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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詞中嫦娥形象之研究 

李靜怡 

Ching–Yi Lee 

摘要 

介紹歷代嫦娥形象之變革，並且針對嫦娥在宋代詞作中形象，以外

在形象及內在情感形象分述之。 

關鍵詞：嫦娥、姮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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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嫦娥，天上飛仙也。佔據詩人腦中，產生了無盡的聯想，在加上詩人既有的

文筆巧思，有關嫦娥的傳說及作品，如繁星點點難以數盡，大量的作品描繪出嫦

娥的一舉一動，也表現出了嫦娥在詩詞中的多變性，而變化多端的聯想，很值得

我們去研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嫦娥，天外飛仙也，貫穿歷代時空，成為千古文人之共通之題材，但是在不

同時代嫦娥之形象，也有所變異，故興起研究宋代嫦娥形象之動機。 

 

第二節 定義與範圍 

以宋詞為範圍，以詞中有「嫦娥」二字之詞作，例：秦觀〈蝶戀花〉(今歲

元宵明月好)：「何事霜華催鬢老，把盃獨對嫦娥笑。」或是等同於嫦娥之詞。嫦

娥又名「姮娥」、「月精」例如：蘇軾〈少年游〉(去年相送)：「恰似姮娥憐雙燕，

分明照、畫梁斜。」即符合定義。但「月精」一詞在宋詞之中，並不作「嫦娥」

之義用，故不列入範圍討論之。 

嫦娥形象研究之「形象」，乃凡人形塑嫦娥之外像，舉凡外在形象與內在情

感形象之塑造，皆歸為形象之中。 

第三節 研究方法 

宋詞部份，利用網路展書讀1中的宋詞搜尋引擎，點入檢索並且在詞句一欄

中鍵入關鍵字「姮娥」、「嫦娥」，得到簡略而初步資料後，再依上述登之定義，

一一審視，再尋找有評注或賞析的版本，以資參考，同時參考《全宋詞》一書以

補闕漏。 

嫦娥神話傳說部分，則是先行上網至全國博碩士論文資料網2，點入簡易查

詢之網頁，並在檢索字串之欄位上鍵入「嫦娥」二字，在依檢索之結果一一審視

之，並試以參考書目介紹之書本為首要之借閱書籍。 

獲得資料後，以大綱將資料先行分類，粗分為溯源與正文二類。溯源資料依

時代排序。正文所用到的各項資料，依內容加以討論之。 

第四節 預期成果 

  希望能夠探尋「嫦娥」一詞，在宋詞中其形象與其意涵，並且追尋其背後動機

之所在。 

                                                 
1
 網路展書讀計劃主持人：羅鳳珠，元智大學。http://cls.hs.yzu.edu.tw/ 
2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料網http://datas.ncl.edu.tw/theab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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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溯源 

本章節探討嫦娥傳說之由來，並且上溯至戰國，並研討歷代嫦娥之名的訛變

以及歷代嫦娥形象變異。除此之外並討論與其相關而衍生的詩文。 

第一節 嫦娥傳說之由來與發展 

《山海經》中找不到嫦娥神話的明顯文字, 間接的資料卻是有的。通過考

證，嫦娥實際上就是由《山海經》中記載的帝俊幾位原妻子中「生月十二」的常

羲演化而來的。古時常羲又作尚儀或常儀，常與尚通用，羲、儀和娥古音同，常

羲與常儀字似而音近。《呂氏春秋．任數》載「尚儀作占月」，畢沅注：「尚儀

即常儀，古讀儀為何，後世遂有嫦娥之鄙云。」何新在《諸神的起源》中認為，

儀古音從我，讀娥，所以常儀當讀作常娥，即嫦娥。而最早出現嫦娥相關之記載

是在戰國《歸藏》：「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3僅描寫嫦

娥服藥奔月一事。 

如不論引文，最早較為完整地正式記錄嫦娥奔月神話的是漢初《淮南子．覽

冥訓》：「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4才見有羿之出現。因諱而

《淮南子》等書改作「姮」。「姮」與「恒」同，且「恒」與「常」意同。而同

為漢代之作，張衡《靈憲》：「嫦娥，羿妻也，竊西王母之不死藥服之，奔月。將

往，枚占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

毋恐，且後大昌』嫦娥遂托身於月，是為蟾蜍。」5更是確立嫦娥奔月神話之基

本輪廓，如嫦娥之身分，服藥之情節過程，奔月之後更化為蟾蜍。  

最早關於月中有蟾蜍記載的文獻是西漢初《淮南子．精神訓》：「日中有烏而

月中有蟾蜍。」稍後的《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

陽也，而與兔並明，陰系於陽也。」6因嫦娥背夫而逃的行為不合乎封建傳統女

性的規範。從東漢起，傳統的封建士大夫就把不合傳統「婦德」的嫦娥醜化為蟾

蜍7。《歸藏》等書記載，嫦娥奔月之後，「是為蟾蜍，而為月精」可解作嫦娥

身化蟾蜍，成為月神，即嫦娥—蟾蜍—月精是同一的。在漢代的許多石刻畫像有

蟾蜍搗藥的形象。嫦娥身化蟾蜍，獨居寒月，搗藥不已。上述這種情況在魏晉六

朝後開始發生了變化，嫦娥形象逐漸還其本來面目。 

第二節 有關嫦娥之作品之溯源與發展 

文人寫嫦娥，脫去史家筆法下醜惡蟾蜍面貌，還與嫦娥嬌態美貌。六朝宋時

顏延之《為織女贈牽牛》云：「婺女儷經星，姮娥棲飛月；漸無二嬡靈，托身待

                                                 
3 見《歸藏》第一卷第三頁 
4見《許慎淮南子注》 卷二十六第二、三頁 
5 見《靈憲》卷二十六第二、三頁 
6 見《五更通義》卷一第五頁 
7
參見 〈嫦娥形象與《女仙外史》的創作〉 于丹 學習與探索民九十三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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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闕」，將嫦娥與織女並喻。謝莊《月賦》有「引玄兔輿帝台，集素娥於後庭。」

說嫦娥已側身於天帝的宮廷。同朝陳時的徐陵在《玉台新詠序》道「麝月共姮娥

竟爽」，是以月色的皓潔襯托嫦娥的嬌美。 

在唐代詩人所創作的詠月詩中，「姮娥」既是月中的孤女，又是月的代名詞，

「姮娥」與「明月」在符號形式上是整合在一起的。於是，在詩歌所展現的意象

和情境中，姮娥與明月通過符號的互代而獲得了形象的整合、內涵的溝通和情感

的互滲8。 

詩仙李白就是整合月與嫦娥的典型範例： 

〈把酒問月〉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 

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髮。 

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 

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李白在〈把酒問月〉中以「孤棲」來描述姮娥的處境，既表達出唐代詩人對傳統

月神話中姮娥形象和竊藥情節的觀感，同時，又為豐富姮娥形象的內在情感，以

「孤」來形容和描繪姮娥，使得姮娥形象表現著深深的痛苦和愧悔之情。這一點

正是唐代詩人下姮娥形象的獨特之處，造就出姮娥形象魅力。爾後之杜甫〈月〉

就嫦娥形象一點上，多加著墨：「兔應疑鶴髮，蟬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

柰九秋。」 

至李商隱的〈嫦娥〉承接了嫦娥的形象魅力，更轉而摹寫嫦娥的內心世界「雲

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圍繞著

「姮娥」而創作的詩篇，形成了「孤怨」的主題構成和情感抒發模式。 

李商隱的〈月夕〉詩中說：「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嫦娥應斷腸！」此後，

描寫嫦娥之作，走向「孤怨」的 主題。 

縱上所述，文人寫嫦娥，不同與史學家之批判角度，乃是以情感為出發點，

將嫦娥與月亮整合在一塊，並且賦予嫦娥人性化之情感。 

第三章 宋詞中嫦娥形象之研究 

本章分兩節討論嫦娥之形象，分別為嫦娥之外在形象以及內在之情感形象，

試圖以此二點拼湊出嫦娥形象，並且分析之。 

第一節 外在形象 

外在形象，乃是於第一印象，也就是嫦娥容貌、身型等客觀表現之事實。此

                                                 
8 見〈唐詩中姮娥形象的符號重組與情感抒發的類式化〉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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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嫦娥容貌，已不同於之前醜惡的蟾蜍模樣，在宋詞中化作一美麗的女神，翩翩

飛舞於月宮之中，弄青影於桂樹之下，相映而生姿，而其長生不老的形象，更是

文人所歌詠之題材。 

壹、容貌 

    嫦娥以仙女之態，高踞文人雅士心中，其容貌必有其過人之姿。雖然在過去

之神話傳說中，並未詳述嫦娥之貌，不過可以以宋詞中的隻字片語，了解古人對

於對於嫦娥容貌的描寫與想像。 

    嫦娥既是天上女仙，其面容相較凡人而言，當然高高出於其上，想必有其因

由。凡間美人麗質天生也需濃抹淡妝來相稱，而嫦娥就算是素顏也遠勝凡人。劉

克莊〈清平樂〉(風高浪快。)：「風高浪快。萬里騎蟾背，曾識姮娥真體態，素面

元無粉黛。」作者特意言「素面元無粉黛。」涵意有三：其一言其天生麗質，素

顏亦美。其二，粉黛之物，是不完美的人讓自己增添美麗之法，既是麗質天生，

異於凡人，所以不必使用。其三，而其又強調為「元無粉黛」表示美麗的像是上

過妝似，也就是看不出缺點，又更加強了其描寫美麗的強度。 

    從嫦娥之面容的描寫，也可看出宋人之審美觀，例若周紫芝〈木蘭花〉(嫦

娥天上人誰織。)：「雙眸炯炯秋波滴。也解人間青與白。」宋人看美人注意細微

入目，一雙眸子代表的是一個人之精神所在。而嫦娥的眼眸既有神又嬌媚，像是

會勾著魂魄似地，揪著你我的心。嫦娥不同於其他仙界女神之在於其他女神，其

他女仙雖美的不可方物，但也猶如冰山，不可褻玩之。而嫦娥美在於仙體凡情，

貼近你我身邊，又留有部分遐想，但又不可及，故遠勝於天上諸仙。 

   若要一定將嫦娥與凡人相提並論，那麼誰能夠與嫦娥一較高下？唯有西施，

張繼先〈沁園春〉（急急修行）：「便假饒月裏，姮娥見在，從他越國，有貌西施。

此箇風流，更無心戀，且放寬懷免是非。」提出「西施」使人有具體聯想，與西

施同比美，更襯托出嫦娥相較於西施，更勝西施一籌，因嫦娥之美難以想見得，

想像的世界是無限大，並且嫦娥有西施所無之優勢，凡身肉體皆會衰老，西施自

也不例外，而嫦娥得不死先藥，自然美貌得以永存。 

貳、身型 

嫦娥身型阿娜，腰枝如細柳般不足一握，飄蕩在風中，搖曳生姿惹人憐愛，

不過身型輕盈，吳文英〈一寸金又：中呂商〉(秋壓更長)：「秋壓更長，看見姮娥

瘦如束。」而「姮娥瘦如束」其意涵如下：其一：可能是時人對於嫦娥之共同看

法。其二，時人認為清瘦已是眾女神之共通點，又強調其瘦如束，也就是說，嫦

娥更是異常消瘦，此與宋人之審美觀，有極大關聯。宋代《宣和畫譜》：「世謂昉

畫婦女，多為豐厚態度者，亦是一蔽。此無他，昉貴游子弟，多見貴而美者，故

以豐厚為體。而又關中婦女，纖弱者為少。」9由上可知唐代整體而言，以豐厚

                                                 
9 見《叢書集成 宣和畫譜(一)》佚名  王雲五編 臺北市 : 台灣商務 民五十四 初版 第一百六
十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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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故關中婦女纖弱者為少，周昉亦以豐厚為美，宋人以周昉豐厚為病，所以

可知宋人尚瘦。而嫦娥「瘦如束」之身型，乃是受到當時審美觀之影響。 

皮膚肌理也為身型的一部分，葛長庚〈滿江紅〉(昨夜姮娥)：「芳而潤，清且

潔。白似玉，寒於雪。想玉皇後苑，應無此物。只得賦詩空賞歎，教人不敢輕攀

折。」嫦娥肌膚過月光的映照，漾出光澤如玉，透亮而清潔，作者驚於嫦娥之美，

嘆於無法親近，只好一想像作詞，聊以自慰。 

參、長生不老 

嫦娥之不死長生，是維持仙姿妙態的一個要件，故嫦娥青春永駐，連詞人也

自嘆不如，例如吳潛〈滿江紅〉：「試問平生，幾番見、中秋明月。今老矣，一年

緊似，一年時節。底事層陰生障礙，不教玉界冰壺徹。莫姮娥、嫌此白頭翁，心

腸別。」 

作者以反問之方式，開門見山的帶出主題「今老矣」，以見中秋明月作為一

個比較之標準，而中秋明月因年歲有盡而無法如人意，故平生難見幾番。後文「莫

姮娥、嫌此白頭翁，心腸別。」緊扣「中秋明月」及「今老矣」。而嫦娥因住在

月宮之中，當然天天能見圓月，再者因嫦娥的不死長生之故，其壽命與月同，故

嫦娥常常被拿來與之相較，相形之下人生短暫，高下立見。 

   而嫦娥長生不死之特點，使得嫦娥與月同成為古今之見證，看盡天下事與滄

海桑田之變。以范成大〈水調歌頭〉為例： 

細數十年事，十處過中秋。今年新夢，忽到黃鶴舊山頭。老子箇中不淺，

此會天教重見，今古一南樓。星漢淡無色，玉鏡獨空浮。○斂秦煙，收楚霧，熨

江流。關河離合、南北依舊照清愁。想見姮娥冷眼，應笑歸來霜鬢，空敝黑貂裘。

釃酒問蟾兔，肯去伴滄洲。 

以嫦娥貫穿全文，以時間而言，短則看盡十年之變，長則見證秦時與漢代。以距

離而言，不論南北只要有月照映之處，即是嫦娥之所能見。故嫦娥成為古往今來

所共通之證人，也因為看透古今，所以許多事物，嫦娥早已經看多、看穿，甚至

看煩了，故後有「想見姮娥冷眼」之句，可能原因：其一是推想嫦娥見慣，煩悶

的事一再發生，所以冷眼以對。其二，又或是嫦娥身處月宮，無法對人間事做些

改變，只好冷眼以對。其三，旁觀者清，第三者之角色，使得嫦娥能比一般更能

清楚察覺事物之真理，冷靜以對之。 

辛棄疾〈太常引〉：「一輪秋影轉金波。飛鏡又重磨。把酒問姮娥。被白髮、欺人

奈何。」 

    辛棄疾「把酒問姮娥」的有許多盲點如下：其一，向天問嫦娥，嫦娥知不知？

其二，嫦娥知曉了問題，真會回答嗎？其三，就算嫦娥真的答覆問題，但是否有

助益？太多問號疑惑堆積，問不一定有知曉，知曉不一定回答，回答不一定切合

問題。所以我認為辛棄疾知曉有問無答，但對於詞人而言，重要的不是答案，而

是對象。縱觀古今文人總愛提問，李白〈把酒問月〉：「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

杯一問之。」非為答案而提問之，是因對象而提問之，「月」、「嫦娥」其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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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為「不變」，因為「不變」之故，所以可以寄託情思，且「月」與「嫦娥」

跨越時間與空間，希冀將以此為媒介傳達給別人，或是獲得抒發，又因為月與嫦

娥之不變性以及廣博性，使得其成為文人雅士為文作詩的「第三者」，「舉杯邀明

月，對影成三人10」 

 

嫦娥的外在形象理想化—源於男性得慾望之所在，男性將自己內心的渴望，

加諸在嫦娥的身上，使其符合理想，也就是宋人之審美觀，使嫦娥變成為他們眼

中的「夢中情人」。 

第二節 嫦娥的情感形象 

本節詳細描寫嫦娥在月宮之中的心情感受，並且詳析宋詞如何以外在景物來摹

寫其情。 

壹、孤冷 

嫦娥在身處高高月宮之上，與世孤離，形單影隻，例若陳三聘〈念奴嬌〉：「浮

雲吹盡，捲長空、千頃都凝寒碧。兔杵無聲風露冷，天也應憐人寂。故遣姮娥，

駕蟾飛上，玉宇元同色。」第一、二句將空間描寫的廣闊無比，如「長空」、「千

里」等字眼，使人覺得天空垠無際。將空間感擴大之後，在第三句，又把鏡頭一

轉，以寂靜無聲及寒風呼呼，帶出孤寂感，點去此地應無他人居。第五句描寫嫦

娥獨自飛空，呼應前句「天也應憐人寂」。整提而言，文中遣詞多用「孤冷」相

關意味的語彙，如：「無」、「寒」、「冷」，使得字裡行間之中，充滿了無盡

的孤獨感。 

   孤獨，常常會牽連所謂的附加聯想，以殘破的意境，來烘托孤獨的氛圍。

例如：史達祖〈齊天樂又〉(西風來勸涼雲去)：「更分破秋光，盡成悲境。有客躊

躇，古庭空自弔孤影。⋯⋯憂心耿耿。對風鵲殘枝，露蛬荒井。斟酌姮娥，九秋

宮殿冷。」詩人模擬嫦娥心境，嫦娥何以躊躇，因為孤之故，因為孤單所以只好

「自弔孤影」，也因為孤單，所以「九秋宮殿冷」。更以憂傷淒苦的語彙，烘托

其冷、孤的心境，如：「破秋光」秋，已有萬物凋零之意像，加上「破」，更強

調蕭瑟之感。又例「對風鵲殘枝，露蛬荒井。」，「風鵲」有漂流不定之感，而

「殘」、「露」、「荒」更是道出淒涼，露出憂傷。 

    如果說孤獨是無法更改的宿命，那麼孤獨的副作用「失眠」與「憂鬱」，就

注定跟著隨嫦娥至天荒地老。陳德武〈詠愛〉 

三五嫦娥月，夜色正嬋娟。自從竊藥歸去，天上幾千年。試問廣寒高處，

為甚缺多圓少，此理孰為權。弦望知天定，離合可人憐。○典宮錦，歌水調，載

樓船。謫仙居士何在，月色尚依然。遙想人生百歲，三萬六千良夜，能得幾時圓。

莫遣金盆落，達曙照無眠。 

一、二句寫月色之美。第三句起，轉寫嫦娥竊藥奔月之事，第六、七、八句以問

                                                 
10 李白〈月下獨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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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方式點出月雖美，但缺憾仍揮之不去。第八句呼應前句「為甚缺多圓少」並帶

出「憐」之主題。下片一至五句，表達無論外在事物如何變遷，月色依舊不變，

並呼應上片第六句，「缺多圓少」也依舊不變。下片第六、七、八句，又再度揭

示月難圓的主題，緊扣上片「為甚缺多圓少」。下片第十句，「達曙照無眠。」實

寫嫦娥無眠至天明，無眠之因為竊藥歸去的孤離所造成，而月亮缺多圓少，更代

表嫦娥奔月此事不圓滿。而「缺」有形單之感，更讓人覺得有「缺憾」，作者以

「缺」貫穿全文，藉此表達孤單、不圓滿、遺憾的嫦娥形象。 

貳、念舊 

    所謂念舊，是紀念往日情分，或是思念故國家園以及過去之景，而嫦娥高懸

月宮，俯瞰著故鄉山河，是否也有也對過去之事思思念念，試以張綱〈綠頭鴨〉

解析之： 

強陪歡笑，恍然感舊覺悲酸。功名志，黃梁曉夢，老去奈何天。休追悔，

天應教人，贏取身閒。○想姮娥、情都如舊，也須知我貪歡。奈潘鬢、霜蓬漸滿，

況沈腰、革帶頻寬。月有重圓，人誰長健，一回相見一回。難王夫子，看君風度，

何不早彈冠。莫學我，年年對月，扶病江千。 

第一、二句，首句破題道出現狀，情感是隱忍在心不發，而在心不發，可能為不

敢發，或是不能發。不敢發之因，怕情感一發不可收拾，難以平復；不能發之因，

也許是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故「強陪歡笑」，而當下的情境，並不允許自己

放縱情感，所以選擇忍耐。而曾經力圖忍耐，到最後仍無法抑制情感宣洩而出，

故言「恍然感舊覺悲酸」。第三、四、五句，悲功名如夢似幻不可得，以「老去

奈何天」為自己過去、未來作一總結，過去事已不可得，未來也不能得功名在身，

皆因為「老去」之故，而「奈何天」嘆己之不得得志、時不我與，而「天」也可

解作為天子之代稱，嘆上不察己之才。第六、七、八句，言「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下片第一、二、三句，作者抬頭一望，轉而敘寫嫦娥。作者將嫦娥寫念舊情，情

如故往，順便帶出下片四至七句，嫦娥情不變，人事卻已非，抵不住歲月的腳步，

髮蒼蒼鬢斑白，逐漸邁向蒼老，呼應上片「老去奈何天」。第八、九句「月有重

圓，人誰長健」點出月有長圓，但人無長生，嫦娥不死長生，而己卻不能常存於

世與嫦娥同在不朽。下片最後三句，呼應「月有重圓，人誰長健」，空對月悲嘆

老。 

嫦娥不僅僅念舊，所念之舊乃過去之歡娛，以下例證之：沈瀛〈念奴嬌〉(梧

桐響雨)：「天上桂子陰成，月中香舊，幾度人間別，玉斧匣中常夜吼，可惜光

陰虛設。喚下雲梯，直攀金戶，打透重門鐵。姮娥念舊，料應重許人折。」 

第一、二句，大筆一揮寫天、月，再加以細部的摹寫，這種寫法使人在大範圍視

覺上被吸引住，精緻書寫細部，佈局巧妙景中有景。第三句，總結前二句，並與

下句互有因果關西，引出下句。第四、五句，因為幾度人間別，所以常夜吼，而

「常」，可解為，其一呼應「『幾度』人間別」再一次的加重別離之情的力道，

再者「常」可以讓人聯想到這別離的情緒，久久不散，日日夜夜縈繞在心。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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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句，「可惜」將已不安的心緒，又更深一層的推落谷底。第六、七、八句，寫

不畏艱難上明月。第九句，「姮娥念舊」為前述脫序的情緒作了最好的解釋，也

為下句舖墊。第十句，「應」是一種猜測的語氣，但是因為上句「姮娥念舊」，

把這樣的猜測語氣，又肯定了幾分。「重許人折」典出於杜秋娘〈金縷衣〉：「勸

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折」

代表的是一種，獲取歡樂的動作，而「重許人折」也就是重獲往昔之歡娛。 

  綜上所知，宋詞中以時間及空間的變異，新的人事物，來反襯念舊的情緒，再

加描寫。  

參、悔初 

李商隱〈嫦娥〉：「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

海青天夜夜心。」揭示嫦娥後悔竊藥與后羿別離，而宋詞中雖未直言後悔當初竊

藥奔月，以辛棄疾〈木蘭花慢〉為例：「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

人間，那邊纔見，光影東頭。是天外空汗漫，但長風、浩浩送中秋。飛鏡無根誰

繫，嫦娥不嫁誰留。」 

第一、二、三句，今夕月之去來。第四句，言月宮有別於人間，嫦娥只應月宮有。

第五、六句，「光影東頭」指月亮從剛從東邊升起。第七、八、九句轉而寫月空

當中，只有強大的風呼呼吹送中秋明月。第十句，月就像是一面飛鏡，沒有什麼

東西可以綁住它，卻在冥冥之中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所牽引著。第十句，月中的嫦

娥，過了千萬年都未出嫁，不知是為了等待誰。上片詞人試圖營造一種空靈、蕭

瑟的感覺，並且提出「飛鏡無根誰繫，嫦娥不嫁誰留。」為上片做結。而此二句，

都圍繞的一個主題，「誰繫」、「誰留」隱隱約約就是要帶給讀者想像的空間，為

誰而留？動機為何？又為何選擇以「留」來付諸實行？ 

    嫦娥為誰而留，一為后羿而留，等著她來月宮與他相聚。二為貪看著人世間

而留，人世間有許多痛苦的過往，但相對的也保有當時的甜蜜，因為思、念而貪

看人世，此二種皆為後悔當初竊藥奔月之舉，在月中獨思而生。再者嫦娥為擇以

「留」的方式來表達，我想原因有二：第一點，不能走故留之，因為既以奔月而

去，無法再從月宮而下，所以只能留下。第二點，不願走故留之，等待是嫦娥唯

一等夠作的事，況乎如果離開月宮，等到后羿有能力飛昇天庭之時，如果貿然離

開月宮，會與后羿錯失，所以只好留下。綜上可知，嫦娥悔初的表現在方式就是

以不嫁、不走來為后羿守候。 

第四章 結論 

    宋代嫦娥詞的寫作，喜以月宮環境來切入寫作，如月、廣寒宮等，或是在加

以描寫殘破的景象，如：孤、冷、殘⋯，以清冷的環境來烘托孤獨的氛圍，以景

結情。除此之外，在描寫嫦娥外在形象，也滲入的當代之審美觀—宋人尚瘦，或

是美人之形象，如以西施比擬之，造就出嫦娥之獨特之個人魅力。外在形象之外，

詩人也不忘替嫦娥揣摩內心世界，配合著外在環境之殘破，再加上永恆生命，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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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無異是孤獨一人，詩人將之賦予愛情的浪漫，以念舊及悔初，不走、不嫁之孤

獨守候，為嫦娥竊要下了孤獨且淒美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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