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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不夜城”使仰望星空成为城市居民“奢侈品”——

守护“暗夜”，让璀璨星空不再遥远
“烂烂星芒动，耿耿清河长。”星空，承载着人们浪漫的情思，也寄托了人类无限的想

象。然而，对于习惯了霓虹闪烁的城市居民来说，璀璨的星空已经成了“奢侈品”。近年
来，不少人选择“返璞归真”，来到远离城市的地方观星赏月，并由此催生出观星直播、
星空露营、星空酒店、星空研学营等星空经济模式。

8月12日晚，盱眙天泉湖金
陵山庄的星空露营地，上千人翘
首期待一场天幕大片——英仙座
流星雨的降临。天泉湖金陵山庄
市场推广总监毛长峰告诉记者，
当晚酒店 300 多间客房全部订
满。显然，“流星雨”对游客

“过夜率”的提升功不可没。
傍晚时分，星空露营地就开

始热闹起来。随着夜幕降临，繁
星逐渐显露，星空营地人头攒
动，当流星雨划过夜空，人群中
爆发出阵阵欢呼。

每年 8月，只要天气晴朗，
英仙座流星雨都将迎来极大期，
为公众带来“夜空礼花”。这对毛
长峰和天文爱好者来说，无疑都
是令人兴奋的好消息。

“想让孩子的暑假过得跟以往
不一样。”王女士一家特意从合肥
赶来观星，她说，自己和孩子都
是第一次现场体验观星，本来担
心看不清也看不懂，没想到营地
有专门的天文爱好者协会志愿者
现场指导。“在他们指导下，我们
很快掌握了要领。不仅学会了如

何在星空中辨别出牛郎星、织女星，还亲眼
看到了土星、木星的样子。”

“孩子特别兴奋、特别好奇，这场活动
也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天文梦的种
子。”王女士说。

近年来，参与观星、拍星活动的人越来
越多，流星雨直播、日全食直播、“超级月
亮”等吸引了众多人围观，“观星热”渐成
新风尚。而随着科技发展，小型双筒望远
镜、手机就足以满足人们的观星需求。不少
天文爱好者也在自媒体开设了相关账号，初
学者获取学习资料更方便、上手也更快了。

“观星入门并不难，普通人很快就能了
解观星的基本知识，辨认出常见的星星。”
南京天文爱好者协会会长许军介绍，自2007
年开始，他和天文爱好者们就发起了路边天
文公益科普活动，带着天文望远镜，在城市
里带人们看星星，一直持续到现在。

观星入门易，但找到适合观星的地点并
不容易，特别是对于地处沿海、经济发达的
江苏来说。“简单来说，要想看到漫天繁
星，需要找到足够暗的夜空。”盐城天文爱
好者柏治江说。

“一般天文爱好者会根据波特尔暗空分
类法提前了解当地的天空亮度，1—9的等级
量化了天体的可观察性以及光污染对天文观
测的干扰程度。”许军告诉记者，“9级相当
于市中心的星空，整个天空被照得通亮，1
级是天空完全黑暗的观测点。一般要看到非
常明显的流星雨至少需要4级暗空及以上的
环境，这样的地方，在江苏省并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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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星热”满足了人们对自然、对宇
宙的向往，也在悄然“点亮”星空经
济。越来越多“追星人”的出现，催生
出观星景点、观星酒店，以及星空露营
基地等文旅消费新场景。有些地方还以

“星空”为IP，将夜游观星和当地文化
结合起来，带动“天文旅游”成为新的
消费增长点。

2021年，国内首个《中国星空旅游
报告》出炉。报告显示，中国星空旅游
目前处于快速成长的萌芽期，星空主题
认知度提升，星空旅游目的地蓬勃发
展，暗夜观念认可度越来越高。

炫酷的外形、厚实的铝合金外壳、
大面积的全景玻璃……在茅山仙姑村星
空流浪舱露营基地里，6台星空“流浪
舱”依次分布。舱体集住宿、洗漱、露
台、观影等功能于一体，犹如流浪宇宙
的太空舱，科幻感十足。

“设计流浪舱，就是希望让游客享受
到抬手摘星辰、宿在天地间的感觉。”基
地负责人吴景新告诉记者，该基地主要

客户为年轻群体和亲子客群，年接待游
客量约为2500人，日最大游客承载量为
24人，近来客流增长明显。

随着仰望星空成为越来越多人心
驰神往的“诗与远方”，加上天文科普
日益成为青少年“研学游”的重要内
容，一些具备良好观测环境的旅游目
的地逐渐成为主打“天文探索”的优
选之地。

仰望浩瀚星空，远眺海上日出，距
离黄海野鹿荡仅4公里的大丰区麋鹿自
然营地成为“网红打卡点”。麋鹿自然营
地运营方盐城大丰世遗黄海湿地公园有
限公司负责人朱文琦告诉记者，今年暑
期，他们开通了大丰首条“星空专列”
和“日出专列”。“我们为孩子配备专业
的天文观察设备，让他们了解天文观测
的基本知识和技巧，点燃孩子们探索宇
宙的梦想。”

今年夏天，南京汤山矿坑公园重新
启动“星空露营计划”。汤山矿坑公园位
于山间环凹处，具有观星的独特优势。

运营经理芮锐告诉记者，“星空经济”逐
步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新业态。截至目
前，公园今年暑期已接待游客 1万余
人，最大单场3000人左右，与去年基本
持平。

在淮安白马湖向日葵的故事景区附
近，一处星空主题酒店正在建设中。项
目负责人黄坤介绍，原本景区就设有星
空主题营地，在营地上游客可以看星
星、露营、烧烤、体验摩托艇等。

“仰望星空”点亮文旅新业态

很多人想不到，暗夜也是需要保
护的。

数据显示，在全球三分之二的城市
夜里看不到银河和主要的星座。

什么是暗夜保护？为什么要进行暗
夜保护？国际暗夜协会北京代表处成
员、江苏省天文学会无锡联络处负责人
沈新荣告诉记者，暗夜保护就是改善当
前过度的照明现状，减少不必要的光污
染，为人们留住美丽的星空，给动植物
留下适宜的夜间环境。总体来讲，暗夜
保护既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部分，也是
城市绿色智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有 6 个暗夜星空保护
地，分别位于西藏阿里、那曲，江苏野
鹿荡，山西晋城洪谷，江西上饶葛源，
河北照金。

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区
域，野鹿荡是唯一一处暗夜星空保护
地。保护地创办人马连义告诉记者，作
为地球上保存较为完好的原始湿地之
一，野鹿荡夏季银河明朗、冬季猎户清
晰，肉眼清晰可见M31仙女星团，全年
可观察星空的时间230多天。

我国在暗夜保护方面已取得积极
进展。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之外，深
圳建立了都市中的暗夜社区，首部暗
夜星空保护地方性法规 《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冷湖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

例》 也于今年初实施。在江苏省，除
了野鹿荡，无锡在 《城市照明专项规
划 （2021—2035）》 中，也将马山南
端等生态功能区和郊野绿地规划为

“暗夜保护区”。
“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地上的

生态保护，暗夜星空保护就是一个幻
想。”马连义告诉记者，为了保护这片暗
夜星空，他们在保护地内只安装了200
个左右的太阳能灯，并将高度降低到70
厘米左右。以前这里会办一些篝火晚
会，现在也停了。“现在来野鹿荡的游
客、摄影爱好者、天文爱好者、作家等
越来越多，很欣慰这个地方被更多人看
到，也希望这里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如何通过保护暗夜星空，在利用星
空资源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和开展以保护
地为基础的科学研究之间形成良性互
动，是一些地方正在思考和探索的课
题。“只要规划得好，发展星空主题酒店
等商业形态，与生态保护并不冲突。”淮
安湿地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余
星翰建议，在进行商业开发时，配套设
施设计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例如禁止使
用高亮度、高功率的照明设施，鼓励在
每年春秋动物迁徙季节，关闭不必要的
建筑物外景灯光等。

“不夜城”，曾是褒奖一座城市经济
繁荣的代名词。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光污染问题日趋凸显，“暗夜保护”
也成为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命题。
记者了解到，针对城市亮化工程带来的
光扰民、光污染以及城市照明能耗过高
等问题，我国正在加紧对城市照明标准
的修订，提高行业标准以解决城市光污
染的问题。

“保护‘暗夜’，并非简单‘把灯关
了’，而是要用更精细化的城市规划和管
理手段，兼顾发展与保护的平衡。”省社
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周睿认
为。以深圳为代表的城市所建立的“暗
夜社区”，让城市照明在满足人们生产生
活所需的同时，不对当地夜空产生光污
染，正契合了这种需求。

“城市的夜晚，并非越亮越好。仰望
夜空、繁星闪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目标之一。”江苏省天文学会会员、暗夜
保护倡导者刘浩认为，保护暗夜、保护
星空，就是保护家园、保护你我，需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政府部门应提前谋
划，倡导绿色照明、规范照明标准，减
少过度照明，并强力督促落实。此外，
充分发挥公益组织、天文爱好者力量，
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这项事业。因为，“永
远有人在仰望夜空，追寻遥远而闪耀的
星光”。

（张宣 程晓琳 陈立民 杨舒雅
载《新华日报》）

暗夜保护，找回“消逝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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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用工市场观察专
题让灯光与星光相得益彰专
题

在珠峰大本营拍摄的星轨。
（孙非 摄 新华社发）

近日，有媒体报道
近年逐渐兴起的“观星
热”。文章提到，随着参
与到观星、拍星活动的
人越来越多，星空露营
开始流行，一些旅游企
业推出提供 BBQ、户外
帐篷、观星望远镜、星
空幕布电影等个性化服
务，一些城市依托当地
天文台建设星空公园，
形成集夜空保护、星空
观测、星空摄影、度假
旅游、科普讲解于一体
的夜间活动品牌，带动
夜游经济等。

提到“观星热”，不
禁让人联想到上个月揭
晓的格林威治 2022 年度
天文摄影师大赛。作为
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
台 举 办 ， 全 球 最 负 盛
名、也是最大的天文类
摄影大赛，今年的青少
年组冠军，被来自我国
福建厦门的初三学生杨
瀚文和浙江绍兴的高一
学生周泽震共同摘得，
二人合作摄影作品 《仙
女座星系：邻居》 赢得
了 大 赛 评 委 的 高 度 称
赞。据报道，他们一个
因为电影 《流浪地球》、
一个因为暑假在老家抬
头看满天繁星，激发了
对天文摄影的兴趣，两
个从未谋面的“追星”
少年在网上相识，合作
赢得了大奖，希望将来
能 考 入 南 京 大 学 天 文
系，实现共同的星空梦。

古今中外，宇宙星
空都无时无刻不在用其
博大神奇和幽远深邃孕育梦想、激发创
造。德国哲学家康德那句“我头顶的星
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名言无需赘
言。在我国古代，从屈原《天问》激发
的对人生和宇宙的追问，到牛郎织女故
事的文学想象；从《周髀算经》留下古
老天文学理论，到五花八门的古代天文
仪器，正是在一次又一次仰望星空中积
淀了璀璨的传统文化。

今天，从“天眼”捕捉到的“宇宙
回响”，到天宫空间站让国人的“太空
家园”梦想成真，从“嫦娥”奔月、

“北斗”指路，到“祝融”探火、“羲和
号”“夸父一号”逐日……浩瀚星空留
下了一个又一个中国人“问天”足迹，
当我们再次仰望星空，看到的早就不止
满天繁星，还有梦想、信念和力量。

从 星 空 经 济 的 角 度 审 视 “ 观 星
热”，既凸显了今天旅游领域人们日益
多元、个性化的体验式新需求，同时也
显示了其方兴未艾的市场潜力。浩瀚的
星空激发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探索
兴趣，有关部门和旅游企业及时捕捉并
深度发掘其广阔的消费潜力，体现了敏
锐的商业意识，是好事。而与杨瀚文和
周泽震的获奖经历联系起来，笔者期待
这样的“观星热”，点燃的不止是星空
经济，还能激发更多人对宇宙和科学探
索的好奇，打开想象翅膀。

（张东锋，载《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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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眼”全景。
（欧东衢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