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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月飞天’最原始

的策划人，说不定并非哪位
科学家，而是一位诗人！”
江苏省诗词协会副秘书长、
《江海诗词》副主编舒贵生
笑言，诗人往往比科学家更
加“敢想”。诗人李贺的名
作《梦天》记载了自己梦中

上天、下望人间的所见所
闻：“老兔寒蟾泣天色，去
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
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
“以‘创造一个飞船带我上
天’的想法，幻想自己能长
上翅膀飞到太空。”舒贵生

说，“嫦娥奔月的故事其实
不也就是一个原始的 ‘载
人飞船’吗？如今奔月梦想
终于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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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 2500年前的

《诗经》中，即已出现了成
篇的咏月诗歌：其中一篇是
《月出》，“月出皎兮，佼人
僚兮……”另一篇是 《日

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士
……”而“如月之恒，如日之

升”，更是广为征引……“从
古到今，可以说没有一位诗
人没有写过月！”舒贵生说，
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都写
过大量的咏月诗篇。舒贵生
说，多年以来，不断有文人学
者试图将咏月的诗词歌赋完

整集结成册，然而几乎都在
尝试后不得不作罢———咏月
诗歌实在太多了，根本就不
可能收录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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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中国首枚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
发射升空到如今“嫦娥”奔
月，中国人的飞天路走了
37年。江苏省楹联研究会
副会长、省诗词协会艺术顾
问张杰说，“这次中国人又
走在了世界前列！”想到这

里，他不由诗性大发，挥毫
写下一首七绝：“一轮明月
照千秋，遥对嫦娥梦里求。
科学昌明逢盛世，飞天喜作
广寒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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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月亮里有什

么？”“好孩子，那里面有嫦
娥，还有玉兔。”
“那嫦娥为什么会飞到

月亮上去呢？”
……
这样耳熟的对话，陪伴

了我们多少个夏夜秋凉。

“如果给中国古代神话
传说‘排排座’，那么‘嫦娥
奔月’绝对占据重要位次。”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导王青说，中国的古代神
话流传下来的并不多，较早
的如“盘古开天辟地”、“女

娲补天”、“后羿射日” 等，
但要算在民间的影响力，非
“嫦娥奔月”莫属，可谓妇孺
皆知。

那么，嫦娥究竟是谁，为
何奔月？“最通俗”的版本
中，嫦娥是射日英雄后羿的

妻子，两人非常恩爱。一天，
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
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王
母有感后羿的神勇侠义，赐
他一包长生不老药，服下此
药即刻就能升天成仙。然而，
后羿舍不得将爱妻一个人撇

在人间，就把药交给嫦娥珍
藏，不料却被心术不正的徒
弟蓬蒙偷看到了。三天后，后
羿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
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手持
宝剑威逼嫦娥交出长生不老
药。危急之时嫦娥当机立断，

拿出长生不老药一口吞了下
去，身体立刻腾空而起，向天
上飞去。由于不忍远离丈夫，
嫦娥便飞落到了离人间最近
的月亮上成了仙……

TUYZ[ #\]^

_`@ab

然而，在最初的传说中，

嫦娥的形象并不美好，甚至
还曾是一只“蟾蜍”……之
所以后来演变为美丽、勇敢、
正直的化身，恰恰是中国人
热爱美好生活、崇尚真善美、
批判假丑恶的体现。同时也
是古代人们在自然知识缺乏

的条件下，寄望“升天成仙”
的体现。

王青教授认为，中国最
早有关月亮的神话在《山海
经》等古籍中都有记载，但
这些记载比较零星。最早记

载较完整“嫦娥奔月”故事
的通常被认为是《归藏》和

《淮南子.览冥训》，前者已
经失传；后者记载说：“羿请
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
娥窃之奔日，脱身于月，是为
蟾蜍，而为月精。”这里的
“ 娥”即嫦娥，但她却是私
自偷了不死药，并且变成了

一只癞蛤蟆……
接着到了六朝以后，嫦

娥的“形象”又开始转变、
提高。广袤的月宫何其寂
寞，人们对嫦娥的同情逐步
取代了对她的谴责。就连唐
朝大诗人李商隐也说：“嫦
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
夜心。”此后，随着时间的推

移，嫦娥慢慢又成为温柔、
勇敢、美丽的化身。嫦娥奔
月的故事，又因为“玉兔”、
“吴刚”等新要素的添加而
逐步丰满。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博导张采民认为：“中国

传统的道教宣扬的是长生不
老、羽化登仙，可是如果登天
后反而变成了癞蛤蟆，谁又
还会想登仙呢？”所以，嫦娥
的“角色转换”，暗合了中国
传统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演
变。当然，关于“嫦娥奔月”

的传说越多，越能说明月亮
的神秘，也就越能说明中国
人自古就有着强烈的冲动和
探索精神。而这种冲动和探
索，正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
的动力。“所以，这次的绕月
工程用‘嫦娥一号’命名格

外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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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个奔月的人

是嫦娥，那么不得不提的另
一个人是唐玄宗，只不过他
是在梦中。相传在一个中秋
之夜，唐玄宗与申天师及道
士鸿都赏月之际，突然兴起
了漫游月宫的念头。于是天
师开始作法，昏昏然间，三

人一起足踏青云登上了月
宫，忽闻仙乐阵阵，三人凝
神屏息，直觉得如沐春风，

似饮甘露。玄宗通晓音律，
默记心中，回宫后立即追记
乐谱并为之编舞，一曲“霓
裳羽衣曲” 成就了杨玉环，
也震惊了诗仙李白，直叹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
得几回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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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月圆，人间团

圆。”在南京民俗专家王
坚的眼中，月亮是中国人特
有的“团圆情节”的象征。
“从一年中第一个节日元
宵节，到端午节、中秋节、重
阳节，再到春节，中国人所
有的重要节日都是以‘家’

为核心的。”王维说，“独在
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苏轼说，“人有悲欢离
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
难全”。“嫦娥奔月”的故
事，迎合的正是广大人民对
团圆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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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月亮，当然就要敬月

亮。“直到现在，一到八月
十五中秋节，第一件事就
是拜月，然后才吃月饼。”
王 坚说，拜月的讲究可
有一大堆，特别是在 “供
品”上，第一不可少的是石
榴，寓意“多子多孙”；其

次如菱角，寓意 “心灵手

巧”；再次是藕，寓意“路
路通顺”，等等。除了拜月，

中秋还有的重要活动是吃
月饼、供兔儿爷、吃团圆
饭，这就是所谓的 “圆
月”。如果家中有亲人未
归，席上也必然会多放一
套杯筷，象征合家团圆。菜
肴中，盐水鸭必不可少，其

次是毛豆烧仔鸡及板栗、
芋艿或老菱红烧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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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人还有个与月亮

有关的习俗，即中秋之夜
要“走月”，就是“赏月”，
其中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
是夫子庙文德桥。王 坚
说，文德桥的知名来源于
“秦淮分月”这个美丽的传
说，每当中秋之夜，只要天

气晴朗，在文德桥的东西
两侧，就能看到秦淮河水
中倒映着半个明晃晃的月
亮。尽管多少年来，很少有
人真正看到过 “分月”景
象，但这丝毫不妨碍中秋之
夜文德桥上的摩肩接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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