

时候它会哗啦哗啦地唱着歌，欢快的

流淌着，现在它正要流向远方呢。夏

天的风微微的吹着，把河边的花啦，

草啦吹得扭动了起来，它们纤细的身

姿，随风飘舞，像是给小河在伴舞

呢。如果孩子们热了也会在这里嬉

戏，笑声不断。此时，笑声，流水声融

成一曲自然的乐曲，回荡在小河上

空，啊！小河——我爱你。

秋天，河边的树木都开始枯萎

了，树上的叶子开始由绿转黄，一阵

阵秋风吹来，叶子便飘飘悠悠地从树

上落下来，好像一只只枯叶蝶在空中

飞舞，枯叶蝶落在河面上，好像一叶

叶偏舟，给河面添加了许多色彩，

啊！小河——我爱你。

冬天，雪花漫天飞舞，树木盖上

了一层雪白的棉被，河面上也结了一

层厚厚的冰，好像是穿上了亮闪闪的

衣服。这时，孩子们都聚在河面上堆

雪人，打雪仗，滑冰……欢声笑语，开

心极了，啊！小河——我爱你。

家乡的小河令人神往，我爱家乡

的小河

家 乡 的 小 河
■乌兰布统完全小学 孟祥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