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黄 鹤
”

从 何 来 ?

—
黄 鹤 楼 名 称 考

文 尚 光

武昌黄 鹤 楼 名 冠楚天
,

被称 为
“

天 下 绝 景
’

(陆游 才 人蜀 记》 ) 一 千 几 百 年 来
,

人们 吟 咏着 唐

代 涛人崔 颧 的 杰作
‘

昔人 已 乘 黄鹤 去 ” ,

慨 叹 着
“

黄

鹤 一 去 不复 返 ” ,

而 未深 究
“

黄 鹤 到 底 从何 而 来 ?
”

在南 北 朝 以 前 的 诗文 中
,

只 有 白鹤
、

玄 鹤
、

灰

鹤 ⋯ ⋯
,

并无 黄鹤 如 魏
·

阮 籍 《咏怀 》 诗 日 : “

云

间 有 玄鹤
,

抗 志扬 声 哀
. ”

据 郑 作新 《中国 鸟类 分 布 名 录 》
,

在 自然 界

中
,

我 国 共有 白头 鹤
、

丹 顶 鹤
、

白枕鹤
、

白鹤
、

灰

鹤
、

黑 颈鹤
、

赤 颈鹤
、

蓑 羽 鹤 等八 种 鹤
,

没 有 一 种 是

黄色 的
,

而 且 只有灰 鹤 在 广 大 的长 江 流 域和 华 南 越

冬
,

江汉 地 区 可 以 见到
。

既然 如 此
,

黄 鹤 楼 之 名 又从 何而 来? 一 般 皆 引

神仙 故 事 作答
。

有 关 黄 鹤楼 的神 仙故 事 共 有 五说 :

《南 齐 书
·

州 郡 志 下 》 ( 卷 15 ) 载
: “

夏 口

城 据 黄 鸽 矶
,

世 传 仙人 子 安 乘 黄鹊 过 此 上 也
。

边 江

峻险
,

楼格 高 危
,

瞰临 污 汉
, 。

又据 后 魏
·

哪 道 元

《水 经 注 》 载 : 河 水
‘

出陵 阳 山 下
,

⋯ ⋯ 子安 死
,

山下有 黄 鹤 栖 其 家树
,

鸣 常呼 子 安
。 ”

黎 少 岑 《武汉 今 昔谈 》 引 《报恩 录》 载
: “

辛

氏 市酒 山头
,

有道 士 数 诣饮
,

辛 不 索 资
。

道 士 临

别
,

取 桔 皮画 鹤 于 壁
,

日
: ‘

客 至拍 手 引 之
,

鹤 当

飞 舞佑 筋
。 ’

遂致 富 十 年
,

道 士 复 至
,

取 所 佩 铁

笛数 弄
,

须 臾
,

白云 自空 飞来
,

鹤 亦 下舞
,

道 士 乘

鹤去
。

辛 氏 即 其 地 建楼 日 辛 氏楼
。 ”

传 为 南朝 梁
·

任 防所撰 的 《述 异 记》 载
: “

荀

壤 字 叔伟
,

潜 栖却 粒
。

尝东 游 憩 江 汉 黄鹤 楼 上
,

望

西 南 有物
,

飘 然 降 自霄 汉
,

俄 顷 已 至
,

乃 驾 鹤 之宾

也
。

⋯ ⋯ 已 而 辞 去
,

跨 鹤腾 空
,

渺 然而 灭
。 ’

唐
·

阎 伯理 《黄鹤楼记 》 日
: “

州城 西 南 隅有

黄 鹤 楼 者
,

《图经 》 云
:

费 伟 登 仙
,

尝 驾 鹤 返 憩于

此
,

遂 以 名 楼
。 ”

( 宋 《文 苑英 华 》 卷 8 10 及 ‘太 平 寰

字 记》 卷 110 皆从此 说 )

《湖北 通 志》 ( 以下 简称 《通 志 》 ) 引 《老 学 丛

谈》 载
: “

武 昌滨 江 有 吕公矶
,

上 有黄鹤 楼
。

一 日

有 题 《汉宫 春 》于 其上 云
: ‘

横吹 声 沉 倚 危 楼
,

⋯ ⋯
’

不 知何 人 作
,

或言 洞 宾 也
。

后 三 年 已 未
,

大

元 渡江
。 ”

( 案
:

吕洞宾 即所 谓
‘

八仙
”

之 一
,

晚

唐 人
,

比 摧 漱
、

李 白迟 生百 余 年 )

神仙 之 说
,

子虚 乌 有
,

难 以 究洁
.

但值 得注 意

的 是
:

以 上诸说 中
,

除 末 一说 时 代 太晚 ( 元 蒙兵 渡

长 江 前 三年 )
,

可 不 置 论 外
,

《南齐 书》 谓为 黄

鸽
,

其余皆谓 鹤 为黄 色 ( 包 括 桔 皮 所 画 之 桔 黄

色 )
,

这 是 为 什 么 ? 其他 乘鹤
、

化 鹤的 故 事
,

在 在

多 有
,

但 均 未 见 黄色 之 鹤
。

如
:

汉 末方 士 托 名刘 向

撰 的 《列 仙传 》 说
:

仙 人 王子 乔 ( 子晋 ) 乘 的是 白

鹤
.

托 名 晋
·

葛 洪 撰 的 《神 仙 传 》说 : 苏耽 仙 去 后

化 鹤 来归
,

未言 明 鹤色
。

托 名晋
·

陶 潜撰 的 《搜 神

后记 》 说
:

仙 人 丁 令威 是 化 为 白鹤来 归的
。

这 类 神

仙 故 事 大 多如此
,

或 不说 明 鹤色
,

或 说 为 白 色
。

但

为 什 么 飞 临楚天 名 横之 鹤偏偏 是黄色 的?

从有关文 献考察
,

可 以 发现 : ‘

黄鹤
”

一 词 不

是 由
“

白 鹤
”

错讹而 来 的
,

乃 是 由
‘

黄鸽
”

通变 而

来 的
,

它 的前 身 是
‘

黄鸽
. 。

在南 北 朝 以 前 的诗 文 中
,

常 可 见 到
“

黄 鸽
”

而

不 见
‘

黄 鹤
” .

如
:

《战 国策
·

庄 辛论 幸臣 》 : “

黄

鸽 ⋯ ⋯ 奋 其六 翩而 凌 清风
。 ”

《楚 辞
·

惜 誓 》 : “

黄

鹊 之 一举兮
,

知 山 川 之纤 曲 ; 再 举 兮
,

睹天 地 之 圆

方
。 ”

在 汉
·

韩 婴 《韩 诗 外传 》
、

汉
·

苏 武诗
、

汉

乐府 歌辞
、

《古 诗 十九 首 》
、

魏
·

阮 籍诗中
,

均 有
‘

黄 鹤
’

一 词
,

不 可 胜 举
。

这 些 诗 文 中一 再 提 到 的
“

黄 鸽
”

究 为何 物 ?

清
·

朱 骏 声 《说 文 通训 定声
·

孚 部》 谓
: “

鸽 形似

鹤
,

色 苍 黄
,

亦 有 白者
,

其 翔极 高
,

一名 天鹅
. ’

据 郑 作 新 等编著的 《中国 动 物 志
·

鸟纲 》 (科 学 出

版社 1979 年版 )
:

天鹅
,

古 通 名 鸽
.

幼 鸟 大 都褐

色 ; 成 鸟全 身洁 白
,

头顶 至 枕部 淡 棕 黄色
。

国 内有

兰种
:

大 天 鹅和 小 夭鹅 嘴基 两侧 有 黄斑 ; 扰 鼻天 鹅

嘴赤红
.

大
、

小天 鹅
“

越 冬期在洞 庭溯
、

都 阳 湖及

长江 的沙 洲 上到处 可见
。 ’

古 人 可 能 因夭 鹅 幼 鸟的 颜色 及 成 鸟头部和 嘴墓

的颜 色
,

而 名之 日
‘

黄鸽
, 。

湖北 江 汉地 区江河 纵 横交错
,

湖泊星 罗 棋 布
,

在冬 季 常能见 到 黄鸽
,

因而 该地 区有多处 以黄鸽 命

名
。

《通 志 》引 《当 阳 县 志 》载
:

当 阳 县 有 黄 鸽

渡
.

《通 志 》 又引 《江 夏 县志》 载
: ‘

黄 鸽 洲 有

二
:

一 在黄鹤 楼江 中 ( 案
:

从地 望 看
,

应 即 鹅 鹉

洲 )
; 一在 县 北 三十 里

,

俗名 黄 花 洲
’

《水 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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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江 水三 》 载
:

江 夏 县
‘

船官浦 东 即 黄 鸽 山
,

⋯ ⋯ 山 下 谓 之黄 鸽 岸
,

岸 下有 湾
,

目之 为 黄鸽湾 :

清
·

顾 祖 禹 《读 史 方 舆纪 要 》 卷76 载 : ‘

黄鸽山 :

一 名 黄 鹤 山
, · ·

⋯ 俗 名 蛇 山
,

“

一 蛇 形而 西 吸于

江
,

其 首 隆然
,

黄鹤楼 枕焉
,

其下 即黄鸽矶 也 二
以 上 是 从 文 献记 载

、

自然 的和 地 理 的依 据 进 行

考 察的
,

共 阐述 了六 点理 由 : 一
、 ‘

黄鹤” 一词 仅 见 于

有关 黄 鹤 楼 的神 仙 故 事 中
,

其他 神 仙 故 事中并 不 见

有黄鹤 ; 二
、

南 北朝 以 前 的 诗文 中没 有黄 鹤
,

而 屡 见

黄鸽 ; 三
、

自然界 中根 本 没 有 黄鹤
,

但有 黄鸽
,

黄 鸽 即

天 鹅 ; 四
、

江 汉 地 区能 见 到 的 鹤 只是 灰 鹤 ; 五
、

江 汉 地

区常 能见 到 黄 鸽
,

许多 地方 以黄 鸽 命名 ; 六
、

黄鹤 楼

所 在 之地 本 名 黄 鸽山
,

而 黄 鹤山只 是
‘

一 名 ” .

据 上 述 理 由
,

可 得 出这 样 的 结 论 : ‘

黄 鹤 ” 一 词 是

由
“

黄 鸽
”

变 来 的
,

黄 鹤 楼的 本名应 该是
‘

黄鸽 楼
, 。

但
‘

黄鹊
”

为什 么会 变 成
‘

黄 鹤
”

? 是何 时变 的 t

前 人 一 般认 为
:

黄 鹤 楼是
“

因 山得 名
”

( 《舆

地 纪 胜 》)
, “

因矶 得名
”

( 《元和 郡县 志 》 )
, “

鸽

与鹤 古 字通 用
”

( 旧本 《辞 源 》 )
.

这 些说 法 是 有

道 理 的
,

但均语 焉 不 详
,

未 说清楚
。

还 应 从 历 史 渊

源 加以 考察
,

才 能得 出 更有 说服 力的结 论
。

《三 国 志
·

吴 书 》载
:

孙 权 于 黄武 二 年 ( 公 元

22 3 年)
“

城 江 夏 山
” ,

但 未 言 建楼
.

传 说 黄 鹤 楼

建于 此 时
,

是无 根 据的
。

在 古 代 诗文 中
, ‘

黄鹤
.

一 词 首见于 南 朝宋
·

鲍 照 ( 4 1 4 ?

—
466 年 ) 的 《登黄 鹤矶 》诗

:

木 落江 渡寒
,

雁 还 风 送秋
。

临 流 断商弦
,

瞰川悲 掉 讴
。

适 黔无 东 辕
,

还 夏 有 西 浮
.

三 崖

引丹橙
,

九 派 引 沧流
.

泪 竹感 湘别
,

弄珠 怀汉

游
.

岂伊 药 饵 泰
,

得夺 旅 人 优 ?

被 杜 甫 誉为
“

俊逸鲍 参 军
”

的 这 首经 意 之 作
,

除末联外
,

联联对仗 工 整
,

用 笔 细 腻
,

黄鹤 矶 一 带

悲 凉 的秋 景
,

刻 画 无 遗
,

但偏 偏未 提 到 有 楼
,

看

来绝 非 诗人 的 偶 然疏 忽 而 对 楼不 着 一 字
,

合理 的 解

释 应该是 当时尚未建 楼
.

《南齐 书
·

州 郡 志 》仍用
‘

黄 鸽
”

一 词
,

但开 始 提 到 有 楼 ( 南 齐 当 公 元

47 9

—
60 2 年 )

.

至 南朝 梁 时
,

始有 黄 鹤楼 之 名
,

《南史 》卷 52 载 : 梁 武帝天 监 十 三 年( 公元 5 14 年)

安 成康 王 肖秀任 郑 州 刺 史
,

因
‘

夏 口 常为 战 地
,

多

暴露骸 骨
,

秀于 黄鹤楼下 祭 而 埋 之
. ”

《舆 地 纪

胜 》 谓
:

黄鹤 楼
“

自南 朝 已 著
, ,

可 资佐证
。

后 经

唐代 诗 人 崔 濒
、

李 白
、

顾 况
、

白居 易
· ·

一 等反 复歌

咏
,

名篇佳什
,

竞 相争艳
,

黄 鹤 楼遂名满天 下
.

据

《通 志 》载
: 北 宋 熙 宁二 年的

‘

江 夏黄 鹤 楼 杂 诗

碑
” ,

刻有唐代十 九 位诗人 的诗三 十 七 首 ,

其中仅李

白的 诗 即达 十三 首之 多
。

自唐代 起
,

很多不 是 咏黄

鹤 楼的 诗也 用
‘

黄鹤
.

一 词 了
。

所 以说
: ‘

黄鸽
,

是在公 元五 世 纪 中叶 开 始变

为
‘

黄鹤
“

的 ; 楼 的 建立 不迟 子 五世 纪末 叶
,

而 名

为 ‘

黄鹤楼
.

不 迟 千六 世 纪初年
。 .

黄鹤
”

一词 是

始 于 南朝而 盛 行 于 唐代
.

‘

黄 鹤
”

开 始 出现 于 南 朝
,

绝 非 偶然
,

而 是有

其深 刻 的 社 会根 源 的
。

魏 晋 南北 朝 时
,

四 海 鼎沸
,

九 州骚 然
。

北方 是 游

牧 民族 的 金 戈铁 马
,

南 方 是六 朝 金 粉 的 变幻 无 常
。

政治的 黑 暗
,

人 生的 痛苦
,

为佛
、

道 二 教 的盛 行 提

供 了条件二 南 朝四 百八 十 寺
,

多少 楼 台 烟雨 中 !
.

( 杜牧 《江 南 春 绝 句》 ) 上 自帝王 将相
,

下 至 贩 夫

走卒
,

纷 纷 拜 倒 在仙
、

佛 的 脚下
,

或 寄 希望 于 西 夭

净 土
,

求 来生 得 福 ; 或 幻 想 超脱 现实
,

羽 化 而 登

仙
. ‘

故 自晋 迄 隋
,

特 多 鬼 神 志怪 之 书
”

( 鲁迅 《 中

国小说史略 》 )
, “

现 在 保存下 来的 完整 与 不完整 的

尚有 三 十 余 种
”

( 见游国 恩等主 编 的 《中 国文 学史》 )
,

本文 前 面征 引 的 神 仙 故 事
,

大 多 出 自这 些 书

中
。

古人 常 以鸽 喻 英杰志 士
,

如陈涉 日 : “

燕 雀安

知 鸿鸽之志 哉 !
”

汉高 祖 刘 邦 《鸿鸽 歌》 日
: “

鸿

鸽 高 飞
,

一举 千 里
.

羽 翼已 成
,

横 绝 四 海
。 ”

古 人

又 以鹤为 神仙 隐逸
,

称 之 为仙鹤
.

而 鹤 ( h 的
、

鸽

( h 的 二 字
,

古 皆入声
,

又仅 一 音 之 转
,

古 时通

用
.

这 样
,

在 仙 道 之说盛 行 的 南朝
,

自然 界 中常见

的 黄鸽
,

便 按 照人 们 美 妙的 幻 想
,

附 会 于 神
尸

仙 故

事
,

由英杰 志 士的 象征
,

改 造成 具 有 仙 风 道骨 的黄

鹤
,

翱 翔 于 楚 天 之上
,

飞临于黄 鸽 山 头
,

于 是 黄鸽

山 便一 名 黄鹤 山
,

黄 鹤 山头 之 楼
,

也 就 名 为 黄 鹤楼

了
.

对于 南北 朝时最杰 出的 诗 人 鲍 照 来说
,

大概是

因鹤
、

鸽 二 字 通 用
,

而 以黄鹤矶 作为 诗题
,

于 无 意

之 中成了 始作 俑 者 ; , 而 对 于 那 个 动 乱 的 时代 来说
,

黄 鹤却是时代 思潮 的 产物
,

它是 那 个 时代 的 人 们 所

艳羡的
‘

宠鸟
,

! 人 按 照 自己的 面 貌 来塑造 神
,

当

然 也会按 照 自 己的 愿 望
,

以 实有 的黄鸽 为雏 形
,

来

塑造 飞升仙 境的 交通 工 具
—

黄鹤 的
。

现 在的 人 们 从常识 的 角度来看
,

有关黄鹤楼的

神仙故 事是荒诞不 经 的
。

但 它 的浪 漫 主义 的 风 格
,

童 话 般的 天真情趣
,

却 给这 雄踞 大江 之滨 的 峥 嵘 楼

阁涂 上 了 神奇的 色 彩
,

给人 以永久 的 魅 力
,

再 加 上

厉代著名诗人 用生 花的妙笔尽情渲 染
,

更使 这 座 名

楼增添 了耐人 寻味的 诗 情画意
,

给人 以 艺 术 的 享

受
,

让 人 们 更 加热 爱祖 国 的壮 丽 的河 山
、

悠 久的 历

史和 灿烂 的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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