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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對象 每 個 嚮 往 欣 賞 美 麗 星 空 的 朋 友 ；

每 個 未 太 熟 識 星 座 、

又 未 擁 有 天 文 望 遠 鏡 和 赤 道 儀 的 朋 友 ；

每 個 希 望 拍 攝 燦 爛 星 空 的 朋 友 。

( 如 希 望 拍 攝 ， 只 需 要 一 部 能 夠 手 動 對 焦 及 可 控
制 曝 光 時 間 十 秒 或 以 上 的 相 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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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偉堅
序

香 港 天 文 學 會 副 會 長
， 天 文 知 識 豐 富 ， 常
於 香 港 太 空 館 主 持 天
文 講 座 ， 對 本 地 天 文
科 普 有 著 重 要 的 貢 獻
， 近 年 積 極 推 動 觀 測
天 文 學 發 展 。

吳偉堅
Eric Ng

2 0 1 4 年 1 2 月 ， 我 被 一 張 從 天 文 討 論 區
及 傳 媒 刊 登 的 日 行 跡 ( A n a l e m m a ) 照
片 深 深 的 吸 引 著 ， 在 未 看 到 拍 攝 者 名 字
之 前 ， 心 中 已 暗 暗 佩 服 其 中 拍 攝 這 照 片
所 付 出 的 耐 性 及 堅 持 ， 當 看 到 這 張 本 地
作 品 原 來 是 出 自 M a t t h e w  兄 的 時 候 ，
我 便 再 也 不 覺 得 驚 奇 了 。 過 去 數 年 ， 他
利 用 簡 便 的 拍 攝 器 材 ， 持 之 以 恆 地 拍 攝
及 分 享 了 不 少 市 區 星 空 及 特 別 天 象 圖 片 ，
配 上 詳 細 註 解 ， 把 那 些 受 光 害 影 響 下 消
失 得 無 影 無 蹤 的 星 空 一 個 一 個 地 展 現 出
來 ， 為 天 文 推 廣 工 作 付 出 了 很 大 的 努 力 。

M a t t h e w  總 結 了 他 過 去 寶 貴 的 觀 測 知
識 及 拍 攝 經 驗 撰 寫 成 這 本 《 香 港 星 空 觀
測 及 拍 攝 入 門 》 ， 其 中 所 涵 蓋 的 內 容 遠
比 書 的 名 字 來 得 豐 富 ， 除 了 星 空 觀 測 及
拍 攝 的 詳 細 基 礎 知 識 外 ， 更 對 太 陽 系 天
體 、 特 殊 天 象 、 人 造 天 體 、 節 氣 以 至 氣
象 及 大 氣 光 學 現 象 作 出 了 深 入 淺 出 的 介
紹 ， 圖 文 並 茂 ， 包 羅 萬 有 ； 不 論 是 天 文
「 初 哥 」 還 是 資 深 天 文 愛 好 者 ， 此 書 既
是 一 本 天 文 入 門 秘 笈 ， 更 可 以 是 一 本 天
文 觀 測 工 具 書 。 透 過 閱 讀 此 書 ， 你 更 會
看 到 作 者 細 密 的 心 思 和 力 求 完 美 的 人 生
觀 。

吳偉堅

2 0 1 6 年 1 0 月



不動明王
序

拍 攝 星 空 ， 經 常 要 徹 夜 不 眠 ， 尤
其 是 明 天 早 上 還 要 上 班 的 正 常 人
來 說 ， 更 是 身 心 和 意 志 的 考 驗 。
這 數 年 看 見 M a t t h e w 兄 只 要 有
天 氣 稍 好 的 時 候 ， 都 會 外 出 拍 攝
， 相 片 中 更 有 天 文 知 識 的 教 學 ，
令 觀 眾 在 不 知 不 覺 之 間 吸 收 了 ，
對 本 地 天 文 推 廣 有 極 大 貢 獻 。 持
之 以 恆 專 心 做 一 樣 工 作 就 是 令 人
覺 得 很 美 麗 的 事 情 ， 希 望 大 家 也
會 細 心 欣 賞 相 片 之 餘 ， 也 會 明 白
到 作 者 在 背 後 付 出 的 努 力 ， 很 多
時 候 都 不 是 常 人 可 以 輕 易 理 解 的
。

共 勉 之 。

不 動 明 王 2 0 1 6 秋

香 港 資 深 天 文 攝 影 師
， 曾 接 受 多 個 媒 體 訪
問 ， 香 港 「 星 屑 館 」
創 辦 人 ， 主 持 多 種 星
空 攝 影 課 程 ， 最 新 出
版 書 是 《 星 空 攝 影 -
就 算 用 手 機 也 要 拍 出
美 麗 夢 幻 的 閃 爍 夜 空
》

「 不 動 明 王 」
Vincent Cheng 



自序

筆 者 本 身 是 資 訊 科 技 從 業 員 ， 是 業 餘 拍
攝 愛 好 者 ， 2 0 0 0 年 以 前 使 用 菲 林 及
N i k o n  F 8 0 1 單 反 相 機 拍 攝 ， 之 後 數
碼 相 機 流 行 ， 但 較 早 期 的 N i k o n  數 碼
單 反 相 機 未 能 滿 足 我 的 要 求 ， 於 2 0 0 8
年 購 入 第 一 部 入 門 單 反 相 機 是 C a n o n  
E O S  4 5 0 D ， 一 直 沿 用 至 今 及 將 它 改
成 紅 外 線 和 正 常 拍 攝 兩 用 。 2 0 1 4  年
購 入 N i k o n  D 7 5 0  全 片 幅 單 反 相 機 ，
另 也 購 入 一 部 C a n o n  E O S - M  改 作 天
文 相 機 拍 攝 之 用 。

筆 者 初 期 的 數 碼 單 反 用 於 生 態 和 風 景 類
別 拍 攝 ， 於 2 0 1 1 年 首 次 接 觸 本 港 星 空
觀 賞 ， ( 小 時 候 沒 有 認 真 學 習 看 星 座 ) ，
也 常 於 元 朗 居 所 附 近 在 光 害 下 嘗 試 拍 攝
星 空 ， 行 星 、 彗 星 和 星 流 跡 的 照 片 。

我 一 直 未 有 購 買 天 文 望 遠 鏡 ， 亦 沒 有 赤
道 儀 追 星 設 備 ， 所 以 本 書 只 是 以 數 碼 單
反 作 基 本 拍 攝 工 具 ， 希 望 將 本 地 星 空 觀
賞 和 拍 攝 資 訊 帶 給 大 家 ， 冀 望 把 美 麗 星
空 的 保 育 和 知 識 普 及 ， 用 親 身 的 經 歷 ，
作 少 少 的 分 享 和 貢 獻 。 本 書 適 合 一 般 大
眾 作 星 空 觀 賞 之 參 考 ， 內 容 盡 量 深 入 淺
出 ， 至 於 星 空 拍 攝 ， 一 般 有 初 步 相 機 攝
影 經 驗 ， 知 道 光 圈 、 快 門 、 I S O 的 關 係
已 可 。 本 書 亦 會 介 紹 星 流 跡 、 銀 河 、
彗 星 於 後 期 疊 合 製 作 的 方 法 。

由 於 知 識 淺 薄 ， 敬 希 賢 達 和 有 識 之 士 能
作 出 批 評 和 指 正 。

2 0 1 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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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林 超 英 書 《 天 地 不 說 話 》 所 言 ， 我 們 頭 上
的 「 天 」 其 實 不 存 在 ， 它 其 實 是 空 氣 ( 層 ) ，
一 個 我 們 可 直 接 窺 看 宇 宙 的 途 徑 。 「 其 實
藍 天 只 是 一 個 虚 幻 的 感 覺 … … 做 人 也 是 一 樣 ，
有 時 候 我 們 會 以 為 自 己 看 到 某 些 東 西 ， 而 且
斷 定 這 就 是 真 相 ， 但 原 來 所 謂 的 真 相 受 著 幾
個 因 素 影 響 … … 所 以 大 家 要 小 心 ， 不 要 太 執
著 」 ， 而 宇 宙 是 一 個 人 類 能 夠 用 自 己 的 文 字
符 號 形 容 得 最 少 的 「 地 方 」 。 年 少 時 有 看 星
空 但 不 懂 得 星 圖 ， 拜 電 腦 網 絡 及 單 反 普 及 所
賜 最 近 幾 年 才 加 以 認 識 。 是 的 ， 你 並 不 須 懂
艱 深 的 天 文 學 ， 只 須 躺 下 便 可 以 去 欣 賞 美 麗
的 星 空 。

香 港 特 色 是 「 東 方 之 珠 」 的 璀 璨 ， 繁 榮 背 後 ，
城 市 的 光 害 卻 淹 沒 了 另 一 片 原 本 璀 璨 的 星 空 。

不 錯 ， 城 市 的 範 圍 ， 香 港 的 街 燈 可 能 多 於 實
際 需 要 ， 個 人 估 計 三 分 一 或 可 熄 滅 ， 而 本 地
仍 沒 有 立 法 去 規 管 晚 上 廣 告 之 類 的 燈 光 ， 除
了 浪 費 電 力 之 餘 ， 亦 令 到 觀 星 變 得 較 困 難 。

筆 者 卻 因 為 時 間 問 題 ， 在 元 朗 居 所 附 近 光 害
影 響 下 觀 星 起 來 ， 多 年 來 持 之 以 恆 ， 情 況 許
可 便 會 外 出 拍 攝 ， 而 本 書 大 部 分 星 空 圖 片
( 都 市 銀 河 和 較 暗 淡 的 星 體 如 天 王 星 、 海 王
星 等 ) 都 是 在 元 朗 鳳 翔 路 居 所 附 近 拍 攝 ， 也
試 過 在 Y o h o  T o w n  的 高 樓 大 厦 旁 拍 彗 星 ，
當 然 ， 除 了 便 利 是 優 點 ， 亦 見 證 以 最 低 配 備
( 只 有 單 反 相 機 ) ， 而 不 一 定 需 要 昂 貴 天 文 器
材 ， 便 可 以 觀 賞 和 拍 攝 ， 觀 星 仍 然 是 平 民 化 ，
每 個 人 有 空 便 可 以 參 與 的 活 動 。 本 書 目 的 是
以 推 動 觀 星 為 目 標 ， 輔 以 拍 攝 ， 希 望 更 多 朋
友 可 以 獲 得 這 種 似 乎 日 漸 消 失 的 娛 樂 。

在 城 市 拍 星 ， 光 害 多 於 需 要 ， 經 歷 了 箇 中 困
難 ， 找 回 原 有 的 樂 趣 。 對 於 星 空 的 保 育 ， 仍
要 大 家 共 同 的 努 力 ， 希 望 長 遠 而 言 ， 觀 星 情
況 可 以 獲 得 改 善 而 非 變 得 更 加 困 難 ， 期 望 香
港 政 府 能 參 考 外 國 的 做 法 ， 改 善 照 明 系 統 ，
及 加 快 星 空 保 育 的 立 法 ， 造 福 人 群 和 下 一 代 。

宇 宙 無 窮 ， 人 生 有 限 。 大 家 不 妨 多 用 欣 賞 的
角 度 去 感 受 我 們 埋 沒 在 城 市 燈 光 的 星 空 。

前言



第一章 基本天 文 認識
1 . 1  我 們 所 在 的 太 陽 位 在 銀 河 系 的 什 麼 位
置 ?

太 陽 系 ( S o l a r  S y s t e m ) 位 置 在 離 銀 河 系 ( M i l k y  W a y ) 核 心
到 邊 緣 約 1 / 2 的 邊 角 上 ( 太 陽 系 距 離 銀 河 中 心 2 7 , 0 0 0 光 年 處
的 一 條 氣 體 濃 密 ， 是 地 球 人 編 名 為 獵 戶 臂 的 螺 旋 臂 內 側 邊 緣 。 )
太 陽 是 獵 戶 臂 上 的 一 顆 不 起 眼 的 小 恆 星 ， 太 陽 跟 著 附 近 的 千 千
萬 萬 顆 恆 星 一 起 繞 著 銀 河 中 心 每 2 . 5 億 年 轉 一 圈 。

圖 1.1  Image from Wikimedia Commons (Credit: NASA/JPL-Caltech/R. Hurt) :  
http://goo.gl/pycH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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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天 球 的 概 念 ( C e l e s t i a l  S p h e r e )  

天 球 是 假 想 以 地 球 為 中 心 ， 有 著 和 地 球 相 同 的 自 轉 軸 ( 傾 角
2 3 . 4 3 9 2 8 1 1 度 ， 地 球 逆 時 針 轉 動 ， 所 有 星 體 都 是 東 升 西 落 ) ，
由 地 球 以 無 限 大 半 徑 向 天 空 伸 展 的 同 心 圓 球 。 所 以 平 行 於 地 球
經 線 是 赤 經 [ R A ， R i g h t  a s c e n s i o n ， α ] ， 平 行 於 地 球 緯 線
是 赤 緯 [ D E C ， D e c l i n a t i o n ， δ ] 。 赤 經 由 春 分 點 零 時 計 起 ，
由 西 至 東 分 開 2 4 小 時 ( 即 1 小 時 1 5 度 ) 。 赤 緯 是 北 正 南 負 由 天 赤
道 0 度 開 始 至 + / - 9 0 度 。

所 有 星 體 都 繞 著 北 天 極 [ N o r t h  C e l e s t i a l  P o l e ， N C P ]  逆
時 針 旋 轉 ， 或 者 繞 南 天 極 [ S o u t h  C e l e s t i a l  P o l e ， S C P ]  
順 時 針 旋 轉 。 天 空 中 所 有 的 物 體 都 可 以 當 成 投 影 在 天 球 上 的 物
件 ， 地 球 的 赤 道 和 地 理 極 點 投 射 到 天 球 上 ， 就 是 天 球 赤 道 和 天
極 ， 有 赤 經 和 赤 緯 的 座 標 ， 便 可 以 知 道 星 體 在 天 球 的 甚 麼 位 置 。

可 以 想 像 人 站 立 在 地 球 地 面 時 ， 面 向 東 背 向 西 ， 赤 緯 是 天 球 東
至 西 ( 前 後 ) 伸 展 的 圓 ， 赤 經 是 天 球 北 至 南 ( 左 右 ) 伸 展 的 圓 。

天 文 上 會 稱 兩 個 靠 近 天 體 ( 圖 內 紅 色 ) 為 「 合 」
( C o n j u n c t i o n ) ， 即 是 它 們 的 赤 經 經 度 相 同 。

另 一 個 常 用 的 天 體 坐 標 系 統 :

方 位 角 [ A Z ， A z i m u t h ， A ] 由 北 方 順 時 針 的 角 度 ( 所 有 角 度
以 正 北 方 設 為 0 0 0 ° ， 順 時 針 轉 一 圈 後 的 角 度 為 3 6 0 ° ) ，

和 高 度 角 [ A L T ， A l t i t u d e ， a ] 去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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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1 . 3  星 等 ( A p p a r e n t  M a g n i t u d e )
( http://goo.gl/UGlVEh )

是 指 星 體 在 天 空 中 的 相 對 亮 度 ， 這 也 指 「 視 星 等 」 ， 即 為 從 地
球 上 所 見 星 體 的 亮 度 。 越 明 亮 的 星 體 ， 其 視 星 等 數 值 就 越 低 。
一 般 人 的 肉 眼 能 夠 分 辨 的 極 限 大 約 是 6 . 5 等 。 每 等 之 間 亮 度 則
相 差 2 . 5 1 2 倍 。 即 六 等 星 比 一 等 星 暗 一 百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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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是 常 見 的 天 體 /
人 造 衛 星 的 視 星 等 ：
太 陽 ： - 2 7
滿 月 ： - 1 3
銥 衛 星 閃 光 ： - 9
國 際 太 空 站 I S S ：
最 大 - 6
金 星 ： 最 大 - 5  ( 除 太
陽 月 亮 外 天 上 第 三 最
亮 天 體 )
木 星 ： - 2 . 9 ~ - 1 . 5  
火 星 ： - 2 . 9 ~ - 1 . 8 3
水 星 ： 最 大 - 2 . 4 5
天 狼 星 [ 大 犬 座 α ] ：
- 1 . 4 7 ( 除 太 陽 外 ，
天 上 最 亮 的 恆 星 )
土 星 ： 最 大 - 0 . 4 9
織 女 星 ： 0
北 極 星 P o l a r i s ： 2
城 市 光 害 下 ， 肉 眼 可
見 最 暗 天 體 ： 3 ~ 4
郊 外 暗 黑 環 境 ， 肉 眼
可 見 最 暗 天 體 ： 6

圖 1.3 2013/7/22 Regulus of Leo，Venus in Magic
Hour 黃昏魔幻時刻的金星及獅子座軒轅十四

http://goo.gl/UGlVEh


1 . 4  日 與 月

太 陽 是 太 陽 系 的 恆 星 ， 直 徑 是 地 球 1 0 9 倍 ， 太 陽 的 光 約 需 要 8
分 1 9 秒 到 達 地 球 ， 而 太 陽 地 球 的 距 離 用 a u  ( a s t r o n o m i c a l  
u n i t ,  天 文 單 位 ， 絕 對 距 離 1 4 9 , 5 9 7 , 8 7 0 , 7 0 0 公 尺 ) 表 示 。
地 球 圍 繞 太 陽 公 轉 的 軌 道 是 橢 圓 形 。

利 用 ( 巴 德 膜 太 陽 濾 光 膜 ， B A A D E R  f i l t e r ) 可 拍 攝 太 陽 的 黑
子 活 動 ， 黑 子 是 太 陽 上 可 觀 察 的 常 見 現 象 。 太 陽 黑 子 的 形 成 與
太 陽 磁 場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天 文 學 家 發 現 太 陽 黑 子 的 平 均 活 動 周
期 為 1 1 . 2 年 。

注 意 : 切 勿 用 肉 眼 直 望 太 陽

圖 1.4.1  太陽日面中央巨大黑子群 (編號AR1967的太陽黑子群) ，攝於大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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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亮 以 2 7 . 3 2 天 繞 地 球 公 轉 ， 是 地 球 的 自 然 衛 星 ， 也 是 以 橢 圓
形 的 軌 道 運 行 。 它 的 自 轉 與 公 轉 同 步 ， 因 此 始 終 以 同 一 面 朝 向
著 地 球 。



圖 1.4.2.1 接近月朔前，元朗東升的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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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球 一 個 月 的 位 置
( 月 相 盈 虧 變 化 動 畫 h t t p s : / / g o o . g l / O J x 8 V k ） - 拉 日 期 、
時 間 便 可 看 到 月 亮 盈 虧 及 位 置 。

月 球 自 轉 ( 月 球 沿 著 本 身 的 軸 自 轉 ) ： 週 期 一 個 月 ， 月 球 沿 著 本
身 的 軸 作 逆 時 鐘 自 轉 。
月 球 公 轉 ( 月 球 實 際 繞 行 地 球 一 圈 ) ： 週 期 一 個 月 ， 月 球 繞 著 地
球 作 逆 時 鐘 公 轉 。 ( 月 球 繞 地 球 公 轉 一 圈 ， 同 時 做 了 一 次 自 轉 ) 。
恆 星 月 ： 月 球 繞 地 球 公 轉 3 6 0 ° 的 時 間 為 2 7 . 3 2 天 。 ( 月 球 亦
自 轉 了 3 6 0 ° ) 。

朔 望 月 ： 兩 次 朔 ( 或 望 ) 的 間 隔 2 9 . 5 3  天 。 ( 月 球 自 轉
( 3 6 0 + 2 7 ) ° ， 由 於 月 球 公 轉 的 同 時 ， 地 球 也 在 公 轉 ， 因 此 月
球 必 須 多 公 轉 約 2 7 度 ， 才 會 達 到 朔 ( 或 望 ) 的 位 置 ， 故 朔 望 月 比
恆 星 月 長 ) 。

月 面 形 狀 在 一 個 月 當 中 有 著 圓 缺 的 周 期 性 變 化 ， 是 為 陰 曆 。

每 月 的 月 相 圖 :  h t t p s : / / g o o . g l / G v l w e I

https://goo.gl/OJx8Vk
https://goo.gl/GvlweI


初 一 前 的 極 幼 的 殘 月 在 黎 明 前 東 面 可 見 ， 而 月 亮 在 初 一 轉 到 太 陽
之 前 ， 背 光 面 向 著 地 球 因 而 看 不 見 ， 初 二 新 月 會 在 西 面 太 陽 日 落
後 才 可 看 到 ， 因 為 日 間 月 亮 被 太 陽 的 光 輝 遮 蓋 了 。

圖 1.4.2.2 跨年(農曆年初一前後)的極幼殘月和眉月 (The thinnest moon before
and after lunar day 1，from "year of snake" to "year of horse")

上於：2014/1/30 蛇年農曆十二月卅日晨曦
[拍攝資料: 光圈f2.8，iso 200，曝光0.6秒 地點：元朗]；

下於：2014/2/1 馬年農暦正月初二日黄昏
[拍攝資料: 光圈f6.3，iso 400，曝光1/20秒 -1/3ev 地點：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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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月 球 繞 行 地 球 公 轉 的 特 徵 之 一 ， 是 月 球 面 向 地 球 的 這 一 面 是
保 持 著 面 向 我 們 ， 意 思 是 說 ， 在 地 球 上 的 我 們 有 史 以 來 所 能 見
到 的 月 面 ， 總 是 相 同 的 一 面 。

月 球 和 地 球 一 樣 ， 本 身 不 會 發 光 ， 我 們 可 以 看 見 月 球 是 因 為 陽
光 照 射 到 月 球 表 面 後 ， 光 線 反 射 至 地 球 的 結 果 。

農 曆 初 一 【 朔 或 新 月 】 ： 月 球 背 光 面 朝 向 地 球 ， 看 不 到 月 亮 ，
月 亮 和 太 陽 差 不 多 同 時 升 落 。

農 曆 十 五 【 望 或 滿 月 】 ： 月 球 向 光 面 朝 向 地 球 ， 看 到 又 亮 又 圓
的 月 亮 。

農 曆 的 大 月 為 3 0  天 ， 小 月 為 2 9  天 。

月 亮 也 是 東 升 西 落 ， 毎 天 遲 約 5 0 分 升 起 ， 月 亮 有 時 可 在 日 間 見
到 。

在 北 半 球 看 見 的 月 相 ， 在 南 半 球 看 見 的 每 一 個 都 會 是 上 下 左 右
倒 置 的 。 因 為 月 光 的 關 係 ， 滿 月 前 後 五 天 ( 初 十 至 二 十 ) 較 不 利
拍 攝 星 空 。

圖 1.4.3 月球的位置- Image from Wikimedia Commons 
(Credit: Minesweeper ) : https://goo.gl/97d3dm

基本天文認識 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ser:Minesweeper
https://goo.gl/97d3dm


表 1 . 4  月 球 的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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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太 陽 系 八 大 行 星

以 太 陽 為 中 心 ， 太 陽 系 八 大 行 星 依 次 為 :  水 星 、 金 星 、 地 球 、 火
星 、 木 星 、 土 星 、 天 王 星 、 海 王 星 。

金 星 和 水 星 是 太 陽 系 的 內 側 行 星 ( I n f e r i o r  P l a n e t s )  - 軌 道
位 於 地 球 的 內 側 ， 而 外 側 行 星 ( S u p e r i o r  P l a n e t s ) 是 指 火 星 、
木 星 、 土 星 、 天 王 星 、 海 王 星 ， 還 有 所 有 已 知 的 矮 行 星 ， 包 括 鳥
神 星 、 妊 神 星 、 穀 神 星 、 冥 王 星 和 鬩 神 星 等 。
冥 王 星 於 2 0 0 6 年 被 國 際 天 文 聯 合 會 劃 為 矮 行 星 （ D w a r f  
P l a n e t ） 。

八 大 行 星 ( 包 括 地 球 自 己 ) ， 都 不 停 繞 著 太 陽 作 逆 時 針 橢 圓 形 公 轉 ，
基 本 上 ， 近 太 陽 的 行 星 ( 如 水 星 、 金 星 ) 公 轉 周 期 短 ， 離 太 陽 越 遠
公 轉 周 期 越 長 ( 如 天 王 星 、 海 王 星 ) 。 在 地 球 觀 看 ， 它 們 便 在 天 球
有 著 不 同 的 速 度 而 移 動 。

而 月 球 又 因 為 繞 地 球 作 ( 逆 時 針 ) 公 轉 ， 它 在 天 球 的 移 動 速 度 相 對
比 其 他 行 星 快 ， 所 以 ， 當 月 亮 赤 經 經 度 和 行 星 相 同 時 ， 是 謂 行 星
合 月 ， 或 者 是 一 顆 行 星 合 另 一 顆 ( 如 金 星 合 木 星 ) 的 天 文 現 象 。 金 、
木 、 水 、 火 、 土 星 都 是 肉 眼 可 見 的 五 大 行 星 ， 2 0 1 5 六 月 至 七 月
我 拍 過 金 星 合 木 星 ， 2 0 1 6 年 二 月 和 八 月 都 拍 過 五 星 會 聚 的 景 象 。

天 文 星 和 海 王 星 亮 度 較 低 ， 亮 度 在 郊 外 為 肉 眼 緊 可 見 。 2 0 1 3 年
我 用 普 通 遠 攝 鏡 頭 拍 過 這 兩 個 行 星 。

冥 王 星 視 星 等 只 有 約 十 四 等 以 下 ， 所 以 肉 眼 不 能 見 。

月球
位置

名稱 農曆 地球所見
準備東
升

在天頂
處

準備
西落

現象

A
朔 或
新月

初一
100%背光
面

06:00 12:00 18:00
農曆初一(新月)看不到月球。
月亮到農曆初二/初三是眉
月。

B 上弦月
初七/
八

50%向光
面，望前西
亮

12:00 18:00 24:00

上弦月為 上 半夜可看到，
即 18~24 時。【上弦月出
現在 西邊 天空，且為 西
半邊亮】

C
望 或
滿月

十五
100%向光
面

18:00 24:00 06:00
滿月月球又亮又圓，全夜
可看到，即 18~06 時。

D 下弦月
二十二
/二十
三

50%向光面，
望後東亮

24:00 06:00 12:00

下弦月為 下 半夜可看到，
即 24~06 時。月亮到接近
農 曆 廿 九 / 三 十 是 殘 月 。
【下弦月出現在 東邊 天空，
且為 東 半邊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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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內容
基本天文認識
觀星技巧及裝備介紹
香港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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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拍攝及後製技巧
彗星拍攝及後製技巧
星空拍攝進階

附錄：天氣簡述與大氣光學現象

當城市仍在睡夢中，
瑰麗的星星在夜空悄然閃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