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文館期刊 第四十期
38

天文館期刊 第四十二期
38

文、攝影/ 林啟生

慢了十萬八千里的 
日食行程安排

現
代科學的進步，讓我們

能很早就知道那一天的

幾點幾分在那裏可以看到日食

的天文奇觀。2008年8月1日在

中國大陸的西北地區剛好發生

一次難得的日全食現象，臺灣

以及大陸當地的許多團體很早

就安排好行程，並且到處招兵

買馬，但是我一直到5月底都

還沒搞定如何去觀看及拍攝此

次日食，為何我會慢人家了好

幾拍呢 ? 主因就是錢錢錢 !!! 

臺灣出團的團費都在5到6萬多元，一來要花

掉超過兩個月的薪水，二來假期沒那麼多天可用 

; 而大陸的日食團再加上兩岸飛機票，大都30000

臺幣以上，對於每月花不到1500元吃飯錢的我這

是2年以上的吃飯開銷呢 !!

6月初我被迫開始動了起來，經過網上找

尋，我選定了甘肅省金昌市，這是離中心線最近

的都市，奇怪的是沒什麼大陸天文專家、機構說

這邊最適合看日食，新聞媒體也沒什麼報導此

地，自然會去的人就少 ; 此外我還考慮到不必跟

一大堆慕日食之名而來的人往西擠到嘉峪關酒泉

一帶。雖然金昌是一個好地方，但我左手找同好

右手拉關係，一個月多還是沒有定案。

我被老天爺眷顧到了 !! 7月中旬有金昌當地

的李曉龍先生在大陸網站發言說歡迎到當地看日

食，我即運用關係設法連絡上他，確認前往金昌

看日食，並答應於1日在當地做場講座，這時已

經是7月20日之後的事了。 

器材準備

2005年春天我才開始用單眼數位相機拍星

體，不過我一直沒有屬於自己的單眼數位相機。 

日食前，我手頭的CANON 5D相機是朋友的，但

是一部相機絕對是不足以應付拍攝日食的需求，

起碼要有2部才行。

我賺外快的能力還不錯，7月13日我就用剛

放暑假時賺來的外快買了一部CANON 450D相

機，增添了拍攝日食的武器。

拍攝日食不需要大口徑的望遠鏡，剛好我有

一部11歲7.6公分的螢石折射鏡，焦距60公分。 

我帶上鹿林試拍，測試重點有兩個，一是加上濾

鏡後可不可以拍的問題，其次是60公分的焦距加

上APS的相機，太陽像有多大 ? 以此推知全食的

日冕拍起來如何，畢竟太陽、日冕及照片邊邊留

空比例如何有一定的最佳視覺效果。 此外望遠

鏡只能拍單一的日食像，因此我也準備了一顆鏡

頭搭配5D相機，準備拍單張的日食像回家後再

追逐月球影子的旅行        

觀測結束後這個傢伙最高興了 ---丁志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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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加成一張廣角連續的日食照片。

在濾鏡方面，將52mm的ND400加上ND8裝

在望遠鏡上試拍OK ; 在2006年STAR PARTY時親

子觀星會的同好送給我的X光片測試也OK，不

過因其減光能力強，實際拍太陽時，快門速度會

比組合的ND濾鏡慢許多。 

拍攝偏食的太陽是可以不用追蹤攝影的，但

考慮到用三腳架架設望遠鏡要經常調整望遠鏡，

拍攝起來麻煩，所以也決定帶一架有23年歷史的

VIXEN SP赤道儀前往使用。

拉車趕路的行程

27日我由鹿林下班下山，預定搭28日傍晚的

飛機由臺中出發到香港，不過這回老天爺可沒幫

我的忙。 

28日鳳凰颱風經過中部，清泉崗班機停飛 

!! 由於颱風的延誤， 造成29日傍晚我一到香港

就馬不停蹄的趕路，從香港機場直接抄近路坐

車到上水火車站再過羅湖。 為了省錢，每趟火

車搭的都是坐位票，而坐位票在晚上過夜是很辛

苦的，先由羅湖到廣州東站，廣州東站轉車到湖

南岳陽，湖南岳陽轉車到武漢，武漢再轉車到金

昌，於31日下午5時許按照原計劃到達了金昌。 

金昌日食前夕

31日下午5時多到達金昌市，天氣是陰天 !! 

長途跋涉追逐月影的心情就打從心底涼了半截。

 晚上睡覺前，耶 ! 看到了幾顆星星露出臉

來，這個情況跟在鳶峰-塔塔加停車場等待天氣

放晴時，只要在烏雲中看到幾顆露出來的星星，

就覺得充滿希望的心情是一樣的。

1日早上醒來還是陰天，中午用餐時李先生

說當地氣象單位預報說下午後會放晴，只剩下半

天喔 !!!! 既期待又害怕白跑一趟。

3點多還是小陰天，打給也到金昌附近的潘

小清先生，他說坐火車到了位在武威跟張掖之間

一個山丹的小城，天空是西半邊晴東半邊陰天的

狀況，憑藉著多年的經驗，我清楚知道這是一道

鋒面雲正在通過的狀況。 經過一番討論，我們

決定往西出發去找月亮的影子。

4點多出發時天空還是多雲，西方地平線上

方有點開，車行到金昌火車站一帶，西方低空雲

量更少，出了永昌縣城，越往西方越是晴朗，大

家都很HIGH，看到全食已經保證沒問題了，重

點是要找個好地方觀測及攝影即可。

日全食前半場

5點50多分，經過將近70公里的奔波，大夥

選擇永昌縣城西邊約20公里的一個路邊高坡做為

觀測地，一停下車即刻搬包包架起器材，架好時

離初虧只剩十來分鐘。 

我們這群臨時組成的「烏合之眾」除了我

此行的大約觀測點 , 取自NASA網站 , 金昌市旁的紅

線即為全食中心線

晚上在火車上過夜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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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最遠外，還有來自陜西的周波及朋友、西安

的博士生和大學生、河南商丘的丁志偉和重慶大

學的吳志倫教授等等總共11人，但僅有3人帶望

遠鏡器材，而且英雄所見相同都帶口徑8公分級

來，至於重錘，我的SP是綁寶特瓶，一位綁石頭

第3位綁電池組 ; 還有人帶雙筒鏡，吳教授則帶

來攝影機。 

大家興奮的談論道，這裏不用收門票，沒有

公安來檢查，不用人擠人，還大晴天 !!!

初虧前的10來分鐘用在調整器材，測試曝光

快門等等，時間過的還特別快，我心裏還沒準備

好，就有人喊初虧了，趕緊按下快門後看影像，

太陽是真的缺了一小角。

初虧後，450D接望遠鏡部分，我每隔2分鐘

拍一張照片，還臨時借來手錶對時，又因在廣州

來不及拿到定時快門線，導致我得用手按快門方

式拍攝，雖然快門速度很快，但還是怕有震動使

影象模糊的風險 ; 至於鏡頭加5D則用定時快門線

給它拍，只偶而看一下就好。

拍攝偏食部分還算蠻悠閒的，除拍照外，不

時拿起X光片看看太陽及月亮，過往的行人也停

車臨時來湊一腳，我們大方的出借X光片給他們

觀看 ; 出租車的師傅算是載對了客人，也全程觀

看 ; 吳老師拿出白色海報紙，貼在車上，同好們

輪流用雙手做做針孔，看看太陽的投影 ; 我跟大

家一樣拿出小數位相機拍拍活動照，在器材前裝

裝酷樣留個影，畢竟是此生第一次觀看日全食而

且第一次就成功，BINGO !!

隨著時間的流逝，原本熾熱的陽光逐漸柔和

下來，周圍景色暗了下來，重要時刻即將來臨。

日全食後半場

太陽缺一角的景象每幾年在臺灣就可看到，

從事業餘天文攝影以來，也多少拍過幾次的偏

食，但對於全食的攝影我還真的是一位初哥。

在臺灣看的日食少有很大的食分，當太陽愈

來愈細愈彎，很細很彎，天很暗很昏暗，連吹來

的風都涼涼的，心情既高興又緊張 ; 吳教授喊著

看到波紋了，我在相機旁連過去看一下都沒空也

不敢去，只見西方一道黑潮襲擊而來， 緊接著

最後一絲的太陽光不見了，有人喊著食既，全食

開始了，不經意中我第一輪的鑽石環就這樣錯過

了，真的錯過了。 我趕緊調整快門速度，按了

幾張，ㄝ，怎麼沒有影像 ?? 天啊 !! 濾鏡沒拆下

來，拆下來後再以慢快門拍下外日冕，隨後我跑

到鏡頭旁拆下X片，按了快門 ; 回到450D旁，在

觀景窗中我花了幾秒鐘看到一個奇景 : 黑黑的圓

圈，外圍微微散發著絲狀光芒，並有一條噴出的

紅色日珥，實在漂亮到言語無法形容!!!!!!! 

隨後我以不同快門速度拍下幾張內日冕影

像，並且抬頭掃視了幾秒鐘的日全食天空，見到

了明亮的金星、水星和一個延著黃道散出長絲狀

簡易的針孔日食花招 除拍照外，不時拿起X光片看看太陽及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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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冕層流光，景象就像以前雜誌上追逐日全食

同好拍到的場景照片般 : 深黑的大地上空掛著一

個黑圈射出了一輪輻射光芒 ! 來看日食之前的臺

中日食團說明會中星星工廠廠大及大立就千交待

萬交待，一定要花幾秒鐘抬頭看一下這全景，還

好我沒忙到忘了抬頭看看，說實在的真的很精彩

很壯觀 !! 我本想用數位相機拍下此景但時間不

夠，真是失之交臂。

當我還在欣喜時，太陽一角閃出一道光，我

趕忙拍攝，但動作還是稍慢了點，有拍到但不是

很滿意的鑽石環。 

觀測地的全食時間有90多秒，不管我日食

準備功夫做的多好或很爛，這一分半鐘可說就

在一片手忙腳亂之中永遠地結束了。 最精彩的

全食階段拍的雖不很滿意但也不會太差，還是

值得欣慰。

彎彎的太陽又出現了，大地逐漸從「黑夜」

中恢復了光明，大夥在激情之後就是一片寧靜，

時間又回到每隔2分鐘拍一次偏食的影像 ; 有長

者趕著羊群回家，我們問著剛剛奇景有看到嗎 ? 

還不忘說趕快找找有沒有在剛才太陽不見了的時

候誕生的小娃娃，將來可能要當皇帝的喔 !!

就在日食要復圓前，這次日食唯一的一兩

條細雲飄到了太陽跟前，為這難得的景象做了

些綴飾，這漂亮的偏食加上一絲雲彩也被我拍

入了記憶卡中帶回臺灣 ; 在稍後我們這群朋友竟

然又看見了第二次「偏食」 : 在月亮快要退出

前，太陽一角開始落入遠方的山邊，形成缺了

兩個角的日食。

一切都結束了，11位同好從各地有緣來金昌

相會，有幸共同目睹一場壯麗的日食秀，多麼美

滿和幸福。 合照則是為了明年7/22再度相逢的開

始，收拾好傢伙轉回金昌開場慶功宴。

  在路上檢視影像，全食影像竟然只拍到6張

而已!!! 真是昂貴的影像。我還想著，全食期間

我的拍攝器材 日食前調整測試器材 ---丁志偉拍

復圓前的一絲雲彩 
F C –76  C A N O N 450D 
ASA100  1/1250秒 
濾鏡  ND400 + ND8 /52mm
直焦攝影，沒做任何影像

處理。

缺兩角的日食  
F C –76  C A N O N 450D 
ASA100  1/1250秒  
濾鏡  ND400 + ND8 /52mm  
直焦攝影，沒做任何影像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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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著拍照跟只用肉眼及雙筒鏡觀看全食景觀的其

他多位同好，到底那個收穫多 ??? 

成果及檢討

 4日晚上陳一平在我家，將我的全食照加工

並傳上網站，博得了大家的讚賞，其實這趟旅程

有收穫也有很多缺失。

1. 此行新認識多位大陸天文同好，以後再到

中原西北一帶，都可以安排行程拜訪他們。

2. 日全食過程全程看到，而且天氣還是在短

短不到半天內由大陰天轉成大晴天，我們一行同

好是多麼地幸運 !! 相對的有許多同好到馬鬃山

到巴里坤，尤其是巴里坤某處，偏食時情況好得

很，但就在全食時刻的幾分鐘內剛好一朵烏雲偏

偏飄來擋住太陽，那種心情應該很難形容。

3. 拍攝的照片只能算普通好，但我終於有了

自己的日全食照片。

4. 早先行程遲遲沒能及早定案是因為要花多

少錢的關係，那麼這次日食花我多少錢呢 ? 港臺

機票費加上大陸火車票錢再加上簽證費及買了幾

本書回來等等，再扣除帶書到大陸賣的利潤所得

及帶快門線回來賣賺些差額，我只花不到8000元 

!!! 即使不算後者也只花11000元前後，若是再寫

個遊記投稿刊出，則真正花費將<5000 元!!!

有那些缺失要改進 
以及未來要注意的呢??

1. 全食後的偏食時段，我無意中看到望遠鏡

採用曝光由0.8秒,0.1秒,1/30秒X2及1/200秒X2共6張合成加以影像處理後的照片 ,  
FC –76  CANON 450D ASA100 原始照片由林啟生拍攝 , 陳一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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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相機的接環沒鎖好 ! 這缺失容易造成影像的失

焦模糊，隨後鎖好並重新對焦使用。 身為一位

資深的同好，這缺失實在真要命 ! 

2. 450D相機買來後一直沒有好好研究有關

連拍及LIVE VIEW功能的使用，雖然在大陸坐

火車時我有很多時間可用，但為了錢財不露白起

見，也不敢拿出來把玩研究這些功能，這兩種功

能是回來後才加以研究學會使用。這兩種功能

中，連拍可以增加照片的拍攝張數，LIVE VIEW

則可以輔助快速對好不錯的焦點，2009年的7/22

日食一定要善加使用。 

3. 本來想用手機的時間功能做為現場的對時

工具，但手機竟然沒電，所以還是需要一只電子

錶使用。

  4. 拍日食帶赤道儀是對的，但大陸買的3號乾

電池於現場用沒多久就推動不了馬達，造成每次按

快門前都得手動赤道儀將太陽放到適宜的畫面中拍

攝，所以下次要改用1號乾電池以減輕麻煩。

5. 在大太陽下，查看相機LCD螢幕影像因陽

光關係，看不太清楚 ; 回來後有看到景川及大立

兄將紙板圈在鏡筒身上的方法，這招下次一定要

採用或者準備一塊黑布罩著相機，以方便查看影

像及增進對焦的精確度。

6. 我採用相機觀景窗直視對焦，試拍後再於

螢幕上叫出影像查看是否對好焦，現場陽光又很

亮造成干擾，這招沒辦法保證精確對焦，風險大

些，再加上接環沒鎖緊，造成我拍出的影像其實

都有些脫焦，照片放大到100%都不太能看，因

 FC –76  CANON 450D ASA100  0.1秒 
 直焦攝影 沒做任何影像處理

FC –76  CANON 450D ASA100  1/30秒  
直焦攝影  沒做任何影像處理

FC –76  CANON 450D ASA100  1/200
秒  直焦攝影  沒做任何影像處理

拍的不太好曝光太久的鑽石環 FC –76  CANON 
450D ASA100  1/6秒  直焦攝影  沒做任何影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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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2009年7/22日食一定要用LIVE VIEW功能或其

它方法保證焦點無誤才行。

7. 此次全食時間不長，行前就研究過一個人

獨自作業大約可做兩種不同的拍攝主題，所以準

備用望遠鏡拍單一日食像及拍鏡頭像再加後製疊

加處理。 結果望遠鏡拍攝的有80分成績，鏡頭

的卻慘敗，在強烈陽光下沒抓好太陽西沉的角度

不說，全食時竟將太陽拍到照片邊邊上，又是一

缺失。 2009年7/22的日食一定要更小心的處理好

鏡頭的攝影。

8. 一般的數位相機都有省電設定功能。 因

經驗的不足，全食前我的消費型數位相機是關機

的，造成我現場要再開機來拍廣景的照片時間不

夠，所以下一次日食在食既前，要提早將此類相

機開機並且開啟最久的省電功能時間，以便能用

最短時間拍攝此場景。

9. 一次日全食的重點在於食甚的攝影，但為

了拍攝適當大小的日冕，月亮的成像不宜太大太

小，如此將導致偏食的太陽成像不能大些，精細

度提不高，所以下次打算用一支鏡筒時，一般偏

食階段先用巴羅鏡提高太陽影像的大小，等到快

食既前再快速換裝，使焦距變短到適合拍全食影

像，生光後再換回長焦 ; 此外也可以考慮架兩支

鏡筒，焦距一長一短，獲得理想的影像。

 10. 許多位前往拍攝8/1日食的同好都說，

全食時都是一陣手忙腳亂的情況，我想除了這次

全食時間不是很長以及大多為拍攝日全食的初哥

之外，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貪心，想要一次拍攝多

種主題的日食影像所導致 ; 而2009年7/22日食因

為時間比較久，可以考慮拍攝3種主題，並將每

一主題確實拍好，不然也可以考慮日食二人組前

往，將主題擴展到4~5種，照片彼此共同擁有共

享，這倒不失為一個良策。

  11. 我將望遠鏡及鏡頭兩組器材分得太開，

造成全食時要花時間來回跑，浪費掉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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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要架在一起，採用左右兩邊同時按快門以

增加拍攝的照片數量。

展望2009年7月22日日食

如果你錯過這一次的8/1日食，不要失望，

2009年的7月22日在大陸的長江流域還會發生一

次食分大全食時間約5分鐘的日全食。 這一次長

江沿岸日食經過許多的大城市，不會有交通及生

活設施等的困擾。

許多人不太看好7/22的日食，主要是天氣問

題。 試想，7/21~7/22時剛好有一個颱風衝進到浙

江江蘇南部一帶，那麼重則四川輕則武漢以東地

區可能就全部完蛋 ; 再則那時長江梅雨期雖然已

經結束，但我長期觀察雲圖得知，這地區還是經

常有來自青藏高原和四川等西邊移來的大範圍雲

團 ; 假若以上兩個天氣狀況都沒有，華中一線處

於炎夏的天氣，就像臺灣的一般夏季天氣般，很

多地方還是容易一早就產生一朵朵的積雨雲系，

尤其是小山區，萬一像8/1日食的巴里坤某現場

般，在緊要時刻來這麼一擋，就下次再見了。 

2009年7/22的日食，臺灣地區一定有更多的

人要前往觀看，現在已有人在開始組團籌劃了。

我呢？還是要獨自前往，以便保持機動性。我初

步選定在杭州到上海之間的海邊，這兒不會有一

大早長出積雨雲的問題，而且太陽是在東邊海的

上空 ; 我打算21日晚上就到達此地，先對好赤道

儀，天亮後按步就班地觀看及拍攝。

為了維持機動性，在20日我就先到達香港，

看雲圖再推測那兒可能有最大機會晴天，進廣東

地區可以買票搭車前往 ;不行，就馬上買機票到

湖北或甚至四川，以保證盡量看到日食。

到時，你若前往看日食，說不定我們會在華

東的海邊相遇 ! ......「嗨 ！ 老大原來你在這裏。」

林啟生：國立中央大學鹿林天文臺專任助理


