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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document a broken line consisting 

of four verses, namely: 

My sustenance is like flour between thorns 

Then they said to barefoot on a windy day, gather it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m. Some people said: Leave him 

He who is miserable, my Lord, how can you make him 

happy? 

The percentage of which differed greatly, so it was 

attributed to three poets of the modern era; They are the poet 

of Hama, Muhammad al-Hilali, the Egyptian poet Abd al-

Hamid al-Deeb, and the Sudanese poet Idris Jamaa, and it was 

proven that the first two verses - as narrated by Abu al-Wafa 

Rayhan al-Khwarizmi (d. An unknown poet from the people of 

Azerbaijan, and there is no independent translation of him in 

the works. I gave him a brief definition, and I mentioned some 

of his poems. 

I presented the research with an introduction in which I 

mentioned some of the reasons that make the people of 

literature and rhetoric differ in the attribution of some verses 

and poems, as I mentioned the division of the verses and their 

fives, by the poet Muhammad Sheikh Suleiman.

Keywords: My sustenance is like flour - My fortune is like 

flour - Muhammad al-Hilali - Abdul Hamid al-De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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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إن َّ ِِ قٍَ رزق ِِِِِِِِِِِِِِِِِِِِِِِِِِِِِِِِِ  ُ كِِِِِِِِِِِِِِِِِِِِِِِِِِِِِِِِِ
 

 

     ِِ َِِِِِِِِِِِِِِِِِِِِِِِِّ َ ِِج  ٌيم ِِِِِِِِِِِِِِِِِِِِِِِِِِع َّن  ْ ق ِِِِِِِِِِِِِِِِِِِِِِِِ
 

ٌِِل َّت ف  ِِ ًٌ  ى تِِِِِِِِِِِِِِِِِِِِِِِِِِِِِِِِِِِِْ  قِِِِِِِِِِِِِِِِِِِِِِِِِِِِِِِِِِِِ
 

 

ِِن   ٌٍِِ  بِِِِِِِِِِِِِِِِِِِِِِِِ ِِ ر  شِِِِِِِِِِِِِِِِِِِِِِِِ  ًيبِِِِِِِِِِِِِِِِِِِِِِِِ
 

 ٌ  لحفِِِِِِِِِِِِِِِِِِِِِِِِ ٍ قِِِِِِِِِِِِِِِِِِِِِِِِ لُ م َّث ِِِِِِِِِِِِِِِِِِِِِِِِ
 

 

َِِمٍذ   ِِف  ً نعِِِِِِِِِِِِِِِِِِِِِِِِِِِِِِِِِِِِِِ  يً  ق ِِِِِِِِِِِِِِِِِِِِِِِِِِِِِِِِِِِِِِ
 

  ٌِِ ٌِِ    لَِِِِِِِِِِِِِِِِِِِِ ِِ  لَِِِِِِِِِِِِِِِِِِِِ  ٌ قٌم ِِِِِِِِِِِِِِِِِِِِ
 

 

   ٌِِ ٍِِِِِِِِِِِِِِِِِِِِِِِِ  ٍِِ ِِ رٍِِِِِِِِِِِِِِِِِِِِِِِِ  ٌي جمع ِِِِِِِِِِِِِِِِِِِِِِِِ
 

ِِ ِِ   ب ع ص ِِِِِِِِِِِِِِِِِِِِ َِِو ع   لأمِِِِِِِِِِِِِِِِِِِِ  ملِِِِِِِِِِِِِِِِِِِِ
 

 

 ِِ ِِعبًٌه ِِِِِِِِِِِِِِِِ ِِ ٌ صِِِِِِِِِِِِِِِِ ِِ مْه ِِِِِِِِِِِِِِِِ  ً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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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و ِِِِِِِِِِِِِِِِِِِِِِمْه    ف ل ِِِِِِِِِِِِِِِِِِِِِِ لُخ نْل ِِِِِِِِِِِِِِِِِِِِِِل 
 

 

 ٌي:  ت كُِِِِِِِِِِِِِِِِِِِِِِِِقٌٌِِِِِِِِِِِِِِِِِِِِِِِِ  قِِِِِِِِِِِِِِِِِِِِِِِِ    
 

ِِ ِِ أشِِِِِِِِِِِِِِِِِِِِِِِق ي  نْإنَّ م ِِِِِِِِِِِِِِِِِِِِِ  ُِرب َِِِِِِِِِِِِِِِِِِِِِّ
 

 

 

ِِ ي  ِِِحًِِِبنِ ِِِ  ب ِِِِِِ ِِِصٍ قِِِِِِِِِِِِِِِ ِِِِِِِِِِ 

 

 ِببٍ لِِِِِِِِِِِِِِِِِن  تِِِِ ركِِ ٌِِِِِِِِِِِِِِِِِِِِِِِِِِِِِِِِِِِِِِِِيلشِِِِِِ

 

 ًيم تشِِِِِِِِِِِِِِِِِِِِِِِِع  أنِِِِِِِِِِِِِِِِِِِِِِِِت  كَِِِِِِِِِِِِِِِِِِِِِِِِف 
 

 ٍِِِِِِِِِِِِِِِِِِِِِِِِِِِِِِ ِ غ  قِِِِِِِِِِِِِِِِِِِِِِِِِِِِِِِ  لف   ًِ في ج ِِِِِِِِِِِِِِِِِِِِِِِِِِِِِِ

 

ِِ ِِى م ِِِِِِِِِِِِِِِِِِِِِِِِ ِِى ف   لِِِِِِِِِِِِِِِِِِِِِِِِ ِِ ف ر  َِِِِِِِِِِِِِِِِِِِِِِِِ َِِِِِِِِِِِِِِِِِِِِِِِِ 

 

ِِ  م ِِِِِِِِِِِِِِِِِِِِِِِل َِِِِِِِِِِِِِِِِِِِِِِِّه  صِِِِِِِِِِِِِِِِِِِِِِِ ِ   ٍ  :  ن ص ِِِِِِِِِِِِِِِِِِِِِ

 

 

 ُ كِِِِِِِِِِِِِِِِِِِِِِِ قٍَ حظ ِِِِِِِِِِِِِِِِِِِِِِِ إن َّ

 

ِِن   ٌٍِِ  بِِِِِِِِِِِِِِِِِِ ِِ ر  شِِِِِِِِِِِِِِِِِِ  ًيبِِِِِِِِِِِِِِِِِِ

 

     ع ِِِِِِِِِِِِِِِِِِِِِِِِِِِِِِِِِِِِِِِِِِِِِِِِِِِِِِ   َّي ش ِِِِِِِِِِِِِِِِِِِِِِِِِِِِِِِِِِِِِِِِِِِِِِِِِِِِِِر ْ ب ِِِِِِِِِِِِِِِِِِِِِِِِِِِِِِِِِِِِِِِِِِِِِِِِِِِِِِ

 

ِِمن َّت ٍ  ُِِ ر ٌِنِِِِِِِِِِِِِِِِِِِِِِِِِِِِِِِِِِِِِِِِِِِِِِِِِِِِِِِِِِِِِِِِِِِِِِِِِِِِِِ    فُِِِِِِِِِِِِِِِِِِِِِِِِِِِِِِِِِِِِِِِِِِِِِِِِِِِِِِِِِِِِِِِِِِِِِِِِِِِِِِ

 

  تً ذ   ٌع ْ ت  سِِِِِِِِِِِِِِِِِِِِِِِِِِِِِِِِِِِِِِِِِِِِِِِِِِِِِِِِِِِِِِِِِِِِِِِِِِْ ي ب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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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 ٌِِِِِِِِِِِِِِِِ  لُحقِِِِِِِِِِِِِِِِ لُ م َّث ِِِِِِِِِِِِِِِ 

 

   ٌٍِِِِِِِِِِِِِِِِِِِِ  ٍِِ ِِ رٍِِِِِِِِِِِِِِِِِِ  ٌي جمع ِِِِِِِِِِِِِِِِِِ
 

 وِمببِِِِِِِِِِِِِِِِص ر   لأمِِِِِِِِِِِِِ   إلَ

 مِِِِِِِِِِوِِِِِِِِِِِِِِِِِِبش ٍ  فَم   ل  ٍ

 وِمِِِِِِِم ٌَّ  بَ ٍِِِِِِِِِِِِِِِِِِِِِِِِِِأ نْ ٍل

 ص عِِ ِِِِِِِِِِِِِِِِِِِب   لأمِِِِِِِِِِِِِِ   علَِِِِِِوِم  
 

  تِِِِ كٌُِِِيق    قٌٌِِِِِِِِِِِِِِِِِِِِِِِِِِِِِِِِِِِِ :  

 بيحْص  م ٌِِِِِِِِِِِِِِِِِِِِِِِِِِ  لل َِِِِِِِِِِِِِِِّ ت كُ

 (1)صعب قِ    ب لص َِِِّغ إذ 

 ُِ ب َِّم ِ ل   ٌ  قٌع ًِِِِِِِِِِِِِِِِِ سم

 ُِرب َِِِِِِِِِِِِِِِّ ن أشِِِِِِِِِِِِِِِق ي م ِِِِِِِِِِِِِِِ إن َّ
 

 ًيم تشِِِِِِِِِِِِِِِِِِع  أنِِِِِِِِِِِِِِِِِِت  كَِِِِِِِِِِِِِِِِِِف  
 

 إن َّ حظُ كغز ٍ        في ف ٍ  أطلقٌُي

 ٍ           ٌٍ  ح ٍَّ  ط ح ٌي ثم َّ ق لٌ  لظُ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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