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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元末回回诗人丁鹤年

穆 德 全

`

我们伟大的祖国
,

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

国家
。

在她的形成
、

发展的过程中
,

各民族

紧密合作
,

融合共处
,

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大

团结的凯歌
。

元末武昌回回诗人丁鹤年的诗

作
,

就是一题用回汉两族人民心血浇灌出来

的硕果
,

一支壮丽的民族大团结的颂歌
。

据元末戴良的《高士传》和明初乌斯道的

《丁孝子传 》记载
: 丁鹤年生于元末

,

死于明

初
。 《高士传》云

: “

鹤年西域人也
。 ”

《丁 孝

子传 》说
: “

丁孝子名鹤年
,

字 鹤 年
,

西 域

人
。 ” 《明史

·

文苑传》又说
: 而

丁鹤年者
,

回

回人
。 ”

前者指地区而言
,

后者指族别而说
。

`

西域
”

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

广义 的
“

西

域
” ,

泛指玉门关
、

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
,

包

括亚洲中
、

西部
,
欧洲和非洲北部

。

狭义的
“

西域
” ,

专指葱岭以东从玉门关
、

阳关以西

到葱岭的广大地区
。

即今天的甘肃西部
、

敦

煌以西的新疆省
。

元代的
“

回回人
’

就是生活

在葱岭以东正在形成
、

发展 中的民族
,

到了

明代
,

正式成为
“

回族
”

中的
`

回回人
” 。

丁鹤

年的祖先就是生活在这个地区中尚未形成为
“

回族
”

时的
“

回回人
” ,

因为家居
“

西域
” ,

故

又称
“

西域人
” 。

当时西域各国
“

大贾擅水利
,

天下 名 城

巨邑
,

必居其要津
,

专其膏腆
” 。

据《高士传》

记载
,

丁鹤年的
“

曾祖阿老丁与弟乌马儿
,

皆

元初巨商
。 ”

他们也和其他
“

回回人
”

一样
,

奉

元朝皇帝为最高统治者
,

元朝政府为统一的

多民族的国家政权
。

在元朝统治者忽必烈统

一中国的过程中
,

丁鹤年的曾祖父阿老丁曾

因
“

世祖 (忽必烈 )皇帝
,

询地西北
,

军 饱 不

继
,

(曾祖阿老丁 )遂杖策军门
,

尽以其资归

焉
。 ”

把他们多年经商所得
,

以及先辈遗资
,

资助忽必烈
。

元朝政府对他们也倍加重用
。

丁鹤年的祖父苫思丁
“

由北晋王从官起家
,

累

官至临江路达鲁花赤
,

政尚宽 仁
,

民 怀 其

德
。 ”

他们被元统治者当
“

京官内臣
”

一 样 而
“

沾被宠泽
” 。

他父亲职马鲁丁
,

轻财重义
,

为

人豪迈
,

不慕荣名
,

常常
“

尽取祖
、

父遗资
,

娠诸亲故之不足及他士之贫者
。 ”

四十岁时
,

因垂相野怜真推荐
,

任临川县薄
。

后升为武

昌县达鲁花赤
。

任职期间
,

为武昌人民做了

许多好事
,

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
。

卸任

时
,

当地群众一再挽留
,

还给他建立
“

神 德

之堂
” 。

他顺从大家的建议
,

定居武 昌
,

并
`

因以丁为氏
” 。

从职马鲁丁这一代起
,

丁氏

回回便在武昌落籍了
。

丁鹤年在汉民族文化的熏陶
、

传统道德

的影呐下
,

不仅舍弃了西域回回人的
“

弓马
” ,

而且成为积极学习汉民族文化
,

改造旧 习俗

的先行者
。

元代回回人的姓名
,

起初都不是

汉人的姓氏
,

丁鹤年却按照汉民族的习惯
,

取其祖辈姓名中的一个字为姓
。

丁的父亲叫

职马鲁丁
,

他就取其
“

丁
”

字为姓
。

他父亲死

时
,

丁鹤年才十二岁
。

按照回族 人的习惯
,

人死了在家停放不超过三 日
,

从不穿孝服
,

`

伊斯兰教规定不得饮酒
。 “

鹤年以为非古制
,

乃服斩哀三年
,

仍八年不饮酒
。 ”

诗人在与汉

民族广泛交往中
,

深受汉民族文化文的熏陶
,

立志改变家风
,

做一个知书识礼的
“

儒生
” ,

“

知名于世
” 。

在《高士传》里
,

有这样一段记

载
:

(鹤年 )家有遗资
,

悉推与诸兄
,

不留一钱自

遗也
。

武昌公 (职马鲁丁 )在时以鹤年调倪类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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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钟爱
,

卑阴从父桓州
,

鹤年不敢有
,

惟益厉志
。

为学清苦
,

自将与寒咬残士等
。

或 日
: “
汝 贵 家

子
,

不效祖
、

父为官
,

人愿乃过自矫激如此! ”
鹤

年日
: “
吾宗固贵显

,

然以文学知名于世者恒少
,

故吾欲奋然为儒生
,

岂碌碌袭先荫苟取 禄 位 而

已耶 ! ’
乡之诸儒长者

,

以其年幼而有志
,

多乐教

之
。

年十七
,

而通诗
、

书
、

礼
。

由于诗人自幼厉志苦学
,

欲为 儒 生
,

深 得

汉民族的儒学长者的赏识
,

并耳 提 面 授
,

钟爱若子
。

当时寓居武昌的大儒周怀孝
,

就

是其中的一个
。

他对诗人非常器重
,

并欣然

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

丁鹤年对他的汉族老

师
,

感情非常真挚
。

当时武昌兵乱
,

诗人沿

江东下
,

流落浙东偏僻 的海乡
,

诗人时时刻

刻挂念老师的安危
。

噩耗传来
,

诗 人悲愤万

分
,

写下了《奉怀先师豫章周孝 思 先 生 》 一

诗
,

对他的老师生逢乱世
,

良材见弃
,

发出
“

先生有道负清时
,

经济何由没见施
”

的愤慈

不平
,

并以
“

生当一束起遐思
”

作结
,

寄托诗

人对先师的哀思
。

在离乱中
,

诗人同汉族人民同吸吸
,

共

患难
,

在偏僻的海乡
,

写下了大量思乡怀亲

的诗篇
,

抒发了他忧国爱民
,

热爱家乡的情

怀
。

《岁宴百忧集二首》就是这种感情的实录
。

岁宴百忧集
,

独坐弹呜琴
。

琴声久不谐
,

何

以怡我心 ? 拂衣出门去
,

荆棘当道深
。

还归茅屋

底
,

抱膝梁父吟
。

岁宴百优集
,

击筑发商歌
。

商歌未终调
,

泪

下如悬河
。

故乡渺何许
,

北斗南磋峨
。

有家不可

归
,

无家将奈何?

战火连天
,

兵资不休
,

道路难通
,

音书断绝
,

“

有家不能归
” ,

多愁善感的诗人怎能不牵挂

故乡的存亡
,

亲人的安危呢 ? 因此
,

他常常
“

抱病经时不出门
,

存亡 一

一念诸 昆
。

兵戈随

处断消息
,

风雨终宵劳梦魂
。 ”

梦毕竟是虚幻

的
,

梦后初醒
,

依然是
“

故乡三千里
,

他 乡

二十年
。

力微归计杳
,

身远客心悬
。 ”

在 国

破家亡的绝境中
,

只有
“

到手深杯须剧饮
,

醉

乡消得古今愁
。 ”

丁鹤年毕竟是一个忧 国 爱

民
,

有正义感的诗人
,

当他获悉家乡战乱平

息
,

友人归乡
,

百感交集
,

浮想翩翩
,

欣然

命笔
,

写下了《送人归故园》一诗
:

故园闻道已休兵
,

客里那堪送客行
。

老去别

怀殊作恶
,

乱余归计倍关情
。

孤村月落群鸡叫
,

绝寨天 清一雁行
。

到日所亲如见问
,

浪游江海负

平生
。

战乱平息
,

父老乡亲绝里逢生
,

重返家园
,

荒芜 己久的孤村
,

又呈现一派生机
,

久无人

烟的故园
,

又重新出现鸡鸣狗叫 的 欢 乐 气

氛
。

想到这里
,

诗人倍感 自己不能与故乡父

老风雨同舟
,

患难与共而惭愧
,

辜负了乡亲

们的养育之恩
,

于是思归之心 更 切
。

他 在

《将归武昌题长江万里图二首》写道
:

长江千万里
,

何处是侬乡
。

忽见晴川树
,

依

稀认汉阳
。

长啸还江国
,

迟 回别海乡
。

春潮如有意
,

相

送过得 阳
。

如果说前几首诗情意深沉郁结的话
, 那末这

两首诗便显得明快激荡
。

诗人漂泊
`

海隅
”

多

年
,

备尝
“

有家不可归
”

之苦
。

如今
“

故 园 闻

道已休兵
” ,

面对万里长江
,

犹如春雷乍响
,

山洪暴发
,

喜悦的洪流
,

一下子冲开郁积已

久的感情闸门
,

傍礴而出
。

昔 日
“

商歌 未 终

调
,

泪下如悬河
” ,

今日却
“

长啸还江国
” ,

又

值东风送暖
,

鸟语花香
,

正是与亲朋旧友相

聚的大好时光
,

诗人急切地祈求春潮领会他

的心情
,

赶快送他渡过得阳回故乡
。

诗人欣

喜欲狂的心情跃然纸 上
。

可是
,

乱 后 的 故

乡
,

并非象诗人想象的那么美好
,

他在 《兵

后还武昌二首》之二写道
:

乱定还家两鬓苍
,

物情人事总堪伤
。

西风古

家游孤兔
,

落日荒郊卧虎狼
。

五柳久非陶令宅
,

百花今岂杜陵庄
。

旧游回首都成梦
,

独数残更坐

夜长
。

向往 已久的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
,

变得满 目

荒凉
,

虎狼出没
;
往 日繁华的

“

少年歌舞地
” 、

名胜古迹
,

今 天却荆棘丛生
,

青苔遍地
,

多

少乡亲骨肉分离
,

夫妻丧偶
。

诗人 在 《胡节

妇》诗中悲愤地写道
: “

孤凤病且死
,

聘莺以

为偶
。 · ·

” 二恶鸟啄其雏
,

飘风撼其 巢
。 ”

又

说
: “

一自失 良人
,

年年不见春
。

常时折 花

处
,

青苔满行路
。 ”

充分表达了诗人对 群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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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遭遇的同情
,

对战祸强烈的谴责
。

诗人沦落在浙东偏僻的海隅
,

和当地人

民群众广泛接触中
,

发现这穷乡僻壤缺医少

药
,

文化非常落后
。

他谢绝了亲朋故旧要他

出去做官的请求
,

毅然在这贫穷落后的山区

一面教书
,

传播文化知识
;
一面背着药葫芦

,

摇着 串铃
,

`

串乡走寨
,

为海乡人民治病
,

解

除群众的疾苦
。

诗人在浙东行医的过程中
,

以医会友
,

结识了当地许多医术高明
,

医德

高尚的汉族医生
,

建立了极其深厚的情谊
,

并写了大量的诗歌烦扬他们救死扶伤的人道

主义的精神
。

他和当地著名的针炙医生滑伯

仁交往极深
,

非常敬重
。

他在《寄余姚 滑 伯

仁先生》的一诗中
,

极力称赞这位老先生清贫

自守
,

热心为群众解除疾苦的高尚情操
。

在

《守墓陈情上武昌太守傅藻》的诗 中 说 医生
“

地转阳春苏赤子
,

天回霖雨济苍生
。 ”

医生

为人怯疾除病
,

功同天地
,

造化万物
,
如同

甘雨
,

滋润禾苗
,
起死回生

,

不亚良相
。

并

立志做一个
“

苏赤子
” 、 “

济苍生
” ,

为群众解
除疾苦的医生

。

在《赠医生乐孟杰》诗中
,

塑

造了一个克 己为人
,

一心扑在医疗事业上的

医生形象
。

乐孟杰医生
,

年幼的时候
,

病魔

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
。

他化悲痛为力量
,

厉

志为医
,

苦攻医术
,

极力为乡亲解除疾苦
。

在

瘴病流行的时刻
,

他不辞劳苦
,

夜以继 日地
“

东邻抢膏育
,

西邻困疮皮
。

刀圭一入 口
,

沉

痛勿若遗
。 ”

以其辛勤的汗水
、

高尚的 医 德

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赞扬
。

在
“

贤声 日 四

驰
”

的情况下
“

乐也无德色
” ,

把群众的信赖和

赞扬
,

变成勉励 自己前进的动力
。

诗人极力

赞颂这些医术高明
,

医德高尚的同行者
,

大

力宣扬他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

正是

诗人自己身体力行的志向和抱负
。

.

他在浙东

时
,

穷苦百姓来看病
,

不仅热情相待
,

有求

必应
。

群众没有钱抓药
,

就解囊相助
。

对于

经济困难的穷百姓
,

常常用自己辛辛苦苦给

别人看病得来的钱
,

、

毫不吝惜地接济他们
。

诗人不仅和汉族医生广交朋友
,

还常常

和药农一道上山采药
,

挥锄种植
。

在共同的

劳动中
,

结下 了深厚友情
。

诗人又 以医生特

有的感情
,

体察入微地领略到他们劳动的价

值
。

诗人在 《慈夫治药圃》一诗中写道
:

小圃不盈亩
,

通侧背江郭
。

种药有想夫
,

庵

居甘澹泊
。

参冬充服食
,

祀菊成帷箔
。

抱瓮不辞劳
,

荷锄宁改乐
。

平生慕陵黯
,

直道尽赛谬
。

固知逆耳

言
,

即是膜眩药
。

世无狄公笼
,

谁收治 民虞? 何须
持方柄

,

姐龋纳减凿
。

’

杀亦种瓜人
,

岁宴同集礴
。

种药采药
,

是件苦差事
,

收入微薄
,

那些
“

聪

明人
”

常常讥笑药农为
“

想夫
’ 、 “

傻子
” 。

诗人

极力赞颂他们为了解除群众的疾苦
,

缓和山

区缺医少药状况
, “

抱瓮不辞苦
,

荷锄 宁 改

乐
”

的献身精神、并针对人们鄙视药农的迁俗

偏见
,

发出
“

世无狄公笼
,

谁收治民虞
”

的责

问
。

和那些 自命为
’

为民父母
” 、 “

国家干城
”

的统治者为腰缠万贯
,

弄得山河破碎
,

民不

聊生相比
,

他们不显得光彩夺目得多吗 ? 为

此
,

诗人以自己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

而

感到自豪
。

诗人毫不隐讳地说
`

余亦种瓜人
,

岁晏同桨礴
。 ”

充分显示了诗人高尚的品德
。

丁鹤年一生写下了二百五十多首清新俊

拔
、

优国爱民
、

悯乱思治的瑰丽诗篇
,

这是

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
,

也是回族人民和武汉

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

本文所引
,

仅是丁鹤年

生平及其诗作的一鳞片爪
,

只为抛砖引玉
,

以祈引起对这位少数民族诗人的重视
,

给予

他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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