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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俊逸的马，两眼明亮，两耳灵活。当它们奔跑时，长鬃飞舞，马鸣
萧萧，马蹄声声，壮观至极。

在“天籁音，旋律美妙”的蒙古族民歌中，赋予骏马很多美誉，表达对马的
深厚情感，以良马比喻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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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那达慕，古老、悠长的《骏马歌》
便回荡在草原。“那飘飘欲舞的美丽长
鬃，好像闪闪发光的金伞随风旋转；它那
炯炯闪烁的两只眼睛，好像一对金鱼在
水中游玩；它那宽阔无比的胸膛，好像盛
满甘露的宝壶；它那精神抖擞的两只耳
朵，好像山顶上盛开的莲花瓣⋯⋯它向
前奔跑的时候，如同欢乐的彩鸾在空中
飞旋。它纵身驰骋的步态，好像吃饱的
兔子在原野上撒欢⋯⋯”

“民歌用排比加比喻的句子赞美骏
马，表达人们对骏马的无比喜爱之情。
草原上自古就有赞美马的风俗。蒙古族
民歌中有 20%的民歌赞美骏马，如《青海
骝》《铁青马》《黄骏马的汗珠》《飞快的紫
骝马》《雪白骏马》《彩虹马》《小青马》等
等。通过民歌来赞颂马的功能，赞美马
的毛色，感恩马的功德等。”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苏尤格教授说。

蒙古族对马的赞颂有着悠久的历史。
翻开有关蒙古族民歌的书籍，马的赞歌不胜
枚举，有些民歌对马外貌特征的描写惟妙惟
肖，如古老的民歌《两匹小青马》，“像两颗珍
珠，像两朵金花，像两颗流星，那是成吉思汗
的两匹小青马⋯⋯长鬃似火苗，头颅像月
牙，美鹿似的矫健呀，彩虹般的尾巴。”

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蒙古族民歌，
按题材分为狩猎歌、牧歌、赞歌、礼俗歌、
短歌、叙事歌等。每种题材都包含着马
文化及马形象。在源于原始狩猎歌舞的
狩猎歌中，模仿了马匹动作和神态。牧
歌以歌唱草原、赞美骏马为主。赞歌主
要歌颂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赞美家乡的
山川湖泊和草原上的马匹，多在那达慕
或庆典等场合演唱。礼俗歌是带有生活
风俗性、实用性的民歌，都蕴含着马文
化。在叙事歌中，马虽然不是以主角的
形象出现，但它却是英雄人物或主要人
物的亲密伙伴。

“以马为题材的蒙古族民歌，洋溢着
浓郁的民族风情。不少民歌借马示情，
借助艺术手法把马作为抒发自己情感的
象征物。”苏尤格说。

在科尔沁草原，一位牧民民歌手为
我们深情演唱了《阿日嘎的枣骝马》，歌

手 清 澈 的 声 音 仿 佛 从 草 原 深 处 传 来 ，
“阿日嘎的枣骝马，在马群里，出类拔萃
的枣骝马⋯⋯在花的原野上，自由地飞
奔，在我有生之年，回到自己的家乡。”
科尔沁叙事民歌独具特色，其中关于马
的民歌，抒发思乡之情，表达对美丽爱
情、幸福生活的憧憬，对真善美的赞美。

在乌珠穆沁草原，聆听由近代蒙古
族诗人栋可勒创作的民歌《吉祥的八骏
马》《红走马》，天籁般的歌声与具有象征
意象的词相融，令人陶醉。在这片草原
上传唱至今的民歌《铁青马》，是清代乌
珠穆沁部落头领女儿婚宴所唱民歌。歌
中唱道：“让我那轻快的铁青马，肥壮时
早早启程吧。把我那漂亮的小妹妹，趁
着花季时出嫁吧⋯⋯”有着 160 余年历
史的民歌《标致的黑骏马》，在乌珠穆沁
草原广为传唱，这首歌中提到的豪来胡
都格、阿格图茵召等地名依然存在。乌
珠穆沁长调民歌《团尾巴马》，表达了深
厚的兄妹之情。

“在蒙古族民歌里关于马的民歌很
多，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民歌中比兴
手法的运用，加强了马的生动性，增加了
歌词的韵味和马形象的感染力，使民歌
散发出迷人的艺术魅力。”苏尤格说。

长调民歌可谓游牧文化的一朵永不
凋谢的花朵。长调民歌与草原、与蒙古
民族游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承载着蒙
古民族的历史。其高亢悠远的风格宜于
叙事，又长于抒情。所以说长调是草原
上的歌、马背上的歌。

“长调民歌字少腔长，富有装饰性，
音调嘹亮悠扬，节奏自由舒缓，能够反映
出辽阔草原骏马奔驰的气势、牧民的宽
广胸怀等。牧歌、赞歌等均属于长调。
长调歌词绝大多数内容是描写草原、骏
马、牛羊、蓝天、白云、湖泊等。在有些表
达 情 感 的 长 调 中 ，马 以 朋 友 的 形 象 出
现。”苏尤格说。

蒙古族民歌因地区不同而风格迥
异。锡林郭勒草原的长调民歌，声音嘹
亮悠长，其中《小黄马》《走马》等流传甚
广。呼伦贝尔草原的长调民歌则热情
奔放，其中《盗马姑娘》为代表作。这些
长调歌曲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马形象
与旋律的完美结合。

“长调民歌具有辽阔、奔放的草原气
息，主要在放牧时演唱，有时也在宴席、
婚礼和那达慕演唱。长调在演唱上有两
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延长音中的连续嗽
音和颤音，犹如骏马嘶鸣，适于表现洋溢
的激情，使音乐带有华彩性。二是旋律
中向下三度或四度的轻声下滑，就像婉
转清扬的马头琴声，适于抒发内在的情
感，为音乐增添了抒情性。”苏尤格说。

短调民歌在鄂尔多斯市、通辽市、兴
安盟、锡林郭勒盟等地尤为集中。在结
构短小的短调民歌中，马的形象鲜活而
生动。《亮鬃黄骠马》是一首流行于锡林
郭勒草原的宴歌，歌曲通过描写亮鬃黄
骠马轻快灵便的马步、金灿灿的毛色，来
比喻朋友的热情和真挚的心，表达了蒙
古族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亮鬃黄骠
马》由上下两个乐句构成。歌词描述了
朋友们骑着亮鬃黄骠马远道而来的欢乐
情景，与在宴席中举起酒杯相敬相碰的
热闹场景相辅相衬。短调民歌篇幅较短
小，曲调紧凑，节奏整齐、鲜明，音域相对
窄一些。短调一般是两行，有韵的两句
式或四句式，歌词简单，但不呆板，其特
点是在音韵上广泛运用叠字。往往是即
兴歌唱，灵活性很强。”苏尤格说。

蒙古族民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
要的位置，是草原上一条美丽而特殊的
文化带。草原上的马在蒙古族民歌中散
发着独特的魅力。在民歌中，马、草原、
人，完美交融。很多民间歌手和艺术家
在草原的歌海里采风，使蒙古族民歌得
到整理、保护和传播。

“多角度、多层次挖掘蒙古族马文化
的内涵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蒙古族民
歌中的马匹是艺术内涵和思想性的结
合，是向往美好生活的象征。亟待加强
保护和进一步挖掘、整理。”苏尤格说。

马背之歌 传唱不息

赞美骏马 抒发情感

拾萃

□伊赫

“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
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
牡丹相映红⋯⋯”这首 《契丹风
土歌》 为辽代诗人萧总管所作，
描绘了壮美的草原风光、成群的
骏马等。一千多年前，我国古代
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在今内蒙古
草原繁衍生息。

在契丹人的畜牧业中，马匹
的牧养尤为重要。马，不仅是他
们 的 衣 食 之 源 ， 也 是 征 战 的 伙
伴。因此，契丹人以车马为家，

“其富为马，其强为兵。”平时，
契丹人在草原上牧马，战时，则
组成骑兵队伍。在与中原的交往
中，马又是贵重的礼物。契丹人
历 来 “ 习 俗 便 乘 马 ， 生 男 薄 负
锄。”契丹男女均爱骑马，辽帝的
后妃也善骑射，《辽史·后妃传》
记载：“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
长 于 射 御 ， 军 旅 田 猎 ， 未 尝 不
从。”

据北宋范镇 《东斋记事》 记
载 ， 范 镇 曾 与 契 丹 来 使 萧 庆 交
谈，问及契丹人的牛马经。萧庆
介绍说：“契丹牛马有熟时，有不
熟时，一如南朝养蚕也。”“有雪
而才露出草一寸许时，如此则牛
马大熟；若无雪，或有雪而没却
草 ， 则 不 熟 ， 盖 契 丹 视 此 为 丰
凶。”草原上无雪或雪大没过草，
都对牛马不利，只有雪下得恰到
好处，露出一寸高的草尖来才能
使牛马兴旺达到“大熟”。牛马以
唇和舌来卷草吃，草太低或草被
覆盖，牛马就吃不上草。如今草
原上的牧民仍然把无雪造成牧草
不生称为“黑灾”，把雪太大盖住
草称为“白灾”。

为 了 加 强 对 养 马 业 的 管 理 ，
辽 朝 专 设 “ 总 典 群 牧 使 司 ” 和

“诸路群牧使司”，负责各地方的
养 马 业 ， 这 使 马 的 饲 养 颇 为 兴
旺。据 《辽史·道宗纪》 记载，
辽 道 宗 大 安 二 年 （公 元 1086
年），牧马已达 100 万匹，各路牧
马官员因此得到嘉奖，“以次进
阶 ”。 据 《辽 史 · 食 货 志》 记
载，辽代末期，契丹“马就有数
万群，每群不下千匹。”

据史料记载，金灭辽后，辽
名臣耶律大石率部众至漠北，他
将“群牧使司”在漠北饲养的 10
万多匹御马编入部队向西进发，
在 今 中 亚 地 区 建 立 西 辽 国 。 后
来，契丹骑兵又迁至今伊朗克尔
曼，建立后西辽国，这两个契丹
国历时 200 余年，使中国文化传
播到中亚和西亚。由此可见，马
匹为契丹的中兴与延续立下了战
功。

关于契丹人的起源，《辽史·
营卫志》 记载：“相传有神人乘白
马，白马盂山浮土河而来，有天
女驾青牛由平地松林，泛黄河而
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河，相遇
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渐盛，
分为八部。”关于契丹人在木叶山
两河交汇处供奉始祖和八部的历
史 ，《辽 史 · 地 理 志》 记 载 ：
“ （山） 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
可汗像在南庙，可敦 （即夫人）
在北庙，给塑二圣并八子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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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蒙古族民歌中，马是永恒的题材。千百
年来，能歌善舞的蒙古民族，在马背上，在毡房里，在
那达慕，伴着马头琴，或高亢悠扬，或低回缠绵，赞美
骏马，借马示情。蒙古族民歌中以马为题材的民歌，
以及层出不穷的马形象等，不仅赋予其独特的风格和
色彩，还丰富了蒙古族马文化的内涵，是中华民族艺
术宝库中的瑰宝。 ——编者

以 诗 咏 马 ，在 我 国
可谓源远流长。在我国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中便有不少吟咏马的诗
句。如《齐风·载驱》中

“四骊济济”的诗句，写
四 匹 黑 马 很 强 壮 ；《小
雅·四牡》中“四牡騑騑”
的诗句，写四匹马“马不
停蹄”；《小雅·白驹》共
四 段 ，每 段 以“ 皎 皎 白
驹”起兴。

汉 武 帝 刘 彻 的《天
马歌》是一首专门咏马
的诗篇：“太一贡兮天马
下 ，霑 赤 汗 兮 沫 流 赭 。
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
匹兮龙为友。”“赭”指红
褐 色 ，“ 跇 ”为 跨 越 之
意。全诗咏天马，写其
来 历 ：“ 太 一 贡 兮 天 马
下”；写其外表：流出的
汗为红褐色的血；写其
精神：驰骋万里。

西 晋 诗 人 张 华 的
《壮士篇》中有“乘我大
宛马，抚我繁弱弓”的诗
句。南北朝诗人鲍照的

《代 出 自 蓟 北 门 行》中
有“马毛缩如猬，角弓
不可张”的诗句。

唐诗中咏马的诗句
和诗篇数量非常多。李
白作《紫骝马》《白马歌》

《天马歌》等咏马诗篇；
杜甫作《瘦马行》《白马》

《房兵曹胡马》等咏马诗
篇；白居易作《马上吟》
等咏马诗篇。李贺、王
维、王昌龄、岑参、杜牧
等，也都有咏马的诗篇
或诗句。其中杜甫的《房
兵曹胡马》，为咏马抒怀
之佳作，“胡马大宛名，锋
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
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
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
如此，万里可横行。”写马
的来历：名马“胡马”，来
自“大宛”；写马的外形：

“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
峻”；写马的动态：“风入
四蹄轻”；写马的气概：

“所向无空阔”；写马的品
格：“真堪托死生”，可以
将人的生死托付于它。

唐 代 以 后 ，咏 马 的
诗 句 与 诗 篇 也 为 数 众
多。其中，颇具特色的
有宋代诗人王禹偁《村
行》中“马穿山径菊初
黄，信马悠悠野兴长”的
诗句，黄庭坚《过平舆怀
李子先时在并州》中“世
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
得九方皋”的诗句，苏
轼的《韩幹马十四匹》；
明代诗人徐渭的《边词
二十六首》中有“妆起自
不撩人看，起莝黄刍喂
铁骢”的诗句；清代诗
人朱彝尊《马草行》中有

“阴风萧萧边马鸣，健儿
十 万 来 空 城 ” 的 诗
句。

（石云）

以

为歌

马背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