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建峰10月15日在海拔4400多米的
西藏羊湖拍摄的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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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太阳迎来活动峰

年，二十年难遇的极光

爆发，引发全国天文摄影潮。

再加上六万年一次的紫金山-

阿特拉斯彗星的到访，更是让

摄影圈兴奋不已。

10月，当极光和彗星交替

出圈，对追星爱好者来说，既

感到兴奋、激动，又因等待而

郁闷、焦灼，各种情绪交织。

追星，是一场痛但必须忍

着的欢乐事。那些身处其中、

乐此不疲的人有什么样的故

事？10月15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对话“追星人”。

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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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9 月 27

日我就开始冲紫金山

彗星了。因为第二天

刚好在南京紫金山天

文台有个活动，所以

27 日晚上我到南京

就直接在玄武湖踩点

走了一圈，最后找了四

五个备选机位，再筛选

出最佳的一个。9月

28日凌晨5点彗星如

预期一样从紫金山上

升起，此时它刚刚经过

近日点4个小时，南京

的天气相当给力，所以

我就顺利拍到了。”王

晋拍摄的紫金山-阿

特拉斯彗星与紫金山

同框画面迅速出圈，

被多个平台转载。

“感觉十月到现

在都没睡一个好觉。”

有 31 年追星史的王

晋是圈内“老司机”，

“通过我安装在各地

的直播摄像头成功追

到极光 10 次以上，

国庆7天有6天看到

芬兰极光，新疆 10

月11日极光爆发也

没有错过。10 月 3

日晚 10 点半开车到

广西钦州三娘湾，凌

晨 1 点先拍了猎户

座升起，5点拍彗星，

拍完坐船出海拍日

出，拍完后再吃个海

鲜粉回家，此行带着

老婆一起，她高兴得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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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0后”追星人陆淼创造了

6次追星“翻车”（拍摄未成功）纪录。

“我国庆前下班后凌晨冲到深

圳西涌，当时已经有一大拨人在等

待彗星升起了。天空还能看到星

星，当我刚抵达把设备架起来时，一

阵云起，全员‘翻车’。”本着不轻言

放弃的精神，陆淼通宵回到公司上

班，下班后拖着去新疆的行李又去

了广东台山。“然而，当我看到山顶

无云心中大喜之际，彗星升起前半

个多小时，山顶突然大雾四起，再次

‘翻车’。”随后她直奔机场，落地新

疆遭遇沙尘暴，第二天早上尝试在

高纬度的新疆拍摄彗星，结果下大

雪，又一次“翻车”。

国庆在新疆南部旅游期间，遇

到太阳连续耀斑爆发，陆淼立即改

签机票奔赴新疆北部。“10月4日，

落地阿勒泰直接到机位守候极光，

结果极光没来。10月5日连续踩点

换了两个机位，熬夜通宵守候，仍然

没能等到极光。10月6日晚上躲避

云层一路向东行进，连续72小时的

蹲守最后仍未能如愿。只有延时机

位拍到了10月7日凌晨很弱的一波

极光。当我回到深圳后，新疆连续

极光爆发。这大概是我10月份最

大的遗憾吧。”陆淼说。

摄影师们或多或少都有“翻车”

经历。久而久之大家把这个当成了

苦中作乐。“10月飞了两次，最远阿

勒泰，总行程12000公里。”高级工程

师浦石“入坑”4年。“10月9日晚看到

了大型极光预报，我花1分钟订好了

去阿勒泰的机票。”10月11日凌晨大

型极光如约而至。不过在追彗星的

路上浦石乐极生悲，“为了追求水边

胡杨林的地景，跑到罗布湖拍摄，结

果天气很糟糕，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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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淼终于追到了彗星。

浦石拍摄的极光。

王晋拍摄的彗星。

专职摄影师

戴建峰10月行程

全 部 与 星 空 有

关。先到内蒙古

呼和浩特，然后辗

转黑龙江漠河、西

藏、四川，完了再

去新西兰。内蒙

古拍摄极光，他整

整 蹲 了 四 天 四

夜。“彗星还没有

拍到最好的。”10

月 15 日，他仍奔

波在拍摄彗星的

路上。

“10 月 的 行

程大概有 1 万多

公 里 。”10 月 以

来，陆淼追星的战

绩是10天，“新疆

蹲极光时最冷的

温度大概 0℃吧。

但是我拍星的时

候常常感觉不到

冷，沉浸其中的快

乐足以抵挡一切

恶劣环境。”

为什么要追

星？不少人选择回

答：热爱。“人的一

生短暂又充满不确

定性，我只希望在

我离开之前能见证

更多的风景。星

光、极光、阳光，这

些光点亮了我的生

命。”陆淼说。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张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