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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遂营

说起西安，你可能会想到举世闻名的

秦始皇兵马俑，被视为古都西安象征的大

雁塔，还有著名的华清池、碑林、乾陵，

等等。的确，历史上曾经有十多个王朝在

西安建都，建都时间长达 1000 多年。其

中，西汉和唐朝，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

史上的黄金时代，给西安留下了丰富的历

史文化遗产。

那么，到底是哪些主要因素造就了西

安的辉煌呢？

为 何 建 都 西 安 ：金 城 千
里，天府之国

我国有辽阔的国土面积，有那么多山

川河流都非常美丽的地方，为什么上天如

此垂青西安，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有那么多

王朝要把都城放在那里呢？

我们先从一个故事说起：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打败项羽，

准备定都洛阳。这个时候，一个叫娄敬的

草 根 士 子 却 建 议 刘 邦 建 都 长 安 （明 朝 以

前，西安称长安）。毕竟，建都是百年大

计，关系到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娄敬

只是一介草根，刘邦拿不定主意，于是征

求身边文武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的意见

也不统一，总体上反对的多，赞成的少。

主 要 原 因 是 许 多 大 臣 都 是 山 东 （崤 山 以

东） 地区的，特别是刘邦的老家江苏丰县

一带的，建都长安离他们的老家太远了。

就 在 犯 难 的 时 候 ， 刘 邦 想 到 了 一 个

人，他就是张良——被刘邦称为“运筹帷

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重要谋臣，

在重大决策方面深得刘邦信任。张良什么

意 见 呢 ？ 他 首 先 肯 定 了 娄 敬 的 分 析 ， 接

着，用 8 个字进一步强调了建都关中的优

势，“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史记·留

侯世家》），非常适合建都。

张良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核心地带，处在

黄土高原东南部，黄河中游，四面山河环

绕。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关中平原四

周的山谷、河畔的险要地方设置有一些关

隘：东面有函谷关、潼关与浦津关，南面

有子午关、大散关与武关，北边有萧关与

金 锁 关 ， 西 边 有 陇 关 。 所 谓 关 中 ， 就 是

“在众多关隘之中”的意思。一旦军情紧

急，四面闭关自守，往往“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这样看来，长安不就像一座固

若金汤的“金城”嘛！

“天府之国”又是什么意思呢？在秦

岭和北山之间，形成了一块天然的盆地平

原，东西长约八百里，东部宽阔，有三四

百里，逐渐向西缩减为百十里宽。所以，

这 块 盆 地 被 形 象 地 称 为 “ 八 百 里 秦 川 ”。

在这个盆地区域，渭河及其支流泾河自西

向 东 流 入 黄 河 ， 形 成 冲 积 平 原 ， 水 源 丰

沛，土壤肥沃，为发展农业提供了天然便

利的条件。因此，在古人眼里，关中地区

好像上天赐予人间的美好家园，被张良形

象地称为“天府之国”。

具备了这两大优势，刘邦建都在关中

的长安也就放心了。于是，不久之后，汉

高祖刘邦就带领文武大臣浩浩荡荡从洛阳

迁到长安。而首倡建都关中的娄敬呢？被

汉高祖封官加爵，一生荣华富贵。

这 样 看 来 ， 历 史 上 ， 西 周 、 秦 、 西

汉、西晋、北周、隋、唐等十多个朝代都

选择在西安建都就不是偶然事件了。而长

时间的建都，也就给西安这座城市的发展

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盛世汉唐的记忆

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讲到了我国封

建社会的三大盛世，分别是西汉的“文景

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

世”。所谓“之治”“盛世”都是历史上最

好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政治稳定、经济

发展、文化繁荣等。但令人惊讶的是，这

三大盛世全部出现在建都西安时期。

这 三 大 盛 世 远 的 已 经 离 我 们 2000 多

年，近的也有 1000 多年历史了。那时候

的长安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我们

已经不可能完全知道了，但仍然可以从文

献资料中了解当时的一些大概面貌。

比如，“文景之治”后，汉朝出现了

什么局面呢？司马迁在 《史记》 里记载，

“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

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

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

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史记·平准书》）。这段话说的是经

过“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初期国家的

经济状况：整个国家太平无事，如果不是

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家富足；首都和

地方州县仓库里装满了粮食，国家府库有

节余的财货。京师长安国库积累了巨万的

铜钱，穿钱的绳子都断了，无法数清有多

少。国家太仓的粟米一层压一层，装不下

了露在外面，甚至有些都放坏了没法吃，

可见当时的富裕情景。

经过了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

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唐朝又出现

了 什 么 局 面 呢 ？ 大 诗 人 杜 甫 在 他 的 一 首

《忆 昔》 诗 里 这 样 描 述 ：“ 忆 昔 开 元 全 盛

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

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

不相失。”

杜 甫 说 ， 想 当 年 唐 玄 宗 开 元 全 盛 时

期 ， 连 小 的 村 镇 也 有 家 资 过 万 的 富 裕 人

家。稻米像流脂粉一样，粟米泛着白光，

国家和私人的仓库都装满了粮食。社会治

安状况良好，出门远行也不用挑选日子。

产于齐地的纨和产于鲁地的缟行销全国各

地，男耕女织，不失农时。这就从侧面给

我们描述了“开元盛世”的大概情况。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一定会带来文

化的丰富多彩，活跃人们的业余生活。那

么，盛世时期长安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又是

怎 样 的 呢 ？ 我 们 来 说 一 段 唐 朝 的 文 坛 佳

话。

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一个初冬，唐朝三

位大诗人——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在长

安 偶 然 相 遇 。 三 人 都 相 互 敬 慕 对 方 的 才

情，却从来没有见过面，相见恨晚，于是

结伴在长安城观光。到了中午饭点，一同

进 了 一 家 酒 馆 。 正 在 他 们 饮 酒 吃 饭 的 时

候，又来了一批客人，是十多个宫廷的伶

官 （善 于 歌 舞 的 宫 廷 艺 人）， 趁 宫 中 无

事，结伴光顾酒馆。诗人聚在一起，自然

要谈诗；伶官聚在一起，自然要唱诗。根

据记载，唐诗是可以入乐演唱的，不然，

为什么叫诗歌？流行的唐诗就像流行音乐

一样被传唱，而能在宫廷中被伶官们传唱

的往往是比较雅致、知名度很高的唐诗。

当时，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都已经

是成名诗人，于是，王昌龄提议：“我们

何不打个赌？看看谁的诗被伶官们传唱得

最 多 。” 都 是 风 华 正 茂 的 诗 人 ， 谁 怕 谁 ，

于是，三人停下酒杯，静待众伶官唱诗。

果然，伶官们在等着上菜时，一场非

正式的唱诗会就开场了。只见其中一个清

了 清 嗓 子 ， 首 先 开 口 ：“ 寒 雨 连 江 夜 入

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顺便说明一下，在当

时的酒店、茶楼里，店主人往往会特意留

有一面粉墙，给文人雅士题诗、留字。刚

才那位伶官唱的是王昌龄的七绝名篇 《芙

蓉楼送辛渐》，王昌龄不禁面带微笑，顺

手在酒楼的粉墙上画了一道，说“我的一

首绝句”。

不大一会，又有两位伶官分别唱了高

适的一首 《哭单父梁九少府》 和王昌龄的

一首 《长信秋词》。三个人中，王之涣年

龄最长。本来他认为自己的诗名应该在王

昌 龄 和 高 适 之 上 ， 但 三 个 伶 官 唱 了 三 首

诗，还没有唱到自己的，心里一阵着急，

但嘴里不能服输：“你们二位别得意得太

早了！你们看见没，坐在中间那个最漂亮

的伶官还没开口呢。如果她开口，我敢打

赌，一定会唱我的诗。否则，我就甘拜下

风！”

王之涣刚说完，坐在酒席正中那个身

材高挑的伶官慢慢站起身来，轻舒歌喉，

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

山 。 羌 笛 何 须 怨 杨 柳 ， 春 风 不 度 玉 门

关。”这正是王之涣的 《凉州词》。

唱罢，不仅满座伶官一片喝彩，就连

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也不禁抚掌大笑。

这一笑，把伶官们吓了一跳，这时候她们

才注意到还有三位英俊后生一直在听她们

唱诗。本来这些伶官就早已是这些大诗人

的粉丝，今天见到偶像了，主动邀请三人

一同入席，大家尽欢而散。

这段佳话，记载在唐代文人薛用弱的

《集 异 记》 里 ， 故 事 的 名 字 叫 “ 旗 亭 画

壁 ”。 旗 亭 ， 就 是 飘 着 酒 旗 的 酒 馆 ； 画

壁，就是前文解释的在粉墙上留字题诗。

“旗亭画壁”表明，唐代长安人的业余文

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唐诗已经成为

长安人文化娱乐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 西 漂 ”“ 大 一 统 ”“ 汉 民
族”⋯⋯中华文明的西安元素

由于长期作为都城，西安对于中华文

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并给中华

文明宝库贡献了很多瑰宝，突出的比如：

第一，形成了“西漂”时代。长安政

治中心、经济中心的地位，丰富多彩的文

化生活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才，他们不远

百里千里，到长安谋求发展，实现自己的

人 生 梦 想 。 就 像 今 天 ， 各 地 人 才 向 往 北

京，形成了一个“北漂”潮流，在三大盛

世 时 期 ， 各 地 才 子 佳 人 “ 西 漂 ” 长 安 。

“ 旗 亭 画 壁 ” 中 的 三 位 诗 人 都 不 是 长 安

人，他们就是“西漂”的代表，大诗人李

白、杜甫等也都曾“西漂”长安。

第二，铸就了“大一统”观念。从秦

始皇在咸阳建立秦朝开始，我国形成了统

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经过汉唐盛世的培

育，国家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统一多

民族大一统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直到今

天，这种观念仍然牢不可破，成为维系中

华民族大家庭团结和睦的重要保障。

第三，奠定了汉民族雏形。在我国的

民族构成中，汉族是第一大民族，一直占

全国人口的 90%以上。为什么叫汉族？其

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汉族是在建都长安的西

汉 时 期 初 步 形 成 的 。 而 后 ， 又 经 过 了 东

汉，我国的主体民族逐渐被认同为汉族，

中国主体文化被称为汉文化。

第四，使唐人街风靡世界。移居到海

外的华人一般都喜欢集中在一起居住，这

些华人的聚居区，往往以“唐人街”来命

名。这是为什么？因为唐朝是我国封建社

会发展到顶峰的一个朝代，在国际上的影

响 非 常 大 。 所 以 ， 无 论 西 方 人 还 是 中 国

人，都愿意拿唐朝说事；海外华人更以盛

唐为自豪，愿意把华人聚居区称为“唐人

街”。

此外，汉武帝时期，张骞开辟了中西

方 贸 易 和 文 化 交 流 大 通 道 “ 丝 绸 之 路 ”。

从 此 之 后 ， 汉 唐 长 安 可 以 很 便 利 地 和 中

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进行经济和文

化往来。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瓷

器、茶叶和文化典籍传到国外，西方的石

榴 、 葡 萄 、 西 瓜 等 植 物 ， 以 及 绘 画 、 音

乐、舞蹈、宗教等传到内地，极大地丰富

了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同时，大量

的外国人在长安经商、学习，甚至定居下

来；长安人口达到数十万，成为当时世界

上知名的国际大都市。

长安，成为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吉祥、

最响亮的名字。

（作 者 系 河 南 大 学 教 授 ，《百 家 讲 坛》
“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的古
城”主讲人）

西安：众关之中，盛世汉唐

□ 吴 鹏

嫦娥奔月的故事家喻户晓，深深镌刻

在华夏民族的宇宙观念中，但这一神话的

原初面貌与后世传说存在很大差异。从先

秦古简的原始记录，到两汉唐宋的丰富充

实，再到明清小说的大胆演绎，嫦娥的故

事和形象经历了无数次“变形”。

先秦还是单身男

嫦娥奔月神话最早出现在相传成书于

商朝的 《归藏》 中。唐人李善注释南北朝

梁代萧统 《文选》 时，曾引用 《归藏》 语

句，“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

奔为月精”“昔嫦娥以不死药奔月”，嫦娥

服 用 西 王 母 的 长 生 不 老 神 药 后 ， 飞 奔 月

宫，羽化月仙。

但因 《归藏》 为类似 《周易》 的占卜

书籍，且早已不传，古代一直对其真伪存

疑 。1993 年 ， 湖 北 江 陵 荆 州 镇 邱 北 村 王

家台 15 号秦墓出土了大量竹简。经学者

考证，简文中即有 《归藏》，第 307 号简

文 “ 归 妹 曰 ： 昔 者 恒 我 窃 毋 死 之 ”，201
号简文“奔月，而攴占”，与传世文献保

存的 《归藏》 佚文语义相通。由此可知，

至少在秦代甚至更远的商朝，就已经有了

奔月神话的原型。

值得注意的是，秦简中奔月神话主角

的名字并非后人熟知的“嫦娥”，而是名

不见经传的“恒我”。“恒”即永恒，“恒我”即

“使我永恒”，期望长生不老，寄寓着华夏先

民对生命的执着和对现世的依恋。

相较于“嫦娥”明显的女性化色彩，

“恒我”则是中性词甚至偏男性化。有学

者从“恒我”的词性出发，认为“在父权

制社会中，这个‘恒我’也许应该是男性

形 象 ， 就 像 夸 父 一 样 ， 只 不 过 一 个 为 逐

日，一个为奔月而已”。

到了西汉，奔月神话情节出现重大变

化，“恒我”的名字和性别都开始朝着女

性化的方向发展。

两汉嫁为后羿妻

西 汉 文 帝 姓 刘 名 恒 ， 为 避 其 名 讳 ，

“恒我”中“恒”字改为同样具有永恒之

意的“姮”或“嫦”。女字偏旁的加入使得奔

月神话主角开始具有女性色彩，而西汉官

话关中语音中，“我”的发言近似于“娥”，

“我”由此被替换成“娥”。男“恒我”顺理成

章地转变成女“姮娥”“嫦娥”。

西 汉 前 期 ， 羿 开 始 出 现 在 奔 月 神 话

中。据淮南王刘安所编撰 《淮南子》 卷六

《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

娥 窃 以 奔 月 ， 怅 然 有 丧 ， 无 以 续 之 。 何

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羿从西王

母处得到长生不老药，还没来得及服用，

就被姮娥偷走吞下。姮娥奔月永生，羿怅

然若失，因为他不知道长生不老药的药方

和制作方法。《淮南子》 在奔月神话中加

入 羿 的 元 素 ， 是 为 了 论 证 “ 乞 火 不 若 取

燧，寄汲不若凿井”，即有“鱼”不如会

“渔”的观点，并没有对奔月情节进行太

多引申。

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其天文著作 《灵

宪》 一文中，对奔月神话进行了大幅度扩

充，使其故事内容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

加丰满。据 《灵宪》，“羿请不死之药于西

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占于有

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

行， 逢 天 晦 芒 ， 毋 惊 毋 恐 ， 后 且 大 昌 ’，

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姮娥偷吃

完长生不老药，收拾行装奔月出发前，特

意找一个叫有黄的大师算了一卦，问询此

行是凶是吉。有黄大师掐指一算，“吉”，

并且告诫姮娥飞升“逢天晦芒”遇到天象

有变时，切莫惊慌恐惧，只要勇敢闯过这

一关，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黄大师

的 话 给 了 姮 娥 莫 大 勇 气 ， 她 终 于 飞 升 月

宫，从女神化身蟾蜍即癞蛤蟆。

张衡将姮娥写成蟾蜍并不是对女神的

丑 化 。 在 古 人 的 文 化 观 念 中 ， 蟾 蜍 是 神

物，能够避邪气、助长生，东晋葛洪 《抱

朴子》 有“万岁蟾蜍”之说。张衡所造地

动 仪 就 是 用 蟾 蜍 与 龙 相 配 ，“外 有 八 龙 ，

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可见

蟾蜍在时人心中地位之高。且蟾蜍昼伏夜

出，与月亮运行规律相似；蟾蜍从幼体到

成体是变态发育，在外形上有很大变化，

与月相盈缺也类似。古人遂视蟾蜍为月亮

的象征，姮娥既“托身于月”，化身吉祥

的蟾蜍也就不足为奇。

无论是 《淮南子》 还是 《灵宪》，都

没有定义姮娥与羿的关系。从姮娥窃取羿

丹药的举动看，二人非但不是夫妻，反而

有可能类似后世白娘子故事中，偷食法海

仙丹的白娘子与法海势同水火的关系。

直到东汉末年，学者高诱在给 《淮南

子》 作注时，才作为“证婚人”宣布姮娥

与羿结成夫妻，“姮娥，羿妻。羿请不死

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窃食之，

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

张 衡 对 奔 月 细 节 的 丰 富 和 高 诱 对 嫦

娥 羿 夫 妻 关 系 的 定 位 ， 奠 定 了 嫦 娥 奔 月

神 话 的 基 本 轮 廓 ， 后 来 东 晋 干 宝 《搜 神

记》 等 关 于 嫦 娥 故 事 的 书 写 都 没 超 出 这

个范围。

隋唐吴刚来相伴

南北朝以后，嫦娥的形象从蟾蜍回归

为 女 儿 身 ，而 且 是 绝 色 美 女 。南 朝 陈 后 主

陈 叔 宝 就 曾 把 宠 妃 张 丽 华 比 作 嫦 娥 。据

《南部烟花记》，“陈后主为张贵妃丽华造桂

宫于光昭殿后，作圆门如月，障以水晶⋯⋯

谓之月宫。帝每入宴乐，呼丽华为‘张嫦

娥’”。白居易 《邻女》 诗曾用白日嫦娥

夸赞邻家少女不可多得的容貌，“娉婷十

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莲”。

诗人还用嫦娥喻指与自己曾经沧海、

过往难忘的女子。成语“破镜重圆”的主角

徐德言《咏破镜》即言，“镜与人俱去，镜归

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唐人陆

龟蒙借嫦娥寄托相思之苦，“月娥如有相思

泪，只待方诸寄两行”。李涉在湖州重逢旧

人，唏嘘“一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嫦娥二十

年”。崔膺送别佳人，慨叹“嫦娥一入月中

去，巫峡千秋空白云”。

人们对嫦娥居住的月宫也开始进行盛

大装修。在先秦两汉的奔月叙述中，月宫

虽然可以居住，但清光冷辉，萧索凄寒，毫

无人气，缺少基本生活设施。到了唐代，月

宫扩建成遍地玉阁琼楼的仙境，唐人段成

式《酉阳杂俎·壶史》载：“月规半天，琼楼玉

阙满焉。”据道教文献《云笈七签》，月宫有

“白银瑠璃水晶映其内”，有“七宝浴池，八

骞 之 林 生 乎 内 ”。原 是 西 王 母 神 话 中 的 月

兔，被送到月宫，陪嫦娥嬉戏。按照唐末道

士杜光庭在《神仙感遇传》中的说法，月宫

内还有“仙女数百，皆素练霓衣，舞于广

庭”，为嫦娥解忧。

奔月神话在唐朝最大的发展，是吴刚

进入月宫伐桂。据《酉阳杂俎·天咫》，“旧言

月 中 有 桂 ，有 蟾 蜍 ，故 异 书 言 月 桂 高 五 百

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

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嫦娥窃

不死之药，玉兔捣不死之药，吴刚伐不死桂

树，三者都因不死长生聚首月宫。

唐朝科举兴盛，士人们向往通过科举

鱼跃龙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因为奔月神话，士人们便把科场高中与奔

月成仙联系在一起，视登科为折桂。李白

有“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之语，要把

月中桂树折下，为天下寒士的科场之路添

柴加薪。晚唐温庭筠名落孙山，艳羡友人高

中，“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

宋 人 甚 至 认 为 登 科 是 受 到 嫦 娥 的 垂 青 赏

识，胡宿曾赠诗给考中进士的梅尧臣，“嫦

娥应有怜才意，惟许诗人到月宫”。

士人将登科心态寄托于嫦娥之身的同

时，也对嫦娥的命运抱以深切同情。嫦娥

脱离红尘爱恋，远离人世烟火，李白把酒

问月，叹息“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

与谁邻”。月宫美轮美奂却冷清凄苦，杜

甫抚影自怜，哀伤“斟酌姮娥寡，天寒耐

九秋”。李商隐更是借嫦娥之悔，浇胸中

身世块垒，“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

夜夜心”；借关切嫦娥冷暖，叹自身处境

凄凉可怜，“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

斗婵娟”“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

断肠”“姮娥衣薄不禁寒，蟾蜍夜艳秋河

月”。晚唐罗隐咏月，“嫦娥老大应惆怅，

倚泣苍苍桂一轮”。宋人杨亿伤“嫦娥桂

独成幽恨，素女弦多有剩悲”，吴文英亦

“怜夜冷孀娥，相伴孤照”。

唐宋士人在诗词中对嫦娥蹁跹容颜的

书写、昨日旧情的寄托、登科折桂的期冀

和怨愁情绪的同情，为明清时期嫦娥形象

的世俗化打下了心理基础。

明清飞入百姓家

随着明清市民文学的勃兴，嫦娥也从

远在天际的月宫，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

世俗演绎小说的主角。

嫦 娥 飞 升 ， 羿 独 留 人 间 ， 仰 望 月

空 ， 不 胜 悲 伤 ， 人 们 便 有 意 让 夫 妻 再 续

前 缘 。 据 元 末 明 初 陶 宗 仪 所 编 纂 《说

郛》 收 录 的 笔 记 小 说 ，“ 嫦 娥 奔 月 之 后 ，

羿思念成疾”，这年正月十四日夜间“忽

有童子诣宫求见”，自言是夫人即嫦娥派

来人间的使臣。童子告诉羿，“夫人知君

怀 思 ， 无 从 得 释 ”， 而 “ 明 日 乃 月 圆 之

候 ， 宜 用 米 粉 作 丸 ， 如 月 ， 置 室 西 北

方 ”， 然 后 “ 呼 夫 人 之 名 ， 三 夕 可 降

耳”。羿照此办理，嫦娥果然从天上回归

人间，与羿“复为夫妇如初”。羿用米粉

做 的 汤 丸 后 来 演 化 为 元 宵 ， 据 说 正 月 十

五吃元宵的习俗就从此而来。

嫦 娥 降 世 ， 不 仅 要 和 羿 夫 妻 团 圆 ，

还 有 改 写 历 史 的 重 任 。 清 初 吕 熊 《女 仙

外史》 以明初建文帝 时 期 靖 难 之 役 为 背

景 ， 讲 述 嫦 娥 下 凡 转 世 为 白 莲 教 起 义

军 领 袖 唐 赛 儿 ， 起 兵 勤 王 救 驾 ， 对 抗 天

狼 星 投 胎 的 朱 棣 。 嫦 娥 诛 讨 叛 逆 ， 最

终 帮 助 建 文 帝 重 登 皇 位 ， 完 成 使 命 后

回归仙班。

而 在 与 吕 熊 同 时 期 的 蒲 松 龄 《聊 斋

志 异》 笔 下 ， 嫦 娥 虽 仍 是 天 上 神 仙 ， 却

因 贬 谪 下 凡 ， 彻 底 摆 脱 了 神 性 ， 成 为 富

有 情 趣 的 人 间 女 子 ， 宛 若 邻 家 女 孩 。 嫦

娥 谪 仙 降 世 后 ， 嫁 与 凡 人 宗 子 美 为 妻 ，

她 心 疼 夫 君 ， 重 情 重 义 ， 既 能 效 飞 燕 舞

风 ， 又 善 学 杨 妃 带 醉 ， 让 子 美 的 闺 房 之

乐 充 满 温 情 。 在 谪 限 期 满 要 重 回 仙 班

时 ， 嫦 娥 为 子 美 痴 情 感 动 ， 继 续 留 在 人

间 护 佑 夫 君 周 全 ， 为 子 美 生 下 一 儿 一

女 ， 长 相 厮 守 ， 共 享 天 伦 。 蒲 松 龄 对 嫦

娥 形 象 从 神 到 人 的 改 写 ， 最 终 使 嫦 娥 完

成 了 从 尘 世 奔 月 飞 升 到 天 上 重 返 人 间 的

轮回，让神话回归日常。

改 写 神 话 的 不 只 小 说 ， 更 有 科 技 。

借 助 科 技 的 力 量 ， 嫦 娥 再 一 次 从 世 间 仰

望 月 空 ， 飞 舞 九 天 。 从 嫦 娥 奔 月 到 嫦 娥

探 月 ， 从 古 老 传 说 到 前 沿 探 索 ， 华 夏 民

族 的 目 光 正 在 穿 越 浪 漫 情 怀 ， 投 向 无 尽

的 星 辰 大 海 。 我 们 有 理 由 期待，这将是

一个比传说更让人心驰神往，比神话更加

有想象空间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嫦 娥 变 形 记

城 事

大诗人李白曾说：“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都城长安成为他一生心目中的圣地。的确，在古代，大城市往
往集中了全国的丰富资源和优秀人才，成为古代文明的先发地
区，令人向往；时至今日，又留下了厚重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成为文化旅游胜地。从今天开始，“城事”专栏将以我国西安、
北京、洛阳等古都，以及曲阜、邯郸、银川等历史文化名城为
载体，回顾它们在我国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展示每
座 古 城 的 独 特 文 化 魅 力 ， 也 从 中 揭 秘 中 华 文 明 之 所 以 生 生 不
息、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动力源泉。

西安大雁塔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这几天，“嫦娥五号”已经从月球挖完土，正在准备回
家的路上。嫦娥奔月，一个深深镌刻在华夏民族宇宙观念
中的民间传说，但说出来可能你不信，嫦娥曾是单身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