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黄河
南岸的青要山下，住着药农杜豪
和他的女儿杜鹃。

杜鹃聪慧美丽，常常女扮男
装跟着爹爹学医、采药，帮助乡邻
治病。

有一年冬天，杜豪大清早进
山采药，杜鹃去给爹爹送饭，爬上
了山。

一阵刺骨的冷风刮过，只见
山下的黄河波涛汹涌，有群纤夫
站在没腰深的河水里，赤着膀子，
喊着号子，拼命拉船。

杜鹃走近河岸，发现船上有
个官员模样的人，身披裘衣，一边
吃果子，一边悠闲地看风景。

她同情那些苦命的纤夫，和
着号子，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肩扛背拉牙咬断，逆水顶风恨官
船。汗泥遮体不是衣……谁怜我
身寒腹中饥！”

她唱出了纤夫们的愁怨，歌
声惊动了船上的官老爷。官老爷
吩咐士兵去看看是谁在唱。

士兵在山腰找到了杜鹃，问
她：“刚才是谁在唱？”

杜鹃心中有气，昂首应道：
“是我！”

士兵要带杜鹃去见官老爷，
杜鹃不从：“我不认识你家老爷，
凭啥听他的？”

双方正在争执，杜鹃的爹爹

杜豪闻声赶来了。他打了杜鹃一
巴掌，对士兵赔笑道：“山里人没
见过世面，不懂礼数，请大人恕
罪。”他回头冲杜鹃使了个眼色，
让她赶紧走。

杜鹃从没见她爹发过这么
大的脾气，吓得赶紧跑。士兵
没拦住她，只得把老杜拽到了
黄河边。

官老爷一看来了个老头子，
破口大骂。他让士兵把老杜捆起
来，并派人追赶杜鹃。

杜鹃见她爹没回来，扭头又
往山下跑，被虎狼一般的士兵迎
面截住。她察觉势头不对，不肯
屈从，纵身跳下山崖。

老杜远远看见女儿跳崖，悲
恸欲绝，挣脱绳子，跳入黄河。

杜鹃死后，冤魂不散，化作一
只杜鹃鸟，在山中昼夜悲啼。它
双眼流出的血泪滴在山上，染红
了一丛丛杜鹃花。《洛阳花木记》
中把杜鹃花称为山红榴、报春花、
映山红等。

少女在冬日化作杜鹃鸟，杜
鹃鸟流下的眼泪滋润了泥土，让
丛丛杜鹃花于来年春天开得鲜
艳。这个民间传说悲伤而浪漫，
绝望中蕴藏着希望。

眼下已入腊月，漫长冬日终
有时，春节将至。想一想收获，理
一理心情，静候来年花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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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事”之三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记者 张丽娜

河洛地区文化底蕴
深厚，黄河故事在这里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
搭”气质：既有花草泥土
的清新质朴，又有高山
流水的深沉蕴藉；既有
下里巴人的通俗活泼，
又不缺阳春白雪的典雅
深沉。

今天要讲的这个故
事，流传于我市新安县
一带，是少女化作杜鹃
鸟的传奇。故事的引
子，要从唐代文人徐凝
的诗句说起。

一个倔强的姑娘
说说娜娜 河 洛

徐凝是唐代才子，不肯趋炎附势，也不愿写
“爆款”文章炫耀才华，考科举不成，求职也不
成，在长安、洛阳混得不成样子，心灰意冷。

有一天，徐才子路过新安县青要山，见漫山
杜鹃花开得正艳，不生欢喜，反觉忧伤，写诗道：

“朱霞焰焰山枝动，绿野声声杜宇来。谁为蜀王
身作鸟，自啼还自有花开。”

诗中的“杜宇”，指传说中的蜀王，号称望
帝。相传望帝死后，他的魂魄化为杜鹃鸟（又
名布谷鸟），昼夜啼叫，所以古人管杜鹃鸟叫

“杜宇”。
徐凝这是借杜鹃花、杜鹃鸟感叹自己怀才

不遇。
在离开京城前，他给当时的文坛领袖韩愈

写了封信，慨叹“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无人重
布衣”，意思是除了白居易和元稹，天下再没人
尊重他这个平凡的男人。

白居易和元稹都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
退休后定居洛阳，而元稹就是洛阳人。元、白二
人爱惜人才，都给徐凝的诗文点过赞。

白居易也写过关于杜鹃花的诗句，说此花
“本是山头物”，长在山中，不下山。杜鹃花为啥
不下山？

一个失意的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