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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星空与银河系的发现
李  良

（北京天文馆    100044）

1. 夏季星空观测

夏夜认星歌

夏夜银河贯南北，天鹅河中展翅游。 

织女河西拨琴弦，牛郎偕子岸边候。 

南天人马对天蝎，南斗心宿有看头。 

巨蛇蛇夫并武仙，回首西北见北斗。 

每年夏季（6 ～ 8 月）之夜是认星的好时节。夏

夜比较容易观测的星座主要有这么几个：织女星 - 天

琴座、牛郎星 - 天鹰座、天津四 - 天鹅座；南面的天

蝎座、人马座；北面的北斗七星、天龙座；西面的室

女座、牧夫座；天顶的蛇夫座、武仙座等。

读者要做好充分准备利用晴天时机观察星空。夏

夜观星需要怎样的器材？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对初学

者而言，一份星图、一个指南针及电筒是最基本的工

具。若要在黑暗的环境查看星图或寻找对象，可以在

电筒前加一至两层红色玻璃纸，以减少对人眼的影响。

绘有星座轮廓的夏夜星空照片

因为红色光线对人眼的刺激比较少，使我们用电筒看

完星图或寻找对象后可方便继续观星。考虑到为了

避开城市的光害和空气污染，可去郊外观星，但那

里蚊虫较多，最好带防蚊水。另外，最好携带一张

地席或塑料布，这样你便可以舒服地躺在地上观赏

灿烂的星空。

要注意观星地点的选择，一般要预先踏勘选好，

一般选在视野非常开阔，四周环境相对黑暗（灯光越

少越好）的地方，如果是选择没有月亮的夜晚（农历

初一、二）更好，因为月光太亮会干扰星星的光芒。

第二，准备一个口径稍大点儿的双筒望远镜是适合初

学者的，因为操作简单，目前许多天文爱好者都使用

双筒望远镜观星。第三，星图是必不可少的，星图的

四角有不同方向的东南西北标志，如果观测东方，观

测者就要面向东方，同时将星图上的东字转正，如果

是活动星图，要根据日期和时间对星图进行旋转，才

能使星图和星空相符。此外，观星过程中动手绘制观

测图或对局部星空进行拍照，可作为个人的一种观测

成果吧。

2. 夜巡天河认星星

夏夜的银河由西北向西南蜿蜒横贯而去，气势磅

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河中或岸边的几个较明亮的

星座。银河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星座是十字架形状的天

鹅座，在希腊神话中被描画成一个展翅飞翔的美丽天

鹅，天鹅座中最亮的那颗星是天鹅 a，其中文名为天

津四，意为银河上的一个渡口。天鹅座中有一个名为

天鹅 c-1 的天体，不断地发出强烈的 X 射线，天文学

家很早就研究它，最终认为它很可能是一颗黑洞。 

从天鹅座向南看，银河两边各有一个很有名气的

星座，西北边的是天琴座，东南边的是天鹰座。天琴

座虽然不大，很多国家却都流传着一些与它有关的动

人传说。在古希腊，人们把它想象为一把七弦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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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则流传着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天琴座最

亮的星星（天琴 a）就是“织女星”，它的旁边由四

颗暗星组成的小菱形就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织女星

是一个标准的 0 等星，也是全天第五亮星。她距离我

们 26.3 光年，是最早被天文学家准确测定距离的恒星

之一。 

天鹰座是天神化身而成的飞鹰，它的最亮星（天

鹰 a）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牛郎星”，它的左右各有

一颗小星，传说就是牛郎和织女的一双子女。牛郎、

织女隔着银河相望。 

夏季星空最主要的标志称为“夏季大三角”，是

由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牛郎星和银河之中的天津四连

人马座与天蝎座星空

起来的一个直角三角形，它是夏季认星最好的指南夏

夜的南天特别美丽，不仅仅是因为银河在这里特别亮，

还因为夏夜星座之王天蝎座就在这里。

 观察南天正中方向，那里是夏夜星空中的巨大而

引人注目的天蝎座，这个星座由十几颗亮星组成一个

头朝西、尾朝东的蝎子。天蝎座最亮的一等星是心宿

二（a），也叫大火，有火红的颜色。天蝎座 a、s、

t三星和天鹰座 a、b、g三星在银河中遥遥相对。

天蝎座的十几颗亮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蝎子形

状，这个蝎子的身体部位是由三颗排成一排、稍有弧

线的星星构成，中间最明亮的红色星星叫心宿二，《诗

经》中“七月流火”的“火”就是指它。需要指出的

是，天蝎座和猎户座分别是夏天和冬天的星座显著代

表，正好在天穹的两端，两者一升一落，永不可能同

时出现在天空。我国古代称天蝎座中部三颗星为商宿，

而称猎户腰带上的三颗星星为参宿，因此唐代大诗人

杜甫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诗句。

当你观察天蝎座东面或由牛郎星沿银河南下搜

寻，可找到位于银河系中心区域的人马座。人马座在

希腊神话中是一种半人半马的怪兽，也叫做马人，它

们多才多艺，犹以善于投枪射箭著称。人马座东半部

分中的 6 颗星可组成一个斜向倒扣着的勺子形状，在

据希腊神话，猎户奥利翁被毒蝎蛰后而亡。宙斯为防止他们继续闹事而分别至于天穹的两边。天蝎座和猎户座在天穹的两端，两者

一升一落，永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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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星空图。夏夜的银河横贯南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织女星、牛郎星、天津四、心宿二和人马座的南斗六星等亮星

中国古代被称为“南斗六星”，与西北天空大熊座的“北

斗七星”遥遥相对。天蝎座与人马座一带的星空比较

密集，正是白茫茫的银河。

人马座部分的银河最为宽阔和明亮，因为这是银

河系中心的方向。人马座里面的星团和星云特别多，

其中有一小团云雾样的东西，在望远镜里看上去，它

是由三块红色的光斑组成的，十分好看，被称为“三

叶星云”。在牧夫座大角星和天琴座织女星的连线上

有两个星座，一个是较小的靠近牧夫座的北冕座，另

一个靠近织女星的是武仙座。连接天津四和织女星并

延长到一倍远的地方也可以找到武仙座。武仙座是半

人半仙的希腊大英雄赫剌克勒斯手执大棒的形象。武

仙座中有一个著名的球状星团 M13，是北天星空中最

亮的球状星团，其直径大约 150 光年，拥有大约 30

万颗的恒星，与地球的距离约为 2.5 万光年。在晴朗

无月的夜晚，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它。武仙座和天

蝎座之间是略呈巨大五边形的蛇夫座，蛇夫的双手紧

握一条大蟒蛇，就是蜿蜒的巨蛇座。 

由织女星和牛郎星的连线继续向东南方向延伸，

还可找到由暗星组成的摩羯座。提请读者还要注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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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星座寻找方法示意图。著名的人马座中有南斗六星，天

蝎座好似以 S 形排列，通过夏季大三角可不难找到人马座脚下的北

冕座以及附近的蛇夫座、武仙座等星座

察星空的西方，这时的狮子座、乌鸦座等依次向下沉

入地平线。伴随着地球的公转，我们回望东方天空，

很快将迎来秋季星空的主角——仙女座、飞马座、英

仙座等星座。

3. 银河——我们的星系

一条淡银色的模糊光带在夏日缀满灿烂星斗的夜

幕上浮现，由西北向西南伸展，在天鹅座处一分为二，

然后穿过人马座后合二为一，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

这就是银河。银河是我们所在的庞大星系——银河系

在天空中的投影形象，银河系由大约 2000 亿颗恒星

和大量的气体及尘埃物质组成，直径约 10 万光年。

我们的太阳系位于距离银心约 2.8 万光年的地方。

 由于时代知识的局限，古人当然不清楚这条银色

光带是什么，以为它是天上的河或路。在中国，银河

牵涉到牛郎织女，这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为了结

束两人的婚姻，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银簪子一挥，一

道波涛汹涌的天河就出现了，牛郎和织女被隔在两岸，

只能相对哭泣流泪。后来他们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喜鹊，

千万只喜鹊飞来搭成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鹊桥相会，

王母娘娘对此也无奈，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七月七日

《银河的起源》是意大利画家丁托列托最著名的作品，他是根

据希腊神话创作的：天神宙斯的夫人赫拉的乳汁化作了银河

于鹊桥相会。根据希腊神话，神使赫尔墨斯奉宙斯之

命，把刚刚出生不久的赫拉克勒斯（宙斯的私生子）

带到宙斯夫人赫拉身边，想借她沉睡的机会吮吸奶水，

以求获得神力、长生。结果赫拉从睡梦中被惊醒，奶

水喷涌而出，乳汁化作了天空中的灿灿银河。

在 1609 年之前，即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用望

远镜观测天体之前，人类一直不知道看上去淡淡的银

河光带原来是由许多星星构成的。可以说，伽利略的

发现是研究银河系的第一步。不过，这些星星太遥远

了，即使在望远镜里也只是些暗淡的小亮点，引不起

人们的兴趣。后来，有少数学者逐渐猜测到（例如德

国哲学家康德），这些暗淡的恒星是与太阳一样的天

体，只是太遥远了。他们猜测这条银色的光带可能是

恒星的聚集地，并第一次提出“星系”的名称。

16 世纪麦哲伦环球航行时就发现了南天有两个云

雾状天体，这就是后来称为大、小麦哲伦云的天体。

后来的观测又发现了不少云雾状的天体，统称为“星

云”，其中有一些呈旋涡状。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

旋涡星云存在于银河系之外广袤的空间里，就像大海

中的岛屿，德国哲学家康德称之为“岛宇宙”（即现

在所说的星系）。

1781 年，英国天文学家威廉 • 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因发现天王星被封为宫廷天文学家，并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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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终身俸禄，赫歇尔研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

为了检验康德的猜测，他不辞辛苦地一夜又一夜地用

望远镜巡视星空，一颗一颗地计数恒星。经过几年的

观测，赫歇尔一共记录了 117600 颗星。他注意到，

在夜空中的银河里聚集了远比垂直于此方向多得多的

恒星。因此，他认为这就是银河系的盘（银盘）。他

还注意到“星云”（天空中的模糊光斑）在各个方向

上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随着视线逐渐远离银盘平

面（银道面），它们的数量会上升。他当时并不知道

这是由于银盘中含有更多的尘埃、恒星和气体阻挡我

们的视线所造成的。

赫歇尔第一次绘出银河系的外貌图：一个扁平的

有一点儿像裂开的铁饼一样的结构，太阳位于其中央

不远的地方。从此，这个由包括太阳在内的恒星组成

的庞大体系——银河系，逐渐为天文学家所认识。

随着望远镜的制作水平、口径的不断增大以及照

相术的应用，人类观测到的恒星越来越暗弱，越来越

多，银河系的视野也随之增大。20 世纪初，荷兰天文

学家卡普坦发动了一项历时 8 年之久的国际合作计划，

对天空不同方向上的恒星进行大规模的计数和测量。

最后，他发现我们的银河系呈扁平的盘状，直径大约

为 4 万光年，太阳位于离银心不远的地方。

不久，美国天文学家哈洛 • 沙普利（Harlow 

Shapley）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球状星团都分布

在天空的一侧。据此沙普利大胆地判断，太阳处在银

河系的边缘，球状星团分布的对称点才是银河系的中

心。从此以后，人类对星空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

界，认识到我们太阳和太阳系只是更庞大得多的恒星

集团——银河系中一个普通的成员。虽然沙普利描绘

了一幅正确的银河系图像，他后来却误将银河系当成

了宇宙。1923 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利用造父变星测

定了著名的仙女大星云（编号为 M31）的距离，证实

了这些星云远在银河系之外，由此银河系从宇宙的中

心降格为一个普通的星系。

4. 银河系的结构

天文学家们使用了许多测量技术来确定我们银河

系的结构，包括光学望远镜、射电望远镜、红外望远镜、

紫外望远镜等。观测标明银河系是一个棒旋星系，其

形状为中央鼓起，四周扁平。在引力和旋转的作用下，

恒星和星际气体尘埃物质都集聚在银道面附近，越靠

近银道面，物质的密度越高，形成像餐具盘子状的结

构，称为银盘。太阳位于银盘上，相距银河系中心（简

称银心）约 28000 光年。正是因为太阳远离银心，夏

季地球公转到太阳与银心之间，夜色降临时，银盘上

密聚的恒星投影在天球上形成了一条银色的光带，这

就是银河。不过，冬季的夜晚地球转到了太阳背离银

心的外侧，夜间看到的是背向银心的星区，那里的恒

星很少，所以冬季夜晚的星空是稀稀拉拉的。由于银

盘上集聚了大量的星际物质，特别是在银心方向，它

们遮挡和吸收背后恒星发出的光，因此看上去是黑的，

表面上像银河分了叉。银心在人马座方向，离开银心

星际物质变少，银河重新又合而为一。银盘的直径大

约有 10 万光年，而厚度只有几千光年。

有旋臂的星系称为旋涡星系，银河系就是一个典

型的旋涡星系，它有多条旋臂。20 世纪 50 年代末，

天文学家已经知道银河系有若干条旋臂，它们都尾随

银河系的结构（侧视与俯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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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冥王星更遥远的行星

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比冥王星

遥远两倍的矮行星（小图），距离太阳 120 亿千米，

相当于 83 个天文单位（一个天文单位等于太阳到地

球的距离）。科学家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做

了报告，该行星是已知首个轨道类似赛德娜（一颗从

不接近海王星路径的遥远天体）的天体。赛德娜和这

颗命名为 2012 VP113 的新行星不同于冥王星和位于

海王星轨道以外的柯伊伯带其他成员。这颗行星的运

行区域距离太阳为 80 ～ 452 天文单位，与海王星（30

天文单位）或冥王星（39.5 天文单位）相距甚远。

新行星直径约 450 千米，是冥王星直径的 1/5。

如果冥王星像篮球一样大，赛德娜就是垒球，新行星

不过是个高尔夫球。然而，冥王星每248年绕太阳一圈，

新行星需要 4340 年，赛德娜则要 12600 年。赛德娜

银河系合成照片。在这张 8 亿兆像素的全景影像中显示了在

我们地球夜空中所能看到的所有恒星。这些拼接的影像拍摄于欧洲

南方天文台（位于南半球的阿塔卡马沙漠，还有位于北半球的加纳

利群岛），拍摄时间从 2008 年到 2009 年，并持续了数月。这是银

河系的盘面侧影，鼓胀的银河系中心位于图像的中央。在图像中央

右下方的是银河系附近的卫星星系——大、小麦哲伦云

于银河系的自转。由于银盘上的物质分布很不均匀，

它们聚集成旋涡状，称为旋臂。太阳附近就有3条旋臂，

从内往外依次是人马臂、猎户臂和英仙臂，太阳位于

猎户臂的内侧。从别的旋涡星系可以想象我们的银河

系，美丽的旋臂犹如翩翩轻舞的彩带。旋臂上集聚有

大量的恒星、星际气体和星际尘埃，在那里可以观测

到许多正在诞生的恒星。

银河系中心明亮而隆起、似扁球形，称为核球。

核球内集聚了大量的恒星，在核心处有一个物质密度

近年崭新的银河系图像。经过多种波段的观测研究，天文学

家对银河系结构有了新的了解。银河系有一个中央棒和四条旋臂，

其中两条似乎是大旋臂。银盘从侧向看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翘曲。银

河系的主要结构为银晕、银盘和核球，图中标出了太阳的位置

很高的区域，称为银核，银心位于银核的中心。银河

系除了核球和银盘以外，在银盘的上下四周还散布有

许多球状星团和老年的恒星，它们分布在大致呈球形

的范围里，这就是银晕。

和它的小伙伴都来自奥尔特云内部，那是长周期彗星

的集中地，当彗星向太阳进发时会发出灿烂的光芒。

这预示着许多遥远的天体正等待我们去发现。

（ 高 凌 云 编 译 自 2014 年 3 月 26 日 www.

sciencema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