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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时 间 2022
年11月29日23时08
分，长征二号 F 遥十
五运载火箭准时点火
发射，成功将神舟十
五号载人飞船送入预
定轨道，太空出差新
三人组开启圆梦之
旅。8个多小时后，空
间站里翘盼已久的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
等来了新访客，一张
大合影定格下6名中
国人同时在太空的历
史性时刻！

“太空家园的名
字也太好听了吧！”

中 国 空 间 站 叫
“天宫”

核心舱叫“天和”
货运飞船叫“天

舟”
载人飞船叫“神

舟”
实验舱叫“问天”

“梦天”。
每个名字都是从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来，尽显独特的中国
式浪漫。

中国载人空间站
整 体 被 命 名 为“ 天
宫”，这是炎黄子孙关
于天阙最美好的想
象：静谧、安宁、和谐、
美如天境……

从“神舟”到“嫦
娥”“玉兔”，再到“天
宫”“天问”，中国人民
把对浩瀚星空和未知
宇宙的无尽憧憬寄托
在这些美好的名字
中，这些名字背后的
故事你知道吗？

破题者 李东
辽宁大学文学院

教授，文学博士。教
育部中国大学精品视
频 公 开 课 主 讲 人 ，
2010年上海世博会辽
宁馆主题演绎总策
划，“辽海讲坛”主讲
人。

神话是美丽梦想 航天是伟大实践

宇宙级的中国式浪漫

由我国自主建设的全球卫星星座通信系统，有一个浪漫的
名字叫做“鸿雁”。这是一个全球低轨卫星移动通信与空间互联
网系统，系统建成后将具备全天候、全时段以及在复杂地形条件
下的实时全球双向通信能力，实现“沟通连接万物、全球永不失
联”。

在中国古代，“鸿雁”的知名度很高，既有“鸿雁传书”的典
故，又有大量的文学创作。“鸿雁传书”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发生在
西汉。西汉外交家苏武曾奉命出使匈奴，不想被匈奴扣留，无论
匈奴贵族如何威逼利诱，他始终不改初衷；他历尽艰辛，被困匈
奴十九年持节不屈。

后来，匈奴与汉朝和亲，汉朝希望找寻苏武回国，但匈奴单
于谎称苏武已死。

其后汉朝使者再次来到匈奴，苏武的部下常惠找机会深夜
拜访汉使，将事情的真相一一告知。同时，常惠与汉使商议出一
条计策，由汉使转述给匈奴单于，说汉朝皇帝在上林苑打猎时射
下一只鸿雁，雁足上绑有书信，信中详细叙说了苏武被困北海牧
羊的遭遇。于是汉朝使者按此计策与匈奴单于交涉，单于不得
不向汉朝使者道歉，承认苏武至今仍在匈奴，最终苏武得救。

后来，人们就用鸿雁比喻书信和传递书信的人，鸿雁也成为
思念亲人与盼望回归的代名词。

2018年12月29日，“鸿雁”星座首发星成功发射并进入预定
轨道，中国人将在太空自主建设一条四通八达、覆盖全球的信息
通路，而以“鸿雁”命名，正是寓意“鸿雁传信，永不失联”。

主持人 李振村

中国载人航天飞船被称作“神舟”，这个名字体现了中国特色，
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据媒体报道，早在1993年，相关部门发
出了“为中国飞船征集名称”的通知。很快，“华夏”“九州”“腾龙”

“神舟”等众多带有中国特色的名称被推荐出来。经过反复斟酌，
“神舟”这一名称得到了大家的首肯。

一方面，航天飞船的这个“船”字，在汉语里又称“舟”，用“神
舟”来命名遨游太空的宇宙飞船，既形象又贴切。另一方面，“神
舟”与“神州大地”的“神州”谐音。在古代，“神州”是一个专有名
词。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邹衍曾提出过“大九州”说，《史记孟子荀卿
传》记载：“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
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
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此后，人们常常用“赤县”
或“神州”来代称中国。

从字面上看，“神舟”意为“神奇的天河之舟”，又是“神州”的谐
音，一语双关，象征着神州大地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助力中华腾飞；
一个“神”字，又增添了神气、神采飞扬的意思，体现出华夏儿女筑
梦九天的豪情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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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探月工程，它的名字叫做“嫦娥”。在中国古代神话
传说中，“嫦娥奔月”是知名度最高也是最为动人的一个。

据学者考证，关于嫦娥故事的最早记载，出自商代的典
籍《归藏》。典籍中记录了嫦娥偷吃长生药、卜问奔月之事，
这说明嫦娥早在商代就已被世人所知。有史料记载，嫦娥是
后羿的妻子。也有记载说，嫦娥是帝喾的妃子，而帝喾是黄
帝的曾孙。这么说来，嫦娥应该是“五帝”时期的人物，距今
大概四千多年。

四千多年来，“嫦娥奔月”的故事流传甚广，而且演绎出
多个版本；古往今来，人们对嫦娥的同情和牵挂，对月宫的向
往却始终永恒。唐代诗人李白在诗中写道：“白兔捣药秋复
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立项，随后
被命名为“嫦娥工程”，中国人“敢上九天揽月”的梦想一步步
成为现实。探月工程完美诠释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
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嫦
娥
探
月

中国探月工程中的月球车叫做“玉兔”。“玉兔”是中国古
代神话传说中居住在月球上，在月宫里负责捣药的仙兔。玉
兔善良、纯洁、敏捷的形象与月球车的构造、使命既形似又神
似。

有学者研究,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之一，“玉兔捣
药”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乐府《相和歌辞·董逃行》其中写
道：“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蛤蟆丸。”相传月亮
中有一只兔子，浑身洁白如玉，故称“玉兔”。这只白兔手
拿玉杵跪地捣药，制成蛤蟆丸，服用此药丸可以长生成
仙。

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文物“东汉神兽玉兔捣药图门眉
画像石”，浅浮雕上就有玉兔捣药的图案。西安秦砖汉瓦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便是三枚瓦当，即“金乌神鸟”“玉兔蟾
蜍”和“益延寿”，寓意“日月同辉、天人合一、多福长寿益
延年”。

2013年11月，中国探月工程发布消息，我国首辆月球车
——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的巡视器全球征名活动揭晓，在
344.52万余张投票中，“玉兔号”得票第一。发言人说：“‘玉
兔号’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又反映了我国和平利
用太空的宗旨。”2019年1月，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嫦娥四
号任务月球车将使用“玉兔二号”的名称。

从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批准立项，并被命名为“嫦娥工
程”，到2020年12月，嫦娥五号返回器圆满完成月球“挖土”
任务，带月球“土特产”顺利回家，中国探月工程“六战六捷”，

“嫦娥”书写了人类探月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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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嫦娥四号中继通信卫星被正式命名为“鹊
桥”。

2018年5月21日，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鹊桥”号中
继通信卫星发射升空，从此，这颗蕴含“鹊桥相会”浪漫含义的中
继卫星，为地面与嫦娥四号之间搭建起一座通信联络的“太空鹊
桥”。

说到“鹊桥”，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七夕节”和“牛郎织女”的传
说。有研究者考证，大概从西汉开始，中国古人开始过七夕节。

“牛郎织女”的传说由来已久。西晋张华《博物志·杂说下》
曾记载，西汉时人们传说大海与天河相连，有人乘筏子出海远
航，竟然探寻到天河源头，在那里见到了牛郎和织女。南宋陈元
靓《岁时广记》卷二六引《淮南子》的记载说：“乌鹊填河成桥而渡
织女。”宋末元初成书的《尔雅翼》记载，七月初七，喜鹊的头顶都
秃了，就是因为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把喜鹊头顶的毛踩掉了。明
代文人朱名世结合多个版本，写成了小说《牛郎织女传》，牛郎织
女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

“鹊桥”中继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了人类首次
地月平动点中继通信任务，在世界深空探测史上留下了深深的
中国印记。

中国行星探测任务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做“天问”，这
个名称源于战国时期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长诗《天
问》。屈原生活的时代距今大约2300年，《天问》全篇三百七
十四句，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

面对苍茫宇宙，屈原问到：遥远的历史，宇宙之初，是谁
流转导引、开辟鸿蒙？世界之初一片混沌，天地未分，是谁
知晓世界的样子并转述给后代？明暗不分，迷雾重重，是谁
能够探索其中的奥妙，又凭借什么认识这个世界？日明夜
暗，光阴荏苒，是谁导演了历史时间的恢宏剧本？

2020年7月23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托举着中国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点火升空，成功进入
预定轨道；2021年2月，“天问一号”到达火星附近，实施火
星捕获；5月，着陆巡视器在火星表面软着陆，火星车驶离着
陆平台，开展巡视探测等工作；6月，国家航天局公布了火星
车拍摄的科学影像图，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 。

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
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
的文化传承，寓意探求科学真理征途漫漫，追求科技创新永
无止境。“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天问可即，志在无垠。”中
国航天人上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弘扬航天精
神，拥抱星辰大海。

在中国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一号”任务即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中，我国首辆火星车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做“祝融”。

“祝融”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火神。有学者研究，上古先民为
了更好地使用火，原始部落推举用火经验丰富的老者专门管
理火种。

在甲骨文中，掌火之人被称为“主”。火的使用是人类文明
史上的里程碑，先民视火为神明，对看护火种的老者无比敬
重。“主”的含义发展为主人、首领等。后来，在祭祀火神的仪
式中，管理火种的老者逐渐担任祭司一职，这就是所谓“祝
者”。

明亮的火焰可以驱散野兽、照亮黑夜，烈火燃烧可以释放能
量、烘烤食物、消融万物，上古先民将火的这种功能称之为

“融”。由此，以看护火种为职责的族群被称为“祝融氏”。
《左传》记载：“火正曰祝融”。正因为呵护生存和希望之火，

祝融氏开创了烈烈功勋。
春秋时期，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赞颂了祝融的功

绩，其中写道：“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其功大矣”
“能昭显天地之光明”。《汉书五行志》评价祝融“民赖其德，死则
以为火祖，配祭火星”。

“祝融”号火星车寓意点燃我国行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人
类对浩瀚星空、宇宙未知的接续探索和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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