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日生活假日生活 2023年 9月 30日 星期六88

图①：明月映照下的建昌古城楼。

买 锐摄（影像中国）

图②：游客在建昌古城欣赏月夜景色。

谢少刚摄（影像中国）

图③：位于邛海湖畔的“月亮女儿”雕塑。

孙继虎摄（影像中国）

图④：蓝天白云下的邛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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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原始探测数据是取得月球地理实体命名权的基

本条件。

●目前月球上以中国元素命名的地名共 35 个。

●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勘探过的周边方圆

77 米区域命名为“广寒宫”，让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嫦娥”和

“玉兔”在“广寒宫”相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

美结合。

“广寒宫”“天河”“织女”“泰山”“华山”“毕昇”……这些

独具中国韵味的元素，以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的形式，标记着

月球上的山脉、盆地、环形坑等，见证着中国探月的脚步，也

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浪漫。

月球地理实体命名，是给月球上的山脉、盆地、环形陨

石坑等地貌命名。伴随望远镜的发明，人们就陆续对月球

上的一些地形单元进行了命名。1922 年，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IAU）在其首次会员大会上成立了月球地名命名执行委

员会，开始对月球地理实体命名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和修订，IAU 逐步制定出一套月球地理实体

的命名程序和规则。

月球上地理实体命名，不仅是起一个名字那么简单，与

其探测成果、科研水平、国际贡献相关。比如，具备原始探

测数据是取得月球地理实体命名权的基本条件。

目前月球上以中国元素命名的地名共 35 个。除了我

国自主申报的命名，还有一些是由其他国家申请的、大多以

中国古代科学家和神话传说人物命名的地理实体命名。

“毕昇”“蔡伦”“张钰哲”3 个环形坑的命名，实现了我

国月球探测工程科学应用成果，在国际月球地理实体命名

上零的突破。2007 年 10 月，我国成功发射嫦娥一号卫星，

开启了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的自主申请阶段。2010 年，我国

科学家利用嫦娥一号影像数据向 IAU 首次提出了月球地理

实体命名的申请并获批准，获得位于月球北极和南极的“毕

昇”“蔡伦”和“张钰哲”3 个环形坑的命名。

2015 年 10 月，嫦娥三号着陆区 4 个月球地理实体命名

被正式批准。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勘探过的周

边方圆 77 米区域命名为“广寒宫”，附近 3 个较大的环形坑

分别命名为“紫微”“天市”和“太微”。“广寒宫”名称的正式

批准，让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嫦娥”和“玉兔”在“广寒宫”相

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紫微”“天市”

和“太微”则是我国古代天文星图“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中的

“三垣”，这开创了使用我国古代天文学体系中的名称命名

月球地理实体的先河。

2019 年，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

视勘察。我国在月球上又增加了 5 个月球地理实体命名：

着陆点命名为“天河基地”；着陆点所在冯·卡门坑内的中央

峰命名为“泰山”。

着陆点周围呈三角形排列的 3 个环形坑，分别命名为

“织女”“河鼓”和“天津”。“织女”“河鼓”和“天津”取自二十

八星宿中的星官。3 个星官分别位于现代星座划分的天琴

座、天鹰座和天鹅座，3 个星座所包含最亮的恒星分别为织

女一（俗称织女星）、河鼓二（俗称牛郎星）和天津四，这三颗

明亮的恒星构成了“夏季大三角”，命名的“织女”“河鼓”和

“天津”在月面上近似再现了这一天文现象。

2020 年 12 月，嫦娥五号完成从月球采样返回的壮举，

为我国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2021 年，嫦

娥五号着陆区域的 8 个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申请获批准，分

别为：“天船基地”“华山”“衡山”“裴秀”“沈括”“刘徽”“宋应

星”“徐光启”。其中，天船是我国古代星官之一，属“二十八

星宿”之“胃宿”，意为“天上的船”。

目前，我们正在加快实施探月工程四期，加快推进国际

月球科研站大科学工程，将联合多国和国际组织在月球表

面和月球轨道建立长期自主运行、短期有人参与，可扩展、

可维护的综合性科学试验设施。可以想见，不远的未来，月

球上中国元素的名字将越来越多。

目前月球上以中国元素命名的
地名共35个

见证探月脚步
展现中国浪漫

本报记者 冯 华

“月城”西昌—

月映山水城
浓厚家国情

本报记者 宋豪新

西 昌 ，是 一 座 拥 有 2000 多 年 历 史 的

文 化 名 城 ，自 古 以 来 就 是 南 方 丝 绸 之 路

上 的“ 蜀 滇 咽 喉 ”和“ 西 南 雄 镇 ”。 史 料 记

载 ，西 昌 地 域 ，西 汉 置 邛 都 ，唐 置 建 昌 府 ，

元 置 建 昌 路 ，明 代 又 改 建 昌 卫 ，清 雍 正 年

间 置 西 昌 县 ，因 城 在 唐 代 建 昌 旧 城 之 西 ，

故 名“ 西 昌 ”。

“清风雅雨建昌月”，每当夜幕降临，明

月垂挂夜空，洒下万顷银辉，一时间，山中

月，水中月，月月齐明；山色，水色，烟霞色，

色色皆空。抬望眼，山河皆秀，西昌月之胜，

之美，可见一斑。“月城”由此美名传。

西昌月，何以古今同醉？

从 它 的 地 理 位 置 、气 候 环 境 中 便 能 窥

见 其 由 。 西 昌 地 处 攀 西 大 裂 谷 腹 地 ，四 周

有青山环绕，冬暖夏凉。因纬度低，海拔较

高，天空晴朗，很少云雾，加之高原气候，能

见 度 高 ，一 年 四 季 绝 大 部 分 时 间 都 可 以 抬

头赏月。

在西昌赏月，每到农历十五前后，月亮

又大又圆，分外皎洁，尤其是中秋节，当夜幕

渐渐降临，远山层叠如布景一般，一轮硕大

的明月慢慢从夜空升起，洒下一片银辉。

月亮成就着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丰富

着月文化，赋予了月亮更多的情思和牵绊。

对 月 亮 的 情 怀 ，西 昌 有 优 美 的 民 间 传

说，有多彩的民俗节庆，有丰富的诗、文、联、

书，融入了城市发展的各个角落。

走在西昌街头，关于月亮的造型和“月亮

女儿”的雕塑坐落在大街小巷、邛海湖畔和绿

地公园，成为城市地标；月城广场、奔月路、

登月路、月海路、玉蟾路、广寒桥、绕月桥、月

影桥、星月湖公园、月亮湖公园、月色里、月

亮湾……以月为名的一条条路、一座座桥、一

个个公园，串联起了西昌的城市图景。

“ 清 风 雅 雨 建 昌 月 ”，建 昌 古 城 是 西 昌

重 要 的 历 史 文 化 古 迹 。 2021 年 ，西 昌 市 启

动 实 施 了 建 昌 古 城 保 护 性 修 缮 更 新 项 目 。

目前，建昌古城保护更新（一期）项目已建

设完毕，重建了四牌楼，修缮了建平门，再

现了古戏台，修复了“九街十八巷”传统街

巷肌理，恢复了 14 处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

建筑，改善了古城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

最大限度重现了建昌古城的传统格局和空

间维度。

“有明月，有历史，有故事，有美食，西昌

是 我 很 喜 欢 的 城 市 ，尤 其 是 老 城 ，值 得 常

来。”头顶一轮西昌明月，漫步建昌古城青石

长街，在点点霓虹中追寻古城记忆，来自成

都的游客戴女士沉醉其中。

月出邛池水，月城因何名

作为“月城”，除了建昌古城，西昌赏月之

地数不胜数，别具风味。

在西昌说到最适合赏月的地点，邛海湿

地是不二之选。信步邛海岸边，水中的波光

摇曳，月亮的倒影依稀可见，岸边婆娑树影，

伴着夜晚的虫鸣，掠身而过的秋风，心情也

随之荡漾起来。“邛池明月一相逢，便胜却人

间无数”，在邛海边，任何一个角度，都可捕

捉到一湖烟水一轮月，“水下有明月，明月浮

于水上”的梦幻月色如同人间仙境，美得不

可方物……

“ 高 原 天 上 月 ，泸 山 顶 上 松 ，邛 海 湖 中

月”，邛海对面的泸山，沿环山绿道一路前行，

山峦奇秀，古木参天，松涛阵阵，虫鸣鸟啼，也

是绝佳的浪漫赏月之地。

山海之间，还有一条海河天街。作为西

昌人自己的“水韵江南”，每当夜幕降临，海河

天街两岸霓虹尽染。或泛舟海河，或倚桥而

望，流光溢彩映衬一轮月影，好一幅花好月圆

的盛景。

邛海、泸山如今的盛景，离不开当地的生

态保护。

截至目前，西昌市实施退塘还湖、退田还

湖、退房还湖“三退三还”工程，生态搬迁邛海

周边群众 5 万余人，建成环邛海 2 万亩城市湿

地。水质长期稳定在Ⅱ类以上，湿地内有植

物 498 种，鱼类 42 种，鸟类 210 种，国家一、二

级重点保护鸟类 27 种，成为全国首批美丽河

湖优秀案例。

半壁撑霄汉，宁城列画屏。近年来，西

昌市持续加强泸山城市中心森林公园生态

建设，培育环山绿道、森林秘境、松涛碧浪等

森林景观，营造林木葱郁、物种丰富、层林尽

染，四季万千的景象，建设市民游客喜爱的

生态乐园。大石板古村、川兴堡陈家大院等

一批极具邛海特色文旅深度融合景点，成为

旅 游 新 热 点 ，常 年 游 客 达 到 1200 万 人 次 。

环湖群众依托“邛海+”积极发展精品民宿、

文化创意、特色餐饮，就近就便创业就业，实

现了共建共享、安居乐业，绿水青山化为金

山银山。

苍翠林海、清澈碧水，优美生态持续沁

润，让西昌月更圆更亮。如今，在西昌，秀美

河山抬头可见，幸福生活触手可及。

高原赏月地，山海列画屏

“上九天揽月”一直是中国人的浪漫梦

想，古人诵“明月几时有”，感叹阴晴圆缺。追

梦逐月，在月城西昌照进了现实，赋予西昌月

更深的时代内涵。

照过古人的月亮，也照亮了一代一代中

国航天人“飞天揽月”的梦想之路。西昌月，

不仅是诗，是乡愁，是历史，还是科技，是未

来，是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

1970 年 7 月，一批人从茫茫戈壁开赴西

昌。当时，谁也不曾想到，这里会蝶变为现代

化的高科技卫星发射中心。

在航天专家眼中，西昌纬度低、海拔高、

发射倾角好、地空距离短，晴好天气多、交通

便捷、通信顺畅，是“天赐的发射场”。

1984 年 4 月 8 日，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向太空第一次成功发射试验通信卫星；紧

接着，1986 年 2 月 1 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矗

立起一枚新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载着中

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飞向太

空，成功开启中国卫星通信时代，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航天发射高轨卫星的实力。

征高轨、闯世界、探深空、举北斗、顶风

云……组建 50 多年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第一”，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世界航天“首次”。

2007 年 ，嫦 娥 一 号 卫 星 在 西 昌 启 程 奔

月，一颗颗月球探测器从这里发射升空，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也成为中国“探月港”。神话传

说在西昌化作现实，地月之间搭起了一座浪

漫“鹊桥”。

此后，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卫星和嫦娥三

号陆续从这里启程。望月千年的中国与月亮

的距离越拉越近。

映照过千年邛都的悠然古韵，见证

着生态西昌的绿色之路，托举了大国

重 器 的 航 天 之 梦 ，西 昌 月 ，让 这 座

城 市 在 历 史 书 卷 中 拥 有 了 自 己

的一页。

海 上 生 明 月 ，天 涯 共 此

时。明月，就像一颗耀眼的

明 珠 ，镶 嵌 在 西 昌 的 历

史、文化和城市脉络中，

吸 引 着 我 们 一 次 又 一

次 走 进 西 昌 ，拥 抱 西

昌 ，而 这 轮 照 亮 古 今

西 昌 的 月 ，依 旧 熠 熠

生辉，光芒永续。

中国探月港，地月架鹊桥

逛过城千座，最忆是月城。

品尽天下月，邛海月最明。

古往今来，好月者无数，咏月之诗

层出不穷。不论是“月随碧山转，水合

青天流”的空灵，还是“月下飞天镜，云

生结海楼”的梦幻，抑或是“明月出天

山，苍茫云海间”的豁然，信手拈来，都

是佳句。

诗月之境，与赏月之地休戚相关，

在中国四川西南，有一座与“月”紧密

相连的城市，山川形胜，物华天宝，月色

更是一绝。

它就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州

府——“月城”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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