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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贵州平塘县大塘镇第一小

学五年级一班的学生张远。刘洋阿

姨，您知道吗，现在是晚上，天上的月

亮特别亮，还有好多星星，一闪一闪

的，我想您和另外两位航天员叔叔就

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我坐在窗户

旁，一边看着月亮，一边写这封信。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过去

我学过几首关于月亮的诗，读过一些神

话故事，相信月亮上有美丽的嫦娥、乖

巧的玉兔，所以我经常会抬头看着天

空，万一有惊喜呢？直到后来，一位志

愿者姐姐送给我一本少儿百科全书，我

才知道原来那些神话故事不是真的。

月亮上面没有空气和液态水，怎么可能

有人类和小动物呢？但我还是喜欢月

亮。她有时是满月，圆圆的像皮球；有

时是半月，像半个太阳露出来；有时又

变成月牙，好像割草的镰刀。

在我的家乡平塘县，有个像大锅

一样的“中国天眼”，它可以接收外太

空的信号，还能发现更多的星星。“中

国天眼”建起来之后，我们学校多了

不少天文相关的课程。在这些课堂

上，我学到如何自己动手搭建“中国

天眼”模型，如何使用天文望远镜观

察月亮；有时还能跟着老师去“中国

天眼”科普基地，学习更多天文知识。

刘洋阿姨，您飞向太空的时刻，

我在电视上看了好几次。告诉您一个

秘密，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航天员，

像您一样飞到太空，看看月亮的样子。

祝愿您和另外两位航天员叔叔

在太空工作顺利，中秋快乐！

贵州平塘县大塘镇第一小学学

生 张 远

我的梦想是成为航天员

我叫谢天磊，是湖南浏阳小河乡

田心完全小学的一名五年级学生。我

的家乡，地处湘赣边界。这里山岭重

重，空气清新，每到天气晴好的夜晚，四

下漆黑一片，可只要抬头仰望，准能看

见皎洁的明月、灿烂的星河。

今年初，我的家乡小河乡，建起

一座天文台，我们给它起名叫“星河天

文台”。我还记得，走过盘旋而上的台

阶，第一次来到天文台顶端，透过天文

望远镜看月球时，有多么震撼——它

像我们平时看到的月亮一样很亮，但

远不如直接观察时那么光洁；月球表

面，因撞击坑和环形山等形成的坑坑

洼洼，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月球上

没有神话故事里的浪漫，多么遗憾；可

再想到月球距离我们这么远，但通过

一架望远镜，哪怕在山村里，也能探索

未知的世界，我又觉得无比神奇。

如今，去天文台探究宇宙的奥秘

成为我和小伙伴们的日常。天文协

会的老师为我们科普专业知识，带我

们透过天文望远镜寻找月亮和星座；

我们还想用天文望远镜，看一看我们

中国的空间站。

刘洋阿姨，您和其他航天员叔叔

阿姨们都是人类探索太空的先行者，

是圆中国人飞天梦的实践者，也是始

终激励我追逐梦想的榜样。中秋又

至，提前祝您中秋节快乐，在太空中度

过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中秋。

湖南浏阳小河乡田心完全小学

学生 谢天磊

探究宇宙奥秘成为我们的日常

我 叫 丁 真 曲 西 ，是 四 川 理 塘 县

第四完全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小时

候 ，对 于 太 空 我 便 充 满 好 奇 。 我 从

书 里 学 到 ，我 国 第 一 位 尝 试 飞 天 的

是元末明初的陶成道。他将自制火

箭 绑 在 椅 子 上 ，自 己 手 上 拿 着 两 个

大 风 筝 ，想 利 用 火 箭 的 推 力 和 风 筝

的力量飞上天。虽然陶成道的梦想

失 败 了 ，但 他 勇 于 探 索 的 精 神 值 得

我学习。

去年，从浙江杭州来我们理塘支

教的王建煜老师，指导我们在学校里

成立了天文社团，我有幸成为第一批

学员之一，对于太空的好奇也愈发强

烈。每次透过天文望远镜观察星空

的时候，我总是有着满肚子的疑问：

地 球 真 的 是 一 颗 晶 莹 的 蓝 色 球 体

吗？木星、火星、海王星、水星……又

都是什么样的呢？

这 10 年来，我们国家的航天事

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早在

2012 年，您就执行过神舟九号载人飞

行任务，是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

天员。这一次，时隔 10 年，经过层层

选拔，您再次出征太空。在我心中，

您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英雄！

每当我在学习上失去信心时，就

会想到，您克服了那么多困难并最终

成 功 ，我 又 有 什 么 理 由 不 努 力 奋 斗

呢？只有不断拼搏前进，才能冲破所

有的障碍。祝您中秋快乐！

四 川 理 塘 县 第 四 完 全 小 学 学

生 丁真曲西

不断拼搏才能冲破所有障碍

听说要在家乡建“中国天眼”，陈礼碧兴

奋之余怀有期待。有次天文专家来贵州平

塘县走访，在县城通州中学从事物理教学

10 多年的陈礼碧，受邀参加讲座。

“等望远镜建好了，月亮、星星能看得更

清楚，定能勾起学生们的兴趣。”讲座间隙，陈

礼碧抓住宝贵机会交流，不料话音未落，竟在

客人面前闹出笑话，“专家解释，‘中国天眼’

是探测宇宙无线电波，主要靠‘听’，不像光学

望远镜，可以‘看’，两者不是一回事。”

2016年 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守在

电视机旁的陈礼碧，第一次看清全貌。“像一口

大锅，有多大？比镇里的农贸市场还大！准确

地说，足足有 3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随着“中国天眼”落成启用，这座大山里

的小县城愈发热闹起来，国内外天文学家、

各地天文专家纷纷来到这里。而当陈礼

碧第一次听外国学者的天文学讲座时，

只觉得云里雾里、一知半解。

两 次 讲 座 ，主 题 相 似 ，心 情 相

近。“惭愧！焦虑！急切！”陈礼碧

心想，“得让孩子们知道，在‘中国

天眼’的家乡，不能对天文学一

问三不知！”

改 变 的 种 子 就 此 埋 下 。

2017 年的一场培训会上，陈

礼碧结识来自北京梨园学

校的教师伊娜。“她把天文

讲得深入浅出，算得上天

文科普教育的范本。”10
多天后，伊娜带着一台天

文 望 远 镜 来 到 通 州 中

学，给孩子们讲解组装、

使用知识。“2017 年学

校 成 立 天 文 科 普 社

团，这就是第一台天

文 望 远 镜 。”陈 礼 碧

说，此后学生们的好

奇心被渐渐激发。

陈礼碧没想到，

这 台 天 文 望 远 镜 在

学校成了宝贝。“晚

上我们把它架在操场，对准月亮，1000 多名

师生排队观测。”尽管只有短短几秒钟，但人

群里总能传出阵阵惊叹。

之所以选择观测月亮，陈礼碧也有考

量：月亮经常能够看到，但我们肉眼看到的

只是表象，通过天文望远镜，呈现的却是另

一个模样，这种反差最吸引人。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彼此相距 38 万多

千米。起初，陈礼碧对月球的认知仅限于

此。至于月球如何形成，怎么会有环形山，

为何总是以固定的一面对着地球……如何

将这些问题深入浅出地讲给学生，他绞尽脑

汁，想了不少办法。

比较典型的要数模拟方法。“怎么解释

月食现象？让 3 个学生站成一排，从左到右

分别代表太阳、地球和月球，左边的学生用

手电筒向右照射，光线被中间的学生挡住，

右边的学生看不到光……”陈礼碧发现，因

为天文科普教育的深入，不仅自己得到锻

炼，对学生的影响也愈发显著。

作为全县成立最早的天文科普社团，通

州中学天文科普社团规模从最初的六七人，

逐渐发展到六七十人，负责科普教学的教师

也从 3 人增加到 16 人。

众多学生里，陈礼碧对谭兴彪印象深

刻。“他成绩一般，连普通话也说不了几句。”

可谭兴彪却在天文学习上闪闪发光。“动手

能力很强，拿组装望远镜来说，其他同学要

3 分钟，他 1 分钟都用不了，还能立马对准月

亮调好参数。我建议他毕业后学幼师专业，

以后可以教娃娃天文。”陈礼碧说。

如今，随着“天文小镇”建成，平塘县逐

渐成为天文科普体验地，也为当地科普教育

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是一群‘追月亮的

人’，通过充分调动一切条件，让学生在求知

与探索的路上勇往直前。”陈礼碧信心满怀。

图①：陈礼碧（左一）带领学生开展天文

观测，进行天文科普。 受访者供图

图②：青山叠翠的湖南浏阳小河乡“星

河天文台”。 邓霞林摄（人民视觉）

贵州平塘县通州中学物理教师陈礼碧

“天眼”家乡“追月亮的人”
本报记者 苏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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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秋佳节，本报刊发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性

航天员刘洋署名文章《凌长空 看万里山河》。今年，三位

渴望“上九天揽月”的小朋友向此时正在执行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行任务的刘洋分别写了一封信，诉说他们对逐梦深空、

探索未知、延展视野的渴望与豪情——

■■假日云假日云R

①①

②②

太空是神奇的。人在太空中，心会变得宽阔，随着

身体的失重，有许多东西会变得很轻很淡。可人的心却

不会失重，有许多情感会在心底变得更加清晰和珍贵。

抬头望月，我深知月球上从不曾有美丽的仙子、乖

巧的玉兔，在这颗寒冷、荒芜的星球上，布满了古老的

斜长岩高地和撞击坑。但每每望向夜空，那些深深镌

刻于我们民族记忆中的思念与眷恋、神话与寓意，总会

随着清莹朗彻的月色向我扑面而来。

明月皎皎，银汉无声。每一次抬头都怀着“千里共婵

娟”的希冀，每一次仰望也都催生“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的追问……飞天，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梦想，与我们民族的

沧桑历史一样悠远。如今，随着国力的强盛和科技的发

展，在几代航天大军的默默耕耘下，千年梦想，一朝得圆。

——节选自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本报署名文章

《凌长空 看万里山河》（原载于 2021年 9月 21日第 6版）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月 2 日凌晨，神舟十四号乘组圆满

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后，航

天 员 刘 洋 面 对 直 播 镜 头 兴 奋“ 比

心”，并送上“宇宙级祝福”，提前祝

大家中秋节快乐。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

赏时。”今年中秋，团圆的画面又有

了新场景——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

任务期间，中国人将第一次天上人

间共度中秋佳节。这份“天涯共此

时”的独特浪漫，寄寓着奔赴星辰、

遨游太空的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人直抵苍穹、逐梦九天的探索。

正如贵州平塘县大塘镇第一小学学

生张远在给刘洋信中所写的那样：

“（刘洋阿姨），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

名航天员，像您一样飞到太空，看看

月亮的样子。”

对深空的仰望与追寻，引领着

一个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脚步，也

影响着一代代青年人的事业选择与

人生轨迹。在贵州平塘县，“中国天

眼”带动天文科普，曾经打算“读完

高中就去沿海打工”的山里娃，如今

计划“将来从事天文研究，为祖国的

天文事业贡献力量”。随着城乡、区

域科学素质发展差距日益缩小，科

学教育整体水平进一步提升，类似

的变化于广袤山乡间频频发生。在

湖南浏阳小河乡，家门口的天文台

让追星逐月成为孩子们的生活日

常；在四川理塘县，支教老师带来的

天文望远镜，是当地少年“筑梦星

空”的最佳教具；在甘肃碌曲县、合

水县等，千余名中小学生通过远程

连线、直播互动等方式，与远在天津

的同学们同步学习天文知识、体验

科学乐趣。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

无限。”青年人对未知的好奇，对宇

宙奥秘的探求，始终都与我们国家

不断进步的深空探索能力相伴相

随、相互促进。

今年中秋，恰逢教师节，相信在

无数一线教师搭建的梦想飞船上，在

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接续奋斗中，逐

梦太空的征程上定将发出更加夺目

的光彩，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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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梦太空的征程上
曹怡晴

致航天员刘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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