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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合

就在上周三，时隔 152 年再度
上演的天文奇观“超级蓝血月全
食”，不仅在新闻热搜中怒刷存在
感，还引发了朋友圈里的美照大比
拼。

不仅是“月全食”，太阳系外的
小天体、“引力波”探索、火星上的液
态水、宇宙里的暗物质……这些对
于普通人来说似乎遥不可及、神秘
莫测的宇宙名词，正陆续成为媒体
上的热门词汇。

既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
空”。在宁波，在我们身边，也有这样
一群业余天文爱好者，他们致力于
青少年的天文教育普及，在一代代
孩子心中，种下了一颗颗爱好天文
的种子。

惊惊喜喜
一封来自伦敦的书信

“对天文的追求是这个世界最
迷人的一件事，因为我们乐于分享
我们的发现。天文爱好者的培养尤
为重要，不仅是为了新的发现，更是
为公众搭起联系人类科学的桥梁。”

岁末年初，宁波市天文爱好者
协会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信件。
这封信的作者，正是前格林尼治天
文 台 台 长 、年 近 九 十 岁 的 Alec
Boksenberg教授。

“真的没有想到。对于我们来
说，这封信的分量很重，是对我们持
之以恒做青少年天文科普教育工作
的一次莫大鼓励。”庄启宁是宁波市
天文爱好者协会副会长，也是我市
天文科普领域颇具威望的灵魂人
物，即便已是 70 多岁高龄，他还在
亲力亲为推动青少年领域的科普教
育。

2006 年成立的宁波市天文爱
好者协会，它的前身是 1988 年成
立的市青少年宫青少年天文爱好者
协会。1988 年，由市政府牵头、
市财政拨款及包玉刚等两位港澳同
胞捐资，宁波市青少年宫一期大楼
落成，楼顶最高点建起了我市第一
个 天 文 观 察 室 （俗 称 “ 天 文
台”），并配备了当时浙东地区最
大的一架天文望远镜——直径 200
毫米的牛顿式折反射望远镜。

从此，我市的群众性天文普及
活动逐渐步入正轨。孩子们聚在这
里，定期参加天文知识培训辅导
班，还经常参加观星空、看天象活
动 。 每 年 协 会 还 会 举 办 天 文 夏

（冬） 令营，举办地从宁波周边地
区，扩展到浙江省内直至南京、北
京、云南边寨和内蒙古草原。

上周末，记者走进了这个十几
平方米的天文台。黑板、电视、天
球仪……小小的空间，麻雀虽小但
五脏俱全。时隔多年，虽说那架牛
顿式折反射望远镜的外壳已有些泛
黄，但无数的孩子曾在这里踮起脚
尖，学着去做那个“追星星的人”。

“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但凡亲
眼看过头顶上那一片圣洁的星空，
就一辈子不会忘记。”庄启宁至今
还记得很清楚，协会刚成立那年的
12 月 24 日恰逢月食，但偏偏天公
不作美，原本晴朗的夜晚却起了大
雾，整条柳汀街都被浓雾笼罩着。

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电话
都没有普及，也不能通知观测活动
取消。凌晨 1 时，10 多个小学生、
初中生坐着家长的自行车，一路冒
着彻骨的风，如约赶到了天文台，
由于天气寒冷，有的孩子头发丝都
结了冰，亮晶晶的，一碰就断。

“那一晚，我一边给大家讲天
文知识，一边等雾散天明。不想，
一直等到天亮太阳升得老高，雾气
还是没有散去，准备已久的观测算
是泡了汤。”庄启宁说，万事开头
难，但是孩子们对于天文知识的渴
望，坚定了自己继续做下去的信
心。

1989 年出生的郭皓，学生时
代加入了市天协下辖的效实中学天
文社，从此和天文结了缘。去年年
底，郭皓参加市“创二代”联谊会
组织的伦敦游学活动，在剑桥大学
三一学院举行晚宴时遇到了 Alec
Boksenberg教授。教授听了他关于
宁波市天协的介绍，异常认真地花
了 40 分钟时间写了封长信，并不
断修改，还誊写了三遍。

“在递给我这封亲笔信的时
候，教授再三叮嘱，‘这是好事，
一定要做下去’。”郭皓说。

趣趣味味
一片在心底投影的星辰

哲学家康德说过：“世界上有
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
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
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
空。”

在宁波，为了更好地帮助孩子
们认识“宇宙”，市天协定期组织
孩子们参加一些野外观测活动，并
组建了浙江省第一个课外天文兴趣
小组。孩子们在一次次实地观测之
后，一点点建立起内心的“星图”。

“就像是在心中种下一颗种
子，浩渺的宇宙在孩子们的心中投
下一片星辰，吸引着他们追随兴趣
去不断探索，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庄启宁说，虽
然只是小小的爱好，但对于孩子的
一生成长却大有好处。

“我记得第一次上天文台，师
姐指着璀璨的星空告诉我，那个小
皇冠一样的‘W’是仙后座，那个
十字形状的是天鹅座，那个金腰带
是猎户座——那一幕，至今印象深
刻。”郭皓说。

2006 年，福泉山，一脸稚嫩
的孩子们在野外搭帐篷，通宵观测
流星雨。夜晚的山顶，月黑风高，
寒气逼人，虽说观测条件又简陋又
艰苦，但说起那一夜，郭皓用的词
还是“幸福”。那群结伴坐在星空
之下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很多成了
一生的挚友。

郭皓深有感触地说，当年如果
没有这样的组织，根本不知道自己
对天文有这么大的兴趣。“通过仰
望星空，对大自然产生了一种敬畏
之情，自己在生活中也学会了低调
做人，为人处世更加乐观。”

另一个爱好天文的姑娘，曾因
高中的学习压力一度想要轻生。事
后，她告诉庄启宁，当年幸亏参加
了一次观测土星活动，面对浩瀚的
星空和广阔的世界，她一下子豁然
开朗，觉得不应该被眼前的小小挫
折打败。如今的她，已学有所成，
在上海从医。

据市青少年宫现任天文老师项
仕伟介绍，其实天文是一门综合学
科，需要数学、物理、地理等科目
的相关知识；通过天象观测，从小
耳濡目染接触这些知识，对于孩子
们空间感的培养和推理能力的提高
大有裨益。

“星空这么遥远，也没有任何
尺子可以测量，当时大家就是靠光
的速度和变星的光变周期等一些客
观数据去分析探究，再用数学公式
计算出来。”郭皓说，或许这也是
一种巧合，后来自己在加拿大约克
大学的专业方向就是应用数学。

对于另一个“90 后”男生小
俞来说，“星空”让自己找到了人
生的目标。本来，他的成绩一直是
班级垫底，但当他接触了天文学，
开始跟随自己的兴趣继续钻研，最
终不仅在亚太地区天文奥林匹克比
赛中获得二等奖，还一路努力冲进
了自己所在学校的年级段上游。出
于对天文的执着，后来小俞考取了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毕业后
在相关研究所工作。

如今，第一批加入协会的少年
儿童已长大成人，或已为人父母。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忘记儿时的
爱好，在自己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
内，买了更好的设备，带着孩子一
起继续做“追星星的人”。

目前，市天协已在天文领域结
出累累果实。2005 年，市天协成
员盛丽发现一颗近地小行星，成为
全市第一位发现此类天体的天文爱
好者，也是国内第四位、省内第二
位发现此类天体的人；2006 年 6
月，另一名天文爱好者金彰伟发现
了多颗小行星和超新星，其中一颗
距地球 3亿公里的小行星，编号为
195657，2014 年被国际小行星管
理中心认证为“庄启宁星”。

“再过 20 年，没准儿你会发现
好多天文研究者，就是那天抬头看
见日全食的小孩。”北京天文馆馆长
朱进也是力推青少年天文科普教育
的实践者，他曾表示，

“美国现在从事行星
天文研究的人中，相
当一部分是小时候看
过 美 国 1966 年 发 生
的那场流星暴雨的，
当时他们还是十几岁
的孩子。”

期期待待
一场不断“大众化”的探索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是一
句人人张口即来的俗语。在天文学
史上，中国也被公认是世界上天文
观象最丰富、最精确的观测国、保存
国和保护国。

但是，说起现阶段的青少年天
文科普教育，庄启宁等人却连连摇
头，“从系统性的科普教育推广来
说，天文始终是一个‘小众领域’。”

据庄启宁介绍，1988 年市青少
年宫青少年天文爱好者协会成立之
时，天文科普这块完全是从零开始，
所有的教材内容是自己亲自梳理、
编写。“在现有的学校基础教育当
中，并没有关于天文领域的系统教
学，相关知识点是零星分散在地理、
科学等科目里，并没有把背后的逻
辑说清楚。”

那个时候，家长送孩子进行课
外教育，更多的方向是唱歌、跳舞、
画画、书法，很少有人愿意送孩子上
天文培训班。同时，因为观测天文现
象必须“看天吃饭”，有时候等到了
半夜三更，还是有可能因天气云层
等原因泡汤，几次下来，一些孩子也
就打起了“退堂鼓”。

在镇海工作的“80 后”天文爱
好者张亮，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
始对天文星象有了兴趣。当时，他还
只是个小学生，为了获取更多知识，
便向父母央求订阅了《天文爱好者》
杂志，还在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借
阅相关书籍。

初入这个领域，和不断发现未
知的兴奋相伴而来的，是缺乏知音
的孤独。“当时天文对普通人来说还
是比较遥远神秘的，身边没有能够
深入交流的人，也没有专业人士能
够对我的爱好给出指导和建议。”张
亮说。

据悉，目前我国的青少年天文
科普工作，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
广州、南京等地，一般是经济发达地
区。在媒体报道中，也有学者指
出，青少年天文教育还存在以下问
题，包括受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
容单一和教学组织形式随意、盲
目、片面，以及缺乏必要的督察，
导致天文教育时冷时热等。

对于市天协来说，由于经费有
限，每一次外出观测活动都是担着
极大的安全风险，用庄启宁自己的
话说，“真的是胆大包天”。庄启宁
觉得，社会大众对于天文科普教育
的关注度，始终都不算太高。

不过，业内人士也表示，近年
来随着经济社会条件和科学技术的
发展，过去略显小众的天文爱好者
的阵营正日趋庞大，每一次天象奇
观总能引来不少热切的目光，“明显
感觉到，社会对天文的热度在升
温。”

在市天协的带领下，截至 2014
年11月，在宁波范围内已有21所大
专院校和中小学校成立了天文社
团，并能独立开展天文科普活动。

“我们相信，面对天文这一不分
国界、造福全人类的事业，中国天文
爱好者将与全球天文爱好者携手并
进 ，做 出 更 多 成 就 。”在 给 Alec
Boksenberg 教授的回信中，市天协
慎重地写下这一句。

2018 年 1 月 31 日 晚 ， 月 全
食、超级月亮、“蓝月亮”组团亮
相，总的时长持续了 1 小时 16 分
钟，吸引了众多天文爱好者驻足
观赏。

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科普主管胡方浩介绍，“蓝月”并
不是说月亮显现蓝色，而是指月
亮在同一个月份之内第二次复
圆，相对罕见，因此被西方人称
作“蓝月亮”。其实“蓝月亮”并
不稀有，但如果“蓝月”是一颗
超级月亮，又同时发生月全食，

那就是十分罕见的天象。上一次
发生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 1866年
3月31日。

同时，在这场“三期叠加”
的天文奇观中，最值得观赏的是
月全食。本次肉眼所见的月亮是
一轮耀眼的“红月”。这是因为太
阳光中，红色光线的波长最长，
受大气层散射和吸收的影响较
小，它们可以穿透大气层，折射
到躲在地球影子后面的月亮上，
于是肉眼看到的月亮就变成了红
色。 （黄合 整理）

“超级蓝血月全食”
时隔152年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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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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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科学普及，就不可能有
持久的科技创新。近年来，我市
在校内外广泛开展科学普及工
作。其中，以带领青少年探索浩
瀚星空为主旨的天文教育普及，
从 1988年市青少年宫青少年天文
爱好者协会成立至今，已整整持
续了 30 年，在一代代孩子心中，
种下了一颗颗爱好天文的种子。

已步入古稀之年的庄启宁，
是我市青少年天文教育的拓荒者
和领路人。他原是一名小学老
师，1983 年调到宁波市青少年宫
任科技老师，1988 年组建了宁波
市青少年宫青少年天文爱好者协
会。此后，他和其他天文老师一
起，定期为孩子们开办天文知识

培训辅导班，带着孩子们走南闯
北观测天文天象，让许许多多的
青少年从此与浩瀚星空结下了不
解之缘，对他们今后世界观和人
生观的形成产生了长远影响。

目前，我市已有 21所大专院
校和中小学校成立了天文社团，
并能独立开展天文科普活动。盛
丽、金彰伟等天文爱好者发现了
小行星和超新星，其中，编号为
195657 的小行星，2014 年被国际
小行星管理中心认证为“庄启宁
星”。而这一切成果的取得，与庄
启宁等我市青少年天文教育的领
路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奉献密不可
分。

（王芳）

可敬的领路人

宁海下洋涂望海岗拱形银河宁海下洋涂望海岗拱形银河。。 （（谢腾谢腾 摄摄））

2004年，孩子们在市青少年宫天文台观测“金星凌日”现象。
（市天协供图） 制图：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