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文化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徐跃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19 年 4 月 19 日 星期五 邮箱：172965245@qq.com

马的世界

7

说说马儿
睡觉这件事
□思勤

马儿有着自己独特的睡
姿，家马有站着睡觉的本领，
而野马的睡觉方式更胜一
筹，它可以边走边睡。这些

“特困生”在它需要休息和感
觉安全、舒适时就睡，不管是
白天还是夜晚。

一般来讲，它们在夜里
比白天睡觉时间更长一些。
其中，小马比大马睡觉的时
间更长，母马比公马睡得更
长。而马群中的头马则比其
他马睡眠时间要短一些。

根据不同睡眠状态，马
儿的睡眠主要分为安静睡
眠和活动睡眠。安静睡眠
时表现为闭目、瞳孔缩小，
不出现眼球快速转动；活动
睡眠时肌体张力明显降低，
完全松弛，眼球出现快速转
动，血压、心跳、呼吸和植物
性神经系统，出现短暂的较
明显的不规则变动。安静
睡眠和活动睡眠能相互转
化。睡眠刚开始为安静睡
眠，持续一段时间后转入活
动睡眠，活动睡眠持续时间
较短，大约 10 分钟左右，又
转入安静睡眠，随后再转入
活动睡眠。

在整个睡眠期间，两种
方式可以反复多次出现转
化。马的活动睡眠占睡眠
期 间 比 例 的 15% 到 25% 。
幼驹的活动睡眠所占比例
较大。活动睡眠是正常睡
眠 所 必 须 ，马 儿 缺 乏 活 动
睡 眠 时 ，行 为 上 变 得 易 于
激怒。马匹在一段时间内
活 动 睡 眠 不 足 ，随 后 一 段
时间活动睡眠在整个睡眠
中 比 例 会 增 大 ，以 补 偿 过
去的不足。

饮食也会影响马的睡眠
时间。当春天牧草中的蛋白
质增加时，马儿的总躺卧时
间将增加，当干草代替燕麦
草时也有这种倾向，禁食也
有同样的影响。

从睡眠姿势来讲，它们
站着、躺着都是可以睡的。
大多数情况下站着睡比较
多。经过长期进化，最终演
变为长期站立而不易疲劳的
身体结构，能在消耗很少腿
部肌肉力量的情况下保持站
立。

它们站着睡觉时是歇后
蹄的，如果出现歇前蹄的情
况，多半是出问题了。马前、
后蹄结构不同，分工也不同，
前蹄负担了 60%左右的体
重，但是，肌肉紧张性小，不
容易疲劳。后肢是马的动力
系统，后肢肌肉发达，腱质较
少，收缩力强，抗疲劳能力
差。而且后蹄较小，也不宜
负重。

那么，站着睡，躺着睡，
哪 个 更 好 ？ 站 着 睡 更 好 ！
保持警觉是一方面，主要是
躺着睡有风险。首先，是眼
睛有风险，垫料、灰尘等容
易进入眼睛，长时间压迫眼
睑，引起角膜溃疡、角膜炎；
其次，有可能形成“褥疮”，
长时间躺卧，容易导致被压
部分的血液循环障碍，马的

“褥疮”通常发生于骨骼突
出、肌肉不丰满的地方，比
如 四 肢 末 端 、肘 部 以 及 头
部；再次，造成肌肉、神经损
伤以及坠积性肺炎，马匹大
躺时一侧肺脏完全被压到
身下，肺部血液循环障碍，
再加上胸廓无法像站立时
正 常 扩 张 ，肺 通 气 受 到 抑
制。同时由于鼻孔接近地
面，容易吸入灰尘、细菌等
异物，肺部继发感染的几率
也大大增加。另外，在马厩
或有阻碍的空间里躺着睡，
容易憋在角落里起不来，在
挣扎时造成损伤的风险。

总之，马儿的睡眠是一
件大事，我们不能只顾欣赏
它们的矫健身姿、动态之美，
要知道动与静是分不开的。

马背荣耀

马文化犹如一条不舍昼夜、奔流
不息的长河，汇聚多条支流，形成巨
大的水系。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积
淀，在诸多文献资料、文学作品中留
下了它的足迹⋯⋯

古籍文献中大量记载

蒙古马古籍文献依内容可分为
古代叙事诗、英雄史诗与民间文学、
马政、赛马赞颂词、诗歌、马奶子赞
颂、马经、相马、养马、驯马、疗马鉴
等。

据内蒙古农业大学图书馆副研
究馆员旭荣花介绍，蒙古马古籍文献
最早以叙事诗、英雄史诗等民间口传
形式出现，代表作为民间叙事诗《成
吉思汗的两匹骏马》，阐释了草原上
人 与 马 的 感 情 ，寓 言 讽 喻、广 传 民
间。英雄史诗《江格尔》中描绘最多
的是蒙古马的形象、战马的人格化，
表现出了蒙古族对马的价值取向和
审美观念，带有蒙古民族深深的历史
烙印。

古代社会，蒙古马成为民间叙事
中的文化意象，在游牧生活及文化
中，蒙古马的象征意义包括神圣、辟
邪、权威、祭物和吉祥等多方面的抽
象内容。

从我国现藏有古籍文献看，清朝
中期到民国中期比较集中。主要以手
抄本和木刻版、铅印版为主。清末蒙
古族赛马活动那达慕活跃起来，著有

《锡林郭勒马赞》《快马赞》《冠军马赞》
等赞颂快马的文献。

民国时期诗歌、祝词形式出现的
文献较多。《双马行》赞马诗有 7 种版
本。《风马香祭》（禄马旗）就有 14 种
类手抄本。《成吉思汗之骒马献祭祝
词》《骏马名号赞》《马王经》《马奶子
祭献词》《马奶子诵》《儿马祝词》等文
化类文献增多。

“目前，蒙古语文献还没有完全
实现数字化，知网中动物类的专题目
录还不完善。我们正在尝试建设一
个 关 于 蒙 古 马 专 著 和 文 献 的 数 据
库。”旭荣花说。

现代文献的研究热点

蒙古马现代文献出版量较多，文
献分类主要有文学、诗歌、经济、艺术、
军事、历史等。早期多为赞颂蒙古马
在解放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有《军营中

的马》《英勇的蒙古骑兵》《战马》等文
学作品和一些战马歌等。

改革开放后，蒙古族赞颂蒙古马
的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蒙古马在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从具体形象
描写趋于抽象，已经表现其精神的创
作理念了。《蒙古马文化研究》《马的
文化志》《蒙古族赛马》《蒙古马鬃尾
之探究》均是蒙古族马文化文献。

在蒙古族文学艺术作品中有《金
马驹》《黑骏马》《成吉思汗的白神马》

《天马》。这些歌颂马、赞美马，以马
的品质激励人的作品数不胜数。

旭荣花说，近十几年随着国家经
济繁荣富强，提出多元化发展思路、
提倡文化自信，挖掘地区特色文化的
政策下，内蒙古自治区根据自己的地
区特色，提出草原文化新理念，出版
了大量蒙古马文化文献：《蒙古人与
马》《乌珠穆沁白马》《内蒙古马文化》

《传统饮品——策格》《蒙古马文化研
究》等。

当然，还有一些地区特色的蒙古
族马文化文献。如以克什克腾旗百
岔铁蹄马为主题的《克什克腾马文
化》；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的白神
马》；描写乌珠穆沁白马的《乌珠穆沁
马文化》；苏尼特右旗马文化著作《塔
穆奇快冀》；描写呼伦贝尔地区三河
马品种的著作《三河马》；描写锡林郭
勒马为代表的《正镶白旗骏马》；描写
正蓝旗查干淖尔快马的《浑善达神
驹》等。

这些蒙古族马文化著作，代表了
内蒙古各地区的马资源特色，是研究
马文化、马产业不可缺少的文献资
料。

当代文学中的马形象

“在近 70 年当中，蒙古族作家创
作的关于马的诗歌、散文、小说特别
多。从数量上来看已经超越了古代
文学。”内蒙古大学蒙古学教授丁玉
龙说。

以小说为例，丁玉龙和他的学生
们对 1978 到 2015 年间内蒙古蒙古
文 9 大文学刊物（花的原野、潮洛蒙、
呼伦贝尔、哲里木文艺、西拉木伦、锡
林郭勒、澈勒格尔塔拉、陶如格萨日
娜、阿拉坦甘德尔）当中的动物题材
小说数据进行了统计，发现以马为题
材的作品最多。

不仅仅是小说，在其他文学作品
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仅在数
量上优于其他动物，马在角色塑造上
也是宠儿，形象丰满、各具特色。

有的马作为英雄的伙伴，被塑造
成为另一种英雄，参与历史建构与叙
事。代表作品有阿·敖德斯尔《朝克图
和他的月斑马》（1951年）和斯仁维扎
布《紫檀色骏马》（1957年）等。马还是
亲密的战友、潜在助手，这就是骑兵故
事，主要作品有：朋斯克的小说《金色
兴安岭》、照日格巴图的《铁骑》，以及

莫·阿斯尔的诗歌《战斗精神的雄起》、
坡·杜古尔的《草原铁骑》等。

有的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见
证，如巴·布林贝赫的诗歌《金马驹》

《牧马人》、莫阿斯尔的小说《枣骝赛
马的主人》，以及阿·敖德斯尔的散文

《牧马人之歌》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马的形象逐渐演

化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几代作家、诗
人都不约而同地对马进行了赞颂。
如阿尔泰《马》、勒·敖斯尔《牧马人之
歌》、莫·嘎日玛《蒙古马》、色·乌力吉
巴图《美丽的蒙古马》、齐·莫日根《马
的故乡》、勒·敖斯尔《成吉思汗的马
群》、普·超克图纳仁《马之光》、仁·斯
琴朝克图《匈奴的棕色马群》、满全

《蒙古人和马及其草原》等等。
文学作品中的马更多是蒙古族

文化精神的象征，蕴含了很多文化历
史信息和传奇色彩。它负载了草原
文化的历史命运、现代境遇与文化焦
虑。

以此为背景创作的以告别为主
题的作品，描写了蒙古马的现实境
遇，在现代化、商业化、城镇化大潮
中，马越来越边缘化。这些小说讲述
了卖马的故事，代表作品有哈日贵

《土拨鼠之松土堆》、王喜《黑骏马》、
都·道尔吉《枣红快马之梦》等等。

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以怀
念为主题，缅怀马背岁月。上个世纪
的作品有阿·敖德斯尔《可爱的马》

（1988）、高·却 拉 布 杰《细 腰 白 马》
（1985）、赛 音 朝 嘎《孤 独 的 黄 马》、
色·巴 特 尔《黑 色 枣 骝 马 的 传 说》

（1993）、格日勒图《云棕马》（1989）
等。近十几年来，又涌现出了一批好
作品。如那·伊利古森《父亲和他的
老黄马》、斯琴毕力格《三匹漂亮的枣
骝马》、哈·呼木吉乐《江格尔的枣红
马》、吉格登旺吉拉《云青马与风枣
红》等。

马，有时是成长故事的见证物，
有时象征着民族历史、民族命运和民
族精神；它蕴含着诸多文化历史元
素，也承载着草原人民的深厚情感。

在悠悠的漫长岁月里，马是一个
内涵丰富的符号，草原赋予了它神
性，也给予了它人性，它生动地活在
了学者与诗人的笔下，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热情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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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马伴随着草原历史的前进步伐，多方参与草原
人民的生产生活。它是草原文化的优秀结晶，凝聚着
草原人民的智慧与精神。

千百年来，蒙古马的矫健形象和优秀品质，一直
都是马领域研究者、文学爱好者关注的重点。通过众
多不同年代的文献资料和文学作品，能够感受到蒙古
马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底蕴。时至今日，蒙
古马的精神气质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马文化资源的
巨大宝库仍然有待挖掘和深入研究。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