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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軼男

廣州南方學院

先唐社會所經歷的原始宗教文化、卜筮宗教文化、儒學文化、

玄學文化、佛教文化等幾次文化轉型，對月意象的萌生、發展和嬗變

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月亮的神話意象是原始宗教和卜筮宗教文化

的產物和表現，呈現了女性地位從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逐漸跌落的過

程。殷周之際，在儒家實用理性的影響和作用下，月亮的道德倫理意

象應運而生，並成為中國月意象的基調和底色。月亮的審美意象與魏

晉玄、佛關係千萬重。在歷史選擇中逐漸形成的先唐月意象，說到底

是中國人的自我領會，是人文的詮釋使然、文化轉型的必然。從這個

意義上說，意象史也是文學史、文化史，而結合文化背景研究月意象，

也是意象研究的題中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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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對漢墓葬磚畫中月神女媧即奔月嫦娥，做了詳盡的探討 20；何
新進一步明確 “ 女媧就是月神女和亦即常儀 ( 娥 )”21；袁珂考證，
最早記載嫦娥奔月神話的是 《 歸藏 》22。《 歸藏 》 是殷代占卜書，
即殷 《 易 》，大約成書於戰國初年，後亡佚，其隻言片語散見於
後世篇章之轉引。如：《 文心雕龍 》 引 《 歸藏 》 嫦娥奔月之說：“ 按
《 歸藏 》 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23 《 文選 》

之 《 月賦 》 亦注引：“《 歸藏 》 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24 然，
目前可見的嫦娥奔月神話，則載於漢初 《 淮南子 》：“ 羿請不死之
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25 高誘注說，
姮娥吃了不死藥 “ 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 ”26。東漢張衡 《 靈憲 》

又記曰：“ 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
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 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
毋驚毋恐，後其大昌。’ 姮娥遂托身於月，是為蟾蜍。”27 兩條記載
前後相沿，但後者之增益有三：情節更豐富；新增人物西王母 ( 亦
是 “ 月精 ”28)；提出 “ 化蟾 ” 說。月中有蟾蜍 ( 或有兔、虎 ) 的傳說，

20  袁珂認為，漢墓葬磚畫中，人首蛇身之二人分別為伏羲、女媧，確定無疑；
其中，手捧太陽者為伏羲，手捧月亮者為女媧。並指出，女媧就是後來仙化神
話中受罰、變蟾、搗藥的嫦娥。參見：袁珂 《神話論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2年，第 160-164頁。

21 “在 《山海經 》中，月神常儀的名字有兩種寫法，一作儀 (娥 )，一作和 (即母和 )。
娥、和一聲之轉，無疑可以通用。而在古書中，女媧所從之 ‘咼 ’字，與和也可通用 ” 
(何新 《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新探 》，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 79頁 )。

22  參見：袁珂 《神話論文集 》，第 153-155頁。
23  《文心雕龍·諸子 》，劉勰 (黃霖整理集評 )《文心雕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8年，第 34頁。
24  《文選 》第二冊，第 600頁。
25  《淮南子·覽冥訓 》，劉安 ( 高誘注 )《 淮南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第 67頁。
26  同注，第 67頁。
27  (晋 )司馬彪 ([梁 ]劉昭注補 )《後漢書志 》，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一冊，

第 3216頁。
28  《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 》，第 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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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社會上之功用乃永居於次一等之地位，而一切人事，亦永
不失其為一種理性之發展 ”39。春秋以降，隨著天道觀念的進一
步變遷，卜筮宗教文化被進一步否定，中國文化遂趨向此世和 “人
間性 ”，知識份子改用陰陽五行的變化來解釋自然和社會現象，
更加強調人事的作用。《 國語 》 用陰陽二氣失調解釋 “ 川源 ” 阻
塞和周朝 “ 天命將終 ”；《 左傳 》 更強調 “ 吉凶由人”“ 福禍無門，
唯人所召 ”“ 天道遠，人道邇 ”；老子以天道 “ 無為 ” 否定了造物
主天帝的存在；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更是明確表達 “ 敬鬼神而遠
之 ”……於是，原始宗教中 “ 神 ” 的問題，變為祭祀宗教中 “人”

的問題；神話世界中 “ 天國 ”“ 自然 ” 的問題，變為哲學思考中 “ 塵
世 ”“ 社會 ” 的問題； 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對征服自然的想像，
變為對 “ 天 ” ( 自然 ) 的服從和對 “ 命 ” ( 規律 ) 的認同。

實用理性對卜筮宗教文化的消解和取代，必然影響到人們對
月亮的理解和闡釋，於是，月亮的倫理道德意象應運而生。《 周易 》

明月開闢了以月明德的傳統，兩漢明月在此基礎上有所發揮，為
道德明月具體而微的起點。

《 周易 》 既 是卜筮 宗教 文化的產物，也體現了實用理性精
神，《 易傳 》 更凸顯了儒家倫理文化色彩。關於 《 周易 》 與月的微
妙複雜的關係，有學者論證其命名、思維模式、八卦的設計依據
及其陰陽義理皆本於月相原理 40，可與本文互參。現僅就 《 易 》

39   錢穆 《中國民族之宗教信仰 》，收於 《钱宾四先生全集 》第 46冊，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 39頁。

40  關於 《周易 》的命名和思維模式，張文指出：“《周易 》之命名及其思維模
式本於月相 ” (張文 《〈周易 〉起源於 “占月術 ”——兼論 〈易 〉的文化背景 》，《周
易研究 》1995年第 1期，第 13頁 )；吳曉東從語音角度考察得知 “易 [ji]不僅具
有太陽的含義，同時也具有月亮的含義 ”，《周易 》的 “周 ”“不應當理解為周代，
而應該是周天的 ‘周 ’。太陽月亮在天上環狀運行，其軌道都是一個周，‘周易 ’
也就是環形運動的太陽與月亮。” (《從 〈山海經 〉看 〈易 〉的起源 》，《民族藝術 》
2018年第 3期，第 53頁、第 55-58頁 )。關於八卦的設計依據及其陰陽義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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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朝佛教與禪佛水月

水月是中國月意象最具特色的表現形態 (水月是水與月的意
象組合，其 “水 ”包含江、海、湖、溪、河、波等一切與水相關
的意象；其 “月 ”多為明月，唐宋後尤然 )，在魏晉初顯，到南朝
更現新貌。南朝水月既是地理文化的產物，又受到佛教的輻射；
既屬於審美意象，又帶有玄佛氣息。唐宋後形成的中國特有的水
月精神導向 150，並引起宋代理學的迴響 151，皆從此來。禪化的南
朝水月意象迥異於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月意象，是文化轉型的結果。

魏晉佛教興盛，六朝文風、思想、內容與佛教文化密不可分，
齊梁後的文學更是佛教影響下的文學。佛經中醒目的明 (圓 )月、
水月對月意象也產生重要影響，主要表現為禪佛水月意象的初現
和文學水月意象的稠密多姿。首先，為數不少的南朝禪詩中多有
月象，以表達對佛理的闡釋和領悟。如：蕭統 《同泰僧正講 》之 “雷
聲芳樹長，月出地芝生 ”152，以月鋪陳佛寺莊嚴；劉孝綽 《東林寺 》

之 “月殿耀朱幡，風輪和寶鐸 ”153，以月渲染佛塔壯麗；庾肩吾 《詠
同泰寺浮圖 》之 “月出琛含采，天晴幡帶虹 ”154，以月烘托佛法
神聖。蕭綱 《十空詩六首 》之 《水月 》更以 “水月 ”名詩，以水
中明月寫萬法皆空、虛妄無常，直是 《金剛經 》“夢幻泡影 ”“如
露如電 ”的詩解：“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漬璧，的
的似沉鉤。非關顧兔沒，豈是桂枝浮。空令誰雅識，還用喜騰猴。

150  參見：張軼男 《從 “圓靈水鏡 ”到禪佛水月——中國水月意象溯源、嬗變
與禪化考論 》，《江漢論壇 》2019年第 12期，第 53-57頁。 

151  參見：張軼男、陳金華 《朱熹 “理一分殊 ”與禪佛水月意象新論 》，《江漢論
壇 》2020年第 11期，第 66-71頁。

152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第 1797頁。
153  同上第 1828頁。
154  同上第 19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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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累若消蕩，一相更何求。”155 筆者曾撰文指出：禪佛水月是南朝
月意象的新征，“水月意象與佛教 ‘水鏡 ’之說淵源有自 ”156，南
朝涉月禪詩豐富、拓展了月意象的內涵，為唐宋月意象進一步禪
化以及化禪奠定了基礎。然禪詩中的月亮畢竟以宗教說教為目的，
審美意象淡薄。

南朝文學水月吸納、發揮了佛教水月意蘊，既使月意象超離
了一己之情、超越了時空局限，又摒棄了宗教說理色彩，使內在
生命體驗的表達更具哲學意味。佛教 “水月 ”有四意：水和月、水
中月、水生月、水月交映互攝 157，前三者都是 “水 ”和 “月 ”在形
式上的聯合，中國詩家多取第四種，即：強調 “水 ”“月 ”在意蘊
上的生生不息、相得益彰。這一最具審美意味的佛教水月被南朝
詩人頻頻運用在各類題材的詩作中，南朝大手如謝靈運、謝朓、
鮑照、劉孝綽、何遜、陰鏗、庾信以及蕭氏父子等，均有水月佳
句，何遜筆下的水月尤為佼佼不群。試舉幾例：“淚逐東歸水，心
掛西斜月 ”158；“夜江霧裡闊，新月迥中明 ”159；“野曠沙岸淨，天
高秋月明 ”160；“長飆落江樹，秋月照沙漵 ”161；“露濕寒塘草，月
映清淮流 ”162；“浦口望斜月，洲外聞長風 ”163；“澄江涵皓月，水
影若浮天 ”164；“花樹雜為錦，月池皎如練 ”165；“風草不留霜，冰

155  同上第 1937頁。
156  參見：張軼男 《從 “圓靈水鏡 ”到禪佛水月——中國水月意象溯源、嬗變

與禪化考論 》，第 54頁。 
157  參見：張軼男 《從 “如來慧日 ”到中國禪月：佛教中國化的詩學視角 》，《西

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 6期，第 137頁。 
158  王僧儒 《忽不任愁聊示固遠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第 1764頁。
159  陰鏗 《五洲夜發 》，同上第 2459頁。
160  謝靈運 《初去郡 》，同上第 1171頁。
161  何遜 《贈江長史別 》，同上第 1687頁。
162  何遜 《與胡興安夜別 》，同上第 1703頁。
163  何遜 《夜夢故人 》，同上第 1697頁。
164  蕭繹 《望江中月影 》，同上第 2045頁。
165  謝朓 《別王丞僧孺 》，同上第 14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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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 》 1433
167  《 》 1706
168  《 》 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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