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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在期盼
1月31日晚上，天空上演了一场“红月

亮”奇观，观赏时间为当晚19时48分至23时
12分。对这152年一遇的奇观，很多达州网
友都提前发布了朋友圈，随时提醒微友不要
错过这一场天宇盛宴。与此同时，达州的摄
影爱好者，更是早早准备好了“长枪短炮”，
凤凰山、火烽山、金兰大桥、莲花湖湿地公园
等地均可见到他们的身影。

此外，还有一群人，对这次的“月全食”
也特别上心，他们就是达州的天文爱好者，
也是达州昊天文俱乐部的会员。

“约一周前，我们就知道当晚有‘月全食’
和‘超级蓝月亮’，并且我们也知道，1月31日
晚上的云层偏少，特别适合赏月。”达州昊天
文俱乐部的彭超告诉记者，当天下午，俱乐
部的会员就带着相机、望远镜等装备上雷音
铺，等待天空上演“血月传奇”。

彭超说，1月31日晚上，是上个月第二个
满月，也称为“蓝月”，看上去比较大，是因为
地球和月亮的平均距离为38万4千公里，但
当夜，两者的距离为36万公里。距离近了，
看上去就变成了“超级蓝月亮”。

寒冷并快乐着
“快看快看，月亮开始变‘缺’了。”当晚7

点48分，随着天空中又大又圆的月亮开始发
生变化，火烽山上赏月和摄影的人全都沸腾
了。大家尖叫着，欢呼着，尽情享受着天宇带
来的奇观。与火烽山遥相呼应的凤凰山上，
也是摄影大师云集，他们带着帽子，穿着防寒
服，不畏接近零度的气温，只想拍到最美的月
亮。

在火烽山凤凰山等地热闹非凡的同时，
达州的天文爱好者却偏偏去了冷清的雷音
铺，为什么呢？“我们和一般的摄影爱好者不
同，他们需要漂亮的背景，我们更在乎环境
的干净，我们需要在无城市灯光污染的地方
观测和拍照，所以雷音铺是相对最棒的选
择。”彭超说，俱乐部中有七八个较为活跃的
队员，平均年龄30岁左右，这些人中有学生、
有教师、有老板，虽然工作不同，但都有一个
共同的爱好，即是热爱星空。他说，星空并
不像一般人想的那样冰冷单调，而是散发着
温暖；如果用高倍天文望远镜观察，一年四
季，星空散发的美也各不相同，惊艳无比。

最爱的流星雨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
的泪落在我肩上……”这首歌，陪着无数人
走过青春岁月，也承载了无数情侣的甜蜜画
面。同样的，对达州的天文爱好者来说，流
星雨，也是他们无法拒绝的“温柔”。

每年的8月，“英仙座”流星雨会如期在
天宇上演，是天文爱好者最向往的时段。达
城郊外雷音铺、犀牛山，宣汉县庙安，万源市
茶垭邱家坪村、八台山，开江县宝塔坝等光
污染小的空旷地带，人们不仅可用肉眼看见
一颗颗英仙座流星划过夜空，还可以拍摄到
璀璨的银河和星轨。对一般人来说，在这些
地方看流星雨，搂着爱人，许下心愿，就是极
好的。但对天文爱好者来说，重庆城口的
“神田草原”才是最佳观赏地。那里远离城
市，海拔较高，还是风景区，可以说是天文爱
好者观赏英仙座流星雨的天堂。

“每年8月，我们几个爱好者都会准时
开车去神田草原，带上相机、望远镜和户
外装备等。”彭超说，在那里，他们不仅可
以和重庆本地的天文爱好者彻夜长谈，还
能和陕西、河北等千里之外赶来的爱好者
一起仰望星空，共叙经历，简直就是人生
一大快事。

有遗憾才最美
专业人士观赏流星雨，是不是需要借助

特殊仪器，或者有什么不一样的方法？其实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看流星雨，很简单，
就是拿一把椅子，放在地上，脱了鞋躺在椅
子上，两眼盯着天空就行了。”彭超开心地
说，有时候盯久了，眼睛也会酸，但却舍不得
闭上，因为或许你眨眼的那一刻，就会与几
颗流星擦肩而过。

“看到一颗流星飞来，我们所有的人都
会振臂高喊，十分兴奋，那种感觉就跟世界
杯进球了差不多。”彭超说，除了目不转睛的
观赏，他们还会提前准备好不止一台相机，
等观赏结束，再看照片，仔细回味。

认真准备，能够欣赏到自己想看的天文
奇观还好，最郁闷莫过于好好的天气，突然
就下雨了，或者云层增厚。“有一次，我和朋
友去雷音铺观察星系，一切准备就绪，还没
开始看却下雨了，白忙活一场。”彭超告诉记
者，对天文爱好者来说，碰到这种事非常正
常。不过，他也表示，正是因为有遗憾才会
有在看到或者拍到绝美星空时的那种成就
感。毕竟，有遗憾才最美。

（本报记者 汤艳燕）

不畏严寒 共赏152年一遇天宇奇观

天文爱好者雷音铺拍下“血月传奇”

高山、月亮、相机、望远镜……1月31
日晚上，我市的最低温为2℃，相当寒冷，但
152年一遇的“红月亮”伴随“月全食”现身
天宇，吸引了不少达州的摄影爱好者和天
文爱好者争相赏月，并拍下了壮美奇观。
其实，不管是流星雨，还是月全食，对爱好
者们来说，都是一场必须到场的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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